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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好书尤如
一餐美味佳肴，或狼吞虎咽，或细嚼慢
品，抑或兼而有之。无论何种读书方法，
汲取书的营养，深谙其中三味，才是读书
的终极目标。

车行高速，路两旁是一望无垠的麦
田，它们静静铺展着，在风的轻拂下绿波
荡漾。就高望低，绿色的麦田像一本平
摊的书，垄垄青苗齐刷刷排列着，若书间
一行行精美的文字，赏心悦目，引人入
胜。我打开车窗，贪婪呼吸着这气息，平
缓阅读着这自然之书，车行的速度就是
我读书的节奏。

麦田的景象把我拉回三十多年前的
时光。妈妈识字不多，却喜欢听书。那
一年，妈妈从十几里外的亲戚家借来一
本小说《红旗谱》。这本无封无皮的书，
成为我人生读到的第一本小说。那时，
我把书放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怕老屋
里的老鼠偷啃了它。我每天中午和晚上
放学回家的任务就是捧起这本书，靠在
厨房门框上给妈妈读书，妈妈一边在厨

房忙活，一边听我绘声绘色地朗读。饭
菜做好了，书也读了好几页。如此数日，
直到把这本书读完。那段时光成为我文
学之途的启蒙期。几个月后，借来的书
要还给亲戚家了，我却与书难舍难分，我
乞求妈妈再延迟几天还书时间，得到妈
妈的应允，我抓紧时间把小说又读了一
遍，像是在独享一席丰盛大餐，之后抹了
抹嘴唇，才与这本书依依惜别。慢读和
快读，在我少年的读书生活里，自然而然
交替更迭，我从中体会到了书籍的神奇
力量和美妙境界。

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作协副主
席刘庆邦，在杭州举办的全煤行业文学
笔会上，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读书法，
就是慢慢地读，细细地品。他坦言，每拿
到一本好书，总是读一节放一下，反复回
味，不舍得一口气读完。慢读可以使一
本好书深入骨髓，升华我们的精神。刘
庆邦的读书风格道出了读书人的个中体
会，慢节奏的读书，像是品尝一杯陈年老
酒，闻香识味，沁人心脾，所以很是舍不

得一口饮尽。
但浮躁也是有的。曾经拿到一本

书，囫囵吞枣，不识滋味，只注重于速度
而不求品质，说来是读过，可没有真正读
懂。极似出外旅游，不听讲解，不赏美
景，只顾四处胡乱拍照。游罢归来，除了
留下一堆重复的影像，对沿途的风景没
有多少印象，对心灵也没有多少洗礼。

有些书尤其需要反复品读，譬如经
典名著。我手头就有一本《三字经·百家
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作为国学
经典名著系列丛书的首本，说是读，其实
是再读，而这再，应该是再二再三了。以
前的读，浮光掠影，不求甚解。而今天的
读，是沉下心来，细读慢品。这本书，看
似平常却奇崛，读本流传广泛，影响久
远。纳入书中的五部篇章是我国古代蒙
学读本，是专为学童启蒙教育编写的在
庠序、书馆、塾学使用的课本。《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作为相辅相成的整套
蒙学读本，合称“三百千”。《三字经》因这
样的排序被称为“蒙学之冠”；《弟子规》

对青少年的生活起居和日常行为，都界
定了应该恪守的准则；《千家诗》以五言
诗和七言诗为主，选择了122家诗人226
首诗，不仅适合蒙童学习，而且便于阅读
者了解人情世故，为自己今后踏入社会
提供一个认识基础与思想准备。对于

“三百千”，别说成年人，即使中小学生也
不陌生，从朗朗上口的文学语句中，既获
取了广博的知识，也得到了人生的启
迪。我最钟爱的是《千家诗》，其中的很
多诗篇，虽年少时多有诵记，但今天读来
依然香醇入里，心旷神怡。读书人，应该
感谢先人为后代留下的经典名著，并孜
孜不倦地以此浸润我们的历史、文学和
人文素养。

