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教我们语

文，他讲课可幽默了。

有一次，我们正在讲《土鲁番的葡

萄沟》这一课时 ,课文中有一句话是：

“天啊……这实在是……太壮观了！”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看到无穷无尽的葡

萄沟长廊时的激动和惊讶的心情。为

了能让我们对这一表达方法有一个深

刻的理解，就举了个例子：“天啊！万

毅竟然上女厕所了！”同学们都哄堂

大笑，万毅羞愧地低下了头，转过脸

狠狠地看着我说：“死秦梓硕！谁让你

把我去女厕所的事告诉老师的？哼！”

老师又说：“谁的妈妈说过，天啊！

我竟然生了你这个笨儿子，请举手。”

只有万子成同学举手了，教室里再一

次腾起了一阵欢笑声，在欢笑之余，

我和同学们对万子成同学生起了怜悯

之心。

老师又问：“谁会说天哪，你的字

怎么写得这么漂亮啊？”同学们异口

同声地回答：“老师!”老师笑眯眯地看

着大家说：“看来, 只有我会真心赞美

你们的进步, 下辈子你们干脆都做我

的儿女吧？”天啊！竟然有同学举手同

意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要是让他

爸爸妈妈知道，非伤心死不可。赵真

艺接起话头：“养这么多孩子，那你不

就破产了呗！”说完这句话后 ,她得意

洋洋地看着老师，没想到老师却瞪着

眼睛瞧着赵真艺：“怎么会呢？我让胖

子张航铭去做苦力，让你去表演杂

技，让高手作文群里面的同学投稿赚

稿费，把赚来的钱全交给我，那我不就

成了百万富翁了吗？”欢笑声一下子充

满了教室。

还记得有一次，张航铭正在写笔

记，把字的间距写得有宽有窄，老师走

到他旁边对他说：“你看你的字间距，

宽得能过一辆大马车，窄得紧紧地挤

在一起，多难看了！假如你是一位将

军，这些字是你的士兵，你看你把你的

士兵们训练成什么样了？连队伍都站

不好,还不老吃败仗！”张航铭听了老

师的话，笑着改正了这个毛病，从此作

业看起来整齐多了。

老师还对我们说：“要想写好字，

就必须把字写得横平竖直。”他还自己

创作了一副“对联”：横平竖直出人

才，龙飞凤舞出笨蛋。还说鸭子屎（汝

州土话，指的是不懂道理或者是做不

好事情）和书法家之间就隔着两个字 :

直和潦，如果想当书法家，就得把字写

得横平竖直，那样字才会端正漂亮，如

果想当鸭子屎，那就把字写得东倒西

歪的。我们班的赵子龙就是写字最难

看的一位了，每次老师走到他旁边，看

到他写的字就会皱着眉头，因为他的

字笔画像蚯蚓一样，每一个字都像瘫

痪的病人。老师说的这番话，让同学们

在欢乐中明白了写好字的秘诀。

我们在笑声

中学习，在快乐

中进步，不知不

觉竟爱上了语文

课。

刊副池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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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有静下心来享受翰墨飘香的雅

