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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生

有一套书在五十多年来吸引着一代
又一代求知者倾情阅读，这到底是一套什
么样的书？这些读者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套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和妻
子、女儿、外孙，就是这个庞大读者群中的
几位读者。

说来话长。上个世纪60年代，《十万
个为什么》刚刚出版就非常畅销。该书用
一问一答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万物奥
秘，浅显易懂地开启智慧阅读，深受广大
读者的欢迎。那时，正在上小学高年级的
大哥、二哥，以及正在上小学中年级的我，
都特别渴望阅读《十万个为什么》。可惜，
我们手中根本没有钱，无法购买。

幸好，后来父母亲做生意赚了较多的
钱，心情舒畅，在1964年春节给大哥、二
哥和我，每人发了两元的压岁钱。这对于
当时的小学生来说，可算是一笔巨款了。
大哥对二哥和我说：“有钱不能乱花，好钢
要用在刀刃上。我提议，我们将这笔钱集
中起来，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和二
哥一致同意大哥的意见。

当我们将《十万个为什么》买回家时，
大哥、二哥和我都高兴极了：这套书有着
《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
生》《数学》《地质地理》《动物》等8个分
册，每册大约有 150 个至 200 个“为什
么”。该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配图精
美，令人爱不释手。

的确，《十万个为什么》让我们兄弟三
人步入了轻松有趣的读书之旅，在知识的
海洋里遨游畅想，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
识，拓展了思维，这对于我们走好人生之
旅获益匪浅。

时光荏苒，54年过去。上月初，正当
我将邮购的几本文学杂志拆包取出，准备
阅读时，正在上小学的外孙方艺走进了书
房，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们班的余杰
同学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特别好看。
外公，我非常想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你给我网购一套吧！”

“不用再买了，家里就有《十万个为什
么》。那是1990年时，你外婆买来给那时
候正在上小学的你的妈妈阅读的，不但你
妈妈爱看这套书，而且，你外婆闲暇时，也
要拿起来翻看翻看。你外婆说，‘看着这

套书，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漫步知识
海洋特别惬意！’当然，你妈妈最爱这套
书，空闲时手不释卷。她的同学也喜欢借
阅这套书。也许是因为喜爱阅读的原因
吧，你妈妈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这对于
她后来上大学和就业、创业等都起到了非
常积极的作用。”

“外公，你所说的这些往事，我曾听妈
妈给我讲过。可是你所拥有的那套书早
就被翻得‘伤痕累累’、连封面都没有，而
且内容也很落伍了。现在的新版书，增加
了很多科技知识，特别值得购买。”

“好，我给你网购一套！”外孙言之有
理，我当然首当其冲。

“《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天文地理》
《人体奥秘》，还有还有，《生活百科》《军事
交通》《科学技术》《历史文明》，啊呀，这套
书有8个分册吔！”看着刚刚收到的新书，
我那小外孙两眼放光地翻看新书，连连惊
叹：“啊！‘一年为什么有四季？’‘为什么会
有地震？’‘为什么复印机复印的东西与原
件相差无几？’‘什么是智能机器人？’书上
讲的这些问题全部都是我最想要知道的，
我一定要好好地阅读这套书！”

前几天，在我的同学文全兴高采烈地
说到：他和他的儿子、孙子都曾是《十万个
为什么》的热心读者。尤其是彩版新书，
图文并茂，特别好看。其他同学也纷纷谈
到了祖孙三代读这套书的事。

《十万个为什么》到底富有什么魅力，
能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据资料介绍，这一图书品牌是由（上
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61年首创的，该
品牌以贴近读者的编辑形式、严格筛选的
图文内容，影响、启迪了无数求知道路上的
读者。第一版共印了530万册，该书曾多
次修订再版。1999年，上少社经过5年修
订，推出了第5版——新世纪版《十万个为
什么》。该品牌虽然诞生在五十多年前，但
被业界视作图书品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
却是近十年的事。作为原创者，上少社不
仅用创造性的劳动缔造了这部传世好书，
还在今天用同样的热情和包容精神，为中
国出版人自己的图书品牌努力拼搏着。

因此，作为一名读者，我们由衷地感
谢上少社的传世好书，祝他们再接再厉，
多出精品，赢得更多读者，为新时代、新征
程，做出新的贡献。

《十万个为什么》：祖孙三代的倾情阅读
荣光友

读《童年拾趣》，突然想起鲁迅等著名
作家都有童趣，爱写儿戏。

鲁迅童年是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度
过的。百草园有许多花木虫鸟，还有“美
女蛇”的传说，夏天最好玩的有斑蝥——

