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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罢苍凉驾长风，金牛奋勇竟奇功。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春节是吉祥喜

庆、万家团圆的的传统节日。但今年的春节
有点不同于往常。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很多
在外地的务工人员毅然选择不返乡，他们放
弃与家人团圆，春节期间仍然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

时间回溯到 2019 年。2019 年冬季，是永
远难忘的日子。正当春节快来临之时，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前所未有，亘古少见，
让武汉以及很多人措手不及，封城，封路……

在那段封闭的时期，我在武汉过春节居住
在楼上，憋屈了100天有余，既焦灼又苦闷，好
在楼顶的阳台还比较大，每天都坚持锻炼。至
于购买生活物资的事，交给每天出门上班的儿
媳妇，让她顺路带回来。好在超市并未出现断
供的情况，基本的鱼、肉、米、面、油都有。因为
我坚信，疫情终将会过去，春天必定会到来。
那段难忘的记忆，我写下了不少的日记与笔
记，并翻箱倒柜把多年写的一些旧文找出来，
重新调整和打磨，然后向诸多报社及杂志社投
稿，让这些文字得以保存，留给儿孙们以后
看。居家的几个月中，也获得了文学作品中的
收获，时间也过得很算充实，最后赢来了抗击
疫情的全面胜利！

岂料，2020年底，新冠病毒又在河北石家
庄等地暴发了。

为了防止疫情卷土重来，有效应对可能集
中暴发的疫情，各地政府未雨绸缪，纷纷出台
了许多疫情防控的有力举措：有的地方提出春
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有的地方挽留外地民工
就地过年，有的地方出台了外地务工人员就地
过年的生活补贴标准和春节期间加班费的发
放措施，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春运期间返乡人员
核酸检测以及其他自我防范的操作规程和有
关措施。为了配合国家的疫情防控，全国铁路
系统和航空公司也相应减少或取消了部分旅
客列车和客运航班。总之，所有的措施都指向
一个目标，控制疫情，让全国人民过一个平安、
健康的春节。

按照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习俗，乡村社会有
春节祭祖的古老传统。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
人，我的身上也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按照
原先的计划，本来是准备春节之前回一趟老家
祭祖的，给仙逝于天国、安息于故土的父母上
上坟、烧烧纸钱，以尽为人之子的一份孝心，但
今年，不能出门了。我只有在心里默默祈祷，
请求父母的在天之灵对不孝儿子的原谅。为
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毅然决定留住武汉居家过
年，好在聊以自慰的是，家里有两个可爱的孙
子每天承欢膝下，是一种天伦之乐。于是我便
给他们讲故事，讲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和为人处
世的道理，用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方法和经验
教育和引导他们，使他们将来能做一个有功于

国家、有利于社稷的栋梁之才。同时也教导他
们为什么疫情期间不能出门到处乱跑，出门要
戴口罩，要远离人群聚集的地方，不要给父母
和社会添乱，等等。除此之外，我还给他们讲

《三字经》，我每天讲一个里面的故事，他们听
得津津有味。他们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洗礼，应
该可以远离什么奇形怪状的奥特曼与恐怖阴
深的僵尸了。他们有空还会画画，涂鸦嘛，高
兴就好。

最近几天，我拉两个孙子去看了我的书
柜。他们说：“书很多。”我挑选了《三国演义插
图本》、《红楼插图册》及《三毛连环画》等等。
他们看得津津有味。有些字，他们还不认识，
便站起来问我。我笑着告诉他们，享受这难得
的天伦之乐。此外，我还为他们讲了《基督山
伯爵》里的故事。我讲到精彩处，他们的小眼
睛发了亮。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立春
过后，气温有些回升了。次日，我又为他们讲
了与春节有关的礼仪，譬如送灶神、贴对联、除
夕团圆饭、守夜、拜年、压岁钱等等。我说：“每
年给你们的压岁钱，你们不可乱花了，必须用
在学习上。”他们点头。这也算是我为疫情防
控所尽的绵薄之力吧。

近日，全国的疫情防控成效显著，每天的
新增确诊病例逐日回落，一些中高风险地区的
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形势一片看好。虽然一

些人没有回家过年，或者耽误了春节期间应该
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这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成就了国家和集体的
利益，这是舍小家顾大家。同时这也是全国人
民献给新春佳节的最好的节日礼物。祝春节
期间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以及防疫第一线所
有工作人员、父老乡亲、海外侨胞以及全国人
民和全世界所有的中华儿女节日快乐，向你们
拜年，致敬！

