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的偏旁
鸟鸣的光，梵音，拧亮了小世界。

置身通体透明的喻体中，我是一枚苏醒
的动词，发出细微的声响；如种子露头，
如柳芽点翠，如一场春雨熄灭了忧虑。

我没有获得救赎，但已经像春的
偏旁，得到温润的恩慈与慰抚。不。
春的偏旁不是我，而是春风里的呼啸，
是带电的花香。它们，总比我更懂得
宽容，不把冷冽放在心头。春的微
信。春的每一次跳动，都有令人期待
的意象生成，都有让我莞尔的表情
包。春天，不是一个复杂的字，是可以
互为偏旁的字。最先醒悟的，不是我，

而是万物。
听 命

听命于春雨淅沥的禅音。听命于
春的时针，滴着绿芒，一步步向繁华交
付内心的石头。听命于远山解缆，叹
息化为春水；一种安详的箴言，鼓动着
轻慢的风。大地现温慈，人世有隐
忍。春天召唤的一切，都身披薄薄的
霞光，晨昏之间照耀一册关于爱的典
籍。在春天放浪，在春天沉静。在春
天里，像一首歌的尾音，抛弃顾虑。河
流解脱了，而潺潺的自由，敲打着一个
俗人的禁锢之心。春天的自然，自然
的福祉。藏身一枚茶芽的哲学中，静
默；江山芳香，生命饮露。

多余的光
春光打开版图，唐诗宋词的明媚，

似兰舟野渡，空旷着，浩荡着。几声鸟
鸣，拧断沉默许久的铜锁。人间流金，

芬芳盛大。耽搁于缅怀的人，举起一
杯清澄的春醪，让自己苏醒；让那些沉
淀之砂，裹上一点光，成为凝眸的珍
珠。 躲闪于旷野，含泪于春日。些
许嫩枝点翠，就可以倾诉一树繁华。
现在，我像墙角之青苔，爱上一滴春
露。只是一滴，不要多余的光。

春雨中
斜风细雨，春天的手指上，有一道

温柔的密令。广袤的平原，春光无遮无
拦；春雨飘落，才让人记起往日艰辛，才
在凉润中，握住生命宽大的拍打。润物
细无声。在我所知的修辞中，春雨轻如
天空之蓝，无重量，无嗔怨，只有一抹遐
思。落下来，就是恩泽。我被打湿，我
被缩小，被不由分说地镀亮。慌乱、迷
茫的字迹，如此潦草。在春雨中，雨滴
的庞大和细密，隐藏了我的行踪和浅
薄，它开始书写更深浓、辽阔的一幕。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第 1卷）：江
南燕选入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的 7篇作
品。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本书由国内从事诗歌创作与批评研究的九位博士联
合编选，所选作品均发表于国内报刊和“中国诗歌网”
（中国作协主管），格调健康，意境优美，在艺术上有一定
探索。

《生命 信仰》

本书主要阐述现代人心中容易缺失的一种驱动生命
的能量——信仰，结合人生进行论述，主旨即是生命信
仰。从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出发，探寻实现生命价值，让生
命价值的宽度和广度得以延伸的基本方法。

《未来工作》

聚焦未来职场中的关键变化，职场人和管理者共同关心
的工作话题。4个简明步骤，重新设计工作框架，帮助个人和
组织轻松做到“职场防emo”。

怡怡书院

孙陈建散文集《守望家园的星空》由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可喜可贺。接过新
书，一搭眼就给人浪漫惬意的感觉。

都说“看书先看皮，读报先读题。”书
名《守望家园的星空》采用立体金色艺术
字体，呈现出流动的韵律美。封面以深
蓝色为主色调，星空浩渺，唯美浪漫，富
有诗意，不禁想起梵高的话：“我不知道
世间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我只知道，只
要一看到星星，我就会开始做梦。”

《守望家园的星空》由孙陈建近年创
作的 91篇散文荟萃而成，分为“童心浅
语”“拥抱自然”“感悟亲情”“教育寻梦”

“根植如东”“乡村人物”“且赏且思”“悦
读偶得”“往事悠悠”“汉中两年”等十辑，
共计23万字。作者对家乡的深情追忆、
对教育的深刻思考，对阅读、人生和亲情
的个体感悟，以及对第二故乡汉中的怀
想，直击我的心灵。一旦捧起不忍释卷，
一气呵成读完，欲罢又不能，再从头到尾
看了个遍，有几篇文章吸引我看了一遍
一遍又一遍。

