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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秋韻
董澤中

秋山的林子幽靜。行走山中，只能
聽到自己腳踩松針悉悉的響聲。驀然，
一隻野兔從你腳旁跳起奔跑，發出突
突的響聲，打破了林子的幽靜，也驚動
了山雞山鳥。山雞隨著咯——咯長長一
聲，呼呼地從這山飛落那山，接著，山
鳥嘰啾嘰啾吟唱起來。

林 中 野 柿 子 熟 了 。 葉 子 差 不 多 全
落了，擠擠密密的柿子把枝子壓得彎彎
的，似乎輕輕將樹枝一搖，柿子就要掉
落下來。柿子金黃閃亮，像一盞盞桔色
的燈。不大會兒，不知從哪兒飛來一隻
山麻雀，像一隻蝴蝶飛落在柿子上，搖
晃著小小腦袋，叮叮地啄著柿子，柿子
叭的一下落了，它噗的一聲飛了。

在 柿 子 樹 下 不 遠 處 ， 在 枯 黃 雜 草
叢中，像有一束束火苗在閃爍，走近一
看，卻是一樹成熟的野紅果，深紅的顏
色，如熟透紅棗。一個個密密綴在枝
頭，流光溢彩，像大街上叫賣的一串串
糖葫蘆。見此，禁不住直流口水，伸手
摘一顆，來不及擦一擦，就丟進嘴裡，
一嚼，一股甜汁從舌尖一直甜到心頭，
如吃蜜棗。

遠 遠 望 去 ， 它 像 天 上 飄 落 在 綠 林
中一塊雲霞。走近一看，像新媳婦晾曬
的一床紅被，再走近看，它像一株正在
怒放的紅杏樹，讓人感覺到「霜葉紅於
二月花」詩句之妙。然而，它到底是一
棵紅楓樹，她沒有松樹之高，沒有野栗
樹之大。它身桿伸枝，枝丫生叉。枝枝
杈杈，綴滿紅葉。桃紅、桔紅、酡紅等
多種紅葉，相生相映，形成一層層、一
串串，風姿綽約，嫵媚動人。有了它的
點綴，秋林更加奼紫嫣紅、絢麗多彩；
有了它的美貌，山禽山獸更加亢奮、自
豪。一泓秋泉發出叮咚叮咚的響聲，讓
你有「泉聲咽危石」之感。接著，秋泉
順著岩石溝涓涓地流淌，如一條白帶在
山巖上飄舞。又讓你覺得秋泉最清、最
明。

在秋泉不遠處有一朵蘑菇。它像一
把傘撐在雜草叢中，又像一間涼亭立在
松樹之下，你知道，此是「哨兵」，周
圍必有「千軍萬馬」潛伏。分開草叢，
仔細尋找，果然發現「千軍萬馬」。大
如傘，小如扣，黃如桔，紅如桃，讓你
驚喜不已，

