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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盈一笑
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特约撰稿人、水韵沙澧读书会忠实
会员、舞阳县第三实验小学教师梅
丹丽，每每提起读书，总会说：“一
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
读书，不仅能让人收获知识，还能
让人变得自信、勇敢，知廉耻、懂
荣辱，散发一世芬芳。

梅丹丽从小就喜欢读书。她
说，小时候，能读到的书很少，比
较常见的是连环画、小人书，也就
是这些图文结合的课外读物，引发
了她对读书的兴趣。至今，《三国演
义》《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形象，
她记忆犹新，这也成为她童年生活

的美好回忆。后来，随着知识面的
拓宽，所读书籍的类型也发生了变
化。开始读一些杂志，比如《故事
会》《读者》等。真正接触文学类书
籍是在上师范和大专时，那时，《简
爱》《呼啸山庄》《飘》等书籍走进
了她的世界。虽然很认真地阅读这
些世界名著，但她更关注的是故事
情节，对作家刻画的人物形象以及
所表达的思想，还看不透，理解不
深入。她说，印象较深的是在一次
文学课上，老师讲解 《孔雀东南
飞》，那一节课，她听得特别认真，
心情随着刘兰芝悲苦的命运起起伏
伏。当老师分析刘兰芝悲惨命运的
原因，以及这部作品的时代价值

时，她豁然开朗，原来读一本书，
有更深、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研究、感悟。之后，再读书，她就
有意识地去关注作品背后的东西。

参加工作后，单位里有图书
室，她看书的种类就丰富起来，人
文、历史、科学、军事、社会等。
近几年，随着阅读量的增加、生活
经历的丰富，她对书的选择再次发
生变化，目前，她所读书籍偏重于
哲学伦理、历史人文等。

笔者问：“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
着你一直走在读书和写作的道路
上？”

她说，是生活的经历与阅读，
还有自己一直坚持的写作。如果把
生活比作实战的话，那么书籍就是
具有指导意义的兵书。生活是千姿
百态的，而书籍道尽人世百态。每
读一本书就是读一种人生，不读书
的人，人生只有一种，而读书人的
人 生 有 千 百 种 。 在 千 百 种 人 生
里，可以提炼出真善美，分辨出
哪些该珍惜、哪些该抛弃。即使
是脆弱的灵魂，也会被书籍历练
得柔中带刚——柔是对这个世界
的热爱，是心存善良，是心存感
恩；刚是对假丑恶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是对欲望的控制，是保持
正直。因为阅读，她明白了真正
的大孝不是能养那么简单，而是
要 尊 亲 ； 父 母 给 孩 子 最 大 的 财
富，就是给他最好的教育。当一
个人的综合素养提升后，会更加热
爱生活，更加珍惜工作，因为热爱
生活的人，内心都充满阳光，走到

哪里哪里亮，身上总是散发出正能
量的磁场。珍惜工作的人，会更加
爱岗敬业、勤奋工作，也能在工作
中任劳任怨，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

说起阅读带给她的影响，梅丹
丽如数家珍。她说，当阅读拓宽了
一个人的视野后，就想走向更大的
平台、更大的群体，与志同道合的
人进行智慧的碰撞。因为爱学习、
爱阅读，她经常到市里参加各种文
学文艺活动，一是认识了很多良师
益友，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共同
成长。在烦琐的现实生活里，她为
自己筑起了一个精神家园，塑造出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
间”的美好心境。二是她不仅收获
了友情，还收获了内心的强大。作
为女人，以前总会因为一点小事而
久久不能释怀，现在不同了，不管
遇到什么事，她都会换个角度去思
考，多想别人的好，多找自己的
错，与别人的优点相处。这样一
来，心思坦荡了，苦恼也少了，感
觉日日是好日，天天有花开。三是
在阅读中，她树立了正确的价值
观，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不管心
灵如何疲惫，只要拿起书，就像为
身体注入了新鲜血液，马上就斗志
昂扬，充满力量。

梅丹丽感叹：“阅读的好处多得
说不完，身体的营养靠食物，心灵
的营养靠书籍。我愿终身以书为
友，用书籍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精
神家园，在书香的浸润下，度过幸
福人生。”