人生的欢乐在童年。孙陈建的家乡
是江苏如东一个叫栾庄的小村子，这是
他梦开始的地方。年少时，他喜欢钓鱼、
捉蜜蜂、钓“骆驼”、逮知了，或者放风筝、
放哨火、看露天电影，还有拔茅针、摘桑

枣、偷桃子等等，这些慢时光里的乡村记
忆，把我带到了有趣而美好的童年。在
没有月亮的夜晚，仰望村子的上空，望见
星光璀璨，冥想着祖辈们讲的天上神话
和地上传奇，多么令人神往。童年夏夜
欢乐多，你尽可以睁开双眼，开放双耳，
去乡村看壁虎玩杂技、蚊子跳集体舞、青
蛙合唱、黑侠蝙蝠飞翔，最好不过是把灯
光设计师萤火虫请到枕边，做一个亮晶
晶的梦。

我和作者一样，家住南黄海，这里南
依长江，东傍黄海，东南吹来大上海的
风。南黄海以它博大的胸怀滋养的奇妙
精灵有“天下第一鲜”文蛤、“力拔山兮气
盖世”的神兽海子牛、“鸡中的熊猫”狼山
鸡、“珍稀明星鸟”勺嘴鹬、自带浓郁香气
的抹香鲸等等，它们与如东人民一起，共
同守望着这片辽阔大海和肥沃平原，怎
能让人不热爱。他带领学生们到乡村
去，用眼睛看春天，用耳朵听春天，用鼻
子闻春天，用心灵感受家乡美好的春
天！结婚后，再累再忙，他也要抽出时间
陪着女儿去乡村数鸟窝、挖河蚌、嚼芦稷
……这种快意和自在，只有在乡村才有
机会遇到。在乡村，时间保持着上帝创
造时的形态，它是岁月和光阴，可以净化
人心。乡村，是上天馈赠给人类触及天

堂的礼物。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品读《守望家

园的星空》中的每一篇文字，都能充分感
受到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情”字。《拾草
去》中，父亲参加过围垦造田，14岁时去
挑河，后来在泥瓦匠手下做过小工，在砖
瓦厂里做过制砖工。朴实憨厚的父亲视
草如金，白天土里刨食、上班做工，还要
起早贪黑拾草卖钱。有一天清早，作者
在睡梦中，被父母的对话惊醒，“你不要
命啊！这么早，还要上班呢！”“我晓得，
孩子用钱的日子在后面。”作者通过《拾
草去》传递了父爱的伟大与深沉，引发读
者内心深处的共鸣。《母亲荷》中，母亲被
长辈以“交盟亲、亲加亲”的形式，嫁给比
自己大十二岁的父亲。因为儿子的病弱
之躯，母亲泪水涟涟好几年。但面对贫
穷的生活，备受歧视的富农出身，母亲像
一枝顽强挺拔的荷，决不向困难低头，拖
着疲倦的身子，往亲友邻舍筹款，在医院
和田头奔波。父母亲善良、朴实、达观和
奉献的精神，成为儿女受用无穷的财富。

用音乐滋补农家孩子孱弱身体和卑
微灵魂的葛宗奎，用芦苇花打毛窝的乡
野插花人外公，朴实勤劳的夜半卖瓜人，
耕耘乡村、播撒文明种子的小镇老师魏
赣生，平淡厮守的恩爱佳偶宫长元、缪祝

兰夫妇，默默忍受夫离子别痛苦、独自赡
养婆母养育儿女的百岁人瑞柯佳翠，给
人们送去精神食粮、受人欢迎的电影放
映员九斤，乐观坚强、孝顺善良的乡村老
人们……乡村人物是一部部传奇，也是
家园的灵魂、思想、观念和精神所在。作
者将满满的真情诉诸笔端，给我们奉献
了一份独特而不俗的家园盛宴。

孙陈建做过十年多的中小学教师，
后转行历经政协、政府、党委等部门工
作，曾赴陕西省汉中市投身国家东西部
对口协作工作两年多。无论在什么岗
位，他始终葆有一颗纯粹的教育心，一份
赤忱的教育情怀。2016年，他参与发起
成立县域第一家致力于提升公众阅读力
的公益阅读推广组织——宾城点灯人读
书会，总结提炼出“共读共写分享众享”
的阅读推广理念，呼吁《大家读起来，携
手创未来》。我就是经他推荐加入读书
会组织，由一名普通的企业退休职工，成
长为阅读推广人的。在他的鼓励和帮助
下，尝试着了解和研读家乡的美食、美
景、美人，将对家乡的观察、记忆和思考
诉诸笔端，并有幸加入江苏省作协。

孙陈建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来深
爱自己的家园，无数个家园组成我们伟
大的祖国，定然会愈加美丽富强。”

