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 苑

两年前，大学生雨岩通过微信购了

我的一本书。收到书的雨岩按快递上

的地址给我寄赠一份茶礼，并在宣纸

上工工整整地写好“奉茶帖”：今送福

建武夷岩茶三味，清明小雨，宜烹泉

茶，以为乐。

雨岩告诉我，她是学法律的，爱好文

学，很喜欢我的文章，而今寄送“奉茶

帖”，分享茶之乐。我颇感意外，一篇小文

竟让一位远在厦门的小姑娘心生共鸣，

并给我寄茶。

按照我对朋友的划分，雨岩应该属

于“远处”的人，对雨岩而言，我亦属于

“远处”的人。我更喜欢与离得远的人交

往，因为没有利益冲突，天各一方，相安

无事。“远处”的人与我交往，看中的是我

的才华，他们在我的文章中领略高妙，看

到的全是我的优点。

雨岩喜欢喝茶，每天泡茶喝，能喝出

茶中的花香，她问我：“您喜欢喝茶吗？”

我表示勉强算喜欢吧，她会心一笑。

我对茶的喜好并未到痴迷的程度，

寄来的岩茶反倒让我因没有雅致的茶具

可泡而犯愁。我翻箱倒柜，找出数年前朋

友送我的紫砂茶具，壶早已不见踪影，只

剩下 4 只小杯子。我又从别处找来白瓷

壶，总算把岩茶泡好了。

书桌上摆一壶茶，我边看书边品茗，

杯小，茶温很快适宜，心静下来，渐渐地

步入品茶的妙境。

一个远方的人送我好茶，还郑重其

事地写了“奉茶帖”，我这样一个半俗半

雅的人感受到了风雅。

事至此，本以为雅事可以结束了，我

们只是保持隔空交流。

然而，时隔两年，雨岩又给我寄来

“紫红袍”，还随茶送来了她家乡的三角

梅，同时附上“晴花帖”，帖是这样写的：

曾与您谈起三角梅，便一直想将收集的

三角梅赠予您同看，是在家中阳台采摘

的，去年就陆续夹于册中，一直未来得及

寄出，直到看到您的新文章，看到“晴花

可喜”之词，遂寄三角梅与您共赏。

“晴花帖”是一册便笺本，里面夹着用

干枯的三角梅拼贴而成的各式各样的图

案，非常精美。这些三角梅色彩淡雅，我用

指尖触摸时，仿佛嗅到厦门的空气，足见

她是用心的。我想，她做这件事应该很投

入，也非常开心，也许在她眼里，这件事是

非常雅致的，不厌其烦地做，足见是一位

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小姑娘。

我很感动，远方的人读懂我的书、读

懂我。我决定以雅事回应，回赠雨岩新出

的书，并附上“送书帖”。以往新出的书，

我寄给远方的朋友，都在扉页空白处写

上几个字，“某某雅正”“某某闲翻”……

字不是很多，聊胜于无，没有什么弦歌雅

意、警世恒言，只淡淡的几个字，便是我

的“送书帖”，它与那本书完整地融合在

一起。这次，我依然是在新书上写字、签

名，待墨迹干，把书寄出。

我用手机追踪这本书的行踪，看它

从我所在的城市出发，星夜上路，像放出

的一匹马，又像漂出的一条船，赶往雨岩

所在之地。我写的书从不乱赠人，不是小

气，而是怕人家不喜欢。给别人送书，赠

出美意，并不一定投其所好，可能会让人

家疑惑：“为什么送书给我？我又不需要，

匪夷所思，是不是有所求？”所以，我的书

只赠知音，知音懂我。知音喜欢我的文

字，才会去读，去了解我的意思，去寻找

我的书，并交流心得，共赴美好。

以文会友，亦是一件雅事。

奉香茶、赠花叶、送好书、觅知己

……这些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琐碎

往来，可以算得上是风雅之事吧？这是身

边的诗意美好，我要做的，便是珍惜与分

享，把雅事留存于时光中。

渊王太生冤

留存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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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那么遥远