合上厚重的书卷，忆起中国诗词大
会总决赛的场面。“恰同学少年，风华正
茂”，在双方激烈比拼的快节奏里，我感
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因为慢读，
才有了铭记，因为铭记，才有了快答。这
种舒缓飞流、相互转承的节奏，应该是人
生最美妙动听的乐章。

读书的节奏
◎王留强

岭东岭西，一岭之隔。岭西姓高，
岭东姓王。高家王家，又亲又邻，一架山
上砍柴，一口井中吃水，一条河里洗澡。

在我八岁以前的记忆里，岭东的表
爷表伯表哥，称呼起来，从来是不带表
字的，可见关系相当好。后来不行了，
因为一口大锅，因为在一口大锅里吃了
两年的大锅饭，矛盾多了。大锅砸了以
后，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地挨地争
地，水连水争水，坡搭边儿争柴。牛羊
鸡猪，时不时地掺进来，那可是真热
闹。一条岭，把两个村子隔开了，把人
心也隔开了。

中间的这条岭，成为新闻台，谁家
丢了南瓜，谁家丢了萝卜，谁家的红薯
被猪拱了，好事者站在岭上喊叫还不
算，有的还敲打着破脸盆，话又脏又难
听。岭西的人脸朝东喊，岭东的人脸朝
西喊。四周的山，也回荡着叫喊声。要
是有人应承，那文戏就可能变成了武
戏。虽属个别人，但是，这丑陋的贫穷
落后，让我一生铭心刻骨。后来，我远
离家乡，每听说一回杂七杂八的纠纷，
心里就难受。

中间的这条岭，先前长满了大树，
黄楝树、大栎树、槲叶树，哪一棵都是一
片风景，都是鸟儿的天堂。盛夏的日
子，到岭上乘凉，拉一条破席一铺，白天
看着鸟儿做窝，晚上看着星星眨眼，听

大人们讲故事，谈收成，说谁家的闺女
该出门，谁家的媳妇不孝顺，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梦乡。

现在，这些都远远地去了。两个村
的楼房，几乎连到一块了。石头岭，也挖
得只剩下一根筋了。然而，顺着这根筋
儿，时不时出现几个老头儿的影子，他
们给我的印象有好有坏，但都相当深。

先说六爷，也就是六表爷。他的霸
道，方圆是出名的，外号嬲嬲。岭东唯
一的三间大瓦屋，他住两间。他种的黄
瓜，小孩儿们碰也不能碰，葱不能薅一
棵，在他的栗子树底下站站，他就撵。
要是丢了一个葫芦，他就在岭上蹦着
骂。打我记事儿，他家一老一少俩光
棍。据说，儿媳妇是被六爷吓走的。表
伯叫宝山，一百成大好人。在村剧团当
箱管，好多年了只上场演过一回戏，唱
司马懿揭墓，他当诸葛亮神像，不说一
句，不动一下。有人给宝山找对象，六
爷对媒人讲，俺孩子可是唱大角色的，
场场少不了。成了笑话不说，到底还是
因他的名声不好，再次误了表伯的婚
事，再没有成家，当然也无后。我真的
想念宝山表伯，为他惋惜。

再说十二爷，也就是王十二，我一
回也没喊过他十二爷。他也是一根光
棍儿，算是苛极。没有分开队的时候，
他站在岭上，骂岭西孩子多，像一窝猪

娃一样，光吃不干活。分开队了，打我
们的地边儿过，玉米叶子长了，他一棍
子下去，从上到下，刷光。他眼窝深，视
力不好，帽檐下总趁着一块白布，打眼
罩才能看远。后来老了，死了，埋都找
不来人。一个不爱孩子的老人，临老是
这个样子。十五爷也是光棍，就不一
样。他是抓壮丁抓出去的，一去十多
年，陕西、宁夏、甘肃，见过大天，最后被
解放军俘虏过来。他说，开仗他从不往
前冲，挖个坑，把头一埋，枪口朝天，伤
也没负过，就是个老兵油子。十五爷也
算是一生平安。

岭东岭西之间的这条岭，从北面的
高山上绵延下来，一直拖到小河边。这
岭，让岭西的房子不受东北风吹之苦。
岭东的有些人，大概是听信风水先生的
话，在岭上盖了两间羊圈，喂了一大群
山羊，说是压岭西的风水。羊喂了几十
年，可是没有一个羊倌有后，不知道为
什么。

