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1975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4 月 23 日定为世
界阅读日。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
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尊重知识和人才，
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
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
产权。倡导社会成员人人读书，把图书
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成为每个人日
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针对
青少年，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人文
精神，引导他们尊重知识。

世界读书日来源于西班牙一个美
丽的传说。

4 月 23 日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
的忌日，同时，也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大
众节日“圣乔治节”。传说中勇士乔治

屠龙救公主，并获得了公主回赠的礼物
——一本书，象征着知识与力量。每到
这一天，加泰罗尼亚的妇女们就给丈夫
或男朋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回赠一
枝玫瑰花。奇巧的是，这一天也是世界
大文豪莎士比亚出生和去世的纪念日，
同时又是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法国作家
莫里斯·德鲁昂，冰岛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拉克斯内斯等多位文学家的生
日，所以联合国把这一天定为全球性读
书日是非常有意义的。

人类的文明是从文字的发明开始
的。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因为书籍和阅读，人类社会由低级迈
向高级社会。读书让我们脚不出户便遨
游世界，成为我们沟通世界的桥梁，使我

们心灵更加贴近，思想更加透明。
阅读不仅能润育我们的心灵，提高修

养素质，增长知识才干，还能改变人生命
运。一本好书，能使人的生命之花开得更
加灿烂。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自信心，在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

关于读书，先人们留下了许多名言
警句。这些名言警句，既是读书的心得
体会，又强调了阅读的意义和作用，引导
人们继续去读书。例如：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
书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义；好书是伟大心灵的
宝贵血脉；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
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等等。

我国古人对读书，特别地用心、吃苦
和坚守，流传了许多故事。例如成语“凿
壁偷光”：说的是西汉时期匡衡。他家很
穷，没有蜡烛照明，但他十分好学，于是
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居的光亮，
照在书上阅读。为了能够读更多的书，
他还到有书的大户人家去做雇工，不要
报酬，只为了能够借阅主人家中的书籍，
他的刻苦努力，最终使他成了有学问的
人，被后人称为“凿壁借光”的典型。

宋代文学家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
华。可见，读书不但增长知识、开阔眼
界、提升气质。还能让人变得睿智和明
事理，成为一个性格豁达开朗的人，有
自信、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让读书变
为我们的自觉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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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富

家中挂画，本是平常。在宋代，却是一件大雅之
事，其雅韵之趣尤为浓厚。

追溯到宋代，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达官显贵，最
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当属“四雅”：烧香、点茶、挂
画、插花。其中，挂画最具代表性。

挂画，最早是指挂于茶会座位旁的有关茶的画
作。慢慢演变到宋代，所挂之画便改以诗、词、字、画的
卷轴为主。文人雅士所讲究的这些挂画内容和形式，
作为平时家具赏趣，在宋代成为了时尚。

宋人喜欢挂画，必收集名家字画，于是便有宋代
名人“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的记
载。他们收藏的古今书法名画，常常置于茶几、屋壁
间，作为趣赏。尤其士大夫的厅堂房阁，都挂着名家
书画。每次遇到雅集、文会、博古的时候，就会展挂出
自己平时收藏的最得意名画，供友人交流鉴赏。这个
过程，便是“挂画”。宋代对挂画乐此不疲，其实挂画
也不只是有钱人家的闲情逸致，宋代市井人家也流行
挂画。

其实，宋人挂画，有很深的学问呢。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画辨》中还说：“一画前

必设一小案以护之。案上勿设障画之物，止宜香炉、
琴、砚。”从这些不苦涩的文字中，可以品味出宋代对古
代名画的暴露式挂法十分小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达
到苛求的程度。

宋代在室内悬挂绘画，从《宋人人物图》（台北故宫
博物院藏）中可见一斑。此人物画挂轴悬置于一屏风
画上，红色挂钩之结构清晰可见，挂绳、惊燕、卷轴描绘
细致，为典型的“宣和裱”（也称宋式裱）。上为天头，中
有惊燕二条，左右两侧框档，中间接本幅，下为地头、轴
杆，露出红色轴头。宋时以传统的屏风绘画，作为室内
装饰的实例也很多。

宋代挂画风气之盛，还表现在宴席的布置上。宋
人置办宴席，常租赁屏风、绣额、书画名贵物品。置办
宴席人家，把租赁来的屏风、绣额布置好，再把书画悬
挂起来供人雅赏，一场欢喜的宴席，就举办得特别有
格调。

宋代挂画，除了家居、宴席之赏，宋代都城的饭馆、
茶楼、酒庄，也有挂画的风尚。这些场所挂画，史书均
有记载。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曰：“汴京熟食店，张挂
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宋代耐得翁《都城纪
胜》云：“（杭城）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
挂画，所以消遗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其实从北宋到
南宋，上至官方下到民间，数百年来挂画风潮从未
间断。

宋代热衷于挂画、赏画，在居室之中参透泉壑、
山林之美，反映了宋人的雅致生活及无限的风雅
韵味。

■ 田秀明

读书的况味

■ 黄廷付

船上的书屋

上周五，我没有上班，骑着电动车
去了莲泗荡风景区。说实话，我是奔着
江南网船会去的。前两天，有一个本地
的同事告诉我，过几天江南网船会要举
办了，特别热闹。只是等我骑车到了那
里，才发现网船会的舞台还在搭建中。