源 头 活 水 润 家 园
——读孙陈建散文集《守望家园的星空》

□ 陈 皓

对春天应该有所表示
——读萧萧散文诗《听命于春天的密令》有感

□ 刘 白

西 窗 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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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于春天的密令（组章）

□ 萧 萧

散散珠杂玑

早在2019年，忝为如东县阅读者协会
会员的我就拥有了全国著名阅读推广大使
聂震宁大师的《阅读力》一书，可是，我却没
有当回事，一直把它搁置在书橱里。我只
是粗略地翻看了一下目录、导语和结语，也
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除了不大喜欢这类书
外，更多的是抱有一份盲目和狂妄的自信
——以为我根本不需要提升什么阅读力
了。另外，估计聂大师也不过是站在理论
的高度泛泛地谈一些大而空的道理。

今年，作为如东县社科经典阅读推广
人的我接到一个任务——读书日来临之
际，如东县社科联将举行一个社科云沙龙
共读学习交流，共读之书正是《阅读力》。

我让女儿从掘港把束之高阁的那本
书送回来。

我重新打开那本崭新如故的书。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阅读力》
简约而不简单、淡雅而不平淡、实用而不
花哨。

我还是先查阅目录、研读导语、斟酌
结语，并细细地把其它主体内容研读过
去。我顿生“相见恨晚”之感，由此带来的

还有“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聂大
使不愧是聂大师。看似抽象和枯燥的阅
读力在他平和、温和和亲和的叙述与解读
下那么地温婉可人、亲切怡人、深沉动
人。阅读力不再是一个剥离生活的语词，
并不陌生、并不高大、并不神秘，它是日常
的存在，它是熟悉的朋友，它是可感可知
可亲可爱的家人。聂老师说“阅读力就是
教育力、文化力、思想力的一部分”，那它
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

读书为什么？怎样读书？读什么样
的书？这是关乎阅读的三个最基本的问
题，也是最不好回答的问题。至于答案似
乎众说纷纭，又貌似从未真正地得到解决。

作为全国知名出版家和作家的聂震
宁老师却非常轻松也非常清晰更非常巧妙
地探讨、解析和回答了这三个看似繁复、看
似繁难、看似繁重的难题。他从四个层面
展开：为什么要读书、阅读一定有方法、不
止一种读书法、如何找到好书。其中第二
和第三就是谈如何读书的。四个章节条分
缕析，既脉络清楚，又精准透析。

关于为什么要读书，他从六点剖析：

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这本来就不应该
是一个问题。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一千个读书人就有一千条爱阅读
的理由。每一个理由都是成立的，没有对
错和好坏之分。存在就是合理的。至于
为什么要读书，也似乎无须过多解释。归
根结底，读书总归是有用的。读书有什么
用呢？聂老师从读书的目的入手。他说
各人读书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无外乎“读
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以
致乐”。阅读可以增长学识、识见，阅读获
得的知识可以在生活和实践中得到检验
和运用，阅读可以修炼自己的心性、增进
涵养，阅读可以让人获得愉悦和快乐。

聂老师不是一上来就着手解答这三
个主要问题的。他别出心裁地从阅读史
娓娓道来。阅读史有始无终，阅读与人类
同在；阅读史光辉灿烂，筚路蓝缕的阅读
发展路上风景美不胜收。

最欣赏他的“忙时读屏，闲时读
书”。纸质书籍和电子读物孰优孰劣，曾
经是一个话题和论题，其实没有高下之
分。聂大师的想法和做法既迎合时代，又

坚守传统。他不是中庸之道，而是站在人
类阅读发展史的高度诚恳而真挚地并且
圆满地提供了一个两难抉择的最佳方案。

当今社会，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时
尚。好像是一项自觉行动，更是一种社会
风气。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共读众读、分
享共享，似乎是营造书香氛围、建设书香社
会的必由之路。聂老师的“独读书不如众
读书”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书香’到
碧霄”的振聋发馈之言。

《阅读力》书末的附录很多，“中学生语
文新课标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书目”、

“中国文库书目”、“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
图书书目”、“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书目”、“汉
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目”。涵盖古今中
外各类优秀经典书目。有志于阅读的人可
以选择一些阅读。这不仅是提高阅读力的
需要，更是丰厚人文涵养的呼唤。

