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数十年间搬了几次家，书籍淘汰了上千
册，始终摆在我写字台上的“唐宋诗词三百首”却依然如
故。不是我偏爱，而是须臾不可离开。

1962年，刚参加工作，经济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就产
生了买书的念头。到了新华书店，不经意间瞧见《唐诗一
百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眼前一亮，封面一株牡丹，鲜艳
夺目，装帧漂亮。忍不住捧在手里抚摸，翻看，一看定价
三毛二，立即买下。此后，又相继购买了《宋诗一百首》
《唐宋词一百首》。

《宋诗一百首》封面是一枝梅花，《唐宋词一百首》封
面图案像梅花，但又不是梅花，什么花不重要，重要的是
三本书摆在一起像三姐妹，看看就心花怒放。那些年，每
天诵读，背诵。后来，觉得单行本不方便，我就用铁丝把
三本书订在一起，不仅便于携带，而且读起来有一种厚重
感，成为真正的“唐宋诗词三百首”。

平日，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可随时阅读，有时出差不
带别的书，只带“唐宋诗词三百首”。有一次，坐火车去济
南，上车后感到无聊，从挎包里拿出“唐宋词三百首”翻
看。“先生，您读的什么书？”抬头一看，对面坐着一位男
士，年纪比我大十几岁，戴一副白框眼镜，笑嘻嘻地问
我。“‘唐宋诗词三百首’。”说着我把书递过去。他翻了

翻，说：“闲聊不说唐诗宋词，虽读诗书也枉然。”他看我对
唐诗宋词感兴趣，就和我聊起来。

他从李白、杜甫，到李贺、李商隐；从晏殊、苏东坡，到
李清照、辛弃疾，从诗词谈起，连同诗词作者的身世，跌宕
起伏的人生，纵横捭阖，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我听得目
瞪口呆，羞愧不已。一问才知，他是济南一所大学的中文
系教授。

过去自以为还有点墨水，能背诵七八十首唐诗宋词，
喜欢在别人面前卖弄几句。有一次下雪，我的朋友，一位
中学语文教师约我喝酒赏雪，我俩边喝酒边赏雪，并以

“飞花令”应答诗词，觉得应对自如，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可是，这次遇到真神仙，我就矮了半截，才明白自己一知
半解。这次偶遇，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和刺激，暗自下决心
好好读书，谦虚谨慎，不再炫耀和卖弄。后来写点小文
章，才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如今，这套书，已失去了往日的容颜，封面和封底脱
落了，我用牛皮纸贴好，虽然看上去缺少美感，但于我而
言依旧是一宝。除了经常翻看，每当写文章，要引用唐宋
诗词时，就找出来核对，以免差错。这套陪伴我一个甲子
的“唐宋诗词三百首”，虽然有一种破旧、沧桑之感，却仍
然可以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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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碎片 我的“唐宋诗词三百首”●侯修圃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每年这一天出版社、书店
都要举办读书沙龙等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良好氛围。其实，我国早在东汉末年就有了类似的

“读书日”，文人雅士邀约聚会，以文会友，游览山水，诗文
相和，他们以琴、棋、书、画作伴，以酒、茶、香、花助兴，被
称为“雅集”。历史上较著名的有“邺下雅集”“金谷园雅
集”“兰亭雅集”“滕王阁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

邺下，今河北临漳邺镇，古时邺城的别称。汉献帝建
安时期，曹操据守邺城，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孔融、
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云集邺下，经常集宴云
游，诗酒酬唱，史称“邺下雅集”，开创文人雅集之先河。

金谷园是西晋巨富石崇的别墅，石崇虽生活奢靡，却
好学不倦，且善交友，与“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金谷二
十四友”交往甚密。元康六年（296年），征西大将军王诩
前往长安，石崇在金谷园设宴饯行，“遂各赋诗，以叙中
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把文友诗作收录成集，并
撰写《金谷诗序》，这就是“金谷园雅集”。后来的兰亭雅
集以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效仿“金谷园雅集”而为。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上巳节，右军将
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召集谢安、孙绰等41人修褉于会稽山

阴之兰亭兰亭雅集，赋诗吟诗会共创作出37首诗作，汇为
《兰亭集》。王羲之乘兴挥笔作序，即《兰亭集序》。

滕王阁位于江西南昌东湖区，因唐太宗李世民之弟
滕王李元婴所建而得名。唐高宗时，洪州都督阎伯玙重
修此阁，于上元二年（675年）重九日在此欢宴。北宋宋祁
《王勃故事》载：“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
序以夸客。”这场雅集因王勃出场大放光辉，“至勃，泛然
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
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滕王阁序》
令这场赛诗会与滕王阁名扬天下。

西园为宋神宗年间驸马王诜的宅园。元丰初年，王
诜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16人集会西
园吟诗作赋、鉴赏古董、抚琴挥毫、谈禅论道，这就是著名
的西园雅集。

元后期，江南名士顾瑛诗文皆通，书画俱佳，又是巨
富，不惜重金在绰墩山旁建起“玉山佳处”。顾瑛在这里
召集文人雅集，由元末明初文学家、书画家杨维桢主盟，
前后持续二十年，参与其中的文学艺术家三百余人。顾
瑛《玉山草堂名胜集》记载，大小雅集五十多种，史称“玉
山雅集”。

诗文相和 古代也有“读书日”●刘琪瑞

在老家烧柴做饭，见土灶壁的孔洞里塞了一
本书，抽出一看，是残缺不全的《植物学》。书很旧
很厚，粗糙的纸张已呈褐色，似乎稍稍一碰就会碎
掉。翻开，积久年深的霉味浮了上来。简略的草
木，平实的文字，有些像《本草纲目》的排版。斜斜
的横线，淡淡的字迹，这些旧时光的印记，让人不
由得想起早年那些在灶间借助灶火阅读的日子。