返回的时候，我沿着景区慢悠悠地
骑着车，不经意间看到岸边停着一艘船，
其实在这江南水乡看到船也不是什么稀
罕的，但对于在北方长大的我来说，还是
忍不住掏出手机对着那艘船拍照。我突
然看到船上写着“莲泗荡水上智慧书屋”
的字样，我当时觉得眼前一亮，三步并作
两步，跑到跟前，我发现那儿有跳板，可
以直接走到船上。我径直走过去，拍了
两张照片，然后围着船转了一圈，船上的
窗户都开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书架上
排列整齐的书籍。只是那个门关着，我

看到门口写着书屋开放的时间，此时正
是午餐时间，管理员可能已经下班了。
我透过窗户又看了看书屋内的场景，心
头竟然升起一阵淡淡的失落感。就在我
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发现有一个三
十来岁的女人提着饭盒从岸上往这边走
来，我猜她肯定是管理员，我收住迈开的
脚步，站在那里等她过来。果然，她提着
饭盒直接推开门，进入书屋，我也跟了上
去，我看她把饭盒放到门口的桌子上，我
微笑着问她，“我能进去拍照吗？”她说可
以，我上船的时候，她还提醒我，“你小心
一点，阶梯有点陡，你别摔倒了。”我微笑
着对她说了声谢谢。

这个书屋虽然在外形上看着是一
条船，但是里面却像一个大房间。虽然
书屋的面积不大，藏书也不是很多，但是
里面的环境很好，空气也很清新。我拍

了几张照片之后，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
坐在座位上，小心翼翼地翻开书，一股淡
淡的墨香从书本里散发开来，在我的鼻
端盘旋着。可是，我的眼光却不由自主
地透过窗户望向船外，窗外就是美丽的
莲泗荡风景区，东边不远的地方，工人们
正在布置网船会的舞台，或许几天之后
这里就会更加热闹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是管理员的休息
时间，我也不想过多地打扰她，我坐了一
会，感受一下那个水上农家书屋的氛围
之后，就起身向她道谢，慢慢离开了书
屋。我想可能要不了几天，就会再来光
顾这个水上书屋，到那时候，再认真地感
受一下在水上农家书屋读书的氛围，但
我一定不会选择周末，因为书屋很小，周
末肯定会有很多小朋友来这里读书，书
屋里一定会很拥挤的。

阅读的乐趣

北宋教育家程颐说过，“外物之味，久则可
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对于一个喜欢读书、
热爱读书的人来说，这世间最美的味道，其实
不是脂粉味，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书香味。读
书，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情。书香，是世界上
最美妙的味道。

董卿在《朗读者》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开
场白：“我们常说人生百味，随着我们年龄的增
长，我们所听到、看到、遇到、想到的，慢慢都会
积累成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样的味道，体现在
一个人的气质上，人格上，乃至心灵上。这样
的味道，是读书带来的，书读得越多，读得越
久。味道也就越特殊，越醇厚。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
质不是由外表所决定的，涂脂抹粉、绫罗绸缎
只是做的表面文章，一张口、一抬手便能看出
原来腹中空空，只能算是绣花枕头而已。而气
质是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读书能改变人
的容颜，优雅人的谈吐，丰富人的思想，花在读
书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将慢慢沉淀为一个人
的气质。读书的人与不读书的人是不一样的，
从来都没有白读的书，一个人读过的每一本
书，每一段文字，都会融进人的气质里，高雅着
人的气质。只有读书，方能赋予人这样的气
质，这样的味道。

苏霍姆林斯基这样说过：“那些有教养、好
求知、品行端正、值得信赖的年轻人，他们大多
出自对书籍有着热忱的爱的家庭。”每个人的人
格从一开始其实就像是一张白纸，成长的过程
就是一个绘画的过程，有的人会画成一幅美丽
的图画，也有的人总是涂鸦得一团糟。读书，完
美了我们并不完美的人生；读书，让我们能够坦
然面对生活中的美好与不堪；读书，更能让我们
珍惜当下，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只有多读书、常
读书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才会拥有
这样的人格味道，成就更好的自己。

有这样一段话，我很是喜欢：“于山中读
书，得其空灵；于海上读书，得其辽阔；于花荫
下读书，得其馨香；于月夜里读书，得其静谧。”
读书就好比是一场心灵的修行，文字里的美妙
会唤醒人心底的柔软，文字里的宏大会拓宽人
的视野，文字里的智慧会启迪人的思想。读
书，就是在心灵里撒下一颗颗成长的种子，即
使没有阳光的照耀，没有雨露的滋润，也会在
挫折中挺立，在苦难中开花。只有读书，才能
让一个人的灵魂更加强大，心灵更加纯真。也
只有读书，人才能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一个
有味的心灵。

读书，说到底是一辈子的事情，只有多读
书、常读书的人，灵魂才不会孤独。关上读书
灯，满身皆是月，读书带来的况味，是人生的味
道，文化的味道，更是精神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