“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
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冬天最好玩
的是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
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
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
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
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
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
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也许是在三味
书屋受到最为规矩的教育，鲁迅少年老
成，曾把放风筝看作是“没有出息孩子所
做的玩艺”，故对小兄弟严加管教，以致破
坏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待到
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
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
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
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自己的沉
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童趣常被践踏，儿戏多为残杀。据周
作人《苍蝇》记载：“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
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
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
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
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
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它捉来，

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
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
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
即是同一的用意。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
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
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
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
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
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
下，它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
思（Luklanos）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
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
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
了”。固然，苍蝇可恶，但是这样的儿戏也
太残酷了，也可见残杀弱小生灵的儿戏在
人类中是共通的。

汪曾祺小时候也曾虐待弱小生灵。
这里且引《夏天的昆虫》几段文字为证：

“叫蛐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
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我们小时候用蜘蛛网。选一
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
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
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
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玩蜻蜓有一
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
茎插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
尾草的穗子飞了”。他还曾写过一篇题
为《虐猫》的微型小说：一群孩子无学可
上，整天瞎玩，后来想出一种玩法：虐待
猫。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在猫尾巴上挂
上一串鞭炮，点着了，吓得猫没命地奔
跑。后来他们又找来四个西药瓶盖，翻过
来，放进万能胶，把猫的四只脚粘在瓶盖
子里，让猫难受地一走一滑。最后还把猫

从六楼扔下去，看它如何摔死。直到一天
他们又捉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拖，
准备拖上六楼再扔下去。刚走到他们所
住的楼下，看见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
是个“走资派”，从六楼上跳下来了……于
是，他们把猫放了。小孩结束了游戏，终
于在血腥的场景中复苏了善良的天性。
这是他们的自我觉醒，或是善良的人性最
后还是会回归的吧。

走笔至此，我又想到了丰子恺《护生
画集》，其中《沉溺》题词：“莫谓虫命微，沉
溺不可援，应知恻隐心，是为仁之端”。
《孟子·公孙丑上》有云：“恻隐之心，仁之
端也”。孟子认为，对人、对物的恻隐之
心，是仁的发端，人无恻隐之心，也就不如
禽兽了。然而，人一定耍等到成人之后，
尤其经历了许多世事以后，才有思想，才
会有真正的侧隐之心。因此，作为父母，
应当知道——“教训子女，宜在幼时；先入
为主，终身不移；长养慈心，勿伤物命；充
此一念，可为仁圣”。

诚然，儿戏出于天性，亦离不开儿童
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尤其所熟悉所认知
的事物。青梅竹马自然是儿戏，金屋藏
娇绝对不是童话！诚如韩非所言：“夫婴
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
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
以戏而不可食也”。随着城市化建设的
展开，这样的儿戏不要说在城镇，就是乡
村也不见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儿童
从三四岁进幼儿园就成天忙于上课、考
试，或是沉溺于电子游戏，根本没有抓蝴
蝶、逮蜻蜓、抓知了、逗斑蝥等等那些兴
趣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恐怕谁也说
不清楚了。 ■毛毛 摄影

童趣与儿戏
周游

时下的幸福含义有很多，出去游
玩、享用美食、K歌、聚会等林林总总
的幸福。而我的幸福，是陪伴学生在
书海里遨游，沐浴那一缕缕的书香，
一直乐此不疲的与学生一起在阅读
中成长。

尽管我是一名乡村希望小学的
教师，喜欢读书是源于物资匮乏的少
年时期，有书读是一种奢望。不能忘
记小时候班里一本优秀作文选，倍受
全班同学轮流的宠爱；而我都是放学
后带回家，在如豆的煤油灯光下，偷
偷的摘抄下来特别喜欢的一两篇作
文珍藏好，自己闲暇的时候翻阅品读
都是一件很享受的美事。

时下，每每凝望孩子在琳琅满
目的图书室里安静地读书时，我兴
奋、满足、激动，着实为现在的孩子
有书读而庆幸。我本学期接手的是
四年级语文课程，恰好是孩子们为
阅读打基础的重要阶段。我便一
步步引领他们用心与书交朋友。
让学生不要拘泥于书本条条框框的
知识，而是把眼光伸向更广阔的天
地。

