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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藏书“家”
江红斌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中国已进入“两个一百年”中的
第二个一百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从哪些
方面发力，林毅夫《论中国经济：挑
战、底气和后劲》一书作了深刻阐
释。当下中国面对巨大挑战和机遇，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各
地继续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并
引领新工业革命，正确理解双循环和
新发展格局，切实做好经济结构的转
型，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
府”作用，促进“十四五”期间高质量
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去年 12 月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开局打牢基础”。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圆满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经
济大省要挑大梁”。

在今年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比上
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新
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民间投资同比增
长0.4%，由上年全年下降转为增长，彰
显出民营经济活力在提升。在 4月 18
日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
了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
情况，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工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了36.3%。近期财政部发布，一季
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2815亿元，
同比增长 4.2%。中国经济底气足、开
局良好，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为决战
决胜“十四五”鼓舞了士气，注入了坚
定底气。

4 月 18 日，我省统计局公布了

2025 年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4945.5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9%，高于全国 0.5 个百分
点 。 分 产 业 看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650.13亿元，同比增长 2.3%；第二产业
增加值 5623.64 亿元，同比增长 6.6%；
第三产业增加值 8671.81 亿元，同比
增长 5.8%。随着一揽子存量政策和
增量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全省经济延
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好于上年同期、好于全国水
平，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开局良好，顺
利实现“开门红”，坚定扛稳了经济大
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4 月 24 日，市统计局公布了 2025
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26.88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于
上年全年0.2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8.6%，高于上年全年2.6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 11.3%，较上年全年加快 5.3 个百分
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其中
工业投资增长28.2%，继续保持两位数
增长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6.7%，其中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13.2%，高于上年全年 2.1 个
百分点。总的来看，一季度我市工业
生产稳定增长，新兴生产力加快发展，
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全市经济延续稳
定增长态势。

去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市委十二
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我市“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条件
在蓄积、积极因素在增多，长期向好
的基本趋势和支撑条件没有变”，要
求全市上下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突
出“产业兴市”、建设“制造强市”，持
续超常规推进中原农谷建设，持续实
施“六大攻坚行动”，持续强化“五大
关键支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务必
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持续聚焦

“1+6+5”工作布局，争分夺秒、紧抓快
干，抢抓机遇、奋勇争先，确保圆满完
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以新气
象、新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
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在获嘉县史庄镇史庄村最宽的那
条大街南侧，有座用水泥粉刷的两层
小楼悄然而立，尽管小楼灰色的基调
在村庄里并不显眼和张扬，然而，二楼
却是村民李际峰的藏书楼，存有海量
的藏书。

李际峰今年54岁，收藏书籍已有40
多个年头。我是个爱读书远胜于爱美
人的人，与际峰熟稔，因书结缘成为至
交，没少借阅他的藏书，凡我需要的书，
他那里都有。

藏书在二楼。房子里摆满木柜，柜
里的书，一排排一摞摞，如列队的小学
生，让人瞬间像走进了书的海洋。尽管
木柜个头参差不齐、颜色深浅有别、年
代新旧不一，却都塞满了各类书籍。随
便打开一个木柜，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
文字气息。这里的藏书种类非常丰富，
有天文、地理、历史、曲艺、工具书、红色
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武侠小说、
名人传记、古玩收藏鉴赏、现当代文学
作品等诸多门类。

最引人注目的是整箱整套的书
籍。《莎士比亚全集》《资治通鉴》《资治
通鉴续纪》《二十四史》《二十五别史》

《清史稿》《三言二拍》《金庸全集》……
这些成系列的名著占据了木柜的所有
顶层。预估际峰所有的藏书有上万
册。我假设一下，如果以一目十行的速
度读书，平均3天读完一本，一辈子也看
不完这里的藏书。

我问过际峰为什么会萌生图书收
藏这个爱好，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
意。他说，小时候书少也买不起，难得
见到书。人啊，有个怪癖，越得不到越
想得到，对书的渴望越强烈，收藏的欲
望自然就萌发了，他从只读书变成了
刻意收藏。他的藏书经历也很坎坷。
刚开始，他到新华书店打折处理的书
堆里去选。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旧书
市场开始繁荣，他的购书热情异常高
涨，藏书量迅速增加。即使现在谈起
那时的旧书摊，他还能如数家珍。为节
省开支，他喜欢到废品收购站去细心挑
选达到收藏条件的旧书。村里人都笑
他与垃圾为伍，实不知他在“淘金”呢。