趣了，忙工作忙孩子，还有好多不知名的理

由，偶尔打开书柜翻阅也是匆匆一瞥。春日

暖阳，静坐在书房查找一些资料，那股书香

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那段清苦乏味、却又单

纯快乐的岁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什么娱乐，

父母买不起玩具，书就成为我的玩伴。那时

极爱书，不管谁家有小人书、连环画都会如

获至宝，如果借到一本小说之类的，我们兄

妹几个就连抢带打争个不休。在我家最常

看到的场景是：我老爸站在凳子上就着昏

黄的灯泡看，大哥一蹁腿树上看去了，我姐

和二哥在那石头剪刀布，谁赢谁先看，剩下

我抢不到，就只能跳着脚哭，惹得我妈老在

那儿骂。所以，那时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书房和书柜。

后来书柜有了，书房也有了，却没有了

时间和心情。那些书籍几乎成了字典，我只

是要用某些内容或查实一段资料时才去翻

翻。曾经爱书如痴的我变得有些浮躁了，怎

么也静不下心来读

完一本书。

在法国，许多人

都有读书的习惯，在

人流较多的公交车

候车亭或书报亭旁，

大都有一两个报刊架，上面放满了最新免

费报刊，行人随手可取。随处可见一边排队

一边阅读的金发碧眼男女，阅读成了人们

的一种习惯。

有人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

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人均40本，俄罗

斯的人均55本相比，国人的阅读量少得

可怜。想想中外先贤们教导：“书犹药也，

善读之可以医愚。”“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

气”……先贤的教诲启示我们，“理想的

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开始读书吧，不能

做叹气的人，让我们从头开始。

通过读书赋予了自己丰富的知识色

彩，能与先贤们博古烁今、能与文人们煮酒

论歌，可以畅游古今中外，学识遍布四海，

你会练就出广博的心胸，形成具有正面导

向性的三观，能在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一抹

书卷气息，让气质更出众。

三月的阳光映在书桌上，柔情而温暖。

看着窗台前竞相争艳的红花绿叶，顿感花

草方知争春，何况人呢？我又开始了我的读

书生活，尽管没有太多时间坐在书房里读

书，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就会有

的。

“开卷有益”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读书有

多好：或国学或名著，或武侠或言情，或随

笔或杂记，只要你打开书，便会受益匪

浅———看，当我烦恼时，她像一把梳子，将

我的情绪梳理，并带我走进书中的美好；当

我寂寞时，她像久违的人，邀我同享那“一

书在手交尽天下友”的幸福；当我愉快时，

她如花中之蜜，使快乐升华纯净如初。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书卷

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是一种

享受，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

住拍案叫绝，那些智慧和精华，那些睿智与

通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拈页展颜。微笑

是最好的装点，能够传达比所有语言更丰

富的善意与温暖。当你静夜抚卷时，那些因

子如同香气氤氲，让你独享其乐神采飞扬。

姐姐大学毕业时带回的几箱书籍，为

我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一次偶然的机会，缘

于对妈妈强烈的思念让我拿起笔来，《母爱

如歌》不日刊发，泪水伴着文字，让我欲罢

不能，后来的数十篇也随之见诸报端，并有

幸成为汝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和诗词协会会

员。我一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发现文字更是亦然，她把我内心的世界、眼

中的悲欢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让我得到

了释放和满足，尤其是将生活与工作的经

历、交友与处世的体会，敲击出来成就一篇

篇心灵小语，感觉竟是那样令人心憾！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

远!”是的，当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后，对写

作的提高是立竿见影的，看多了，下笔会

感到有如神助；写多了，会不经意地发现，

没有书的日子是那样的落寞；阅读文章，

甚至可以与书中的先贤、雅士进行对话，

你会发现，以前读过的书都会奇迹般地回

到自己身上……

读书的女人是优雅的，雪花轻扬的夜

晚，一卷在手半盏香茗，把灵魂浸润在书香

里，让女人可以把心安放。即使是天生丽质

的女人也无法与岁月抗衡，而读书可以使

心灵苍白的女人顿开愚顽，医治浮躁与流

俗。女人通过读书，可以抵达美与慧的境

界，当美与慧的女人走进之后，静态的风景

便鲜活起来。

现在是网络时代，手机电脑不离手，让

读书人越来越少。所幸，单位每周举办“书

香机关·悦读人生”读书会活动，给我们提

供了读书和交流的平台。我愿把对人生的

热爱融入文字、对生命的感知诉诸笔端，在

书香里流连，在文字里徜徉。

待春浓而花发，绽灼灼之娇艳，维丽景之为盛，睹新蕊之

笑脸。抚一树之茂密，荡豪情之翻卷，望夹道之簇拥，围无尽之

长幔。有万千盏灯火，在枝头之点燃，悬赤丹与粉雪，惊绯白之

躲闪，恋东风之俏依，有无限之斑斓。

何须问津，处处桃源。青崖白水，寺观庙坛，亭台巷闾，华

光耀眼。彩霞落田，霓虹莅苑，丰姿绰约，仙家风范。桃开三月，

天地不贫，如痴如狂，如娇似嗔，如泣如诉，如喜如愠，如期如

待，如幻如真，可采可折，可近可亲，可赠可捐，可袖可珍。

读诗经之《桃夭》，醉红颜于人间。步倩倩之暖影，心丝丝

而绵软。期佳侣之相携，挡岁月之风寒，筑草庐而栖息，有鲜株

之灿然。沐春光之和煦，住红尘而不厌。十里花坞，百里桃山，

人面桃花，自有因缘。古今投桃报李，成就无数眷恋。何时开放

碧空，赋彩银河浩瀚，漫漫星际之路，亦有桃云杏天。

愿植桃之千秋，与琼枝长相伴。集落英而为裳，着芳菲于

巾衫，挹红露而为酒，摘蟠桃而为餐，立黄鹤而待友，开柴扉而

高谈，剪春风而为字，著亿万之诗篇。

是你的才情，

惊艳了亭亭玉荷？

还是莲的清雅，

浸润了你的悠悠诗篇？

是年年的花开花落，

缱绻着飞速而去的时光？

还是历史的长河，

眷恋着凡世的花落花开？

今年花落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

你的一声叹息，

让那扇朱红的拱门，

轻轻关闭。

你的一阙诗词，

让那满塘荷花，

似曾相识又恍若隔世。

轻轻推开夷园的门，

时光的背影里，

悄悄回眸，

一阵清风，

婆娑的竹影里，

依稀走出风华正茂的希夷少年。

你的一袭白衣，

在青青翠竹的雅韵中飘飘欲仙；

你的一声琵琶，

在苍松翠柏间萦萦绕绕穿越千年。

这满园的荷风，

可是你玉指流出瑰丽诗笺幻化而成？

这满园的竹韵，

可是你挺拔少年携酒行歌玉树临风？

虽然，

你说，

岁岁年年花相似，

年年岁岁人不同。

可千年之后，

你依然是，

那个白衣长衫的翩翩少年，

你依然是，

那个吟诗弹琴的旷世才子，

你依然是长歌古风，

开启诗歌新风的初唐诗杰，

你

依然