看着孩子们在图书室里，或找
寻喜欢的书，或沉浸书中的故事情
节，抑或安静的用笔摘抄自己喜欢
的好词佳句。那专注的神情，忘我
的境界，我似乎感受到，书的魔力磁
铁般吸引住孩子幼小的心灵。也偶
有发现，极个别的学生随意的把书
翻来翻去，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我会走过去，陪学生一起阅读简短
的作文，一起交流文中的精彩妙
笔。渐渐的，他们也体会到阅读的
乐趣，并且我也发现很多学生在课
堂上积极举手发言，表达自如，写作
课上他们不再抓耳挠腮，搜肠刮肚
了。这些点点滴滴的进步，都与平
时的阅读密不可分。看到学生如饥
似渴的阅读，我也会捧读自己喜欢
的书，墨香的文字，字里行间都是生
命里的多彩与感动。

我喜欢陪伴学生们一起读书，拓
展了他们的知识面，开阔了他们的视
野，也更进一步让学生懂得做人、做
事的道理。欲培养学生勇敢、诚信、
好学的优良品格，他们都能从书中
的故事里潜移默化的学到，这些远
远胜于老师苦口婆心的说教。读书
不仅利于孩子的学习成长，而且教
师陪伴学生阅读，更有利于自身学
科素养的提升，也让我们的教育生
命变得灵活多样起来。在学校组织
的一系列师生活动中，无论是“国旗
下的讲话”，还是“家校交流会”，或
者“国学小达人”，或者“校园小作家
比赛”等等，都是我们班的学生代表
发言，或者站在领奖台上。我深知
每一项荣誉的背后，都是一页页、一
本本书助力学生成长的新高度。我
想起了著名诗人狄金森的一句话：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
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
人带向远方”。

每天打开一本本书，犹如欣赏一
个个奇幻无穷的生活万花筒。孩子
从书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一路快乐成
长。陪伴学生阅读是一种美好的境
界，细细品尝陪伴学生幸福阅读的况
味，妙哉妙哉。

陪伴学生阅读
的幸福

闫文松

周末，在家里收拾卫生，忽然看到了书桌抽屉最底层的两张卡
片，拿起一看，是济宁一家图书馆的借书卡。看到它，脑海里瞬间浮
现出图书馆大楼宏伟大气的模样，以及门口那个大大的“阅”字。

有多久没去图书馆了？至少是两年多了吧！这两年多里，我
没看书吗？可是我明明天天在阅读啊！只是我的阅读，离纸媒书
籍越来越远了，每天抱着手机不放，阅读各种电子书籍，那么多的
微信文章，收藏的那么多的公众号，都在等我打开看。除了工作
时间，我几乎是“机不离手”地阅读。

时间回到四年前，那是2014年的10月，济宁的那家图书馆
正式开馆运行。我们一家三口兴致勃勃地跑到图书馆，办了两张
借书卡，因为必须用身份证办理，当时女儿没有身份证，所以办了
两张。此后，每隔一周或两周，我最惬意的事就是带着女儿去图
书馆，借阅各自喜欢的书籍。我喜欢文学类的，女儿喜欢青春、动
漫类的小说故事，先生则喜欢财经、历史类的。女儿到了之后，先
翻看期刊杂志。记得她最喜欢的杂志是《意林》，翻阅完期刊杂志
后，再借回自己喜欢的书。我读完一本书还回去以后，先生再去
借阅他喜欢的书。这样的习惯，断断续续坚持了近两年的时间。

每当想起那段难忘的时光，女儿总说“受益匪浅”，说她的作
文之所以还不错，就是因为经常读书的结果。有时读到高兴处，
她还会与我讨论书中的内容，共同分享书中的喜怒哀乐，真是美
妙极了。

然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终端的兴起，碎片化、快餐化的浅阅
读逐渐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一天不是从刷
牙洗脸开始，而是从刷屏开始。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然后像皇帝
批阅奏章一样，浏览、点赞、收藏。随着微信的流行，我们所接收
的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高度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尤其是
女儿有了手机以后，去图书馆的时间就更少了，这两张借书卡也
就逐渐被冷落、遗忘了。

曾几何时，最喜欢的座右铭是“至乐莫如读书”，一书在手，我
们可以穿梭时空，尽情沐浴先贤智者思想的惠泽；我们可以遨游天
下，悠然领略种种极致的风景。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特别怀
念在图书馆里安静地看书、无忧地发呆的时光。对我个人来说，我
是排斥电子书的。我喜欢那种淡淡的油墨香，喜欢翻动纸张发出
的或清脆或轻柔的声响，喜欢那些意外的邂逅、相遇的惊喜。小小
的幸福和淡淡的忧伤，通过那些流淌于指尖的文字，与我倾心相
遇。更喜欢读完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合上的那种满足感、成就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低头族。我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手里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有多少人还在
常常使用它。

