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到新华
书店看书，在一排排书架间流连忘
返，寻书、淘书、选书、读书，沉浸在
书海之中。这时，书店突然进来了
一个人，显得行色匆匆。

我与他有一段距离，未看清他
的面庞，只听他向店员询问有没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跃文的
长篇小说《国画》，声音响亮、急切、
有磁性，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他
在书架的过道上来回走，随意从书
架上抽出书看，就像一个老农在田
地里查看播下的种子是否发芽，动
作十分熟练。

高个头、瘦削的脸、头发像刺
猬的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他离开后，我向店员打听，知
道了他是思茅二中（现普洱市第一
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过了几天，我再去书店，又与
他相遇，他正在向店员询问陆健东
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
感觉他所选择的都是相当有品位
的书，于是与他打了招呼，互通了
姓名。自此之后，我们因书建立了
交往，因书发生了很多故事，因书
产生了友谊。

陈海明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其余的
时间都钻在纸堆里，花在读书上。

“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他。他
不会玩扑克、麻将，也没有其他业余
爱好，就是对书情有独钟，唯一的爱
好就是逛书店。“狂”“痴”“玩”用来
形容陈海明爱书是非常贴切的。

所谓狂，是指买书到了疯狂的
地步。每每见到好的书、喜欢的书，
他都要买下。他住的地方到处都堆
满了书，寻书、访书、淘书是他最大
的乐趣，书成了他的忠实伴侣。

所谓痴，是爱书、读书到了痴
迷的程度，他经常把“爱书越痴，孽
缘越重；注定的，避都避不掉”挂在
嘴上，买到一本好书就抓紧时间
读，与书同乐、同喜、同悲。

所谓玩，是爱“玩”典籍。诗人
余光中在读书的同时就常常“玩”
书。他说，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
是玩书的外表。这本摸摸，那本翻
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嗅
嗅书的纸香味和油墨味……一个

下午用完了。陈海明“玩”书的程
度，毫不逊色于余光中先生。

作为多年的书友，陈海明和我
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只要
谈与书有关的话，我们总是有聊不
完的话。我们经常互相论书、品
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他推荐给我的黄裳先生所写的《珠
还记幸》一书，尽管价格不菲，我还
是从书店买了回来，有种说不出的
愉悦。此书设计新颖，用纸精良，
有插图，印制非常好，哪怕只是像
余光中先生那样“玩”书，也很快
乐，更不要说品鉴书中的文章了。
陈海明送我的《写意》以及《肆无忌
惮》两本书，我更是爱不释手，反复
品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陈海明广阅博览，涉猎的领域
多，哲学、历史、文学，诗、词、歌、
赋，古今中外的作品，他都会阅读，
这种“积学如拾薪，见一芥焉则掇
之”，厚积薄发的学习态度是值得
提倡的。我没有听过他的语文课，
但听他谈诗论学、谈人生、谈感悟，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称职的高中
语文教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这两
句诗很美。明月升于东方，恰遇涨
潮，似从浪花中涌现。陈海明醉心
于书海，使得他的人生更丰富、更
绚丽、更壮美。

我的“书痴”朋友陈海明
▱李世柏

（图片由淇迹书店提供）

我与陈海明因书结缘，书是
我们相知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我
们共同追求的精神家园。

杞朝贤是普洱市审计局派驻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通关镇团山村
驻村第一书记，也是普洱市第二届

“阅读榜样”，上榜 2023 年云南省
“最美阅读推广人”。

“我热爱阅读，但是工作后，阅
读的频率降低了很多。”杞朝贤说。

改变发生于 2023 年，她主动
报名去驻村。

刚到团山村时，杞朝贤积极履
行驻村各项工作职责，但面对陌生
的环境仍有许多不适应。工作之
余，便走进村里的农家书屋，不断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原以为农家书屋里只有种植
养殖方面的书籍，可当我走进农家
书屋时，发现里面的书籍种类丰
富，许多知识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去年在农家书屋读了 20多本书，
涉及感情、历史、育儿等方面，与书
籍做朋友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就
是心静下来了。”杞朝贤笑着说。

阅读的意义是什么？杞朝贤
看到过一句话，是她心中的答案：
阅读是一座随时可以随身携带的
避难所。

在阅读中，杞朝贤的心胸变得
更开阔，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刚到基层驻村时，杞朝贤对许
多事情不太理解，但是看了《乡土
中国》这本书后，她的想法改变了。