以书为友 诗意生活

我喜欢艳丽的玫瑰，
喜欢娇嫩的茉莉，还喜欢
富贵的牡丹，但我最欣赏
清新雅致、翠色欲滴的吊
兰。

我家阳台上养着好几
盆吊兰。刚长出来的吊兰
叶 子 是 淡 绿 色 的 ， 柔 柔
的、嫩嫩的，它静静地依
偎在母亲的臂膀里，默默
地打量着这多彩而陌生的
世界。不几天的工夫，这
些小叶子慢慢长大，就变
成翠绿色的。近看，就像
一条条绿丝带，在花盘中
坐 着 ； 远 看 ， 如 优 雅 风
铃，似舞动的翠玉丝绦，
随风摇曳，姿态万千，可
爱至极。我要用心去照顾

它、陪伴它，让它更动人。
我一直以为吊兰不会

开花，突然有一天，我惊
讶地发现吊兰的枝颈上冒
出许多白色的花蕾。这些
可爱的小精灵看上去鼓鼓
的、圆圆的，都憋足了大
大的力气，做好了绽放的
准备。我连忙拿出水壶，
给它浇水。吊兰咕咚咕咚
喝着渗入泥土里的甘露，
我 仿 佛 听 到 了 吊 兰 的 笑
声，长得更快了。又过了
几天，朵朵白色的小花争
相绽放，黄色的花蕊丝丝
吐香，凑近闻一闻，阵阵
幽香沁人心脾。吊兰成了
我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一段时间，因为功

课比较重的原因，我暂时
把吊兰忘到了脑后，没能
好好照顾它。直到我怀着
愧疚的心情，悄悄地到阳
台探望它时，才发现，吊
兰依然是生机勃勃、活力
四 射 ， 更 让 我 感 到 神 奇
的，是它的颈上竟然长出
了一个一个的小花篮。妈
妈怜爱地说：“别碰着了，
这是它的孩子啊。”哇，太
神奇了！我突然有一个想
法：我要把心爱的吊兰送
给 妈 妈 ， 让 她 放 在 办 公
室，工作疲惫时，她看到
吊兰就会想起最爱的我。

我喜欢吊兰的质朴、
芬芳，更喜欢她顽强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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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超
中午，我回到老家和

母亲坐下聊天时，母亲高
兴 地 指 着 脚 上 的 一 双 皮
靴说：“你三哥前天给我
买 了 一 双 靴 子 ， 将 近 三
百块呢。”我听了，想起
今 年 暑 假 ， 我 领 着 母 亲
到 超 市 买 鞋 的 事 。 当
时 ， 我 要 给 母 亲 买 一 双
将 近 二 百 块 钱 的 休 闲
鞋，起初，她也同意了，
但等她试好了鞋，服务员
就要给我开票去交钱时，
她却又嫌贵反悔了，死活
不让买了，并威逼我说，
要是我坚持给她买，她就
走。没办法，我只好顺她
的意，给她买了一双三十
元钱的鞋子。

想到这，我抱怨母亲
说：“您老是心疼我没钱
吧？暑假时，我说给您买
双像样的鞋，您不让，三
哥买的，您倒接受了。”

“我还是嫌贵，但你又
不是不知道你三哥的躁脾
气，他认定了的事，我能
拗得过他？”母亲拍一拍皮
靴上的灰尘，不无遗憾地
说：“唉，买的时候穿着试
试挺合脚的，可回来一穿
又觉得有点夹脚了。”

“不中了，咱去换双
大点的。”我知道，这双靴
子应是母亲这一辈子穿过

的最贵的鞋了，正因为贵
而又没让她穿着如意，才
让她更加心疼。

“我已经穿两天了，
人家会换？”母亲的话音里
有疑虑，但充满了换的渴
望。

“那就试试看吧。”其
实我与母亲一样心里也没
底，因为这不是皮靴的质
量出了问题，但我还是觉
得，母亲好不容易才舍得
穿双贵点的鞋子，再落个
闹心就实在不值得了。