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
春节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大街小巷都洋溢着
节日的气息。前日我走在大街上，看见有很多
人戴着口罩在购买年货和出游，街头挂着各式
各样的大红灯笼、中国结，还有虎年礼品琳琅
满目。满街的红红火火，置身于人流中，自己
仿佛被一股欢乐的气流所托起，飘飘悠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武汉
这个英雄的城市，成了最安全的城市。这座英
雄城市的人民都满怀信心，昂首向前迈进，喜
气洋洋迎新年。不仅武汉如此，全国也一样。
我相信，经过抗击疫情战斗洗礼的我们伟大的
民族将更加精诚团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
伟大的人民将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美
好生活和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我们伟大的祖
国将更加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繁荣昌盛！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报告
文学学会副会长）

疫去春来万象新
□ 安频

昨夜朔风，春威顿折，眼见得飞琼走
玉，柳絮如洒，片刻山河苍茫，梨魂梅魄。
那雪花柔若无骨，决绝清冽，仿佛红楼里
的女子，水做的骨肉，冷香幽寂，霜华凝
蕊，簌簌而落。都说下雪是天地间的一场
芬芳，雪花便是天使的翅膀。宫粉雕痕，
仙云坠影。是柳枝甘露，观音的随喜；疏
朗秀逸，佛陀的慈眉。纷纷扬扬，熙熙攘
攘，奔赴人间，只为覆盖尘世的沟壑，给纷
扰的四季做个了结。

此时最好踏雪阡陌，负剑寻梅，或是
孤舟蓑笠，垂纶江天，一侠二隐，皆为雪天
里不错的选择。宗贤高濂《四时幽赏录》
云：“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
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连翩瑟瑟，
声韵悠然，逸我清听。”想那乡下老屋，年
久失修，薜荔依依，鬼影幢幢。倒是屋后
的一园竹，疏落有致，顾盼有姿，方显得是
个闲雅的地方。天色将晚，暴雪如泼，推
窗听雪，飒飒有声，恰是一幅高宋古画。
伫立东轩，思绪如飞，栩栩然如庄子化蝶，
又如堂吉诃德挥斥风车，竟不知自己身处
何地、何种人物，超脱、豪放如斯。直等到
雪止风平，真相乃现，方悟此心安处，晦朔
无涯，物我同一，内心的清明澄澈才是一
个人精神强大的根本。

忽然忆起王子猷雪夜访戴。也是一
场好雪，那一夜北风骤起，天地皎然，耳听
得竹雪相搏，戛金错玉，由不得人疑是人
间幻境。见雪想竹，见竹思酒。杯子一
端，又以诗文作佐酒之物，正所谓魏晋风
流，诚不虚也。忽而心动，想起百里之外
的故人，便一刻也等不得，即起访戴。经宿乃至，却造门
不前，掉头便返。初以为脑壳里进了水。又说是“乘兴而
行，兴尽而返”，率性得让人郁闷，如读绕口令。其实细思
起来，个中大有玄机。只说那山阴水道，舟橹欸乃，两岸
林霏不开，岩穴自暝，便是一幅绝妙的山水长卷。置身其
间，人与天地化身一体，其乐独得，访戴于是蛇足。外人
只看得其狂其傲，却不知子猷心中大自在：不在酒，不在
诗，不在人，在乎山水之间也。

乡下老屋，寻常院落，花径不扫，竹篱柴门。闲倚木
格小窗，静赏六出雪花，岁月静好，内心丰盈。或与二三
至交，布衣旧友，竖耳听更，围炉夜话，胜过无端弄笔，雀
战酣畅。风在瓦楞间掠过，宛如《梅花三弄》，箫笛柔软，
一上场便直逼人的内心；雪花散漫，闲适和蔼，便是温馨
的家常味道。雪落乡村，依稀亘古洪荒，梦幻般的穿越：
素雪盈尺，隐约的瓦、枯枝，皴檫有法，古朴的焦墨；暮雪
包裹着村庄，恰似一枚晶莹剔透的琥珀，大观园里的芦雪
广；廖廓苍茫，擦肩而过，留伊不住，悲怆绝响的《广陵
散》；诗意从容，不温不燥，轻柔淡然的《从前慢》。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乡村的雪夜里，总有那
么几个不甘寂寞的人。茅店板桥，雪泥飞鸿。只是暴雪
肆虐，覆盖了行者的足迹，像极了浮生旧欢新梦，岁月的
碾压。夜静灯灺，有客自来，呵手回灯，拨火添薪。往事
消磨，共话农桑，“南京的城隍，北京的土地”，兴至酣处，
泼茶赌书喝酒。同心同志，流水高山；师兄师弟，云岫偃
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
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莫凭栏！凭栏处，仰天长
叹，肝胆尽裂。