少时，属于自己的闲暇并不多。身为女孩，生
在农村，很小就要承担家务。割草捡柴，洗衣做
饭，一样都不会落下。放学后，常常一边烧火一边
阅读。坐在灶前，添好柴就可以看书了。有时看
得入了神，灶膛里的火熄灭了
都浑然不觉。这样阴一把阳
一把，煮出来的饭往往夹生，
挨骂是经常的事。

那个年代，仿佛什么都
缺，图书更是稀罕得很。一切
可看之物，课本，杂志，连环
画，旧报纸，于我都是宝贝。
那时的我几乎没有零花钱，过
年的压岁钱，一元已是巨款，
留着买笔买墨买本子，几毛钱
一本的小人书是买不起的。
家里经济拮据，大人断断不肯
为小孩花这笔闲钱，但我对阅
读的渴望并没因此消减。好
在小伙伴不少，从他们那里借
书读就成了常事。

借来的书，在手时间短，
读得特认真特仔细，记性也
好，看一两遍便记了个大半。
有一次看《白莲教》，看到教主
齐林去世后，刘半仙写的祭
文，觉得好，忍不住多读了两
遍，居然就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了。“壮哉齐林！自幼清贫，侠
肝义胆，武艺超群……”这么
多年过去，依然能够流畅地背
出来。

那时，看得最多的是连环
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
演义》《说岳全传》《基督山伯
爵》《葛巾》《红玉》，有名的没
名的都喜欢，一看再看，如饥
似渴。

外国故事连环画《夜茫茫》，封面和内里似乎
都是黑白色，画面和文字像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了
我。那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直烙刻于脑中，至
今历历在目。

一个春日的黄昏，放学路上，邻村几个男生在
小河边玩游戏，书本和书包散落在草坪上，其中居
然有本连环画。我的脚步定住了，当我红着脸说出
想借这本书看时，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们正斗得
起劲，慷慨答应了，我拿起连环画飞速跑了回家。

天色暗下来，村子里飘起炊烟。父母还在劳
作，我洗锅添水，砍苕搭米，抱柴生火做饭。灶膛
里的火燃起来，放在膝盖上的小人书看起来。

“清晨，窗外小鸟的啁啾将斯泰芬妮从梦中唤
醒。”这是第一页上的文字。画面中，卷发的斯泰
芬妮依窗而立，明媚得像初升的朝阳。我忘情地
盯着她的眼睛，她微微抬起的下颌，她轻轻掀开纱
帷的姿势。灶膛里火光熊熊，锅盖上热气腾腾，庄
园里花木扶疏。

那之后的一堂作文课上，我专门描写了清晨，
描写了鸟儿，第一次用“啁啾”来形容小鸟的叫
声。当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时，我的耳边
回响的是异国庄园里清泉般的鸟声。

灶火前的阅读，开启了我的想象之门，点亮了
我对未来的向往。那段借书阅读的时光，已成为
今生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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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岛夜话 想起老丹 ●曹春梅

老丹是高密诗人，那年青岛新春诗会，他的一首春天
的诗引起青岛诗歌界的注意。后来收到老丹的一封信，
毛笔写的，一撇一捺文辞庄重，提到青岛并不像传说中说
的“文化沙漠”，文化讯息很丰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青岛是“文化沙漠”，也是我没想
到的。虽然青岛不是“文化沙漠”，但比比文化底蕴丰厚
的聊城，想想满马路大学生的济南，看看培育出莫言的高
密，青岛百多年的历史底子确实薄了点。后来我知道有
很多高密人早年间就移居青岛，甚至几代人住在青岛。
青岛是移民城市，据说最早的移民多来自即墨、胶县和高
密。

青岛当代美育有三大支柱，即社会美育、学校美育与
家庭美育。第一大支柱是社会美育，近几年方兴未艾；学
校美育不管哪个学段都用心精心，加速提质；比较薄弱的
是家庭审美教育。老丹来信后没多久，青岛市各类美术
馆、博物馆、书店如火如荼竞相开张。每到周末，到处是
读书会、讲座，为市民们提供了雅致休闲的好去处，精神
生活也上了一个层次。

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岛人，能为青岛的文化发展做些
什么？与李曙光老师联手创办青岛班主任论坛“琴岛夜
话”的时候，我并没想过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浏览了众多
名家对青岛的集体回忆，抒发各自对青岛的感怀，我才开

始思考青岛地域文化中的“集体人格”。集体有时候就像
一个人，有一定的做人准则、思考习惯、行为方式、个人目
标。那么青岛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呢？毋庸置疑，肤白
貌美大长腿，肯定是走“高富帅”路线的，所以影星、球星
特别多；性情开朗潇洒、做派洋气、不囿于小节，讨人喜
欢，又少不了有点小小的清高自恋；注重外表、时髦靓丽、
但气质里少了些书卷气，确实需要沉下心来，多读书多思
考。除了强化自身修养，更需要多多引进优秀人才，汲取
多种营养奋发图强。

想到这里，再看“琴岛夜话”，我就不再仅仅把它视为
教师专业化成长平台。教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亟待提高的家庭教育是社会结构性教育组织
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琴岛夜话”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以教
育的方式对青岛的文化土壤进行滴管灌溉。如果这种灌
溉能坚持下去，那么总有一天，就会催生出一片盈盈绿
草。我们不是高大的乔木，承担不了乔木要承担的责任，
但是绿草也能防风固沙，美化环境，也是绿洲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琴岛夜话”也在为青岛的文化生态默
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想邀请老丹加入到“琴岛夜话”的家庭教育研讨
中，如果他能来，这片绿草将不仅生机勃勃，还诗意盎然，
在青岛的文化建设中“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