事不宜迟，下午我就
给出差在外的三哥打电话
说了给母亲换鞋的事。幸
亏三哥给母亲买皮靴时开
的小票还留在家里，于是
我拿了小票后，就到超市
去给母亲换鞋。

“不能换！老人家买
过后直接就穿上了脚。这
都 穿 了 两 三 天 了 ， 你 看
看 ， 鞋 底 的 牙 子 缝
里 ……” 尽 管 拿 去 换 之
前，母亲已把鞋底擦拭了
一下，但牙子缝里还是残
留着零星的尘土。

服务员的拒绝，验证
了之前我和母亲的担心。
但我不死心，就和服务员
打起了悲情牌。我说了九
十岁的老母亲，如何为这
双鞋闹心得吃不下饭睡不
着觉的，但服务员不为所

动。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笑着对服务员说，“我也
该买双皮靴了，我干脆在
您这里也买双，您把我拿
来的这双换一下成不成？”

我 一 见 服 务 员 犹 豫
了，就说：“就这吧，我这
就试靴子。”我在柜子上主
动 拿 了 双 皮 靴 坐 下 试 穿
时，服务员又仔细检查我
拿来的皮靴，并把皮靴里
带毛的鞋垫也掏出来看了
看。

“还是不能换，你看
鞋垫上的绒毛都有磨损的
痕迹了！”服务员又一次拒
绝了我。

我见还是不成，就又
给 服 务 员 送 了 颗 “ 糖 ”：

“除了皮靴，我再买你一双
休闲鞋中不中？”

服务员终于心动了，
打电话请示了她的老板。
就这样，在我花了将近六
百元钱，买了一双皮靴和
一双休闲鞋后，服务员终
于调换了母亲的那双皮靴。

就这样，我去超市给
母 亲 换 鞋 ， 换 来 了 三 双
鞋：母亲的一双，我的两
双。早知这样，还不如把
母亲一同带来，再让她试
着买一双休闲鞋，那我的
孝心就更没得说了。想到
这，我不由得笑了。

换 鞋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我习惯在岁末
把一年的悲欢重温一遍
恰巧有一场雪落下
恰巧有一树梅花盛开

恰巧有一轮明月
把花影映在雪地上
我有一张摊开的白纸
可以写下怀念和期待
我有一双摊开的手掌
任雪落雪融

任时光的溪流静静流过
我习惯在岁末
吹散肩头的寒风
怀抱热望
迎接
即将到来的日子

岁末书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冬日的暖阳牵手微风
摇晃得柳枝乱颤
我来到河边

看看春天时遍地的野花
和来回撒野的小动物
看看夏天里嬉闹的河床
植蔓茂盛的爬行植物
还有河边的小青蛙

大片大片怒放的彼岸花
还有秋天的落叶，以及
那牵挂了我春夏秋的雪花
我在冬天，来看看你们
可安好

冬 念

■特约撰稿人 李晓玲

寒流过境
把十里枫林吹得遍体通透
薄雾，阻止了唯美的鏖战
蜡白的枝干上
残留燃烧的力量
收拾好战场

落败的红叶以斑驳的姿态
在风中铿锵吟唱
念随风起
一个人的枫林，无边无际
结痂的伤口在风中喘息
狂欢的落叶
在晨光里温暖相聚
生生不息。你听

汩汩的血脉里
已经涌来消息
季节连着季节，走过山水
那一场场风雨
早已坚强了每一片信念
当生命越来越接近真实
这淡然的红叶，和春天
只差一场大雪的距离

枫林断想

■陈思盈
2018年12月31日，在水韵沙澧

读书会举办的年会上，一位上台演
讲的小姑娘落落大方的台风、文采
飞扬的神情、大气流畅的演讲，引
起了笔者关注。经过询问，笔者得
知，她叫李煦冉，是召陵区许慎中
学语文教师、年级主任兼班主任李
耀伍的大女儿。后来，笔者又多次
见到李煦冉参加不同的读书活动，
由此，笔者走近了这个书香之家。

李耀伍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父亲是国企退休职工，母亲是
一名农民；妻子刘会芳是初中英语
教师；大女儿李煦冉十一岁，刚刚
小学毕业，凭着优异的成绩被市直
重点初中录取；小女儿李怡冉六
岁，秋季开学上小学。

