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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有一种声音
穿越时空，回荡在稻田之间，那便是“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声音。《梦圆大地：
袁隆平传》的作者以生动细腻的笔触，为
我们勾勒出了一位执着探索、无私奉献
的科学家形象。

《梦圆大地：袁隆平传》是姚昆仑编
写的一部传记类著作，作者通过大量的
第一手采访资料、水稻种植史料以及杂
交水稻的相关知识，讲述了袁隆平非凡
的一生，让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袁隆平
的独特魄力、求是精神和高尚情操。

本书共分十个章节，从“少年的情
怀”到“壮志酬未来”，每一章都紧密相
连，记录了袁隆平从一个怀揣科学梦想
的青年成长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的过
程。

在“少年的情怀”这一章节中，作者

描述了袁隆平早年的成长经历。袁隆平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
对大自然充满好奇。袁隆平曾回忆起小
时候在稻田边玩耍的情景，那时他就梦
想着有一天能够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
沃。这种对土地的深情贯穿了他的一
生，也为他后来投身农业科学研究奠定
了坚实基础。他年轻时曾亲眼见过倒在
路边的饿殍，十分痛心，这也为他后来报
考大学选择“农学”播下种子。袁隆平常
说：“吃饭可是天下第一大事。不学农，
人类怎么生存？”

在“禁区拓荒者”这一章节中，袁
隆平挑战传统农业观念，尝试研究杂
交水稻。1964 年，袁隆平发现了自然
界中罕见的水稻雄性不育突变株，那
段时间，他每天早上 7 点出门，带上水
壶和两个馒头，用放大镜观察大量稻

穗，直到下午4点才回家。凭借这种不
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袁隆平和团
队成员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杂交
水稻品种。

“冲刺三系稻”这一章节中，着重描
写了袁隆平团队在攻克杂交水稻技术难
关过程中的艰辛与坚持。他们在艰苦的
条件下进行了无数次试验。1970年秋，
根据袁隆平“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
进行杂交”的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
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出来的三
粒雄性不育种子被命名为“野败”，为“三
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并于1973年实现
了“三系”配套，解决了杂交水稻的制种
问题，这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突
破。

“情爱盈天地”这一章节更多地讲述
了袁隆平个人生活的一面。袁隆平是一

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充满爱心的
父亲和丈夫。书中提到了他与妻子邓哲
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共同度过的艰难
岁月。这些温馨的家庭场景，为袁隆平
的形象增添了更多人文色彩。

《梦圆大地：袁隆平传》记录了一个
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传递了一种追求真
理、不断创新的精神。袁隆平 50 年孜
孜以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科学技术对
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重要性，他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精
神。

当我们吃米饭时，要记得袁隆平；
当我们喜看稻菽千重浪时，要记得袁隆
平；当我们看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变为
现实时，更要记得袁隆平。因为是他，
种下一粒梦，收获万顷希望。

稻香里的追梦人
——读《梦圆大地：袁隆平传》

○ 杨晓杰

李孔阳受到感染，也有几分想哭的
冲动。想想自幼的寒窗苦读，想想考秀
才前、考举人前、考进士前的紧张，李孔
阳不觉鼻子一酸，流下泪来。那长达十
几年的紧张，让人有一种身患大病的感
觉。这种感觉，不只贫寒家庭出身的人
有，富贵之家的人也有。王世贞虽然二
十一岁就考上进士了，但看到榜上有名
时，竟然跑到住处大哭一场。看榜后的
李攀龙没有哭，而是大笑不止。李攀龙
回到济南老家，一个人跑到父亲坟茔前，
把以前写的所有八股文，一把火烧了个
干净。

谢榛的悲痛经过抒发，渐渐平复
了。他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说，子朱，我
再喝碗水。

