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寒
书房，是一方属于自己的静谧天地。

推开门，淡淡的书香扑面而来，书架上摆
满了各类书籍，仿佛是知识的宝库等待着
我去开启。在这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而
悠长，外界的喧嚣与纷扰都被隔绝开来，
只留下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闲暇时光，我总会步入这温馨的书
房，沉浸其中，享受读书与喝茶带来的无
尽乐趣。此时，翻开一本心仪的书籍，仿
佛踏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书中，我可以

穿越时空，与古圣先贤交流思想；我可以
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感受不同文化
的魅力；我可以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思
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每一本书都是一座
宝藏，等待着我去发现其中的奥秘。

不同的茶有着不同的韵味，也与不同
的书籍相得益彰。读经典名著，我偏爱泡
一壶铁观音细品。暖春，风和日丽，万物
复苏，一切都充满生机。铁观音色泽翠
绿、香气馥郁，恰似那经典文学的深沉与
厚重，都是挡不住的魅力。当经典之书遇

上醇厚之茶，心也变得沉静了，仿佛回到
那段充满智慧与思索的时光，开始探寻和
领悟那些深刻的哲理。

喝茉莉花茶时，我最喜读英国诗人济
慈的诗集。夏夜，万籁俱寂，灯火阑珊，
适宜静心感悟。茉莉花茶香气清幽、滋味
鲜爽，花香与茶韵交织相融，冲去暑气，
令人清醒。在茉莉花茶的陪伴下，将燥热
的夏夜变成诗意的梦境，如同听见天籁、
遇见美好。

饮普洱熟茶时，我会选一本哲学著作

静思。金秋，天高云淡，硕果累累，而普
洱熟茶汤色红浓、香味醇厚，宛如成熟男
人展现出的沉稳与睿智的魅力，让秋日变
得温暖，让心变得宁静。谁能想到，在岁
月的沉淀下，普洱熟茶却将苦涩转化成甘
甜，将平凡铸就成不凡。

尝碧螺春时，我倾向于捧一本《红楼
梦》深读。隆冬，白雪皑皑，天地苍茫，
却蕴含着坚忍的风骨。碧螺春清新淡雅、
回甘生津，三泡过后愈发香醇。这是岁月
的沉淀，还是人生的华章？正如 《红楼
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荣
辱，在历史深处演绎着悲欢离合。

身处小小书房，却能自由自在地领略
不同文化，感悟多样情感，让自己的心灵
不再被尘世的喧嚣所束缚，找到内心的宁
静与平衡，享受生活的惬意与美好。

书房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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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边之河》
董红伟 著

《云边之河》的作者曾为报
社记者。本书以其多年收集的
运河传说和地方史料为底色，
讲述了一个江淮医药世家的时
代境遇与选择，铺陈了苏北水
乡的民生长卷以及青年药师在
动荡不安的时代里的觉醒与成
长。

《挂在墙上的弦子》
刘庆邦 著

《挂在墙上的弦子》 是刘庆
邦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收
录了由作家本人编选的9篇已发
表但尚未结集的小说新作。这些
作品接续了沈从文和汪曾祺等大
师遗留的文学传统，是对豫东农
村和矿区生活的诗意描写。作家
用质朴的文字展示了平凡人物背
后温柔而丰富的精神世界，记录
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消逝的传
统与人情之美。

《万物照心》
杨献平 著

诗歌应当是大地尘埃与长空
云霓之间的那一部分，或者直接
是人和神的沟通者。本诗集 《万
物照心》收录了作者最新诗歌108
首，书写人在现实之中的内心冲
突、精神困境以及生身的故乡、
大地上诸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等，呈现一个人在俗世之中的
独立姿态以及对万物和世界的态
度。本书中，作者一直在隐秘地
追问：作为自然之子的人，到底
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应该
怎样去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和
有尊严的生活？