在我看来，人可以感受地理，地理
不会遂人所愿。风水先生的话，多为妄
言虚说，不能迷信，更不能操歪心，操歪
心天地不佑。我们中国在北半球，盖房
子一般要坐北朝南，要背风向阳，这样
可以冬暖夏凉。对山区来说，依山有
柴，傍水有鱼。水浇田，田养人，世代如
此而已。

岭东与岭西
◎高淮记

不拘是谁，大约都会在某些时
间、某个地方、某种场合做过倾诉者
或倾听者。仔细思量一下，这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年龄阶段看，中学生尤其是高
中生应该是最爱倾诉的一个群体。
这些年轻人涉世未深，但对社会和人
生已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当理想与
现实发生冲突时，倾诉的欲望便喷涌
而出。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
土当年万户侯”，说的便是这种情
状。若是再有一两个相知，那便互为
倾诉者和倾听者，不知道有多少个夜
晚，那些激越的话锋会一直持续到星
落月儿圆。当然还有另外一类情形，
是关于“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
不钟情”的，热恋者有甜蜜的倾诉，失
恋者有痛苦的倾诉，暗恋者有愁闷的
倾诉，这是所有年轻人都绕不开的课
题。但无论哪一类，都是我们成长过
程中必须经历的，更是“天将降大任”
前“苦其心志”的必修课。

从时间节点看，酒酣之后特别是
酒醉之后，应该是倾诉的高发期。成
年人的世界中，敷满了太多的红尘俗
事，各样的顾虑一多，就重重羁绊了
表达的渴望。朱自清先生在《背影》
中写到：“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
外。”几杯酒一罩脸，把那些该说不该
说的话、能说不能说的话、想说没法
说的话统统撂将出来，于别人反正是
不会计较，于自己却是一种难得的释
放，总之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喜欢喝
酒的人很多，理由也千奇百怪，但能够
尽情倾诉这一条应该是十分关键的。

倾诉与倾听的幸福，金庸先生在
《笑傲江湖》中给我们设置了两个桥
段：一个是仪琳向哑婆婆的倾诉，当

然她那时并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亲
娘，也不指望后者能听见她的话、安
慰她的心，然而还是忍不住每天晚上
对着她诉说一番；另一个是令狐冲向
任盈盈的倾诉，当然他那时也不清楚
对方是一个妙龄少女，却也把自己满
腹的委屈倒了个一干二净。这样截
然不同的两个场景，却是同样的温
馨、同样的感人。于此我也思忖着金
庸先生的匠心独运，他用矛盾转换的
手法给做合格倾听者设置了一个标
准：哑婆婆多么像一尊全无知觉的菩
萨，任盈盈多么像一位心有大爱的路
人，舍此之外，哪怕双方瞬间变成了
至亲的母女和至爱的恋人，有些话也
无法倾诉了。

而说到不能倾诉的痛苦，首先想
到的就是那篇《国王长着驴耳朵》的
童话，设身处地想一下，若是那个知
道真相的理发师不挖个洞对着里面
吆喝几嗓子，他怕是迟早要被憋疯
的。还有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这位以
卓著战功闻名于世的民族英雄，还有
几首脍炙人口的词作，《满江红》之
外，知名度最高的当属《小重山》了，
而后者之所以能传诵千古，我以为主
要在结尾——“欲将心事付瑶琴，知
音少，弦断有谁听”，因为它触动了人
性中最隐秘、最柔软的地方。

还记得读初中时学过辛弃疾的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词的上阕
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
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词的下阕是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
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从某种角度
上说，上下两阕文字道尽了人生从恣
意倾诉到无法倾诉的整个历程，也叫
人心有戚戚。

倾诉与倾听
◎刘万增

声 明
因张治军同志已不在平顶山市

金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本
声明之日前，其在公司期间所签一
切合同、协议及债权、债务等由本公
司承担，与其本人无关；之后其本人
所有业务往来，由其本人负责，与本
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平顶山市金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23日

注销公告
平顶山源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402MA3X7J600Y）向 公 司 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
记。特此公告