崇尚读书

由于贫穷，李耀伍的父亲没上
过一天学，1966年通过招工去平顶
山矿务局土建处当了一名普通的木
工，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
间，他有很多走上领导岗位的机
会，但由于不识字，心里没底，就
放弃了机会。母亲则是典型的农
民，上过一年半小学，在黄土地上
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

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非常
崇尚读书，尽全力供应李耀伍兄弟
三人上学，并时常告诫他们“有智
吃智，没智吃力”。他们敬畏书籍，
无论家里多困难，都坚持一不卖粮
二不卖书，所以家庭藏书近万册。
他们还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坚
持学习，这让李耀伍和妻子很是受
用。李耀伍大学专科毕业后，相继
通过自考进修了工商企业管理和汉
语言文学双本科学历。妻子原是中
师毕业，也陆续进修了汉语言文学
专科、本科，近两年在河南大学进
修外语本科。一家人互助互学，互
相鼓励，其乐融融。李耀伍说：“只
要是外出学习培训的事情，无论多
忙，家人都不会拖后腿。”

李耀伍说，是读书彻底改变了
他们一家人的命运，让从土里刨食
吃的他们转变为凭借知识吃饭，家
也从农村搬到了城市。他们兄弟三
人，大哥是工程师，在省城工作；
二哥是药师，经营医药公司；他毕
业后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言传身教

李耀伍和妻子都是教师，所以
他们懂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样
重要，而父母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
的。所以，他们夫妻两人一直在学
习的路上奔走着、学习着……

李耀伍毕业后，从科任教师、
班主任做起，教研组长、教导处副
主任、副书记、副校长，中心学校
处室主任，体验过教育行业的各个
岗位，2014 年被选调到城区学校，
先后荣获县优秀教师、区五一劳动

奖章、区教学标兵、市师德先进个
人、市优秀班主任、市现代教育技
术课题研究先进个人、市骨干教师
等荣誉。

妻子刘会芳先在小学教语文，
后到初中教英语，教学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2014年通过公开招考进入
区直学校，先后荣获区师德先进个
人、区三八红旗手、区优秀教师、
省师德演讲比赛三等奖等。

为了给孩子创造好的读书环
境，让孩子读尽可能多的书，李耀
伍和妻子从小就带着女儿泡图书
馆。从双汇广场到体育场再到西城
区，图书馆搬到哪里，他就带着女
儿追随到哪里。

大女儿小学期间一直是学习标
兵，相继在《漯河日报》 发表文章
几十篇，书画作品在国际青少年儿
童书画世界巡展中获金奖，古筝已
经考过六级。

小女儿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
整天缠着父母给她读书或者带她去
绘本馆、图书馆，现在已经能独立
读拼音版书籍了，在上幼儿园期间
还连年被评为全能小宝贝。在少儿
书画学校，她写的字、画的画经常
被老师挂到墙壁上展示。她还坚持
练习钢琴，能弹奏二十余首简单的
曲子。

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这样解
释 ：“ 教 ， 上 所 施 下 所 效 也 。”

“育，养子使作善也。”家教、身教
胜于言传。李耀伍家中，人人喜欢
读书，人人热爱学习，人人追求上
进，呈现出一代比一代强、一个比
一个棒的良好态势。

家风优良

李耀伍说，他们家的家风，可
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是尊师孝老，家庭和睦。
李耀伍的父亲是孝子，在工资只有
五十多元时，就拿出二十元给爷爷
奶奶，每次回家都会给爷爷奶奶买
水果、点心、肉，让他们改善生
活，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
非常令周围人羡慕的。父亲在去平
顶山矿务局土建处工作前，曾拜师
学了半年木工，从那时起，他每年
春节都要带着礼品到老师家拜年，
如果老师或老师的妻子有病了，他
一定要去探望，五十多年从未间断
过。父亲做这些事情时，母亲都大
力支持，不论家里经济是否宽裕，
她从未有过怨言。如今，父母都已
年近耄耋，大哥虽在外地工作生
活，但每个月都会带东西回来看望
爸妈，二哥只要不是去外地出差，
每周都会来陪爸妈唠家常。

第二是勤俭节约，集腋成裘。
李耀伍说，在老家时，母亲是勤俭
持家的典范。父亲在外地工作，只
有农忙时才能利用探亲假回来帮忙
收麦种秋、收秋种麦。平时都是母
亲一人种一家人的地，剔苗、除
草、施肥、浇水、锄地、打药，吃