《余生》
黎紫书 著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的
微型小说精选集，收录了71篇微
型小说，每篇均在千字左右，以
短小精悍的篇幅描绘世事人情和
人性幽微，极具阅读趣味。71篇
微型小说取材丰富，辑一《春满
乾坤》，辑二《只应天上有》，辑
三《倒装》，辑四《送别》，有庸
常琐事，有饮食男女，有科幻寓
言，有异化畸态，也有片刻角落
里一体两面的怅然和温存。这本
小说集切口小而精确，在极短的
篇幅中以流畅而出其不意的转折
或戛然而止的悠长回响给读者以
丰富的阅读体验。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穷忙、内卷、被PUA、社交
障碍、精神内耗……面对现实的
种种“暴击”，我们是否还拥有获
得幸福的能力？这本书写给想要
脱离人际困境和情绪勒索、生活
变得更自在的你。本书从自我成
长、人际关系、职场探索和情感
婚恋这四个方面探讨一个人在生
活中可能遭遇的心理困境和情绪
焦虑，涉及诸多当下人们关心的
话题，如敏感 VS 钝感、内卷 VS 躺
平、职场 PUA、情绪勒索、社交障
碍、代际冲突、亲密关系等。

《午夜时分的心理课》
黄扬名 著

书香情怀书香情怀

在时光的褶皱里打捞诗意
——邢俊霞《启封的旅程》读后

邢俊霞 图片由本人提供

《秘 密 关 系》 是 茅 盾 新 人
奖·网络文学奖得主、百万级畅
销书作家何常在直面人心之作，
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精品
力作。似乎是很平常的一天，简
小群刚打过一架的上司毕大邱与
离婚半年的前妻史笛同时自杀，
生活向他打开了荒诞的大门。在
调查毕大邱和史笛的自杀过程
中，更多真相浮出水面……简小
群平凡又窝囊，唯有一颗深信和
深爱史笛的心，用坚定的行动证
明了史笛对他的信任没有被辜
负。在所有的关系中，唯有真爱
是最牢不可破的秘密关系。

《秘密关系》
何常在 著

■杨晓曦
当记忆的舟楫划过沙澧河的粼粼波

光，邢俊霞用文字描绘出一幅流动的岁
月画卷，将往昔美好的故事用别样的笔
触绘制在《启封的旅程》里。该书以四
重奏的结构，在个体生命史与地域城市
建设的共振中完成了一次对时光的温柔
打捞。那些散落在岁月深处的“吉光片
羽”重新鲜活起来，焕发出超越时空的

光泽。
“人在旅途”章节里，作者以行吟诗

人的姿态穿行于山河之间。江南古镇的
烟雨、马尔代夫幸福岛的潋滟水天、澳
门的沧桑与繁华、上海的第二故乡等在
文字中相映成趣，那些萍水相逢的温暖
际遇恰似林清玄笔下的《常想一二》，在
漂泊的底色上点染出人性的暖色。现
在，人们习惯用镜头捕捉风景，邢俊霞
却用诗一般的语言娓娓道来，足见她深
厚的文字功底以及艺术再造能力。单看
这一辑的文章标题《画从瓷上来》《打马
过江南》《风入松林不知归》《高山上流
云》以及大量古诗词的灵活引用，就足
以让人在她诗一般的旅途中沉醉。

“沙澧河风采”这一辑的书写超越了
地理志的范畴，在潺潺水声中构建起精
神原乡。河岸的晨雾里浮动着祖辈的渔
歌唱晚、漕运的兴衰，端午节的龙舟划
过历史的倒影，暮色低沉时的沙澧河披
着星辰织就的霓裳，两岸的灯带如同被
晚风唤醒的银河沿着堤岸流淌……那些
被浪潮冲刷的灵魂，在文学性的描述中
获得了新生。这种“在地性”写作令人
想起汪曾祺的高邮水乡、潦寒的栗门

张。邢俊霞在沙澧河畔品读内心，感受
着天地间万物的兴盛，书写家乡发展进
程的从容与质的飞跃。她用文字安顿自
己的心灵，却多了一份女性视角的细
腻，在平淡的叙述中浸润着对家乡最深
的敬意与热爱。

在“至爱亲情”的私语里，作者
完成了对记忆的重构。《今夜无眠》
里，姥姥追诉对远去台湾的丈夫柔情
似水的等待以及绵绵无尽的相思；《与
父同行》 中，作者和父亲一起谈诗
文，在文字中与父亲同行；《家人闲
坐 岁月生香》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阖家幸福的温馨画卷；《住在手
机里的舅舅》 中，作者在暖暖的亲情
中圆了姥姥的相思梦……不同于传统
亲情的伤感，邢俊霞的文字中没有沧
桑，有一种顺其自然的豁达，读起来
感觉格外安静、美好。