谢榛揩揩嘴角的水滴，脸色一红，
说，子朱，不好意思，老哥出丑了！

李孔阳说，老哥说什么话，谁没有喝

醉过？
两人正说着，李攀龙回来了。李孔

阳看一眼李攀龙，笑了一笑，说，老哥酒
醒了！

李攀龙看到谢榛盘腿坐在床上，虽
然脸色微微发黄，但酒劲已是下去了。
谢榛喝酒之后，一向脸色发黄，中医们都
说，这正是酒量大的表现。

谢榛说，你们两个走吧，我不用你们
陪了。

李攀龙说，你不用陪，我也不回家

了。我与子朱两个开个房间，就在这里
睡下了。

谢榛说，也好。
亥时差不多过去，子时即将到来，三

人却没有一点睡意。李孔阳倒了三碗热
水，一边喝水，一边说话。他们谈诗论
文，谈济南到东昌有多远，谈倡议修筑临
清外城的曾铣死得好冤……

谢榛忽然想到了卢楠，叹息说，不知
道卢楠现在怎么样了，冤案也不知何时
昭雪。

李攀龙说，明天到部里，我再打听打
听。

自此，谢榛表面上性情有了点改
变。他待人接物更加谦和了，但骨子里
却更加自傲、更加敏感。他如果从别人
的说话语气中体味到些许轻视，便会拂
然变色。读书作诗，他更加刻苦、更加勤
奋了。

家中书信，一两个月便传来一封，
都是小儿元烛执笔。五个儿子，就数元
烛稍微聪明。谢榛自然是接信便回，从
不拖延。谢榛最为关心的，是家里银子
够不够用。还好，赵王每年都让账房送
去银子。谢榛为了表达对赵王的感激
之情，三五个月便写诗一首，献给赵
王。对顾圣之、郑若庸，他也写过好多
封问候的书信。与李秦、李奎，谢榛也
互通音信。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作者：迟子建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本书收录《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芳草
在沼泽中》等四个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
因丈夫去世，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在疗
伤之旅中，她目睹芸芸众生的苦难，然而
那些心中有过往、命运中有故事的人，无
论在何时何地，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
和揭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与喟叹
便油然而生。

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待得时间最长
的地方是书房。我的书房不大，里面有
三层书架，书籍有序摆放，有200多本。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爸爸给我买的拼
音读物，这本书版面简洁、图文并茂，带
我迈出了学习的第一步。

这些年，书房藏书不断更新，书籍
种类也越来越多：从图画书、故事书到
各种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再到哲学、法
学、历史学、心理学……变化的是书籍
种类，不变的是我对阅读的热爱。

读书让我返璞归真。宋代词人张先
的“云破月来花弄影”，个中的意境之美
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贾平凹的散文《五味
巷》，语言风格平和真实而又颇具美感，
我仿佛置身于作者笔下长安城里的那条
老街巷……时光荏苒，我的书房窗前或
春雨蒙蒙，或蝉鸣嘶嘶，而我沉浸在书香
里，陶醉在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意境中，我
的生活也变得简单、纯粹。

读书助我立德明志。读老舍先生
的小说《四世同堂》，我仿佛和那些生活
在老胡同里的人们一起经历着炮火的
洗礼和命运的捉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情节曲
折生动，让我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深刻
理解。读书让我懂得孝敬父母、热爱祖
国，给予我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勇气，
让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进步。

读书帮我增智开慧。我曾在《十万
个为什么》里探寻，兴致勃勃地探索大
自然的奥秘；也曾经在柏拉图的《理想
国》中遨游，与他“对话”，启迪思想。不
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漫画
版让我增加了对法律的了解，让我懂得
了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自控力》让我
掌握心理调解的方法，坦然面对生活中
的压力和难题……通过阅读，我不断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处理事情变得游刃
有余。阅读给了我一双明辨是非、去伪

存真的“火眼金睛”，让我永远保持理智
和清醒。

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我所在的城市
湮没在秋雨中，虽有霓虹闪烁，仍显寂
寥。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想起南宋诗人陆
游的《雨夜读书》。纵然相隔近千年，吟诵
这首与读书有关的诗，我仿佛身临其境：
在一个漆黑的雨夜，茅屋草舍，烛影摇红，
诗人陆游眉头紧锁，不顾外面的风雨声，
任自己沉浸在昏灯残卷中。

陆游所读之书的作者于他而言是古
人，而陆游于我而言亦是古人，我们在苍
茫时空里本无交集，却因读书在精神世界
里相遇，这是何其难得、何其宝贵的体验
啊！

所以，坐下来吧，沏一壶茶，打开一
本书，跟随书中的主人公去体验生活的
酸甜苦辣，去感悟世间的美丑善恶。

人间最好是书香。

人间最好是书香
○ 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