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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连载

谢榛一阵感动：人家严讷半个月前
刚刚入阁，成了内阁次辅，相当于副宰
相。人家能请自己做客，说明心里有咱
这个布衣诗人。

谢榛简单地吃了点午饭，便躺在床
上睡着了。他要养足精神，晚上好应付
一场恶战。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恶战，在
酒场上，谢榛向来毫不惧怕，不就是喝
酒嘛。

申酉相交时分，严府的轿子已到侯
爷府前，门公前来通知，谢榛提着二十
本诗集，走了出来。

谢榛上得轿来，自得的情绪滋润地
生发。堂堂次辅都高看谢茂秦一眼，
其他官员自是不敢小瞧了。这样，我
谢榛在京师就如鱼得水，顺风顺水
了。京师真好！什么时候，把妻儿从
安阳接来？

侯爷府与严府一西一东，离得较
远。这样，谢榛到达严府时，天已是黑
严了。

进门，谢榛看到严府大厅里灯火辉
煌，仆人们从大厅门口进进出出。谢榛

走进，见厅当中的大圆桌边，已是围坐
了不少人。走近去，发现高拱、李攀龙、
王世贞已到。还有两个人，谢榛不认
识。高、李、王三个人一起站起，一一向
谢榛施礼、招呼。谢榛一一还礼。之
后，两个人一同站起来，走近谢榛，抱拳
施礼。谢榛忙不迭地还礼。高拱过来
说，我充当介绍人吧，这两位是山东的
地方官。

随即，高拱指着一个高个长须的人
说，这位姓张名旦，字子明，任山东左参
议，正在京师述职。

谢榛拱手，说，见过张大人！
张旦说，谢先生不必客气，叫我子

明就行。
高拱拉着第二位，说，这个可是你

老家的父母官了，东昌知府李孔阳，他
的字是子朱。

见过李大人！
叫子朱，叫子朱。李孔阳十分谦虚

地说，再次向谢榛施礼。
大家正寒暄着，严讷走了进来。看

到谢榛，先是举一举手，后便走近，拉住

手嘘寒问暖。
谢榛说，相爷，我的诗集还没分发

呢。
严讷说，在哪？
谢榛回头指指地下，说，那不是吗？
严讷说，你先随我坐下，我让下人

们分发。说完，拉着谢榛，挨着坐下。
严讷说，今天少两个人，一个是李

先芳，一个是吴维岳。两个月前，他们
出外做官去了。剩下的，与我、与谢先
生都熟。张参议、李知府虽然原来与谢
先生不认识，但因为是山东官员，就把
他俩喊来了。

就在严讷说话的当儿，下人已把谢
榛的诗集一人一册，发放完毕。

李攀龙虽然已接到五百册诗集，但
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这时，他与别人一
样，饶有兴味地翻看着。

张旦、李孔阳两位，在严讷的安排
下挨着谢榛坐下。严讷的左手，依次是
高拱、李攀龙、王世贞。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东昌府区郑家镇李东村有一位名
叫李广俊的八旬老汉，他腰不弯耳不
聋，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至今
已坚持了63年。

1961年7月，李广俊在聊城四中初
中部毕业后，回家务农。闲暇之余，李
广俊总爱翻阅一些故事书。当时，他把
祖父存放在书柜内的书（李广俊祖父曾
做过私塾先生）拿出来阅读，先后读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
史》等线装版古典名著。

将祖父存放的书籍全部读完后，如
饥似渴的李广俊又先后到村里两位有
学问的老先生那里借书，《三侠五义》
《隋唐演义》《世界知识手册》等书籍令
他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没有通
电，每到晚上，李广俊就点一盏煤油灯，
在昏暗的灯光下兴致勃勃地看书，妻子
坐在他旁边纺线、纳鞋底、缝衣服。

冬天的夜晚天寒地冻，屋内没有取
暖设备，门窗四面透风。有时读书到深
夜，手脚都被冻麻了，李广俊就搓搓手、
跺跺脚，然后在煤油灯下继续阅读。

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李广俊在自家庭院内
饲养了十几头鲁西黄牛，并且买了《牛
病防治手册》等科学养牛方面的书籍
翻阅研究。养牛过程中，他家有三头
黄牛先后得了口蹄疫，他按照《牛病防
治手册》上的方法对症下药，将高锰酸
钾和白开水按照一定比例配制成溶
液，很快便把牛的病治好了。