作为压卷的“心香一瓣”，实则是作
者建构的文学心经。那些生活褶皱里的
顿悟，在《云淡风轻茶一味》里慢慢蒸
腾。茶里无花韵自香。作者在《浅浅读
深深爱》的读书时光里，坐在书架前边
饮茶边读书边思考，用书的力量化解人

生路上的坎坷和苦难，有一份遗世独立
的静谧安详。这一辑里，住着她的童
年、少年以及诸多美好的时光。菜市场
的吆喝声、书房的光影、候鸟的轨迹，
这些庸常的片段看似舒缓平静，却是用
情至深，隐藏着作者对世界的理解、感
悟以及深沉的爱。她用文字告诉我们，
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是用一颗恬淡宁
静的心定格一段精彩的回忆。而支撑着
人们砥砺前行、永不言败的平衡支点，
或许就藏在这些正在成为回忆但依然芬
芳的褶皱里……

记忆在文学中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元
素，是文学艺术的灵魂和根基。邢俊霞
的创作不是简单地追溯往事，而是以文
学炼金术将个体经验升华为记忆的琥
珀。那些被诗词意境浸润的文字，更是
对古典文脉的致敬。《启封的旅程》犹如
一叶承载着文化基因的诺亚方舟，提醒
着我们：真正的记忆是被诗意照亮的生
命现场，而我们正以昂扬的姿态创造一
个又一个美好的故事。收集到书本里的
美好故事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里，一
经打开就能重生，在时光的褶皱里绽放
出璀璨的光芒。

■邢俊霞
当最后一个标点稳稳落下，灵巧的

指尖缓缓从键盘上移开，一种时空交错
的恍惚之感潮水般将我淹没。以至于在
把这些文字发送给编辑时，心里有种完
成使命的释然和一种难以言说的未竟之
感，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

回想最初与编辑交流时，我的初衷
是出版一本游记，随后统计了已发表的
游记类文章，约35万字。然而，在仔细
翻阅那些被筛选出来的作品时，一个全
新的思路闪电般划过脑海。我猛然意识
到，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与他人截然不
同。它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所以注定
只能由我自己来记录、诉说。

就这样，这本书如同一株带着清晨
露珠般清新的幼苗，摇摇晃晃地踏上了
成长之旅。书中所选的文章并非我已发
表作品中的佼佼者。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我深知，写作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
程，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故事。这些
故事里，既有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也
有带着淡淡遗憾的片段。但奇妙的是，
每一处遗憾，都有着一种令人回味无穷
的独特韵味，就像一首未完成的乐章，
余音绕梁，引人遐想。

我也不能免俗。或许如今我的文字
相较书中所选篇章有了更为明显的突
破，多了几分成熟，也多了几分厚重。

但在我看来，写作宛如舞台上一场盛大
的演出，尽管后续的节奏以及所表达的
内容比前面更加精彩，更加荡气回肠、
耐人寻味一些，可前期的铺垫同样至关
重要、不可或缺。这就如同我们的人
生，从青春走到荒芜，记得的东西越来
越少，最后发现，常常脑海中翻涌而出
的仍是年少时的过往，是根之所在。

事实上，从沙澧河第一次在我青涩
的笔下亮相，到在上海女儿家居住时灵
感迸发写下的那些文字，时间跨度长达
二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无数
个日日夜夜，“沙澧河初春那如梦似幻的
薄雾”与“黄浦江深秋那宁静悠远的月
影”在我的脑海中交替浮现。它们交织
在一起，填满了我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
冬。也正是因为写作过程中这些丰富而
独特的心理历程，让我深深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其实，我并不那么热爱写字，只是
迫切地想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情绪的出
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
把岁月潋滟中，与时光静静对视的姿态
用文字描绘出来。其二，世间山河壮
丽，时光流转间满是迷人的景致，每一
次被那些绝美的景观震撼，内心便会涌
起无数复杂的情绪。在寂静的深夜里，
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如万马奔腾而来，
从脑海中探出头来又缩回去，若隐若

现，似在急切地寻求释放。而文字，便
是我手中最有力的诱饵，如同敦煌画工
在石窟中努力捕捉飞天飘逸的裙裾。我
的笔尖也在记忆的璀璨星河中小心翼翼
地打捞着那些星辰碎片般珍贵的回忆。
我用文字将那些从未向他人倾诉过的人
文景观细致入微地临摹出来，讲给你们
听。