“一瞬间觉得自己有点狭隘，只以
自己的生活阅历去看这个社会。
当你读了更多的书以后，你会发现
人世间有很多种活法。这本书让
我更加平和、包容地看待基层社
会，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通过阅读，杞朝贤从驻村实现
“助村”。工作中，心细的杞朝贤发
现，不少忙于农活的父母把孩子留
在家中看电视，空巢老人因为行动
不便每天只能发呆度日。荣获普
洱市第二届“阅读榜样”后，杞朝贤
得到了 2000 元购书卡的奖励，她

用这张卡在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批
书籍，带给团山村的孩子和老人。

对于大家会不会爱上阅读，杞
朝贤起初并没有信心。可是没过
多久，就有孩子向她询问“是否还
有新的书”。现在，团山村逐渐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阅读氛围，有的村民还会向她“指
定”购买书籍，主动从书中学技术、
长知识。

杞朝贤说，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一起阅读，是她作为“阅读榜样”的
使命。这两年，她和同事因地制宜
在村里组织开展了“我在农家书屋
阅读”“普法强基补短板小课堂”“大
手拉小手 文明一起走”等活动。工
作之余，她走村入户，与小朋友一
起阅读绘本，与老人一起看书交
流，与党员群众一起学习讨论。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
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
以。即使书里写的只是一个小村
庄，我们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
那些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科学、社
会学、人类学的知识，被我们吸收，
变成养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
界。”抚摸着手中的书本，杞朝贤说。

直到慕名拜读了骆玉明教授
的著作《古诗词课》，我才真正了
解了古诗词。

据说，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
的古诗词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他把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带进
《古诗词课》的写作中，从《诗经》
到楚辞汉赋，再到唐诗宋词，他用
深入浅出的文字和语言，把原本
晦涩又遥远的诗词，解读得清新
脱俗、妙趣横生，让人了解了诗词
的真情实感，感受诗词之外的人
生哲学。

骆玉明说，读古典诗词能够
建立起我们与中华文化的关联，
理解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人
生趣味。

因为《古诗词课》，李白成了
我最喜欢的唐代诗人。

李白的诗飘逸豪放，充满了极

致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蜀道之
难，难于上青天”到“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无不表明了李白的
才华横溢。遗憾的是，他一生仕途
坎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
不得开心颜”，面对官场的明争暗
斗，李白最终选择成为游走世外
的“诗仙”。在李白的诗中，我仿
佛看到了他自由的生活状态，读
他的诗，仿佛也体验了他的人生。

读完这本《古诗词课》，也让
我读完了中国的历史。中华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诗词吸收了历史
长河中形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情
趣，对现实生活富有深远的意义，
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散发
着温润的光芒。

我从小就喜欢读诗，从“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

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
华年”……每一首我都熟读于心，
了然于胸。长大后，只身一人到
武汉上学，登上黄鹤楼，俯瞰滔滔
不绝的长江水和江面上穿梭往来
的船只，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孤帆
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所
描绘的意境。

我总在想，怎样才能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实不妨试着静
下心来，从古诗词中寻找答案。

在读书过程中，我突然明白
了，纵使我们不能“大鹏一日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也可以试
着成为一个“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的人。

正如作者所言，诗取材于生
活，体现了人们美好的向往，人情
中美妙的趣味。是啊，诗总是在
追寻生命的可能性，并以最精致
的语言形态来呈现生命的多样。
因此，读《古诗词课》，会让我们更
喜欢自己。

相信在茫茫诗海中，我们一定
能够找到治愈自己的那一首诗。

最近，读了长期生活在边地
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作家苏然的散
文集《在佤山诗意地栖居》，翻开
那略微发黄的封面和内页，一种
凝重感油然而生。

40 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第一
次去西盟县。记得汽车出澜沧拉
祜族自治县后，一直都在爬山。汽
车“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才爬上西
盟县新城。因此，看到这本散文
集，就有一种先睹为快的迫切感。

与苏然虽未见过面，他的作
品还是读过不少。在我印象中，
他是一名诗人，出版过《这大地多
么实在》《想起或者遇见》等诗集。
苏然的这本散文集，由“山河之
恋”“大地乐章”“情感交响”三辑
组成，虽然只有 12万字，但内容却
是沉甸甸的。

这是一本精短美文的集合，
我读后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有作

家心灵的书写，更有边地历史的
呈现，有西盟县时代变迁的纪实。
以上几个方面的结合，使这部散
文集，成为佤山西盟文学，甚至云
南边地文学的重要收获。

优秀的散文作品，绝不仅是
文人浅唱低吟似的自我抒发。一
个不关注时代风云变迁和历史进
程的作家，一个不为人民写作的
作家，也许会有一些优美文字被
人记取，但却难以用作品的分量
感动人，引人共鸣。长期生活在
西盟县的苏然，他的作品，无论是
诗歌，还是散文，都是对西盟县佤
族群众的书写，对这块土地历史
风云的关注。