他每到一个地方打工，也不忘搜集旧
书。在北京打工时，尽管离琉璃厂很
远，也挡不住他时常光顾。他说，去那
里能“淘宝”。据说他在那里还真淘到
几本近乎绝版的书呢。孔夫子旧书网
出现后，想要的书都可以网购了，让他
的收藏步入了快车道，书越来越多，收
藏品类也越来越广泛。他还时常光顾
亚马逊、拼多多、当当网等网站。尽管
新书价格不菲，他也会因为特别喜爱而
毫不吝啬及时购买。

当谈及收藏门类时，际峰说，他一
辈子爱读书，涉猎也很广泛，藏书也跟
自己某个时期的读书兴趣分不开。小
时候，他接受红色教育多，收藏的红色
经典就多，诸如《红旗谱》《林海雪原》
等。新、旧派武侠小说流行，他就收藏
金庸、梁羽生、平江不肖生的全部作
品。爱上古玩收藏那些年，就有了他

《古代钱币收藏》《字画装裱工艺》等书
的收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评书大行
其道，他收藏的《说岳全传》《白眉大
侠》《隋唐演义》等评书话本足足占了
一只大木柜。最近他迷上了书法，买
了许多名人教书法和颜体、柳体碑帖，
还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等书。他平时
注重收藏名人传记，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丘吉尔、罗斯福等近现代史中的
名人传记他几乎都有收藏。《红一方面
军战史》《红二方面军战史》《红四方面
军战史》《二十五军战史》等许多军事
方面的大部头书籍在他的收藏中也占
了很大部分。

际峰在版本的收藏上更是讲究。
拿《三国演义》来说，他早年买的是盗版
书，质量低劣，错别字太多，后来就买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正版书。再后
来，他又收藏了许多出版社的各种版
本。光是评书《三国演义》就有袁阔成、
田连元等3种版本。他收藏的三联出版
社的《金庸全集》36本，本来就装了满满
一纸箱，但当遇到香港某出版社发行的

《申报》报纸连载版版本时，毫不犹豫地
买了一套。全套的《三言二拍》因为他
最初买的是小 5 号字印刷的，后来又买
了一套大字版的《三言二拍》。

大凡世界上所有爱书的人是不计
名利得失的，际峰也是这样。当年，他
在新华书店打折柜台里花9块钱买了一
套足有半尺厚的 3 本《袁世凯奏章》，如
今，孔夫子旧书网同样的藏品价格已经
攀升至千元。有人就鼓动他把这套书
卖了，赚取高额利润，他却不为所动，更
加珍惜地把这套书保存了起来。

际峰藏书多，看的书也多，知识储
备更多，这大概就是他藏书与读书有
别于普通人吧。他能从《吕氏春秋》到

《战国策》再到《资治通鉴》罗列这些书
籍的异同点；能从唐太宗玄武门之变
始末谈到明潞王朱翊镠望京楼的修建
和现貌；能从解释冥王星属不属于太
阳系的争议到说出商朝人如何迁徙跨
越白令海峡变成印第安人的考古之
谜。谈起故宫，他能从正阳门向北直
到钟鼓楼，沿中轴线细细说各个宫殿
的名称和功能，甚至养心殿内住过几
任君王都能说得清。尤其是嘉靖初期
的“大礼仪之争”和几十年不上朝却能
牢牢控制政权的故事；以及朱由校只
管当木匠不理朝政、放权给宦官魏忠
贤、把皇位传给弟弟崇祯的故事，他都
能讲得绘声绘色。与际峰攀谈，简直
就是在享受一场大百科全书式的饕餮
文化盛宴，获益匪浅。

际峰非常爱惜所有藏书，像爱惜自
己的孩子一样。如果借阅者不小心把
藏书弄丢了或是弄破了，他会心疼得吃
不下饭；如果弄丢的恰恰是本不容易搞
到的稀缺书籍，他会一连好几个晚上睡
不着觉。有许多买来时残破的书籍，他
会极有耐心地对破书采用订正、装裱、
补缺等手段修复，使旧书面貌焕然一
新。他的案头，除了堆放方便日常阅读
的书，还放有十几公斤的镇铁、锥子、线
绳、胶水等修缮旧书的工具。他有一枚

“际峰藏书”的印章，凡是他收藏的书
籍，都会中规中矩盖上这枚印章。

际峰这么多年藏书，尽管力争降低
费用，花费也多达数万元。对于一个
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很难承
受。藏书影响了家庭的正常生活，开
始时遭到父母妻儿的极力反对，但他

还是顶住压力，初心不改地收藏书
籍。他的毅力渐渐感动了身边所有
人。在他的影响下，父母开始热爱读
书，妻子儿子也想办法给他寻找书籍，
许多朋友捐书赠书给他，他藏书的影
响面变得更加广泛。