通读全书，我对阅读有了更明晰的
方向，有了更深切的渴求，有了更广泛的
认识，有了更饱满的激情。我要提升阅读
力，我要更加自觉、更加精进、更加倾情地
爱上阅读。

人 人 都 要 提 高 阅 读 力
□ 周 华

春天来了，这是岁月对作家和诗人
的提醒与恩赐。在这个季节里，春风身
段柔软，百花次第醒来，于是，朱自清写
出精美的散文《春》，海子写出诗歌《春
天，十个海子》，诗人李少君直接写上一
首诗，题目就叫做《应该对春天有所表
示》。春天来了，不管怎样，诗人们在春
天里总应该有所表示。这不，诗人萧萧
的一组散文诗《听命于春天的密令》，让
我仿佛听到诗人的手指扣响春天心扉
的声音。

很早就接触到萧萧的诗歌，他的诗
歌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明亮、
空灵、温暖、清澈。这次读他的散文诗
《听命于春天的密令》，一如继往感受到
他的文字的灵动。但是，散文诗又不同
于诗歌，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
的一种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
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从本质上
看它属于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感
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
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
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萧萧的这
组散文诗，高度体现了散文诗的精髓。
既有诗意的美，也有散文的细腻绵实，
确实惊艳到我。

春天是不容易写的，那么多人写过
春天，要写好春天更不容易。萧萧敢一
再写春天，自有他的底气。这一次，他
又另辟蹊径，从汉字的形象入手，用《春
的偏旁》作题，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眼
球。春天是有光的，还有梵音，作者又
把自己比喻成苏醒的动词，这样的比
喻，动感十足，实在是精妙。他这样写
道：“我是一枚苏醒的动词，发出细微的
声响；如种子露头，如柳芽点翠，如一场
春雨熄灭了忧虑。”想起曾经风行一时
的词句“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
星河”，上句温润如春，下句却悲愁心
绪。而萧萧是不一样的，在春天里，“我
没有获得救赎，但已经像春的偏旁，得
到温润的恩慈与慰抚。”萧萧的文字，归
结到一点，是用温暖作底色的，用空灵
作翅膀。诗人坚信，“春天，不是一个复
杂的字，是可以互为偏旁的字。”坚信春

天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坚信春天的手指
一动，一切都如期醒来，当然，“最先醒
悟的，不是我，而是万物。”

面对春天，我们唯有听从和服从，听
从浩荡的春风，听从淅沥的春雨，听从婉
转的鸟鸣，听从内心的律动。诗人在《听
命》里写道“听命于春的时针，滴着绿芒，
一步步向繁华交付内心的石头。”春的时
针滴着绿芒，这个比喻真是妙不可言。
更进一步，诗人写道，一步一步向繁华交
出内心的石头。内心是什么样的石头？
是曾经在冬天没有捂暖的角落，还是被
忽视的感受？内心的石头如果交出，此
心深处还有什么可作支撑？一千个读者
可作一千零一种解读和猜想。我相信作
者是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内心交给春
天，交给爱。看，诗人果然这样写道：“听

命于远山解缆，叹息化为春水；一种安详
的箴言，鼓动着轻慢的风。”做一个俗人
吧，做一个自然之子，爱上这世上万物。
诗人更愿意藏身茶芽的哲学中，看“江山
芬芳，生命饮露”。

诗人在描写春天时所用的词句，有
时阔大浩荡，扶摇万里，比如“春光打开
版图，唐诗宋词的明媚，似兰舟野渡，空
旷着，浩荡着。”有时低调内敛，淡然如
水。“现在，我像墙角之青苔，爱上一滴
春露。只是一滴，不要多余的光。”

如果没有雨，人们总会觉得这个春
天好像缺少了一点灵气，也少了些许神
秘。诗人是能够译解密码的灵通之人，
是的，诗人看到的雨不是雨：“斜风细
雨，春天的手指上，有一道温柔的密
令。”再回到偏旁和修辞，再回到感恩，

再回到小我感受。诗人说“润物细无
声。在我所知的修辞中，春雨轻如天空
之蓝，无重量，无嗔怨，只有一抹遐思。
落下来，就是恩泽。我被打湿，我被缩
小，被不由分说地镀亮。”

春天，是一本神奇的书，字里弥漫
着青草的气息，词间绽放出花儿的娇
艳，句中飘洒着细雨的清凉。诗人深知
春风春雨是季节的使者，他始终听命于
春风春雨，“在春雨中，雨滴的庞大和细
密，隐藏了我的行踪和浅薄，它开始书
写更深浓、辽阔的一幕。”对春天，诗人
的表达是真诚的，也是独特的。在萧萧
兄的组诗里，我们再次触摸到光阴的律
动，触摸到情绪的暗流。是的，诗人们，
春天来了，你和我，我们都应该对春天
有所表示了。

溢溢香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