秋香色
秋香，是一种蕴含丰富的秋之香

味。秋之香味，来自秋天的花朵、果实、

种子，也来自收割过的田野里秋风带

来的味道。

秋天的种子是香的。在秋日的晒

场上，你用双手捧起一把刚刚收获的

稻谷、大豆、玉米、高粱，或是其他的

农作物，放在鼻翼之下深嗅，一定能

闻到那些农作物特有的清新香味，虽

然它没有煮熟后在餐桌上品尝到的浓

郁，其特有的清香却持久而又坚定。

而且，在收割过的田野，庄稼新鲜的

茬口也会留下甜香味。放牛的时候，

我看见老牛吃草时爱将鼻子凑到新割

的稻茬边嗅上一小会儿。田野里的秋

草，虽然有些凌乱，但被太阳晒着，也

有着冬天里被太阳晒过的棉被上的香

味，好闻极了。

至于秋花的香味，人们最先想到

的是桂花。因为桂花的香味太浓了，给

人的印象总是深刻的。但我坚信在所

有季节里盛开的花朵都是有香味的，

那些选择在秋天开放的花朵也不会例

外，如茑萝、牵牛、茱萸、红蓼、木芙蓉

之类的花朵，它们的香是藏的，需要我

们去靠近，去发现，去细心地体味。

秋香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还是一

种色彩，一种走向成熟的色彩———秋

香色。

水稻扬花后，稻子开始灌浆，一天

天饱满起来，等到稻子快要成熟时，稻

壳的颜色也由绿变黄。在这个渐变的过

程中，稻子的青绿色渐渐淡去，未黄之

前，那绿中带黄的颜色，就是秋香色。

秋天的雨中，银杏树叶子的翠绿变

淡了，透出一点点的黄来，这是银杏叶

的秋香色。银杏叶的秋香色是一种过

渡，时间不长，很快就变成金黄，但在这

个秋天，它仍是不可或缺的。

树上的青柿子很硬，摘下来放在纸

箱里存着，等着它在时间里酝酿，变得

绵软甘甜。当柿子的颜色由青变黄，再

变成橙红，说明柿子熟透了。在这个“变

色”过程中也会出现秋香色。

自然中的秋香色，是秋天走向成

熟、华丽、绚烂的铺垫，是变化着的，又

是短暂的，稍不留意就错过了。

很多人并不能准确地辨认秋香色，

秋香色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颜色呢？

秋天时，去看看自然中那些细微的

变化，留意秋叶变黄之前的颜色，看水

稻、柿子成熟之前的色泽，也就能明白

什么是秋香色了。

当我们去做一个在生活中有心的

人，而不只是“远远看着”，让生活“似烟

雾一样”，就不会错过生活中这些美好

的体验。

渊章铜胜冤

不妨先起步

渊一冤
秋风吹来

从远方到远方

我依然看不到你

虽隔着一座山的距离

翻过山梁的眼睛

不能穿透每一根草

你依然还是那么遥远

渊二冤
走近你又离开

一路追着太阳

从熟悉

走到熟悉

夕阳下

那些山

还有树

河流

都异常寂静

收纳着

我无处安放的情思

渊三冤
从一个隧道到另一个隧道

奔驰的车

掩盖不了我的心事重重

闪退的田野

没有丰收的迹象

秋天的风

正在改变着山河容颜

我走

一如我来的匆匆

渊文/图 王荣冤

前段时间下雨太多，跑步间隔太

久，我恢复跑步时，一跑便觉得腿有点

沉。身体出过状况，我比较小心。到底像

往常一样跑五公里，还是只跑三公里？

我的心里有点犹豫。

一定要做的事，且迫在眉睫了，我

的通常做法是先起步再说。所以，我决

定先跑起来，再见机行事，根据实际情

况做出选择。挺过开头的辛苦，跑的过

程总体来说是轻松的，最后速度还有微

提升。

如果一开始就知难而退，不敢尝

试，就不会有后面的收获。

长跑结束后，我边享受这种快乐边

做拉伸，回想刚才经历的心理和速度变

化，自己也悄悄一笑，思绪还一下子跳跃

到 30多年前坐绿皮火车远行的体验上。

那时车次少，车上人很多，有时挤得

快喘不过气来。有经验的乘客会喊一句

“车开动以后就好了”，以求彼此理解和关

照。火车一开动，挤在门口、过道的人，你

挪一脚，他移一步，人与人之间果然会进

行“自然微调”。漫长的旅途中，我明显没

有上车时那么挤得难受，有时还有闲情逸

致看看车窗外的风景。现在我常乘坐地铁

出行，在高峰期还会有这种体验。不过，因

为知道这趟车没有赶上，下一趟很快就

到，不耽误事，所以心没那么焦躁。

我的人生经验很多都是在先起步中

得到的：长跑因为开始有点疲累便不跑

了，就不可能有后面的超水平发挥和奔

跑的愉悦感；乘车时把上车的拥挤看得

过重就不上车，怎么可能知道车开动后

人群能“自然微调”，还能看到沿途的风

景？有的人回想一生时感叹遇上许多的

“后悔当初”，说本应该如何如何，其实很

多时候差的就是这么一口气、一个起步

与坚持不懈。

前段时间，我被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

领域工作，尽管事前进行过相关培训，项

目负责人是专家，但我之前没有接触过，

很多概念和术语都不清楚，心里一点底都

没有，这个挑战真的不小，压力山大。

既然不得不干，那就先开个头吧，再

边学边干。刚开始，我根据培训教程按图

索骥，非常吃力，大家也做得灰头土脸，

但进展不大。好在我们团队人心很齐，做

事认真，年轻人的思维也很活跃，大家便

每天交流学习和工作的心得体会，制定

方案。

既然山必须要攀，河必须要过，那就

多打几个冲锋，多尝试，但凡有可能的苗

头，我们就分头去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

索，我们终于找到一点小门道，然后顺藤

摸瓜，一题一解，一事一结。干着干着，我

发现过往的经验可以参考，再结合实际

情况改进，可以启发想出新的办法。就这

样，这项工作的思路、办法从无到有，路

子越走越宽，效果慢慢显现，速度由慢到

快，成果积少成多，后面的工作就顺畅起

来，最终如期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效

果，我有一种超越自我的满足感。事上练

也是一种良好的工作方式啊！

人生是一场多领域、多阶段的长跑，

是一趟不断上车、下车的远征。经常在起

跑时遇上这样那样的不适、困厄和挑战，