李广俊在读书时有个特点，就是
阅读速度慢，一本书通常要看三个多
月，尽量做到全面领悟。对于借来的
书，他每本都要阅读3遍，分为初读、复
读和重点读三个阶段。在第三遍阅读
时，李广俊常常仔细琢磨书中的重点
部分，并用钢笔把精彩语句和段落工
工整整地摘抄在笔记本上。

63年间，李广俊摘抄了100多本读
书笔记。因为搬了三次家，李广俊的大
部分读书笔记丢失了，目前完整保存下
来的仅剩18本。为了把剩余的读书笔

记保存好，李广俊用缝衣线将读书笔记
的顶端一一缝好。多年过去了，这18
本读书笔记上面的针线仍整整齐齐。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广俊对读书
的兴趣有增无减。8年前，李广俊曾在
聊城市新华书店附近居住，每天接送
孙子孙女上下学，接送完两个孩子后，
他就去新华书店读书。那些日子，李
广俊就像一位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
样，每天在书店阅读6个小时，广泛涉
猎哲学、心理学、养生等方面的书籍。
就这样，他在书店度过了4年快乐的阅
读时光。

现在，李广俊的读书范围进一步扩
大，尤其喜欢读科学养生类的书籍。目
前，他每天坚持读书3个多小时，还与
几位喜爱读书、年龄相仿、性情相投的
老朋友一起举办庭院读书会。读书会
上，李广俊和友人们共同畅谈书籍、畅
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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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

作者：毕啸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生而为人》收录九篇人性小
说。在横跨百年的胶东大地上，游
走着众多故事角色：消失的女儿、疯
癫的木匠、绝恋的理发师……他们
深陷在时代的逆境里，被生活的风
浪所裹挟，饱含着生命的沧桑，去接
受命运的审判。生而为人，拙而不
屈，他们把悲伤装进心里，把希望穿
在脚上。

但凡出行，我首选火车。时间允
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慢悠悠的绿皮
火车，因为慢火车上好读书。捧着一
本书，窗外是徐徐倒退的春景，手中
是他乡故事，两个时空在此交汇。悠
长时光里，纷繁思绪一点点沉淀，最
能充盈自我。

读什么书都好，列车拉长了时
间，让纸上的字里行间染上了别样味
道。譬如汪曾祺的“人间”系列散文，
伴着车窗外的陌上花开、远山林海、
朝阳落日，还有烟火气十足的山村与
飞鸟，《人间草木》里的春夏秋冬霎时
变得鲜活起来，阳光洒落时，不同经
纬中的草木重叠生长，让久枯的心底
也生机勃勃。读《人间有味》时，我正
坐在西安开往伊犁的列车上，被书中

的手把肉馋得直咽口水。不觉间，一
缕肉香飘到了我的鼻腔，莫非书中之
味让我产生了幻觉？抬头一看，斜座
大哥正满嘴流油地吃着新疆手把
肉。酥脆金黄的饼、焦黄喷香的肉，
真是馋人。

在列车上读书不必追求质与量，
杂志也好，小说也罢，所谓“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人生并非一条道走到
底，书亦如此，先求“广博”二字，才有
层层筛选后益于自我的思悟。书中
的人物故事不一定在当下给人指引，
却有可能在下一次外出时，从偶遇的
人和事中改变自我。同时，远行之途
本就可以放松身心，因而无须苛求自
己去啃晦涩难懂的书，只求一乐，让
书中的远方和当下的旅途为自己的
身心减负，这才是循序渐进的读书之
道。

列车轻轻摇晃，太阳渐渐远去，
我捧书慢慢品读。半天翻过一页，我
一边默读思索，一边愣神赏景，五花
八门的想法涌入脑海，却在瞧见飞鸟
追赶夕阳的刹那变得空荡荡，只余下
至诚的感叹，再低头品读着某个触动
心灵的句子，一些令人纠结的往事在
此刻烟消云散。

读胡安焉的《我比世界晚熟》时，
我正处在内耗中，可看了主人公二十
年来的人生苦旅后，我懂得了接纳自
我与重构人生的道理：晚开的花亦有
意义，何必囿于某些风雨？再瞧窗
外，北风啸啸，沙石滚滚，可远处的树
木奋力摇摆，恰恰证明了生命的意
义。

又一次远行，列车依旧载满了书
香，一缕缕飘出窗外，飘向如诗如画
的山野远方，继续带我求证书中的道
理，寻找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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