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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并排的书柜都是玻璃门，每次
找书时打开一扇门，都能飘出幽幽馨香，
翻开一本书，字里行间也会散发出淡淡
清香，而且不同的书柜散发出的是不同
的香气。我最喜欢的是野玫瑰若有若
无、如梦似幻的香气，那个柜子里都是
我最钟爱的小说。文字能够生香，缘于
一次使用完风油精，没盖瓶子，顺手放
进了书柜角落里，过了一段时间，打开
这个书柜时，一股风油精味扑面而来，
抽出一本书枕上翻阅，文字里也散发着
这种淡淡的味道。受此启发，交代家
人，以后香水将要用尽时，不要丢弃，打
开瓶盖，置于书柜底层，任其自然挥发。
精美的瓶子宛如小小装饰，缕缕香味渗入
书中，一书在手，清香沁人心扉，别有一番
读书的情调。

书中滋味，自然不仅仅是书中散发的
纸馨墨香之味，而是书中的文章之味、语
言之味、道理之味。学者王辉说，他读书
读出，《诗经》有青草味，《楚辞》有柑橘味，
《论语》有饭香味，《庄子》有山村味，陶渊

明有菊花味，李太白有酒香味，《三国演
义》有男人味，《水浒传》有血腥味，《红楼
梦》有心酸味，鲁迅的杂文有辣子味，周作
人的散文有橄榄味。我爱读书不求甚解，
还不能从文字中品尝出这么多的美味佳
肴，但我能够坚持不去读那些甜俗味、酸
腐味的书，不去涉猎那些铜臭味、谄媚味
的文字。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
汉字的神奇上来天意，中通人气，下惊鬼
蜮；汉字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我，简简单单
的白纸黑字，间架方正，音韵优美，好像蒙
汗药，犹如迷魂香，诱惑着我用眼光蘸着
心灵，虔诚地与古贤近哲、作家诗人对话，
一段段文字，韵味悠长，激励着当下；一串
串记忆，穿越时空，辉映着未来。读书的
过程改变着我的人生，塑造着我的灵魂，
使我逐渐明白，酒桌，远比书房热闹；麻
将，定比书本刺激，热闹处即是烦恼处，书
读透了心自凉，心凉了，也就安静了。打
开一本书的时候，以入迷的心境阅读，文
字的香气必然会扑面而来，深入肌肤，直

抵心灵。春暖花开时，翻看所喜爱的书，
一行行清香的文字，像一丝丝和煦的春
风，吹散我内心的迷雾，浸润出一颗平和
淡定宽容之心；夏日炎炎里，走进一首小
诗，畅饮一篇散文，觅一分清幽，获一分凉
气，顿感满室生凉，神清气爽；秋高气爽，
看社会如此浮躁，唯阅读让人沉潜，字里
乾坤大，一本好书，犹如一剂熨帖心灵的
良药，给精神做一次滋补；严冬酷寒，每得
闲暇，拥书而卧，轻轻叩开文字的门扉，点
亮心灵的灯盏，娟娟文字，似缕缕阳光，融
化困顿的冰块，备觉人生的温暖。光阴飞
过，留给我们的是经验；书声琅琅，传授的
是知识。每读过一本好书，感觉就像精神
受到了一次洗礼，读书前和读书后的思想
迥然不同。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文字的缕缕香
气飘散在我生活的各个角落，滋润着我的
凡夫肉体，泡在书香里，感受文字浸染，身
上少了污浊之气、市侩之气，多了清爽之
气、书香之气。“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
我何须花。”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
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浮现在我们面前，生
前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们、引导我
们，教我们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

我在兄弟姐妹中里排行最小，但父亲
对我一点也不溺爱。他常常利用一切机
会，给我说些民谚俗语或陈年往事，讲得
绘声绘色，让我从中获得教益。我从穿开
裆裤的孩提时期，一直到而立之年，听了
一遍又一遍。每次聆听父亲那循循善诱
的开导，都觉得新鲜亲切，都能感受到他
那铮铮的人格魅力。我把那些朴实却深
含哲理的话称之为“父亲教诲”，牢牢地记
在脑海里，照着去做人，照着去办事。

“公家的东西，跟火炭儿一样，你要动
动，就得烧你一手泡。”父亲常用这句话教
育我为人处事要清清白白，不能贪图私
利。为了更富教育效应，父亲还讲些贪财
丢命的故事，像“从小偷针，长大偷金”最
终被砍头等。讲完故事，父亲总是语重心
长地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金山咱也
不稀罕，一根针一根线都不能往自己兜里
装。”

父亲说到做到，给我树立了榜样。记
得在我孩提时代，艰苦的岁月折磨着每个
人，大家所企盼的是能有一些吃的东西填
充一下干瘪的肚子。那时父亲在学校当
校长。肚子饿得发慌的我总想让父亲给
我一点吃的，但父亲说什么都不肯。即使
后来食堂分到的菜汤质量越来越差，我们

只能用它勉强地涮肠子，父亲也没有往家
拿过集体的一点东西。

父亲说：“将心比心，遇事要多想想别
人，甭光想着自己。”父亲时常设身处地地
为别人着想，在别人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
候拉人一把。他有句口头禅：“给饥人一
口，强似给饱人一斗。”父亲热心助人、乐
善好施，遇上比我们过得差的亲朋邻里，
总是想法接济，看到讨饭的不仅热汤热馍
让他们吃，还找衣物给他们穿。这些事，
父亲做得是那么自然，事后又全不记挂在
心上。可是，父亲若偶尔受人滴水之恩，
会时时牢记在心，想尽办法去报答。