我疑惑地问过他，执着藏书难道仅
仅只为了收藏吗？他说，读书多了，许
多想法也随之而来。人的阅读能力有
限，有些藏书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读。书
籍本是让人阅读受益的，与其让藏书束
之高阁，倒不如让更多读书人来阅读，
才能体现藏书的价值。他这话，大有自
己的藏书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慨叹。他
说，等老了不再为生活奔波，会把所有
藏书移到楼下，办个公共阅览室，让爱
读书的人来阅览室读书学习，相互交
流，共同进步。

我夸际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乡村
藏书家。他却说，把那个家字加上引
号，他收藏的书籍的的确确藏在家里，
但希望这个家能成为所有爱书人的家。

说得太好了。在乡村读书人日趋
减少的当下，有了阅览室这片精神文化
圣地，乡村处处飘溢着浓浓的书香，文
化的振兴让乡村振兴更具活力，美丽乡
村建设一定能够早日现实。我幻想未
来静谧的阅览室里，人影幢幢，渴求知
识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在这里汲取养分，
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因为酷爱读书，让我一刻也忘不了
蜗居一隅的乡村藏书家。乡村啊，尤其
是在你我不曾关注过而又太平常的地
方，隐藏着让人不容小觑的平凡而伟大
的力量。正所谓“大隐隐于野”！

决战决胜“十四五”
——读林毅夫《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和后劲》

梁常运

老父亲离世很多年了
他那双粗糙有力的手
却一直托举着我

打我记事起
父亲就一直用他那双手
在地里刨食着一家人的生计
父亲是村里的老把式
农谚在他的手里刻下了不变的

纹路
从年头到年尾 从不得闲
父亲的手很倔强
他总是把十冬腊月的冰霜藏在皴

裂的沟缝里
把冻土的脾性砸得粉碎
让庄稼埋得严严实实

等待来年的收成

人勤春早地生金
是父亲苦命劳作的契约
春雷一响 就一头扎进田地间
奔忙在节气的轮回中
一畦一畦的田垄被他梳理成拔节

的诗行
谱写成涌动的麦浪
酝酿出醉人的稻香
夏秋时节 金灿灿的麦穗和稻谷
向着父亲黝黑弯曲的身影致敬
是我心中最伟岸的风景
一镰一镰地收割
把父亲的手磨得锃亮
厚实的老茧掬捧起一年的光景

驱赶了一家人的饥寒

日子虽然过得紧巴
父亲却很乐观
他总爱用手抚摸着我的头
这是父亲最朴素的表达
也是对我最宽厚的期许
父爱无声 我却读懂了父亲的坚韧
家中唯一的顶梁柱
他那双手托举的太重太重
年复一年

父亲的手越来越粗糙
一天天扭曲变形
突然有一天
父亲耗尽了他一生的气力

那双托举全家人温暖的手如释
重负

再也没有抬起过
也许 父亲担心我无以承重
也许 父亲吃尽了苦头不忍看到

我的窘迫
那双常年拉扯我的手
没有给我留下搀扶的机会
哪怕抚摸一下浸透苦涩的裂痕

如今 父亲安睡在他一生不曾离
开的田垄上

我却成了故乡的客人
奢望牵着老父亲的手
与老父亲来一场灵魂的对话
成了我隐忍的伤痛

小时候，家里很穷，虽不至于吃了
上顿没下顿，但也仅仅是靠红薯、土豆、
窝窝头勉勉强强填饱肚子。一大家子
十几口人，除了爷爷、母亲、姑姑、四叔
在生产队上工挣工分分粮食、分蔬菜
外，全家也就是靠父亲在乡办综合厂上
班每月挣的 20 块钱支撑着家里的日常
用度，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小学 5 年级以前，我和二哥基本上
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只有大哥、四弟
每年春节前，母亲才会扯上几尺绿涤
卡布，给他俩一人做一两件衣服。大
哥那时正读初中，四弟还没到上学年
龄。大哥的衣服穿一年，第二年就小
了，二哥就接着穿，二哥穿一年又小
了，我就接着穿。我穿一年又小了，衣
服也差不多变得千疮百孔了，母亲就
把衣服拆了，用浆糊糊鞋底了。所以
四弟基本上每年春节前也能有一身新
衣服穿。

