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是在高贵的灵魂里漫步
■董雪丹

������看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块闻名
遐迩的墓碑，上面刻着一段文字，大意
是一个人年轻时梦想改变这个世界，行
将就木时，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仅
仅去改变自己， 然后作为一个榜样，可
能改变自己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
励下，可能为国家做些事情，甚至可能
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故事在说：远大的理想，宏伟
的目标，需要从改造自己开始。 我们常
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句话
里，可以看到一个起点，就是“修身”，而
“修身”又应该从哪里开始？ 想来，应该
是从“修心”开始。 怎样去“修心”？ 应该
从读书开始吧。

书中横卧着历史的灵魂， 我相信，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与这些高贵的灵魂
相遇，看到写作者向我们伸出友好的双
手，捧出自己真实的心灵。

阅读， 会成就一个人精神的成长。
每个人都有求知欲望，很多不读书的人
也很聪明，也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
功，不可否认，有些人天生具备一种感
悟力，但我还是相信，一个具有非凡感
悟力的人，如果再读上一些书，他视野
可以更开阔，感悟可以更非凡。毕竟，书
是明确的、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不
冒任何风险就能享受到别人的人生经

历、生活经验 ，而生活呢 ，是捉摸不定
的，也许电影演员可以在不同的戏中体
验不同的人生，而每个人只有一生的时
间， 不可能每一种生活都亲身去经历，
再说，经历有时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可以获得一种大明白的。

读书可以让人获得知识， 但知识
只是修养的基础,光有知识而没有对知
识的体悟，不可能达到修养的层面。 而
一旦将知识融化在自己的血脉之中 ，
举手投足之间， 应该都会透出一种高
贵。 当然，这种高贵是那种即便穿着破
旧的衣衫依然掩盖不了的精神上的光

芒。
作家、 社会评论家龙应台写给儿

子：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
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
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
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
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
感。 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
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
快乐。 龙应台说到的“成就感和尊严”，
应该都是读书带来的高贵。杨绛也曾说
过，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
至高境界。

阅读中，总会有一个灵魂让你觉得
可以跨越时空成为知己， 这种知己感，

仿佛是从一个灵魂中映见自己的灵魂。
每一个人从离开母体的那一刻起，就注
定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会有孤独的体
验。 在生活中，哪怕是你的至亲，之于
你，也是另一个人，是别人，而不是你自
己。 在肉体上，每一个人的疾病与痛感
别人都无可替代，在精神上，每一个人
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孤独感。 何况，人还
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有欲望就会有欲望
得不到满足的痛苦， 而欲望满足时，又
会感觉无聊。 更何况，每一个人从出生
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会走向死亡。 用悲
观主义的说法，人生是注定充满各种痛
苦的，不是一个大痛苦便是一大堆小痛
苦。

怎样排遣人生之苦？怎么获得人生
之乐？ 怎样才可以在深夜饮酒时，杯子
碰到一起，听不到梦破碎的声音？ 哲学
家尼采给出这样的答案： 就算人生是
出悲剧， 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出
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就算人生是个梦， 我们也要有滋有味
地做这个梦， 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
乐趣。

这话，是不是让我们豁然开朗？
为了与那些让我们豁然开朗的灵

魂相遇，我们没有理由停止阅读，如同
我们的生活不会停止。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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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阳我的花
■老子顾里人

������“今天 ，爸爸要去郑州了 ，我很伤
心……”一个小女孩，得知爸爸要出远
门，她有些不舍，闷闷不乐。 放学回到
家，小女孩平时的欢快劲不见了，而粗
心的爸爸毫无察觉， 只顾埋头收拾行
装。 “你啥时候回来？ ”小女孩半天才和
爸爸搭话。 “五天。 ”爸爸回答了外出时
间。 小女孩又指着一个包，问爸爸：“带
走吗？ ”听爸爸说带，她悄悄将包拿到别
的房间， 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塞进去，又
若无其事地把包放回原处……

这个场景，是一个八岁小女孩在日
记中描述的。 日记只有半页纸，字迹工
整，一笔一画。 迟钝的爸爸，含蓄的女
儿，跃然纸上。

这个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儿。时隔二
十年，我翻找旧物，看到女儿的一本小学
日记。 日记写得断断续续，看得出来，这
是她在妈妈督促下完成的“作业”。 这则
日记，令我思绪翻涌，回味良久。

记得那年到郑州出差，我发现了提
包里的照片，但不以为然，想着女儿的
照片是一直放在包里的，全然不知道这
是她惦记爸爸，有意放进去的。 爸爸不
解女儿心，一片离愁藏廿年。

我做记者那些年，女儿还小。 我有
时要外出采访，长的十天半月，短的也
要三天五天，习以为常了，往往在家吃
过饭，推开饭碗就出发了，有时前一刻
还在与家人说笑， 下一刻抬腿就走了。
有的人常常以事业和社会责任为重，不
计儿女情长， 我还达不到这个境界，离
家的日子也会挂念家人， 只是很少表

达。 面对离别，女儿虽小，也知道想念爸
爸， 我却浑然不懂未成年女儿的心绪。
在走出家门的时候， 我欠女儿一个拥
抱，如果她有泪水，我该为她轻轻地拭
去……

世上没有一个爸爸不疼爱女儿。 陪
伴成长，见证童年，和女儿相处的甜蜜
和欢乐，在岁月深处沉淀。

女儿的童年，是在我们夫妻俩的掌
心中度过的。 从蹒跚走路，到咿呀学语，
我们抱着、扯着，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们的视线。 对一双年轻夫妻来说，如果
说人间有至宝， 那一定是他们的孩子！
女儿，是我的太阳我的花！

