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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读书虫

潢川县实验小学四（

2

）班王猛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已的爱好，我
的爱好是看书。

每一次走进书房，仿佛走进了书
的海洋，只要我拿起书，就想马上读
完它。

有一次我从书房拿出一本书，刚看了
两页，妈妈喊我吃饭，我就对妈妈说：“我
再看一会儿”，可妈妈已经把饭放在我的
面前。 我当时已经看得太入谜了就没有
看见，妈妈上前就把我的书拿过去，我便
咧嘴笑了笑，很快地把饭吃完，拿起书就
又看了起来。我仿佛融入在书里，书里的
人开心，我就开心，书中的人悲伤，我也

跟着悲伤。

还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路
过我经常去的书店，突然，我眼前一亮，

发现了一本我从没看过的书。 我飞快地
跑回家， 到我的房间拿起最喜欢的小猪
猪储钱罐，往地下一砸，我的铜板都滚了
出来。 我拾起零钱， 又飞快地跑到书店
里，把那本书买了下来。 我是走路看，睡
觉看，连上厕所也看，一个星期就这样过
去了。 妈妈对我太痴迷于书总是又气又
笑，她说我：“你真是个小书虫”。

书不仅给我带来快乐， 也让我增长
了很多知识。

我和爷爷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市五中井清怡
大地已经沉睡了，微风轻轻地吹着，除了偶尔一两声狗

的吠叫，冷落的街道寂静无声。 夜晚恬淡而安详，我却失了
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索性跳下床，把玩起书桌上的毛
笔。 记得这支笔是爷爷年轻时淘来的， 陪伴他至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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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了吧，不料最后却被我拿了来。

说到爷爷，我可有大段故事要讲。 小时候不懂事，总觉
得他偏爱哥哥，于是对他不是很尊敬，还曾偷偷拿墨泼在他
新写的“兰亭序”上。 看他气得吹胡子瞪眼，我躲在门后面偷
笑，觉得大快人心。

再大一点时， 我嫌弃爷爷老土丢人， 不让他来接我放
学。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最后他妥协了。可是次日，他又出现
在了校门口，一边冲我招手，一边笑嘻嘻地喊“妞儿”，引得
同路的同学轻轻嗤笑。 我顿时觉得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到
柏油路上， 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逃也似地奔到他的身
边，拽起他就走。 回家后，我便开始质问他，他却不语，已不
太清明的眼愈发的黯淡。 过了半晌，他沉默地走到桌前，提
笔练起了他那练了大半辈子的“兰亭序”。 从那之后，他便再
也没来接我放学过，即便是雨天，也是麻烦同院的李阿姨接
儿子时顺便给我捎上一把伞。

在我们关系愈发淡薄时，我却喜欢上了写毛笔字。 我请
求爷爷教我，他欣然答应。 爷爷从纸夹中抽出一张纸，铺在
书桌上，在墨坛中加了些水，开始磨墨，直到墨坛中墨如同
棉花挤水一样越来越多，他觉得足够了，便停了下来，提笔
蘸墨。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我在一旁惊得微微张开了嘴，心
里不禁暗道佩服。 等他写下第一个字后，我更是佩服得五体
投地，那字刚劲却不显得笨拙，好看极了。 爷爷在我心中变
得高大起来，之后便每天找他练字，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话自然也就多了，我渐渐了解到他早年的生活。 爷爷年轻时
也曾是教书先生的得意门生，却因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没有机会去大学念书。 但年少的心总是比天还要高，他便去
当了兵，因为努力踏实，很快就做了连长。 也就是在那时，他
开始练毛笔字，像所有文人墨客一样，深夜，一人、一笔、一
纸、一墨。 听他说起这段往事时我还太小了，不懂得那份在
乱世中沉淀下来的美好，笑他是“文艺老青年”。 爷爷也不介
意，他说，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辞了职务回了平昌老家，赋闲
的那些天里，却仍是改不了深夜写字的习惯……

回忆被拉回了现实，我感到了一种淡淡的心酸。 我有多
久没去看过爷爷了？ 一星期还是一个月？ 爷爷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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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
了，我还能陪他多久？ 曾经的种种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从眼前
掠过，他左右两肩分别背着我与哥哥的书包时的模样，他低
头练字的模样……

窗户没有关，穿堂风吹过，我冷得打了个哆嗦，接着一
阵睡意袭来，梦中影影绰绰…… （辅导老师余俊）

恕

叶明轩
饶宥，古人所指的恕。 恕，是谓“如自

己之心”。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中，

“恕”是诸多优秀品质中的一个熠熠闪光
的亮点。 恕虽不同于善，但趋向于善，甚
至有着比善更高的修养， 比善更深厚的
情感。 那么，何为恕呢？

恕，是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宽广。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身就是恕的解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遇到问题时，不妨
站在对方的立场“换位”思考一下，这便
是恕的一种表现。

清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 名叫张
英。 一天，张英收到一封家信，说家人为
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

要他利用职权， 疏通关系， 打赢这场官
司。 张英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
封回信， 并附上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
墙，让他三尺有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接信后，让出了
三尺宅基地。 邻居见了，也主动让出三尺
宅基地，结果形成了著名的“六尺巷”。 身
为大学士的张英可谓身世显赫， 只要利
用自己的权势可以轻松打赢官司， 但睿
智的张英，一封家书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故事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由此可见，当你
学会体会别人，了解别人，别人也一定会
回报与你最真诚的笑容。

恕，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豁达。 一篇《归去来兮辞》，让不
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隐
居生活。 虽然十分清贫，但丝毫没有影响
陶渊明的闲情逸致。 鲁迅说：“陶潜正因
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
渊明通过隐居来寻找自己的“世外桃
源”， 又有谁能将心纯洁到如此境界，以
至于只剩下南山之菊？ 这是陶渊明心灵
的选择，面对纷扰，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
了对“人情世故”的“恕”，确是“得山水有
清音，就荒三经，归去来兮”。

恕，是朱自清笔下“荷塘月色”的静
逸。

1927

年
7

月，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
时。 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朱自清，面对
这一黑暗现实，他悲愤、不满而又陷入对
现实无法理解的苦闷与彷徨中。 怀着这
种苦闷，他深夜漫步于清华园的春园荷塘
旁。 他“颇不宁静”的心里，那时也许正在
经历“狂风暴雨”吧。 他在小路上“踱着”，

在苍茫的月色下，他像“超出了平常的自
己”。 在荷塘边，他沉浸在这美丽的荷塘月
色中，杂念似乎已除，脸上露出些许的喜
悦。 这荷塘月色给他烦闷的心绪以宽恕，

而换来的，则是月色中荷塘般的宁静。

恕，即善，即宽容。 恕是一种非凡的
气度， 宽广的胸怀； 恕是一种高贵的品
格，崇高的境界；恕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生活的艺术。 恕，既是对别人的释怀，也
是对自己的善待。

初雪之日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付炜

我剩余的想象力
一夜间，跟随北方沦陷
那些疑问还远远不够
在寒潮里悲伤

食指在膝盖上练习站立
它记得闪烁的枝条
和灰暗的嘴唇

我却早已忘了
用它触摸过的每一个深夜

东西南北似乎都有风
碎片在挟裹中寻找完整
只有无所虑的人丧失审美
在一旁准确模仿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