雪煎香茗，古人最雅致的生活。雪凝天地之灵气，茶
钟造化之神秀。一个无瑕至纯，一个无味至味。其闲其
乐，昔人诗传：“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慵馋还自哂，
快活亦谁知。”东坡居黄州，那年大雪过膝，种麦篱下，但
思舍外无薪米的百姓，为之耿耿不寐，记十二月二十五日
雪霁,“梦以雪水煮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竹风一阵，飘
飏茶灶疏烟，一二好友，三四妯娌，团团而坐，品茗听琴。
曲里世界，弦外之音。花非花，雾非雾，长叹世人看不
清。禅茶一味品自高，俗家徒有羡渔情。

尘世千般，无书则俗。前贤有诗，单表书的好处：
“书。凭雁，寄鱼。出王屋，入匡庐。文生益智，道著清
虚。葛洪一万卷，惠子五车余。银钩屈曲索靖，题桥司马
相如。别后莫睽千里信，数封缄送到闲居。”古今勤奋砥
砺集大成者，或挂犊而读，或负薪而读，或杖策而读，或流
麦而读。凿壁者有之，映雪者有之，悬梁者有之，刺股者
有之。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书呆子把好好的一本
书，读得俗不可耐，成为对社会无半点用处的人。把书读
成雅事，莫如易安雪夜泼茶，那一段何等幸福的时光啊。
读书有时，慵困不宜，啖食不宜，蚊叮不宜。而雪夜茶后，
高度兴奋，不困不饿又无外界干扰，何不手执一卷，焚膏
继晷？读什么，张恨水云：“大雪漫天，炉灯小坐，人缩如
猬，豪气欲消，宜读《水浒·林冲走雪》一篇。”那一篇，仅

“雪”字就有三处，林冲刚到草料场时，“却早纷纷扬扬卷
下一天大雪来”；沽酒时，“那雪正下得紧”；刃敌时，那雪

“越下得紧了”，一个“越”字，神韵悠远，占尽卒章显志之
妙。读到此处，快意恩仇，豪气干云，抬望眼，见壁上酒
坛，于是满上一杯，咕咚下喉，面红耳赤，大叫“好，好！”

品了好茶，读了好书，不可不喝好酒。常言道，“雪夜
书千卷，花时酒一壶。”此时书窗残雪，梅月半弯，红袖添
香，正好大喝一场。唐人白居易云：“新雪对新酒，忆同倾
一杯。自然须访戴，不必待延枚。陈榻无辞解，袁门莫懒
开。笙歌与谈笑，随事自将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一
花引得百花开，诸事顺遂。宋人姚勉“长记钓蓑披雪去，
砖炉温酒煮溪鱼。”这也太矫情了，半夜里到哪里去弄
鱼？其实最怕的不是有酒无肴，而是有客无酒。我有一
瓢酒，足以慰风尘。下酒物，管它酱菜腐乳，老姜豆豉，咸
的辣的，一并收入腹中。热辣淋漓，直呼快哉，再经雪风
一吹，十分酒醒了八分。此时云散雪收，东方既白，正好
与君高卧，梦回瀛台。

村里茶，怀中书，乡下酒，雪夜三宝。乡村古朴典雅，
灯火可亲，有城市里难得一见的悠远。故人到此，故里重
游，不过追忆似水年华，寻一份淡然的心境；所谓茶书酒，
是浮世清欢，亦是一份云淡风轻的乡愁。

玉鼠追冬去，金牛送春来。年末岁首，我
在老家过年，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真切感
受到“年宴”无处不在。

老家的“年宴”是热乎乎的，它牵系着民
生。

春节临近，国家税务总局监利市税务局
组织全系统帮扶干部走进各驻点村，为帮扶
群众送去新春的祝福与温暖。

2月9日下午，在监利市朱河镇钟月村，驻
村税务干部夏宏波为一名职校生的父亲送来
了一笔慰问金。这名学生借助一道橘黄色的
围墙，心存感激地替父亲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临近除夕，这笔慰问金让职校生备感温
馨，她说：“如今家里尽管脱贫了，但组织没有
忘记我们，税务部门仍不脱帮扶责任，这道家
门口的‘民生年宴’真的有温度！”