苏然的不少散文都洋溢着浓
郁的诗情画意，散文集中收有不
少散文诗，有诗的意境和空灵的
内涵。部分散文有如诗般的语
言，让人读了不禁沉醉。

如文中《佤山之春》一文的开
篇，就让我们看到作者不凡的想
象力：春到了。置身滇南的阿佤
群山，各种各样的野花似乎比阿
佤人还要多。天空湛蓝如海，只
要你深情凝视，仿佛就要滴下海
水，滋养你对一番山水的情谊。

春天的佤山，到处盛开的野
花，数不胜数，作者用一句比阿佤
人还多作比喻，实在是出人意料，
非常新奇，又很自然，这就是诗人
写散文想象力的长处吧。把天空
比喻成大海，很新颖也很浪漫。
散文集中化静为动的语言并不
少，使这本书充满了诗意。散文集
中的散文诗，更是将作者的才气表
现得淋漓尽致，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此，愚读了苏然的这本散
文集，认为本书是一本精短美文
的集结，并非夸大其实，而是有根
据的。作者用“在佤山诗意地栖
居”为书名，名副其实。

时代在发展，佤山在变化，新
的时代，新的佤山气象，为长期生
活在佤山的苏然提供了取之不尽
的创作源泉，我相信，只要作者不
断进取，敢于在佤山高原攀登高
峰，就一定能创作出更加厚重的
佤山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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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地文学的重要收获

▱张永权

——读苏然的散文集《在佤山诗意地栖居》

读古诗词  畅游诗意人生
▱吴玥昕

最美阅读空间，应该是什
么样的？

普洱市思茅区云上乡愁
书院的回答是：它应该是静逸
的，让人可以专注于与书籍的
交流；它应该是舒适的，让人
可以打开心灵的大门；它应该
是丰富的，不断提供更多的养
分；它应该是有自身格调的，
不沉沦于闹市的喧嚣……

步入云上乡愁书院，普洱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与复合型
文化场所紧密结合，图书展
区、阅读区、图书走廊、舞台活
动区、文创民俗文化区、会员
专属活动区分布合理、井然有
序。在轻柔的音乐声中，每一
名顾客都在安静地看书，阅读
在这里显得从容、纯粹。

书院以“乡愁”作为核心
内涵，打造集普洱乡土特色、
优秀传统文化、全民阅读为一
体的文化书院，引领全民阅
读，对外展示普洱特色文化。
书院与传统书店最大的不同
之处在于——空间。

一位老先生常常在下午
固定时间到书院看书，每次就
站着看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悄
悄离开。一名住在附近的小
男孩，家长工作比较忙碌，他
的妈妈就为他办 理 了自习
卡，让他每天放学后到书院
做作业。男孩从不影响别人，
习惯了书院的环境后，还会带
着同学来书院一起学习。还
有在书院看书时相遇、相知的
情侣，在书院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云上乡愁书院经理宋坤
怡介绍，每天三分之二的消费
者都是书院自习卡的使用者，
他们携带自己的书籍在这个

“最美阅读空间”安静阅读，往
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耄耋
老人、奋斗考学的青年、一脸
稚气的读书郎，都在这里寻找
到了各自需求的空间。

云上乡愁书院还开展朗
读活动、读书会、文化沙龙、展
览、茶道、红酒品鉴、商务洽
谈、产品发布等各类文化活
动，充分发挥综合文化新实体
的功能，不仅“传书籍”，亦注
重“承文化”。

每天、每周、每月，云上乡
愁书院都坚持开展多种群众
性阅读活动，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关注，也得到了众多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机构团体的
青睐和认可，纷纷与书院合作
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读
书活动。

近年来，由普洱市委宣
传部主办，在书院开展“365
朗读计划”“阅读榜样”等活
动；书院与思茅区委宣传部
携手开展“学习雷锋纪念日”
主题实践活动；与《普洱》杂志
社合作举办“谁说青春不恋
茶”活动；与思茅区教体系统
联合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
习”主题活动……近百场次
主题阅读活动，助力书香普
洱建设。

2023 年，在云南省寻访宣
传“最美阅读者”“最美阅读推
广人”“最美阅读空间”活动

中，云上乡愁书院上榜“最美
阅读空间”。

未来，云上乡愁书院将不
断寻求更多资源共享的契合
点，塑造更优文化交流平台，
努力巩固提升“最美阅读空
间”，不断提升消费者的阅读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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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区云上乡愁书院：让阅读成为悦读
▱记者  王福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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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云南省“最美阅读推广人”——

▱记者  王福蓉   文/图

杞朝贤：在阅读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我希望把阅读的力量传递
给村里每一户人家，让大家在阅
读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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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阅读之城

深化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普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