过早饭就下地，中午回家做饭吃过
之后继续下地干活直至日落西山。
农活不忙时，她还千方百计挣钱贴
补家用，先是用麦秆做草帽。小麦
收割后，把麦穗剪下来，麦秆留
下，麦秆的最上面一节用水浸泡
后，手工编成“辫子”，然后用针线
缝成草帽，再用硫磺熏，使其变
白。每年入夏后去卖草帽，母亲不
会骑自行车，每次都是步行去漯
河，还偷偷地爬上运煤的火车去信
阳、驻马店卖草帽。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母亲养猪、养羊、
养鸡、喂牛，鸡蛋不舍得吃，攒到
一定程度了就去漯河卖掉，换生活
所需。后来有了砖厂，母亲就去砖
厂打工，她身材矮小，但咬牙坚持
不比其他人少干，有一次，还因为
过度劳累而晕倒在拉胚子的路上。
母亲整日劳作却不舍得吃穿，早饭
晚饭就是稀饭、馍，菜要么是白水
青菜要么是蒜汁，中午饭一般是汤
面条，有亲戚来时才吃捞面条或饺
子。她四五十岁时，还在穿自己出
嫁时的衣服。孩子们相继成家立业
后，母亲随他们进了城，剩饭剩菜
依然不许倒掉，最后一遍的刷锅水
要留到下次刷第一遍锅，洗菜水、
洗衣服水、接的雨水用来冲马桶，
购物袋不能扔，要用作垃圾袋。每
次出去散步，她看到废品就捡回
家，攒到一起卖掉。刚开始，李耀
伍还试图阻止她，但后来他想明白
了，老人家大半辈子养成的习惯，
怎么可能说改就能改？孝顺就得顺
着来，只要她高兴就由着她吧！受
母亲的影响，李耀伍一家人都很节
俭，穿衣不追求名牌，每次家庭聚
会，吃多少点多少，实在吃不完就
打包回家。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
在工作中遇到诱惑时，都能不为所
动，做到廉洁自律。

第三是勤学好问，永不止步。
父亲虽然是文盲，却能坚持钻研自
己的木工技术达专业八级。钢模出

现后，他就开始摸索钢管、钢模搭
架子、支壳子。后来学习吊装大型
预制件，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别人
请教。由于不断学习，父亲工作了
几十年，从没出过一起安全事故，
连年被评为平顶山矿务局安全生产
先进个人。大哥初中毕业时，恰好
赶上爷爷生病、去世，影响了学
业，就内招到父亲单位当了工人。
他勤奋学习、踏实工作，被评为新
长征突击手，被领导选派去上中
专，后他相继进修工民建专业专
科、本科和研究生；二哥中专毕业
后不断努力，先后取得专科、本科
学历，还跨专业考取国家职业药师。

第四是工作勤奋，尊上敬下。
李耀伍的家人有国企职工、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私企老总，不论
在什么单位，处在什么岗位，他们
都早到晚退、尊上敬下、扬长补
短、少说多做，每人都在自己的岗
位上取得不俗的成绩，深得领导赏
识和同事好评。

第五是待人诚恳，不求回报。
李耀伍说，在他们家，有一句话老
少皆知：“再精再能莫用尽，留下三
分给子孙。”他们一家人，无论是对
亲戚、朋友，对同事、同学，还是
对邻居、路人，都真心实意地对
待。父母在老家时，乡亲们谁家盖
房子、办红白喜事，就会主动过去
帮忙，有时连一口饭也不吃人家
的，更不用说收取报酬了。李耀伍
兄弟、妯娌六人，在单位、在小
区，看到别人有困难，都会积极伸
出援手。同事、同学、朋友有困
难，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前去帮忙。

李耀伍说：“我们家虽然在读书
学习上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点
成效，但与书香世家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读书是永恒的事情，今
后，我们读书学习也要定目标、拟
计划、抓落实、勤反思，让书籍浸
润心灵，让书籍陪伴孩子快乐成
长，让读书促使家庭层次再提高。”

书香浸润幸福人生

李耀伍一家。 资料图片

梅丹丽参加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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