平顶山源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3日

特等奖：《妙手仁心刘现义》
《濯磨半世写“瓷”章》《成事在人》
《六月的盛宴》

一等奖：《村庄的闺女》
二等奖：《铁汉柔情赵晓阳》

《一位信访局长的初心》
三等奖：《硕士农民》《护工辛

国言》《信仰的力量》《永不放弃闪
烁》

“天晟杯”报告文学
征文大赛评奖结果公示

注销公告
平顶山

百地置业有
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400MA40G8HK5C）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
记。特此公告

平顶山百地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3日

俭，德之共也；奢，败之因也。
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难。”可知，俭与奢是相互独立又密切
相连的。自古至今，由俭养德而成事
者，多也；由奢而身败名裂或国破人
亡者，亦不鲜矣。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司
马光先生是主张以俭治家的典范，这
一点，他在《训俭示康》一文中说得清
清楚楚。虽然家境富裕，但他自幼就
非常节俭，心中没任何奢念，所以，才
能安心治学，终于少年有为，功成名
就。由此可知，俭能使人不起贪念，
专心从事自己的事业。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不都主张勤俭节约吗？
如果没有这种勤俭节约、滴水聚成河
的精神，哪有我们现在的繁荣富强？

与此相反，由奢而致家破人亡的
例子也不胜枚举。相传管仲为相时，
家境豪富，他喜欢奢华，用美玉雕刻
屋中柱子，用黄金镶碗，出则群马拉
车，入则群仆相拥，生活奢阔，以至于
后来家中被败得一贫如洗，子孙不得
不沿街乞讨。与他相比，石崇的奢华
更胜一筹——为与他人比富，将当时

最珍贵的珊瑚树打得粉碎也毫不在
乎，更用金玉做槽，用上等粮食喂马，
用上品的丝绸整捆整捆铺满七十里
大路。他的骄纵奢侈，在当时无人能
及，以至于惹怒皇上，不仅将其处以
死刑，而且没收了他所有家产。在当
代，由于贪恋奢侈而招来杀身之祸的
人不也很多吗？《新中国第一大案》中
被处死的两名高级干部：刘青山、张
子善，若不是羡慕奢侈豪华的生活，
也不会动用公款，坑害人民，最终身
败名裂，遗臭万年。

但是，前车之鉴，贪官们无视。
他们住宅豪华，雕龙凤，画梁栋，金碧
辉煌。名曰人民公仆，实则国家盗
贼。古人告诫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他们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财，只记
奢不记俭，俭在他们心中早已消失。

俭可以治国安邦，日益昌盛；奢
可以使人败坏，陷入险境。所以说：
俭，德之共也；奢，败之因也。我们若
要成就大事，建设好国家，就必须从
俭做起，反对奢侈。由俭成德，则不
败矣。

奢俭之道
◎段伸眉

2015年，我有幸与平顶山民政结
缘，来到其下属的市救助管理站工
作。报考时，对救助站并不了解，只觉
得名字温暖，直至作为其中一名工作
人员，我才真正明晰了它的工作内容
与意义。

几年来，我接触到大量有着不同
需求的受助群体。如智力残疾及疑似
精神障碍群体、走失的老人群体、陷入
临时性困境的落难群体。所接触人群
情况复杂，卫生部公布的38种传染病
中，救助站接触到的就有31种。携带
危险物品、情绪失控、暴力倾向等隐患
常伴相随，使得高度的警觉和悉心的
照料成为工作人员必修的功课。通过
救助工作，我深切地体会到民政部门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工作神
圣、责任重大。

救助是个责任活儿、风险活儿，更
是个细致活儿、爱心活儿。面对每一
个救助对象，我们都应怀有对生命的
敬畏之心和悲悯之意，他们的冷暖悲
欢，不再是一个人的事，也是我们的牵
挂与思量。

我们曾救助一名三十多岁精神有
障碍的女性。由于出过车祸，故而胆
怯畏惧，不愿融入社会。给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她的眼泪及放弃人生话语中
令人心痛的凄凉。站领导让我多陪伴
开导她，得知她善读爱画，便叮嘱我买
回纸笔、画具和书籍，供她消遣解闷。
她很有天分的绘画作品至今仍保留在
档案柜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
前她食宿有着，情绪稳定，也开始勇敢
直面生活。