“当一本书没有人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他会枯
萎”。常常自诩喜爱读书，为什么却让那么多的书籍陷入孤独？蹉
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趁着春光正好，我应该把尘封已
久的借书卡重新启动，开启阅读模式，在书籍的海洋里尽情徜徉。

被遗忘的借书卡
杜祥梅

去年寒假里，上五年级的女儿已不愿
意跟着我去办公室里“混日子”，把她一个
人锁在家里我又不放心。正愁眉不展时，
领导说：“你上班的路上有家二十四小时
书店，里面的服务特别好。有一次我家里
来客人，我说去单位上住一晚，结果在书
店里半看半趴地呆了一晚上，一夜过得特
舒服。他们还有针对中小学生阅读、做作
业的小课桌，有专业的老师辅导呢！”

平日里很少逛书店，看什么书也都是
网上买。虽然每天上班下班的也知道那
书店，只是从来没有进去过。听领导这么
一宣传，倒是引起我的兴致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就领着女儿去书店
了。虽然时间早，书店里已是熙熙攘攘。
多是些中小学生，也有不少的成年人。环
顾整个书店，一排排靠墙的书架上，或按
出版社分区，或按文学、人文自然、工具
书、考试用书分类，还有畅销书，同一作家
的书，幼儿图画书。中小学生的书都按年
级分了区，既琳琅满目，又一目了然。

最让人留连忘返的，是阅读区和学生
们的小课桌，以及幼儿的娱乐区。偌大的
书店，这些区域竟占了百分之七八十，而且
从一张座椅、一盆鲜花，到一溜书桌、一处
隔断的屏风，都富丽堂皇，又温馨如家。

一排洁净如新的课桌前，已经坐了几
个人。女儿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掏
出作业和水杯，隔不远有一个跟女儿同年
级的女生，跟女儿打招呼，喊女儿一起去
看书，还跟我介绍起书店来。她说她一放
假就来这里了，这里的服务员阿姨可好
了，看她杯子里的水喝光了，还主动去柜
台边的饮水机，给她接来了温热适度的纯

净水。有一天她忘了带杯子，阿姨还用一
次性杯子接了水。过一会儿还有专门的
老师来，不会的题她都给讲呢！

听着小女孩淘淘不绝地讲，看着偌大
的阅读区和小课桌前并不买书的孩子们，
我想，书店开成这个样，服务自然是没说
的，只是会不会亏本呢？再说网上书店又
全又便宜，这实体的书店会不会开常呢？

坐在女儿的课桌前，我搭讪着和邻近
的一个服务员聊起来，我说你们的服务真
到位，只是这样的书店挣钱吗？服务员笑
容满面地说，我们经理说现在的实体书店
就是靠服务，人们喜欢书店的环境和氛
围，常来书店的总会买几本。我们书店的
营业额每月都是几十万，要不怎么能维持
呢？再说虽然现在的人们手机、电脑上能
读书，可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纸质的书
籍越来越受欢迎了。而且你看书店里的
气氛，在哪里能这样舒心地看书呢？

看看已到了上班的时间了，急忙给女
儿叮嘱了几句，转过身来向外走。服务员
做了个“请”的手势，对我和女儿说：“我们
的服务台有台免费的电话，是专门为在这
里学习、看书的中小学生服务的。您可以
记下电话号码来，只要说出学生的名字和
学校，我们就会帮您叫来孩子接电话。孩
子们要是有什么事，也可以免费给爸爸妈
妈打。”我一边连声说“谢谢”，一边自己在
心里想：连这样的细节都想得到，这书店
的服务真是到家了。

一个寒假里，女儿在书店里呆了将近
二十天。我每天家——书店——单位三
点一线地跑，竟过得充实而快乐。女儿更
是开心得很，有一次因回老家没去成，竟

还闷闷不乐地说：“唉，今天去不成书店了，
我还想把朱自清的那本散文集看完呢！”

寒假期间，书店里还举行了一次阅读
比赛和一次谈阅读感受的作文大赛，获奖
的学生还有奖励。女儿得了二等奖，作文
得了优秀奖，分别奖了精美的记事本和造
型别致的小书签，女儿欢喜得不得了。

有一次接女儿回家时，女儿一见我就
惊喜地说：“今天我见到阳光姐姐伍美珍
啦，我还自作主张地买了本她签名的《简
单地喜欢你》，妈妈，你不会生气吧？”