反复考验我们的决心、信心、人品、能力，

阻止我们前行，让我们无所适从。这个时

候，躲和绕都是对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

不负责任。只要方向没错，不妨先起步，

先干起来，不要被预设的困难吓退，也不

要被起跑后遇到的种种困境阻挡。与其

踌躇不前，犹豫误事，不如区分轻重缓

急，理清头绪，先易后难，有条不紊地真

干实干，坚持不懈地闯、试、迂、冲。车到

山前必有路，你足够努力，会有“峰回路

转”的惊喜和收获。

渊陈启银冤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

远”。阅读可以让我们在青春时期满腹自

信，可以使我们的人生道路宽阔且多姿多

彩。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使得我们在

思想上不断进步，进而推动全人类向前发

展。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书是一片浩瀚

的知识海洋，需要我们用自己最美好的年

华来汲取这免费而又珍贵无比的营养，甚

至要用我们的一生在这片浩瀚的海洋里

航行。在这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唯有我们

付诸行动去阅读，才能不负此生。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我们当代青年博览群书不

应该一味地追求所谓的“黄金屋”与“颜

如玉”，而是要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为己任，以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为

担当，充实自己，成就自己，从而使阅读

变得更有意义且能从中体会到无穷的乐

趣。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小时候就立志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众多的伟人

思想中，读书也许不会是一味地追求个

人的前途，而是以家国振兴为目标，以捍

卫盛世中华为志向，正是有如此之多为

了国家前途命运而读书的伟大人物，才

使得我泱泱中华不断崛起，成就了如今

这片繁荣的华夏大地。一代人有着一代

人的使命，我们新时代的新人正值最美

好的阅读时期，我们应以爱国主义情怀

使新中国朝气蓬勃、饱含生命力。

著名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

读好书。”阅读对我们青年的成长非常重

要，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和见识，提

高我们的语言表达和思考能力，培养我

们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仅

如此，在这个信息量巨大的信息社会，提

升阅读能力就是提升我们对信息的分析

能力，以便于我们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

生活，适应如今的社会。好的阅读方式是

每个阅读者的需求，在我们的阅读生涯

中要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要

懂得合理运用精读、速读、跳读等阅读方

式，使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有着高效的

收获。要认真思考、品味、吸收，并且要有

自己的见解和思考。读好书也至关重要，

菲尔丁所言：“坏书如同坏朋友，能使我

们坠落”。在当今社会，我们青年阅读者

常常会被一些消极的东西所吸引，亦或

是沉沦其中不能自拔，使得我们的青春

里欠缺阅读的质量。藏克家所言：“读过

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我们应该

选择那些思想深刻、有内涵的书籍作为

朋友，比如哲学、历史、文学等。读好书可

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启迪，促进我

们的成长和进步，进而成为新时代的奋

斗者。

“活到老，学到老”。阅读并没有规定

明确的年龄界限而是以一个积极的人生

态度，强调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需

要不断地阅读、成长和提升自己。鼓励我

们的青春应保持求知欲，把阅读视为终

身事业，而不仅仅是在学校或是年轻时

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要秉承颜真卿“黑发

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观点，

我们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在这样美

好的年纪里，首先，我们的记忆力与精力

最为充沛，在阅读中能用较少的时间获

取最大的知识；其次，我们正处于人生发

展的重要阶段，阅读可以使我们从容淡

定，磨炼自己的定力，使自己不会那么地

心浮气燥，遇到问题可以冷静处理；第

三，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是一个国家

活力的象征，我们要一往如初地坚持阅

读，以丰富的阅读量来见证新时代的多

变与挑战。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了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了书