“说过的话要当话，可不能把吐到地
上的唾沫再舔起来。”父亲性子直，说一是
一，说二是二，只要父亲答应过的事，从来
都不反悔。在学校时，凡是父亲接手的活
儿，无论任务多重，总是按时交工。父亲

十分看重诚实守信这条做人的基本准则，
非常看不起那些说话跟“三眼铳打兔子
——没有个准”的人。可以毫不掩饰地
说，我这前半生，做错的事、说错的话实在
不少，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失信于人的事
从来没干过。

父亲常对我们说：“人要脸，树要皮，
咱走过去，不能叫人捣脊梁。”在父亲的眼
里，人生的许多东西，比如地位、金钱、欲
望等，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
物，都可以不要，但脸是自己的，不能不
要。他十分信奉“做人讲个正派，办事
讲个公道”这些跟自己的“脸”紧贴在一
起的话，在乡邻之间，张家长李家短，说
三道四，歪门邪道，损人利己的事，从来
不沾父亲的边。邻里亲朋提及我父亲，
没有人不说他是个宽厚正直、通情达理
的大好人。

诸如此类的“父亲教诲”还有很多，如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吃亏人常在”等。
这些话，虽然不像伟人那样堪称一语千钧
的至理名言，但细想起来，它毕竟是父亲、
爷爷一代代传下来的做人道理。它植根
于民间活土，经受着岁月验证，蕴含着人
生哲理，精辟深邃，掷地有声，给人启迪，
催人奋进。

“父亲教诲”，似陈年老窖，历久弥香，
让人愈品愈醉。“父亲教诲”，不仅使我在
人生旅途中坦坦荡荡，一世无悔，也让我
的儿辈真诚做人，豁达处事，茁壮成长。

我成长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父亲弟
兄三个，我这一辈堂兄弟姐妹共十二人，
记忆中的家和睦温暖，其乐融融。长大
后，我们相继上学、工作、成家、生子，各自
为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奔忙，兄弟姐妹相聚
的机会很少很少。

今年春节，弟弟建了一个微信群，取
名：“董家大院”，让一家人在微信上欢聚
一堂。我们堂兄弟姐妹，加上董家媳妇、
董家女婿以及下一辈的孩子们，凡有微信
的全部拉了进来，群成员共有 29 人，从
此，“董家大院”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在这个群里，人人都有一个独特有趣
的称谓，比如，四妹夫是单位领导，我们称
他“胡领导”；六妹夫是商界成功人士，大
家唤他“王老板”；我在姐妹中排行老二，
群里就叫“二公主”，俺家那位当然就是

“二驸马”。
在微信群里，我和堂妹正聊得热火朝

天，忽见三弟媳@大嫂：“董家小姐回来一
律面条伺候！”我连忙呼吁：“姐妹们，快出
来说话，她们准备用面条打发我们！”三
妹、四妹异口同声：“抗议！抗议！”董家妯
娌们纷纷“偷笑”，六妹圆场：“咱家有梧
桐，引来的都是凤凰，董家媳妇个个贤淑，
嫂子意思是主食面条，我们就等着回去吃
香喝辣吧！”我接话：“那是，不是凤凰，也
进不了我们董家大门！”大家笑成一团。

□董朝霞（叶县）

微信群里
亲情浓

记得今年春节，在我们“董家大院”，
最有趣的活动就是“抢红包”，“群主”每天
发红包似乎约定俗成，他稍一迟缓，群里
就高呼：“群主发红包，不发就造反！”我家
小子进到群里，就直接@大土豪：“六姨
夫，发红包！”听说小外甥的名字上过《平
顶山晚报》，大家便对小家伙不依不饶：

“王若谷，发红包！”有时，我们为抢到一分
钱而兴奋，有时，因为“转个身，红包没了”
而遗憾，一家人在发来抢去中激动、兴奋、
快乐。

群成员中，有的远在深圳、中山、浙
江，有的在市区、舞钢、叶县，天南地北，想
说就说，儿时温馨的感觉瞬间找回。大哥
是医生，全家数他最忙，入群后，他也时不
时“出来亮个相，增加好印象”，我们打字、
语音、发图片、小视频，不管大事小事，都
和亲人一起分享。微信群中，我们了解
到：三叔买车了，四妹夫升职了，侄女蓓蓓
怀二胎了，外甥克定盖新房了，外甥女晨
晨订婚了。微信群中，我们向生病的二婶
问候祝福，为三弟媳庆贺生日，期盼新婚
的侄媳妇早生贵子，祝愿备战高考的小外
甥女旗开得胜。

在微信群里，我们感动于亲情，沉醉
于亲情，迷恋于亲情，一句问候，一声回
应，一个表情，都会使大家备感亲切，亲人
们的生活动态与精彩瞬间时时在群里绽
放。视频中，我看到了三弟搀扶着二婶在
院子里散步；语音中，我听到了五妹家小
女儿甜甜的笑声；图片中，我见到了笑容
满面的乡下大姐。

小小微信群，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感受到了亲人的关心，感受到了
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书自香我何须花
□田俊红（平煤神马集团）

父亲教诲
□张军停（郏县）

读者朋友们，本报新推出“鹰城
写手”版，欢迎我市的写作爱好者积
极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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