奶奶从 45 岁起就不再下地干农活
了，除了带孙子孙女，就是在家张罗一
家人的一日三餐，整天就像织布梭子
一样屋里屋外穿梭不停，常常忙得脚
不点地。那时生产队的地里小麦产量
很低，一亩地平均也就是五六百斤，队
里分粮食总是粗粮多细粮少，所以家
家户户都把白面看得很金贵。奶奶也
不例外，除了每天中午吃面条外，一周
只蒸一次白面馍，其余的都是窝窝
头。且每次只蒸 20 来个，蒸好晾凉后
就装在竹篮子里，上面盖个白布挂在
堂屋的房梁上。这些馒头是专门给父
亲准备的，别人不能吃。每次出锅的

时候，看着热腾腾、白生生、散发着诱
人麦香的白面馒头，我趴在灶沿儿上，
常常馋得口水直流。奶奶总是挑个最
小的给我，并反复嘱咐我说：“全家一
大家子人，每月就靠你爸那 20 块的进
项撑家，得让你爸吃好点，剩下的你可
别偷吃。”

一家人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可日
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一次吃晚饭时，
奶奶和母亲商量：“一家人一年到头辛
辛苦苦，一个个累得七荤八素的，可到
头了还是存不住仨核桃俩枣的，这种日
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得想个法子，挣点
外快补贴补贴家用。”母亲说：“是呀，眼
下虽说能填饱肚子，可手头太紧了，每
年过年想给孩子做身衣服都得从牙缝
里挤钱儿，是得想个法子。”娘儿俩商量
来商量去，这也不行，那也不成，奶奶最
后一拍大腿：“生豆芽卖豆芽，咋样？”

“成，我看这个行！”母亲也突然兴奋起
来，娘儿俩达成了共识。

说干就干，第二天晚饭后，奶奶和
母亲就准备好了缸、布、板、石。原来，
豆芽长到一定程度就得在上面压上木
板，木板上再压上石头，这样长出来的
豆芽才粗壮齐整。母亲和奶奶把黄
豆、绿豆倒在簸箕里，把烂的、秕的都
一颗一颗挑出来，然后把挑好的黄豆、
绿豆分别放进大盆浸泡一夜，之后把
吸饱了水的豆子捞出，倒入下面带有
小滤水孔的大瓷缸。瓷缸用长凳子架
起，豆子上面铺两层湿布，缸口盖上木
板，每隔一个小时淋一次清水。两天
后，豆子发芽，3 天后压上木板，木板

上压上石头。六七天后，木板被豆芽
顶着，与缸口基本平齐时，豆芽也就长
成了。

卖豆芽的任务，奶奶就交给了爷
爷。村子里每隔两天就有一次小集
市，一般 7 点钟左右开始，上午 11 点多
点儿就结束了。赶集的不是我们村的
就是周边几个村子的，很多人大伙都
认识，有不少人还是亲戚。集市时间
虽然不长，但人却不少，每次都有两三
千人的样子。街道两边卖啥的都有，
锅碗瓢盆、衣服鞋帽、蔬菜水果、糖糕
油条胡辣汤、饺子馄饨豆腐脑……闲
逛的人很少，买的都是真买，卖的也都
是真卖，简单地讨价还价之后，很快就
成交了。我当时五六岁的年纪，还没
有上学，爷爷每次去赶集卖豆芽，我总
要跟着，因为爷爷疼孙子，每次去，爷
爷都会给我买个炸糖糕吃。金黄的糖
糕，外焦里嫩，里面裹着白糖，轻轻地
咬上一小口，满嘴的软糯香甜，对于那
时的我而言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
那时的农民，大都没多少营生可做，去
赶集卖豆芽的也有三五个，一般都在
集市的北头，再往里是一溜儿的小吃
摊。爷爷的腿脚不好，每次去得都比较
晚，别人7点前就到了，我和爷爷却基本
上是8点半左右才到。常常是爷爷拉个
架子车，车上两个大编织袋子，一袋黄
豆芽，金黄的脑袋，白生生的芽身，一袋
绿豆芽，翠灵灵的芽头，白嫩细长的芽
身，一大块塑料布，一兜小塑料袋，一个
小马扎，一杆带吊盘的小木秤。到了地
方，爷爷先把塑料布铺在地上，再把豆