山 林 的 秋 聲 是 天 籟 之 音 ， 山 林 的
景色是自然之趣，山林的秋韻是天作之
美。

書香為伴
與夢齊飛

黃建朝
騎著青春的單車在追逐夢想的征途中

駛出了好遠好遠，好多事物都離我們漸行漸

遠，而唯一不變的就是對知識的汲取，對書

香的吮吸。這也正如於謙所說：「書卷多情

似故人，晨昏優樂每相親」。這麼多年書香

如一位老友，陪伴我走過了童年，走完了少

年，走進了青年。

在與書相伴的歲月中，最難忘記的是

大學。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量絕對稱得上浩如

煙海。在某些個窗明几淨的午後，漫步書

林。在那裡靜靜聆聽著東坡的淺吟低唱；

在那裡細細咀嚼著諸子百家的對語；在那裡

輕輕撥動著伯牙的琴弦。沉醉在書香的美景

裡，我彷彿看見了炫目的先秦繁星、皎潔的

漢宮秋月；我彷彿聽到了三弄梅花的琴瑟、

珠落玉盤的琵琶；我彷彿體驗到了紅樓夢中

淚的淒涼、國破山河在的悲壯。

工作之後，沒有了以前的那麼多閒暇

時間，也沒有那份心境。此刻更偏愛看看那

些關於專業性的書籍。

剛 剛 步 入 職 場 的 新 人 可 以 說 對 於 工

作中的很多東西都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

腦」。除了感謝那些前輩，也很感謝書這個

師長。

讓我在工作中的不知所措，漸漸的變

得自信。也喜歡在《大渡河水電報》、局網

頁上聽一聽同為電建人內心深處的共鳴，感

同身受一下同為他鄉遊子的悲喜情懷，共同

分享一下工地生活的酸甜苦辣。雖然缺少了

份曾經的文藝，卻多了份切身體會的感受。

書給予了我太多的東西。在我的閒暇

時光，他浸潤著我的精神世界；在我失落的

時候，捧一本《心靈雞湯》帶我從困頓與迷

茫中走出來；在我遇到難解的問題時，他又

似一位師長，讓我找到了滿意的答案。

一個人，因為有夢想而幸福；一個人

因為從書的世界裡追逐夢想，更是他的幸

福。還記得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過這麼一

句話：「書籍是不能改變世界的，但讀書

可以改變人，人是可以改變世界的。讀書可

以給人智慧，可以使人勇敢，可以讓人溫

暖」。

有人說；「人生有風雨，書是遮雨的

傘，人生有黑暗，書是明亮的燈，人在山窮

水盡時，書有柳暗花明處」。不管校園生活

也好，工地生活也罷。都是追夢路上的一段

插曲。在我們追逐夢想的漫漫征途中，離不

開書與我們的並肩作戰。長年累月在書香浸

染下，我們的知識面在無形中得到了拓寬，

工作會越來越順利：我們的修養在言談舉止

間看到了提高，不會再那麼憤世嫉俗的抱怨

自己的種種不公；我們對生活也會有更多

不同的理解；我們的夢想也會離我們越來越

近。努力的讓書，讓文字伴隨著我們。無論

身處何種環境，把自己的人生軌跡寫進「生

活的隨筆」，把追夢歷程寫進「夢想的閣

樓」。

不 求 書 香 能 陶 冶 我 「 陶 令 曲 中 問 夙

志，莊生夢裡閱清秋」的高雅情操。也不求

他能激發我「綸巾羽扇煙塵外，最喜絃歌沁

墨留」的豪情壯志。只希望在追夢的路上，

堅持自己的執念，與書香為伴為我扣起成功

的大門。

書需善讀
李標

讀書「如魚入水，冷暖自知」，趣味不同，方法各異。有

人喜博覽，有人愛精研，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讀書迷信權威，

大腦成了別人的跑馬場，自然不對。可是立異以為高，一味指摘

作者錯誤，也未必正確。這種讀書法往往是「一葉障目，不見泰

山」，貌似見解高超，實則淺薄無知。現代新儒家徐復觀年輕時

曾拜訪熊十力老人，請教該讀何種書，老人告訴他王夫之的《讀

通鑒論》值得仔細一讀，徐說他已讀過，並發現了不少錯誤。老

人當即訓斥他只知挑別人短處，不懂得攝取書中的營養，這樣一

輩子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徐回憶說如受當頭棒喝，如夢初醒，從

此，讀書多有所得。

巨匠非完人，難免一時疏忽，出現錯誤，但這瑕不掩玉。

《紅樓夢》中有唐朝顏真卿的對聯，《鏡花緣》裡武則天用上

了自鳴鐘，稍有歷史知識的人便會看出這些細節與史實不符。然

而，這絲毫不能影響它們的流傳，也不會貶低它們的價值。名著

之所以能代代相傳、廣受喜愛，正在於名著能夠啟迪心智，提高

修養，完善人格，增加內涵。只有真正靜下心來，擁有平和的心

態，掌握正確的讀書方法才能有所得，有所受用，有所收穫。有

人說，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讀《唐吉訶德》會有不同的感

受，年輕時會被這位狂人稀奇古怪的行為逗樂，中年時對遊俠騎

士的願望和行動若有所思，到了老年，讀完後只會為這位理想主

義者在現實世界中上演的悲劇而哭。名著的深刻性與多層性可窺

見一斑。大海吞吐日月，氣象萬千，也有沉滓浮起，死魚爛蝦，

名著也是如此。一個人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他的思想

總要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所以說要知人論世，這就更需要我們

運用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了。對有用的拿來，「坐集千古之

智，折中其間」，對待傳統文化也應如此。比如《易經》，雖然

是一部占卜書，充滿了神秘色彩，但它卻體現了自強不息、厚

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充盈了古人的生活智慧和生存意志。直到現

在，《易經》的精華仍就滋養著求知者，成為現代文化的學術寶

庫。如果糾纏於它的時代缺陷，那只能將其扔進垃圾堆了。

「讀書時不可存心詰難作者」，西哲培根如是說。一味指

摘作者錯誤，不僅讀不出書中真義，而且也會流於膚淺，譁眾取

寵。現在不是許多所謂「思想者」，對魯迅先生大加指責，或罵

其偏激，或責其孤僻，或怨其論敵太多，或怪他語言生澀。而對

魯迅先生所處的「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漠然視之，對魯迅先

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精神祇字未提，可悲？可笑？

荀子曾經把求學者分為兩種人，一種是美七尺之軀、提高

自身修養的善學者，一種是追求口耳之學的賣弄者，並嘲諷他

們「以為禽犢」，意思是用知識獻媚，以學問自誇。這種人倒有

幾分像那些「現代思想者」。除了賣弄誇耀外，一無所獲。書中

自有真善美，有人偏看假惡丑，這恐怕也與錯誤讀書方法不無關

係。「書猶藥也」，善讀可以醫愚，如不善讀，後果可想而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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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拉拉渡
楊盛龍，湘西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在文藝報、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文學報、《散文》《中華散文》
《美文》《華夏散文》《中國散文家》等發
表作品約兩千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經典
文庫1949～1999》《中國散文大系》《讀
者》等選載，出版散文集《西湘記憶》《二
酉散簡》《楊柳依依》《心心相依——中華
56個民族散記》《楊盛龍散文又作》等二十
多種，《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十多種文學史
著專節專題評介。