老家的“年宴”是耀眼的，它夹裹着希望。

在监利市柘木乡肖桥村6组谢家墩台老家
过年，我发现了不少喜人变化，那就是泥巴路
变成了水泥路；家门口的沿河两岸栽种上了不
少香樟树，如今，树的枝丫争先恐后地吐出了
嫩绿的新芽，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清馨怡人的味
道，从此，家门前的春天又多了些许生机。

更走心的是，村民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越来越强，他们的精神面貌正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除了水泥路和香樟树由政府出资外，
谢家墩自发成立了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该组
织由农民自愿捐款，将墩台的每一处路段都
装上了太阳能路灯，昔日用电靠自家掏钱的
屋檐灯，如今村民用上了太阳能路灯，为此不
再由个人买单了。

温柔的灯光下，在和风的吹拂下，一颗长
势葳蕤的桂花树和着夜色翩翩起舞，尽显婀
娜身姿，似乎为我这位熟悉而陌生的来客跳

上一支优美的舞蹈。
家乡的夜晚，在路灯的点缀下开始变得

惬意起来。这时，只要你行走在夜色中，沐浴
在这种静谧的“阳光”下，置身其境，或让人感
受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春天》里的气息，或
让人感受是在品尝一顿散发耀眼光芒的“金
牛年宴”啊！

老家的“年宴”是愉悦的，它承载着吉祥。
2月12日正值大年初一，上午9时30分，

按照本土习俗，我们一家人刚热热闹闹地吃
完新年的“祈福”年饭，家门口便迎来了一大
拨来拜年的三亲四友。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打
在他们的脸上，大伙似乎显得特别兴奋，人人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按辈份次序互
致新年祝福外，拜年的方式明显多元化了。
只见在锣鼓喧天的氛围中，随着18名舞龙队

员扭、挥、仰、跪、跳、摇等多种姿势，两条栩栩
如生的“巨龙”翱翔腾飞、盘旋翻滚，似乎正为
人们筑梦春雨，播散新一年的甘霖与吉祥。

这时，75岁的老父身不由己，激动地掏出
100元现金正欲“打赏”舞龙队，却被领队婉拒
了：“舞龙队是由墩上的志愿者自发组成，只
管给大家带来喜悦和享受，舞龙队规定不取
分文‘利士’（俗称红包）！”

父亲说：“我这把岁数了，舞龙不要‘利
士’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突然感受到，乡风文明正与田园风光
相互融合。我的老家，从此又多了一道别样
的风景，更让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一份味
道特别可口的“开年宴”。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监利市税务
局）

老家的“年宴”
□ 谢岳明

笔者离开部队已有33年，有些人与事在
头脑中都有些模糊了。但是 1986 年 5 月至
1987年10月连队创办的一份油印小报《海峰
报》，却是记忆犹新，与战友们度过的这段时
光，尽管时光流逝，但深深印在记忆的屏幕
上，感觉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海军岸导39营，驻扎在东海前哨浙江舟
山市朱家尖岛上。这里远离城镇，交通不便，
部队驻地，就是舟山的高山，叫大青山，条件
很艰苦，文化生活也很单调，干部战士心情一
直较为压抑。

1986年5月的一天，当时二连副连长许诗
俊把文书赵成武、俞焕宽、朱律田、黄自平、吴
建平、徐建生几位战友和笔者叫到连部开了
个会，说是开会，其实就是座谈商量办报的
事，他说，因为连文化氛围很浓，人才较多，黑
板报一直办得很好，很有特色，营里多次表
扬。有这么多优势资源和好的条件，能不能
办一张油印小报，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对外叫
诗社。当时大家畅所欲言，积极性很高，一致
同意办报，让连里有一个活跃的文艺平台，是
一件很好的事。这样经过大家初步的讨论协

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报纸为月刊，对开四
版。成立编委会，社长为许诗俊，总编辑是赵
成武，稿件由赵成武组稿，许诗俊审稿。一版
编辑赵成武、吴建平，二版编辑徐进、朱律田，
三版编辑俞焕宽、徐建生，四版编辑赵成武、
黄自平。黄自平负责版面编辑和校对。许副
连长让大家回去各自再思考一下，多提意见、
建议，争取把报纸办好，过几天碰头再商量出
刊的事。