我曾经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有过那
么多的感悟，写过那么多的人、事、
物，之所以最后只能浓缩成这一篇简短
的《后记》。是因为这一切都只是我创作
过程中的一个个片段，是我对自己作品
的一次深情回望。

《启封的旅程》《与友寻梅》《远古之
远》《上海之上》……书中所选的每一个
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那些不曾
被遗忘的过往之门。一个个字符、一行
行文字，串联起我曾经走过的路、遇见
的人、看到的事。我将它们精心集结成
册，这不仅是过往经历的重现，更像是
一次重生。我期望它们能化作一帧帧生
动的画面，在我未来的人生岁月里如同
电影缓缓放映。于我而言，文字就像是
一座永不风化的石窟，而我在写作每个
阶段留下的痕迹，都如同凿刻在时光崖
壁上的供养人，沉默而又无比虔诚地守
望着我生命的来路与归途。

写作，无疑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旅

程。这个刚刚启封的旅程永远不会有终
点。写作本身，对我有着这般不可替代
的深远意义。对于刚刚阅读完这本书的
你们而言，评价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
很肯定的是，全世界的仰望，不及你的
回眸。

当书页轻轻合上，倘若这些文字能
在你的心湖之中不经意地荡起哪怕细微
的涟漪，那便是这场启封旅程最美丽、
最珍贵的封印。

写作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旅程——《启封的旅程》后记

■张盼盼
我的读书历程是充满曲折与收获的。

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的坚定执着，
书籍始终是我最忠实的伴侣，陪伴我走过
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童年——父亲的教案与坠子书的魔
力。我出生于上蔡县朱里镇的一个村子。
小学时，我并没有接触过课外书。父亲是
一名乡村语文教师，他的教案成了我唯一
的阅读源泉。那些教案中，每个章节后都
会有一篇阅读理解，那些文字像一扇扇窗
户，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于我而言，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坠子
书。每年农闲时节，村里就会来说书的。
我记得有个盲艺人和小女孩，一拉一唱，
唱的是《杨家将》选段，还有一些关于人
生哲理的小段子。那时的我总是被那些精
忠报国之类的故事深深吸引。

初中——书摊上的《读者》杂志成了
我的精神食粮。进入初中后，每到周日下
午开学，我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校门口的书
摊看《读者》杂志，久久不愿离开。

高中——茅盾文学奖作品洗礼心灵。
到了高中，虽然课业繁重，但我依然利用
课余时间读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
《穆斯林的葬礼》等经典之作。

大学——阅览室与曲艺文学的碰撞。
我大学时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从周梅
森、张贤亮到金庸、琼瑶、古龙的作品，
我都读得如痴如醉。心里难受时，我就会
去读书，让自己沉浸在作者构造的另一个
世界中。书读完，心情就好了。

此外，我还开始接触曲艺文学。从艺
术鉴赏 《程婴救孤》和马紫晨的 《曲艺
史论文集》到陈涌泉老师的作品、《罗怀
臻戏剧文集》 以及孟华老师的 《半个

集》，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拓宽了我的文学
视野，还让我对于曲艺有了更多认识和
理解。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
每月工资是1000多元钱，但我仍会用一
部分工资买一些喜欢的书。后来，我到了
漯河，接触到韩小凤、于德修、白金山等
几位老师。因为漯河也有个清河相声社，
我逐渐接触到了河南曲艺。贾爱岚老师送
给我几本《河南曲艺》杂志，从那时起，
我开始对曲艺产生浓厚的兴趣。

2015年，乔聚坤老师创作的《游河上

街》快板在景区播放。我们拿这个作品编
排了一个年会节目并获得了一等奖。这更
加激发了我对曲艺创作的热情。于是，我
开始阅读并研究《河南曲艺》杂志，并逐
渐开启了曲艺创作之路。在张景秀老师的
悉心教导下，我的作品 《抗日英雄赵伊
坪》《布衣英雄陈廷贤》《乌鸦喝水》等也
在曲艺杂志上发表。

回望这些年，这一本本书就像是生命
中的水，滋养着我，让我成长。通过阅
读，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如何面
对人生中的种种挑战和困境。

书籍是我忠实的伴侣

作家简介：邢俊霞，女，河南省散
文学会会员、河南省杂文学会会员、漯
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郾城区作协副主
席。她的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纸副刊，

《绿叶》《奔流》《五月风》《知识窗》《做
人与处世》《演讲与口才》《慈善》 等期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