 

湘西一些大小河流的渡口，臨河而居

的集市街口，有一種古往今來載人過河的渡

船，因為不用撐篙划槳，不是電機帶動，而

是拉纜繩扯船擺渡，所以叫拉拉渡。

一條鐵索或者纜繩繫在河兩岸石孔木樁

上，渡船人用一截特製的帶卡口的短木棒一

把一把卡拉鐵索，將渡船拉到對岸。拉索擺

渡，渡船人站在船頭，單手或雙手將「卡口

棒」一把一把前移，不怎麼費勁，就渡過一

船人。送一船人過河去，接又一船人踏浪而

來，兩邊的趕場人、遊客以及各種貨物，通

過來來回回的往返交流互通。渡船人似乎不

經意地說著地方風情、風俗軼事，搭船人交

流著南來北往的信息。

總有人過河辦事，渡船人從早忙到晚。

逢場集日或者節假日兩岸待渡的人排起了

隊，拉拉渡更加忙碌。有人將教師比喻為渡

船人，將一撥又一撥學生擺渡到知識的彼

岸，可見渡船人的高尚和必要，他們沐風淋

雨，忙碌于渡口，渡人度歲月，從年輕力壯

到白髮蒼蒼。

一隻拉拉渡像一部電梯，電梯豎行，拉

拉渡橫渡。繁華街口渡口拉拉渡有專門的擺

渡人拉繩渡船，較為偏僻地方行人較少的渡

口拉拉渡自助運行。自助拉拉渡有單向的，

也有雙向的。單向的，行人過河，自己徒手

或者用「卡口棒」拉船過河，渡了自己，河

那邊的人等到船過去，再自助渡過來，如果

行人稀少，就得等，等有人渡船過河，才能

借船過渡。雙向的，在船上加了一條附屬纜

繩，不用等到有人拉繩過河，自己將沒有乘

客的渡船拉過來，渡過河去。像乘電梯，將

小船拉過來，上船後一把一把拉繩索，渡自

己，渡歲月。

這種拉拉渡發展到後來的大型汽車擺

渡，水面寬闊，船板寬大，渡船上

停了兩行汽車，那陣勢往大說幾乎

類似于微型航母。不，航母的發明

可能是從拉拉渡的運行受到啟發，

一隻大型拉拉渡船板上停駛多輛汽

車，一艘航母起降好多架次飛機。

引渡汽車群，渡船人握著卡在纜繩

上的「卡口棒」，在船板上輕快走

步，船隨腳步移，走了一段，移動

「卡口棒」，又走一段，將一大船

汽車擺渡到對岸。回想自己初次乘

汽車過沅江渡口，下車，站在渡船

上，感受寬闊的滔滔江水，眼看著

對岸緩緩移到跟前。

電影鏡頭拉回到多年前本人

過拉拉渡到縣城，進入一個比鄉間

供銷社規模大許多倍的商場，見那

商場的交款結算方式就像河上的拉

拉渡。收款員坐在一個高台上，幾

個營業員的櫃檯都往收款員高台上

拉一根掛有鐵夾子的鐵絲。營業員

每出售一宗商品，就在一張紙片上

填寫品名、單價、數量、應收款等

項的三聯單，將紙片和錢幣夾在鐵

夾子上，「嘶——」的打給收款

員，收款員收錢、找零，將鐵夾子

「嘶——」的打回給營業員。河上

的拉拉渡是渡人兼帶攜貨的，商場

的「拉拉渡」是渡賬單和錢幣的，收款找零

比較快捷，「嘶——嘶——」的劃拉聲帶給

賣方買方一陣陣購物的快慰。

在北京居住的最後一次搬家，移居到與

一所號稱「我們自己的大學」的高等學府隔

牆相鄰的區位。那所大學在那荒誕歲月與不

是「我們自己的大學」等各級各類學校全部

停辦，幾年後熱烈地慶賀復課復學。

我們夫婦的獨生女兒上的是一所非「我

們自己的大學」。我多次站在陽台上望著跟

前的校園發愣臆想，我們夫婦二人怎麼也應

該生兩個孩子，才算是生態平衡，以至於下

一代也有兩個勞動力服務于社會。要是再有

一個孩子，他可能考上跟前這所「我們自己

的大學」。

跟前的大學學生宿舍樓多層樓道通宵

燈火通明，映照著我們樓，我們起夜都不用

開燈，不用裝聲控小燈。我會往跟前的孩子

宿舍窗口拉一條鐵絲，哪一天做了孩子喜歡

的兩個菜，將招呼語句及品名寫在一張紙條

上，如同商場營業員用鐵夾子夾上三聯單，

「嘶——」的滑溜到孩子的學生宿舍窗口，

招呼孩子回家吃飯。

這便是我架在自己的臆想與孩子心壁上

的拉拉渡似的信息繩索。雖然而今使用手機

通訊便捷，然而哪有那麼一份飄蕩在如同江

河水波之上的擺渡般的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