有次，公安部门送来一位湖北恩
施土家族的老人，60 多岁，满口方
言。因交流有碍，他越说越急，不断用
手比划着说“榨油！榨油！”经过努力，
值班人员还是获取了一些有效信息，
原来老人的家在恩施，女儿嫁到了叶
县，在县城做榨油生意。因对这边环
境陌生，老人走失后记不起女儿家的
具体位置。

看着老人焦急的样子，我们即刻
安排车辆，载上老人前往叶县。到叶
县后，护送人员先后问了三家榨油店，
可惜都不是。这时丁师傅灵机一动，
提议说何不去卖榨油机的地方试试。
当我们来到北水闸一家榨油机售卖店
时，竟然恰好就是他女儿家。当女儿
看到老父亲从救助车上被搀扶下来
时，又激动又感动，泪都流了出来。

春夏秋冬，小善大爱。入冬以来，
我们的“寒冬送温暖”活动紧张有序进
行，巡查小分队奔赴涵洞、桥下、车站
等处，为露宿的流浪乞讨人员送去温
暖。这个季节刮起的风，刺骨的寒，而
我们心中涌动着的却是温暖与喜悦，
一种因温暖了别人所以温暖了自己的
喜悦……

小善大爱
◎王恩惠

我的故乡在辽宁本溪，素有“中国
医都”“中国枫叶之都”之称，冬季漫长
而寒冷，可供的蔬菜和水果不多，冻梨
是故乡人主食的冬季水果。

故乡人做冻梨一般选用大白梨，它
个头大，水分足，甜度也高，非常受父老
乡亲的欢迎。其做法也非常简单，只需
把买来的大白梨洗净擦干，放在室外存
储。在天寒地冻的故乡，只要冻上三四
天，大白梨就变成外皮发黑的冻梨了。

故乡冬天是不太适合出门的，人也
变得慵懒起来。在经历了春种夏忙秋
收后，故乡人这时就开始“猫冬”了。猫
冬是东北方言，大意是冬天大雪封门，
况且也没有什么活可做，全家人皆躲在
家里消磨时间，如同炕底下那只家猫一
般。母亲很早就做了猫冬的准备工作，

冬至前就在家里的后院储存了许多大
白梨，这些经过严寒历练的冻梨往往要
伴随我们一个冬季，一直吃到第二年的
开春。

吃冻梨时要有耐性，如同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一样，若心急也一样品不出冻
梨的味道。若直接拿着冻梨就吃，咬在
嘴里的梨像块冰，含也不是，咽也不是，
嚼也不是，吐也不是。故乡人吃前都会
把冻梨放到盛水的盆中化冻，他们把

“化冻”叫成“缓”。待冻梨表面厚厚的
冰层逐渐软化，去除包裹着冻梨的冰
渣，冻梨此时已经软了。缓透了的冻梨
果肉软滑，果汁甘甜，特别是饭后吃上几
个，颇为惬意。对于喜好饮酒的人来说，
酒后能吃上个冻梨，既解酒又助消化。

吃冻梨要小口小口地咬，细细地

品，慢慢地咽，冻梨甜中略带着一点酸，
绵软之中又带着一点脆，味道好极了。
猫冬时坐在热炕上吃冻梨，屋内火盆烧
得旺旺的，非常暖和，而吃着冻梨透心
寒，一热一凉也成为故乡人冬天一种别
样的享受。

多年前离开了故乡去南方生活，每
到冬天我就愈发怀念故乡冻梨的美
味。南方的冬天温暖而湿润，自然没有
做冻梨的天然条件。我曾多次试着把
大白梨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可这样做出
来的冻梨不是在故乡风霜雨雪中完成
蜕变的，吃在嘴里，虽说也绵软，也甘
甜，但味道就是没有故乡的梨地道。

人的记忆可能会模糊、黯淡,但是
味蕾永远不会欺骗和背叛，因为味蕾深
处是故乡。

故乡的冻梨
◎余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