报纸的名字，也费了好多心思，原先叫海
岛报，因部队地处舟山群岛，或叫海山报，觉
得都不妥，不如意，后来一致同意叫《海峰
报》。因部队驻地就叫大青山，是舟山的大山
峰，主峰285米，取意为海上的山峰，故名。

又过了几天，许副连长把我们叫去，说准
备出一期试刊号，各版面编辑组稿之后，交给
赵成武阅稿把关，然后再交给许副连长审稿，
最后由黄志平排版、刻印。报纸印好后由许
副连长和赵成武审查，许副连长看后，觉得排
版、刻印不到位，连续三次找大家座谈，商量
解决办法。

两天之后，由许副连长亲自示范刻印的

创刊号终于出炉，较之试刊号，这期稿件有质
量，版面蛮清爽，字迹清晰度高，做到了精益
求精。大家都很高兴，许副连长和文书都很
满意。好像这天是5月17 日，《海峰报》正式
出刊，就这样报社兼诗社正式成立。

其实在创刊的初期开始有动议的时候，
并没有安排副刊版，赵成武、朱律田和笔者强
烈要求增加报纸的文艺性，辟副刊版，后来报
纸增加了副刊版。副刊取名也是煞费苦心，
有人说叫海石花，也有人提议叫兰草，多数偏
向于叫海山花。最后，采纳了赵成武和俞焕
宽的提议，大青山盛产兰花，就叫兰花草吧。
意思是兰花草虽小，但清纯芬芳，给人以爽
心、幽雅，向上的印象，我们的副刊就要像兰
花草一样，虽然渺小，但能把美传递给世界，
给人们以温暖和力量。我还记得兰花草诗社
的办刊宗旨：为了诗，为了诗的人们，为了需
要诗的今天，我们的旗帜上写着创新、超越。

报纸出版后，全营都看到了《海峰报》。
赞扬与鼓励纷至沓来，也得到了营长、教导员
的肯定与表扬。《海峰报》不仅在部队内部传
阅，而且还传阅到地方。有一次，我到朱家尖

镇上办事，看到一位小学生拿着《海峰报》，我
忙问这张报纸哪里来，他说是同学给他的，再
问，原来营里的随军子女中有他同学，送给他
看的。一张油印小报，超出了它的阅读范围，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后来《海峰报》编委有了变化。总编赵成
武，1986年10月退役；社长许诗俊，1987年初
调到38营任职。社长和总编走了，我们六位
编辑继续接力办好《海峰报》，保持了报纸的
质量和风格。《海峰报》共出刊21期，直到1987
年10月俞焕宽、吴建平和笔者退役，编委无人
接替，余下三位编辑难以撑开局面，被迫停
刊。

这张油印小报虽小，印刷也不如意，但的
确在当时部队的战备训练中，调节了官兵的
生活情趣，让有写作爱好的干部战士有了一
个活动空间和平台，《海峰报》推动了部队文
艺新风，帮助连队做好了战士的思想政治工
作，使部队始终充满活力。

创办《海峰报》的那段军旅时光，虽然离
我们久远了，但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永远
定格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梦想，在海上放飞
——油印小报《海峰报》创刊始末

□ 徐进

附庸风雅：窃与书房起名
多少次梦中我曾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

书房，那时经济条件不允许，住着单位分配的
的福利房，一家三代五口只能挤住在一起。
幻想独处一室，岂不是痴人说梦。后因儿子
媳妇创业购房分居，我才享有了一间书房，这
得益于老伴的善解人意。十几平方米面积，
不大也不小，可房内被数张书柜，一套办公桌
椅占居，空间就略显窄小，但我已经是非常满
足了。书房是一个栖息灵魂、抒发胸臆、释放
情感、收藏记忆，较为封闭的私人空间。可以
在这个地方静下心来，睹物、思人、品史，思绪
连绵，挥笔纵橫。如今终于梦想成真，哪还能
嫌小。

如何为书房起名呢？古代文学大师们把
书房比作天堂，只因它是一个积聚着香气的
地方，有木香、纸香、墨香、书香，还有精神的
芳香。不少书房名别致优雅，风格迥异，五
花八门，异彩纷呈。特别是大文豪鲁迅先生
读书的“三味书屋”则是读经味如稻粱，读史
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三种体验
合称为“三味”。意味深长，境界深邃，那种
格局和感觉是他人难以体会到的。我则是
突发奇想，偶然所得，报友们一次在朱河王
安华家中聚会，都向篆刻书法家万运格老师
索字题词。我竟灵感一现，突然想到了“书