芽从架子车上搬下来放到塑料布上，旁
边放好小秤和小塑料袋，最后把小马扎
取下，放在塑料布后边。爷爷让我坐在
小马扎上，说：“坐着别动，爷爷给你买
炸糖糕。”这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也是我每次都来的原因。糖糕买来后，
我就坐在架子车上慢慢品尝，爷爷则坐
在小马扎上慢悠悠地抽着烟袋锅等买
主。几个卖豆芽的一溜儿排开，价格一
样，不论黄豆芽还是绿豆芽，都 5 毛 1
斤。奶奶生豆芽的豆子都是精心挑选
过的，所以豆芽的品相明显要好看些，
来买的人也多。爷爷去得最晚，却总
是最早卖完。后来我发现，爷爷卖豆
芽有个小动作，他有，别的摊主没有，
那就是每次给顾客称好豆芽装袋子
时，爷爷总要再抓一小把豆芽塞进顾
客的袋子。我对此不大理解，就小声
问爷爷：“爷，你称得都那么高了，最后
咋还多给人家一把啊？”爷爷悠悠地吐
了一口烟：“孩儿啊，豆芽不值钱，靠这
个发不了财，也就是挣个买盐钱，都是
街坊邻居，谁家也不比谁家强多少，日
子都不富裕，不指望这个挣钱，图个让
你奶高兴。唉！啥时候大家伙儿的日
子能都好起来呀！”我似懂非懂，只见
一团烟雾从爷爷嘴里喷出，衬托得才
50 来岁却已满脸沟壑的爷爷愈加苍老
了许多。

如今，40 多年过去，中国的大江南
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
假如爷爷奶奶还在，看见了今天的中
国，特别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生
活，两位老人该多么欣慰啊！

父亲那双手
建平

卖豆芽
浮尘

书香浸润岁月，阅读成就未来。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
其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

“世界图书日”。据说，4 月 23 日这一
天，恰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忌日，
也是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的生
日与忌日。为纪念这些文学巨匠的卓
越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5 年
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读书日。其核心目
的在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阅读与写
作，并倡导尊重知识创造、保护知识产
权。这一国际性节日不仅是对大师们
的致敬，更传递着深刻的主旨：希望世
界各地的人们，无论性别、年龄、贫富
与健康状况如何，都能尽情享受阅读
的乐趣，铭记那些为人类文明作出巨
大贡献的文学与科学巨匠。

一
当晨曦初照窗棂，我指尖轻触书

页，如揭开一层薄如蝉翼的时光纱
幕。墨香氤氲间，千载文明的韵味顺
着宣纸纹理缓缓流淌，似春日微风，
温柔拂过心田。文字如灵动的精灵，
跳跃、交织、重组，编织出诗意的华
章，为书籍缀上璀璨的锦冠。西汉刘
向在《说苑》中言：“书犹药也，善读
之能医愚。”高尔基将书籍喻为“人
类进步的阶梯”，指引我们攀登科学
与文明的高峰；莎士比亚感叹“书籍
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直言生活无书
便如无阳光，智慧无书则似鸟儿无
翼；赫尔岑更视书为“一代人对另一
代人的精神遗言”。这些精辟之语，
道尽书籍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键
意义——它不仅是文明进步的助力，
更赋予生活以灵动的气息，深刻揭示
了书籍推动社会前行、丰盈精神世界
的核心价值。

二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箴言在阅

读中得到生动诠释。古人云“秀才不
出门，能知天下事”，正是大量阅读典

籍文献，让文人墨客得以突破时空与
地域的局限，借文字之眼遍览天下万
象。阅读如同一扇窗，为人们打开认
识世界的通道，让人在思索中沉静，于
精神深处获得愉悦，进而以知识为刃，
雕琢更美好的世界，成为开拓事业的
基石。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读书，
就是沿着作者的脚印去看沿途的风
景。”此语精准点破阅读的真谛——在
他人的智慧中，窥见万千世界。

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阅读为我们推开了通向不同时空
的大门。这位忠实的伙伴，无论雨夜
低落，还是午后慵懒，始终静默相伴。
翻开经典名著，司马迁笔下的历史风
云，诉说着岁月的厚重；曹雪芹勾勒的
大观园，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每
一本书都是作者灵魂的结晶，阅读，便
是跨越时空与先哲对话。

读书亦是一场自我修行，在“慎
独”中审视内心、梳理思绪，于浮躁尘
世寻得一方净土，让心灵沉淀、滋养。
那些如清泉般的文字，悄然冲刷着疲
惫与迷茫。从更宏大的视角看，阅读
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纽带。我们沿着
前人的足迹，承继智慧、传递文明，更
在思想的碰撞中，为文化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阅读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节日。
它是我们拓展视野、积累知识的桥梁，
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领略祖国的山
河壮丽、时代的波澜壮阔——从大江
东去的豪迈，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从

“一带一路”的盛景，到潜海航天的壮
举，尽在书页间铺展。

然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认识
世界的方式已不再单一。阅读之外，
实践探索、网络媒介、人际交往等途
径同样不可或缺。谨以七绝一首结
束我的浅见：书香漫卷越千年，经史
子集浩如烟；且趁春光勤向学，腹藏
文墨品如莲。

书香致远:
世界读书日的文明回响

席淑贤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