在巍峨耸立的风穴寺的禅意里，

在亘古不老清风弥漫的夷园里，

手持经书，

轻弹琵琶，

满腹才华，

素笺成诗！

注：夷园为初唐诗人刘希夷的墓园

知我者，书也
●王瑞敏

桃花赋
●龚延民

夷园清风
●孙利芳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谈完

话，毛泽东一行下了专列。省委接待处司

机赵毅雍驾驶黑色吉姆轿车，接毛泽东

到省委九所六号楼居住。到达九所六号

楼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

8月28日上午，汪东兴和华国锋受毛

泽东委托，先向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

占亚传达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

精神，然后座谈。

晚上9时，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

话，汪东兴和华国锋参加。

29日上午，毛泽东同韦国清谈话，汪

东兴参加。

在汪东兴的回忆里，把两次谈话内

容并成了一次。

关于毛泽东分别同广东、广西同志

谈话，当事人有回忆。加上27日晚上毛泽

东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的谈话，等

于毛泽东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的同志

谈了话。

关于毛泽东单独和广东同志谈话，

陈长江也有回忆：

有一天，毛主席找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谈话，当时我们不解

的是还让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参加，当

然汪东兴也是参加者之一了。这个小型

会议是在毛主席的住处进行的。我把与

会的各位迎进去之后，便在门口值班。

毛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钟

头。谈话结束了，要散会了，我上前把门

打开，一股清凉的风迎面扑来。毛主席会

客室里装了空调，使在这盛夏时节室温

仍能保持在23摄氏度左右。这样倒使室

内室外的温差，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一开门。他们几位都站了起来。毛

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

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

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

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

困难，大家情绪很好。

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

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

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

“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丁盛和刘兴

元异口同声地表示：“请主席放心”。

华国锋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

那里的工作抓起来。”

丁盛和刘兴元两位去了，只见他们

情绪很好，很有信心的样子。

华国锋和汪东兴送丁、刘两位至门

外之后，他们又折回室内，大约又过了十

几分钟，华国锋才离去。

关于毛泽东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

的谈话内容，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

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

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泽东谈家常

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

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

面前太拘束。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

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泽东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

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

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

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

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

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

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

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

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

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泽东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

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

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

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

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

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

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

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

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

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

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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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趣幽默的老师
●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五一班：秦梓硕 辅导老师：吴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