整个寒假期里，女儿不仅一字不落地
做完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又主动要求我给
她在书店里买了套语数外习题，还读完了
《朱自清散文集》《城南旧事》《爱丽丝漫游
奇境记》等几本她一直要看又没有时间看
的书。当然，陆陆续续的，我们还在书店
里买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哈利·波特》
（1—8）等近一千块钱的书，可我一点也
没心疼比网上买的多花了钱。因为开学
后不久，我看到女儿的阅读能力和作文水
平都明显提高了，而且对数学应用题的理
解，也比以前又快又准确。

全国高考山东卷的作文题目一出来，
我就第一时间打印了给她看，还鼓励她试
着写。女儿星期天下午用了一个多小时，
就写了一篇六百多字的“长”作文。平时
作文只要求四百字，有时读起来还觉得有
些话明显的是为了凑字数。哪曾想女儿
写的这篇高考卷，却洋洋洒洒的很生动，
不仅写了自己在书店里的快乐与收获，还
写了服务员阿姨们的辛勤与爱心。虽然
在高考卷里这篇作文也许只能勉强算及
格，可对于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这样生
动、不造作的“长”作文，看过的老师肯定
会给满分吧！

噢，忘了告诉您，这篇小学生写的高
考作文，女儿自己取的题目叫“书店里的
小课桌”。

书店里的小课桌
唐广申

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使人忙碌于琐事，而疏远了读书。而我
觉得，越是在忙碌的时候，能够摒除杂念，静下心来读书，越显得弥
足珍贵。因此，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听自己“录”的书。

在北京打工，每天都沉浸在忙碌的工作中，读书确实成了一
种奢望，直到有一位老师的教诲，才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有次
回家过年，我到曾经教过我的张老师家里玩，看到他坑上有一本
《隋唐演义》，书桌上放着电脑，我就好奇地问：“张老师，您家里也
能上网，还有时间经常读书吗？”他说：“是。”听他这样说，我就跟
他诉苦，因为忙于工作，我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他略微沉思一下，
然后对我说：“你可以挤时间来读书啊。”

我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因为我住在北京的郊区，每天早晨
五点就得起床往单位赶，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到了单位附
近吃点早餐，就差不多到上班的时间了。只要上班，哪里有时间
看书呢？而晚上下了班，除去做饭吃饭时间，时间也就所剩无几
了。他笑了，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张老师说：“读书极需要静心，也需要挤时间。青年毛泽东在
闹市里读书却不受干扰，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而陶源明‘结庐
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也是心静的事。”他说：“你上下班路上
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就是一个读书的好时间。”我委屈地说：

“在这三个小时里，要挤公交钻地铁，根本没有时间读书。”
张老师问：“你手机里有录音功能吗？”我说：“有啊，现在的手

机功能可齐全啦，即能听歌，又能听收音机，还能照相。”他笑了一
下说：“这就好办了，你可以在每天睡觉前，将你喜欢的书选一段，
用手机录下来，每天也不用多录，半小时就够，而这半个小时的日
积月累，就可以在地铁或公交上美美地听书啦。”

我为这个办法伸出了大姆指，这确实是一个读书的好办法。
再从老家回到打工的城市北京后，我的读书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每天睡觉前，哪怕是再苦再累再疲惫，我都会挤出些时间来
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录，让心灵全部沉浸在读书所带来的美妙感
觉中。有的时候，因为读不顺畅，我会立即关闭录音功能，然后找
感觉重新录，我非常希望听到更美的录音效果。

记得第一次录完时，我听着非常地别扭，经过几天的磨合，才
慢慢地适应了手机里自己的声音。想想，这种感觉也是蛮好的，而
这种感觉，往往也为第二天的公交或地铁上的听书，创造了条件。
而睡前阅读录书的好习惯，却又让我可以更快乐地进入梦乡。

通过挤时间读书，我的整个人都变了。睡前这段时间成为一
段美丽的时光，当自己投入进去的时候，感觉整个时空都静止了，
整个人也陶醉在忘我的书中世界里。等到第二天，在公交或地铁
里，用耳机来收听朗诵时，不但感觉念的还不错，还减缓了旅途的
疲惫。每每站在地铁里或坐在公交上，听着自己的朗诵时，我仿
佛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有花有草有树木，有河流有山脉还
有旭日东升，更有清新的空气，世界上所有的美好事物，也全部走
进我的心灵，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

再从书中世界走进生活，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了，不
再颓废也再不机械，有的是一份别样的激情，这或许就是静心读
书所带来的好处吧。

看着我的状态，同事们都说我变了，我也感觉自己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这就是读书带来的变化吧。 ■毛毛 摄影

听自己“录”的书
彝鑫

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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