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而我们的青春

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初升的骄阳里缺乏了

热烈的光彩。我们的青春如同一张白纸，

起初它是无色无味的，需要我们以求知的

心灵来细细地品味这饱含墨香的书籍，也

许这一过程如同寒夜般漫长，但只要经过

我们不懈坚持与努力的洗礼，我坚信我们

青春的白纸终将浓墨重彩。在我们一生的

阅读阶段中，唯有青春阶段难以忘怀，唯

有青春阶段最为光彩夺目。

渊王玉奇冤

书香浸润心灵 阅读点亮人生

俯瞰卦台山渊水彩画冤

见字如面
这些年袁我

一直在坚持读

一本杂志袁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

每期都能读到

一两封各色人等在不

同时期来往的书信遥
见字如面袁 书信的风格很熨帖袁

字里行间情深意切袁带给我的有砥砺

前行的力量袁亦有私藏于日常生活的

浪漫遥
我和很多人一样袁 成长过程都受

过书信的影响遥 古往今来袁有不少书信

成为名篇佳作袁读之袁让我获益匪浅袁
比如叶报任安书曳叶与妻书曳等袁还有野烽
火连三月袁 家书抵万金冶野乡愁是一枚

小小的邮票冶 噎噎这些深得我心的佳

句也与书信相关遥
前些天袁我在家整理旧物件袁翻出

一沓收藏了很多年的书信袁 我一遍又

一遍地重读这些亲朋好友的来信袁很

多很美很动情的记忆又浮现脑海遥 其

中的家书袁尤其让我感到温暖和珍贵遥

我的父母亲文化水平并不高袁所以

当年我每次给家里写信都言简意赅袁经
常写一些问候之类的话袁特别是读高中

那会儿袁离家在外袁我总不忘在信里写

一些野我会努力学习袁将来有出息了袁好
好报答父母冶之类感恩的话遥

父亲也经常给我回信遥那些年袁干
完农活的父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袁用

习惯了干农活的手袁 颤抖地一字一句

写着袁 母亲在旁边看着袁 不时加点意

见遥 信中也没什么大道理袁 就是诸如

野人争一口气冶 野做人要正派老实冶之
类的劝勉的话袁 然后还有些注意身体

之类的叮嘱遥
我写给父亲的信袁他一封不差都收

在他那个宝贝牛皮纸袋里遥有一次我回

乡下老家看父母袁母亲说父亲现在还时

不时打开他的牛皮纸袋袁拿出我写给他

的信来看一看袁 有时还会看得泪流满

面袁我听了袁眼睛湿润了遥
有些爱袁不用当面说出来袁书信是

很好的载体袁让爱温暖人心遥
爱写信读信袁或许不只是我有这种

情结袁很多人都有遥记得我上大学时袁同
学们都喜欢写信读信袁 常往传达室跑袁
翻出一封自己的信便欣喜若狂遥若翻来

覆去找不到袁便有一种野过尽千帆皆不

是冶的失落感遥
我并不是排斥现代的通信方式袁我

也正在享受着它带来的方便快捷遥但每当

我给最亲的人尧最好的朋友尧最尊敬的人

或有恩于我的人写信时袁 我还是喜欢用

笔袁把自己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写在纸上遥
书信从写信尧写信封尧贴邮票到寄

出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袁比打电话尧发电

邮尧视频聊天慢多了袁但这个缓慢过程

有一种仪式感袁显得郑重袁更重要的是袁
能体会到很多细腻的感受袁内心情感在

笔纸间浸透袁那种愉快尧那种惆怅袁读信

时那种摩挲良久袁一读再读袁读而藏之

或悄然焚之的绵长韵味袁或许是其他通

信方式做不到的遥
每年我依然会给亲朋好友寄些贺

卡袁都是精心挑选的卡片袁然后亲笔写

上原创的问候话语遥常有人问我为什么

不用电脑打字袁 或者发个微信祝福语袁

甚至可以用表情包代替袁我的回答是因

为我想让收到贺卡的人感觉到我的真

情尧我的诚意袁在我心里袁他们很重要袁
我不想敷衍了事遥

我想起曾经采访过的一位乡村教

师遥 他的故事让我感动袁我是含着泪采

访的袁然后熬夜写成通讯稿遥 文章刊发

后袁反响很好袁我与他成了朋友遥 后来袁
他被评为优秀教师遥

如今袁每到春节袁我都会收到他从

乡下寄来的手写贺年信袁每次都让我很

感动遥 我也给他寄去手写贺年信袁送上

我的祝福袁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吧遥
有时间就给亲朋好友写写书信吧袁

也许他在天边袁也许他就在你身旁遥 信

札是很有诚意的礼物袁 针对不同的对

象袁或三言两语简单扼要袁或洋洋洒洒

长篇大论袁不拘章法袁不循韵律袁言尽止

笔袁意了封笺遥有一天袁当你回味曾经书

写的或收到的书信袁 也许信纸已泛黄袁
但你一定会从中读到穿越时光的美好

与温暖遥
渊王继怀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