女儿聪明伶俐 ，活泼可爱 ，她尤其
热爱大自然，喜欢小动物。春天来了，女
儿会编个柳条帽戴在头上，有时摘一朵
花，别在发间，小小的她特爱美，照相时
还知道摆造型，留下美好瞬间。夏天，女
儿跟我一块儿到水草丰茂的地方，扑蝴
蝶、捉蚂蚱，她还在沙河里学会了游泳。
待到秋风起， 我们去公园捡拾树叶，在
郊外田野里奔跑，看大雁南飞，坐等晚
霞烧红天际。 冬天，也留下我们许多的
回忆，下雪了，女儿喜欢爬上高岗，兴高
采烈地滑下去，乐此不疲；她不怕寒冷，
在小河边踏冰，拿着晶莹的冰块遮盖在
眼前，阳光照过来，映衬出她天真、灿烂
的笑容；有时她定定地站在树下，仰着
小脸，观察树杈间的鸟巢，目不转睛。女
儿先后养过几只宠物狗。 一年春天，女
儿养的狗在街上被烈犬咬伤，第二天死
了，她哭得很厉害，我在一旁手足无措。

后来，她又养猫，猫成了她的好伙伴。 爱
屋及乌， 对女儿养的宠物， 我自然也多
几分怜爱。

对女儿来说，家是游戏的城堡，是快
乐的天堂。 在家时，女儿总是把我使唤
得团团转，我陪她捉迷藏，知道她藏在
哪里，也要装作没有发现，捉快了她会
噘着嘴生气。 她像孙悟空一样，朝我喊
一声“定”，我便只能待在原地 ，手还支
在半空，这时她咯咯地笑着跑开了。 一
天到晚，女儿像粘在我的身上，就连夜
里入睡，她也要抱住我的脖子：“爸爸，
讲个鬼故事吧！ ”我绞尽脑汁地编，她
屏住气 ，听得津津有味 ，感到害怕时 ，
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曾读唐代诗
人韦庄的诗《与小女》：“见人初解语呕
哑，不肯归眠恋小车。 ”我的女儿也“不
肯归眠”，与诗中的小女何其相似！

女儿上小学以后，除了要写老师布
置的作业，还在课外报班学画画、弹琴，
小小年纪，就开始像成年人一样忙碌起
来。 每见她走进画室和琴室的小身影，
我就心疼得不行，又没有办法，常常只
能一声叹息。 小学毕业，女儿上初中、高
中，接着到辽宁读大学，随后读研。 现
在，女儿取得环艺设计硕士学位，在郑
州一所高校任教。 业余时间，她潜心绘
画，画风新潮，在小红书上圈粉可观，拥
趸多多。 “小姐姐画得真好！ ”经常收获
点赞一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女儿长大
成熟了，便不再跟我过密亲近，她和她
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 “闺密”。 在我眼

里，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不见了，一种
莫名的失落缠绕在我的心头。常言说，女
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我也常见一些
长大的女孩子，与爸爸嬉笑打闹，或挽
着爸爸的手臂谈天说地，俨然一副老朋
友模样。 记得有一次，在老乡举办的喜
宴上， 我的一个同学刚刚端起酒杯，他
正上中学的女儿就从邻桌冲过来，夺去
酒杯，还“训斥”两句。 这位当爸爸的悻
悻地摇着头，那表情，无奈中夹杂着幸
福和温暖。 这些父女间的温馨镜头，常
在我脑海闪现，让我陷入遐思。“爸爸，你
回家了吗？ ”“爸爸，你现在还好吗？ ”我渴
望听到女儿这样的问候， 我想再见那个
幼年依偎在我胸前的小脸蛋……

人生是个减法。 我珍惜与女儿的每
次相见。 分别后，我们会微信聊天，也会
视频通话，交流的话题不过是生活琐事。
她长大了，但在爸爸眼里，却永远是个需
要呵护的孩子。 我的牵挂一分不少！

朝风暮雨，岁月无痕。 在时光的廊
道， 我时常梦想邂逅那个童年女孩，像
她幼时一样，在我脸颊的指定位置，向她
讨要一个吻，讨要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
时常检视过往的日子，有多少次离家，我
留给女儿的也许只是背影， 抑或关上房
门的时候，错过女儿遥望的眼神！

我想告诉每一对年轻的父母，在远
行的时候，不要轻易转身、放飞自我，和
深爱的儿女轻轻话别， 给他们一个拥
抱，倾听孩子的诉说……①8

缘识张楚雄
■胡杰一

�����������������汉语
孔孟儒学世界崇，
全球追赏日隆隆。
泰国盛展独一片，
骄子效忠曰楚雄。

武术

祖国武秀门派众，
周口六合独称雄。
从不张扬名越外，
育才尽显大师功。

中医药

缘来有意共心声，
一品杰怡馈友朋。
曼谷花开银杏苑，
中医神术济苍生。 ③22

注 ：张楚雄 ，泰国海上丝绸
之路孔子学院泰方院长。

周口六合，指周口心意六合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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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间间真真情情

心心灵灵感感悟悟

友友情情天天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