馨轩”三个字，轩的本意是指高大，也指小屋
子或车、窗户或门。含义是指好的气质，优
雅、高尚，意蕴丰富、志趣高雅。更重要的是
好记好解，通俗易懂，这也是我本身心灵的
真实流露。我虽不是一介文人，却也趋其风
雅了一把，终于有了一个心有所属的书房雅
号，从字面上就能感觉到透出来的浓浓书香
气息和韵味。

饱览群书：乐与作者对话
“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我爱看书，

也爱藏书，更爱收集监利本土作家著书，尤其
是监利人主办的各类报刊杂志，我是情有独
钟，善为珍藏，每寻觅到心仪的一本书或一期
杂志就像获得了一件稀世宝物。如今，我书房
的柜中、箱内和地上，都放满了几千部各类书
籍、数百本小人图书、上万份报纸。甚至两面
墙上我都精心装点，挂滿了名人书画和民报生
肖报等，一股书香气息就会扑面而来，我则忘
情吸吮着，惬意享受着这片芳草地，并与之相
依相伴，不离不弃。在我收藏的近600部书、
300位本土作家和编辑中，既有将军和市委书
记，也有地道的农民作家；既有老学究，也有初
学爱好者；既有故去的儒雅领导，也有健在的
专、业余作家和诗人。他们情注笔端，妙笔生
花，挥笔成文，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有的则每
日成文，出版著作多达20多部，洋洋数百万字，

篇篇精彩，字字珠矶，好不让人心生钦慕和敬
佩。而且巾帼不让须眉，还涌现出了一批当代
的女作家、女诗人，尤其是监利女子读书会，汇
聚了这群活力四射、才貌双全的女士，她们的
作品频出，专集陆续出版，尤似繁花盛开，在监
利文坛上争奇斗艳，千姿百态，芳香四溢，给人
们留下了美的享受。

我经常伫立房间，凝神静思，情不自抑。
捧读他们的书，我姿意在隽丽秀美的文字中
游历，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寻觅，在叙事抒情
的诗行中思索，那些熟悉的名字和伟岸的形
象，就会一一浮现在我面前，仿佛在与他们絮
语对话，促膝交谈。是他们的作品，更是他们
的人品，从而丰盈了我的心灵，开阔了我的视
野，陶冶了我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热情。让你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清。腹有诗书气
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

收藏记忆：好与笔墨为伍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一日千里，不复重

来。监利建县已有1800年历史，素有鱼米之
乡和小城大爱美称的监利，物华天宝，文化灿
烂。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如群星璀璨，熠熠
生辉。出现了一大批文人墨客，作家诗人，他
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动人篇章和流芳百
世的坚实足迹，为美丽多情的监利增添了夺
目光彩，值得我们去歌颂、去弘扬、去传承。

对于收藏者来说，与其说是收藏书报杂志，不
如说是留下历史、留下记忆、留下乡愁，留住
美好过去和万千世界。传承纸质文化，就是
传承几千年优秀的中华文明。纸质品虽然与
现代网络媒体发生碰撞和冲突，但她永远不
会凋谢、终结和消亡，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报纸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书房亦如一处知识
乐园，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源
泉，给予了人们宝贵的精神营养和力量。

于是乎，在文学道路上，我不断观察和探
索，发现和积淀，毅然拿起手中的笔，为时代
讴歌，为人民发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
感，注入笔端，书写出不愧于时代的文章。尤
其是退休赋闲后，不遗余力地坚持学习，拜师
访友，码字爬格，拟稿撰文，每每见到自己的
文字变成铅字见诸报端，好象农民收获了粮
食，工人完成了建筑，一种成就感和喜悦之情
就会油然而生。一种雅趣，一种素养，一种文
化滋润和熏陶，就会让自己找准人生目标，提
升人生价值。才能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
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回报社会，报答党
和人民养育、栽培和再造之恩。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家附近骤然耸立起
了宏泰广场高层电梯住宅楼，但我们初衷未
改，丝毫不为所动。依然一往情深——爱着我
那熟悉的老旧居、爱着我那温馨的小书房。

我爱我的小书房
□ 彭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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