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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大都有借书的
经历，从没借过书的人几
乎没有，这与人们所生活
的社会环境有关。

少年借书，多是同学
之间互借小人书开始
的。及长读的多是功课
书，称为教科书。课外借
书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和故事。后来走向社会
有了工作，除去图书馆借
阅，就是向朋友借。

那时薪水不多，囊中
羞涩，没有余钱买书，就是
攒下几个小钱，又能买得
几本呢？远不能满足对书
籍的渴望。更多的书需要
阅读，不是所有的书都值
得花钱去买的。当然，无
论是谁，也不可能把天下
的书都搬回家的。

借书，本是人与人之
间的正常交流，这种交流
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体
现的是友情，产生的是默
契和共识，增长了知识，
还降低了读书的成本。

读书人大多比较爱惜书籍，古时纸匮乏，书
贵重，有人得到一本好书，往往焚香沐浴，正襟
危坐，伏案阅读。也有的得到珍本，藏于秘室，
不轻易示人。当然，也有不懂爱惜、出手很重、
随翻乱扔、折角卷边的，要不多久，好端端的一
本书，竟变得污渍麻花，少皮无毛，惨不忍睹。

借书，亦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借书的
人与被借书的人，心理大不相同。两个好朋友
往往不会张口借书，你想，你张口了对方是借还
是不借？借，心不情愿，不借，伤了感情，得罪朋
友，所以鲜有张口；而不熟悉的两个人，也不会
相借的，因为两个交情不够，张不开口；只有那
似熟非熟似近非近的，才会张口，反正是借给就
借，不借给也无所谓，无大碍，交情不到嘛，也就
谈不上找难堪，伤感情。这种情况，往往事成。

在我不多的借书经历中，有一次是向一位
工程师朋友借了一本古典文学选本，我们是在
一次公务活动中结识的，说好半月归还。可书
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一朋友半路“截胡”。 也是
碍于面子，反复交待说是别人的书，要好生保
管，一周归还。回答“一定，一定！”可日子到
了，人是来了，书却没 了，被这伙计给弄丢了。
早知如此，说得天花乱坠也不会借给他的。

丢的这本书是早年出版的，书店早已脱
销。无奈之下，只得挑了两本名著，还不知人
家喜不喜欢，带上负荆请罪，送给了这位并没
有深交的工程师同志，将此事做个了结。

有那么一种人，见人不外，俗称“自来熟”，
肚里有点墨水，见书很亲，不管是谁的，看上一
定要设法拿去。他可不管是姓公，还是姓私。
你看得，我为啥就看不得？既然有窃书不算偷
之理论，那么 借总比偷强得多吧？无论谁的，
看中就借，我是客气，多么温文尔雅。借了却
不还，如果追索，他会不屑地说：看你小气的，
不就一本破书吗？有啥金贵的！ 我就摊上过
这样的主，拿去后，再不提还。

亲戚曾送我一套竖版《红楼梦》，我很爱
惜。一位朋友借去，好久才还回。问咋恁长时
间？回答又被某某某拿去，再被某某某抢去。
还回的书，早已是面目全非，好端端的新书伤
痕累累，真是有苦难言。

还有更糟糕的，一亲戚造访，一下搬走了
一大摞 20 本，一 年多后还回来不到一半，这
一半还有多处破损，只能干生气，说什么好
呢。如此模样，你还还嘛！我有洁癖。

此后，对于借出的书，我一般不再要求还回，
除非很重要的书。干脆，送你得啦！还显得大
方，落得个人情。教训多了，就成了经验。为了
自己的图书不被洗劫，通常主动多去朋友家中拜
访，还显得多么谦逊，并赢得口碑。当然，看到实
在中意的图书，就不客气，也会顺手借来。

时下，似乎已不大兴串门。少有串门的
人，自然书被借出的就少。也就减少了因借书
而带来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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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小荞在北京待了七天之后，从北京返回县
城，再从县城返回村里，已经是傍晚了。驻村的
张书记和李文书在村口等小荞下车。小荞四周
张望，怎么没看见奶奶呢？李文书和张书记陪
着小荞往村里走，谁也没说话，小荞有些疑惑，
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李文书拍着小荞的肩膀
说：小荞，我给你说个事，你奶奶得病了。

小荞愣了愣：我去北京之前，我奶奶感冒
了。

李文书说：你去北京之后，你奶奶感冒加
重，咳嗽、吐血，后来发烧昏迷了。

小荞愣怔着张大了嘴巴，怎么会这样呢？
我走之前，奶奶告诉我感冒好了啊。

李文书说：后来我们把你奶奶拉到县人民
医院检查，你奶奶得了很严重的病。

小荞带着哭声问：什么病？
李文书低声说：小荞，我们觉得不能瞒你，

要让你学会面对现实，你奶奶得了肺癌，还是晚
期。

小荞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荞哭着说：我
奶奶现在哪里？

张书记说：你奶奶查出肺癌晚期以后，执意
不再住院治疗，昨天下午从医院回来了。

李文书叹气说：你奶奶说，她是咱村里土地
里的一棵草，生死都要在村里，我们拗不过她，
只得给她拿了药，回来在家治疗了。

小荞点着头哭，她觉得整个脑袋乱糟糟的，
好像有一锅开水在沸腾。小荞弯腰对张书记和
李文书鞠了一个躬，便朝家门口奔过去。张书
记和李文书在后面追着小荞走。

小荞推开大门便喊：奶奶，奶奶，我回来了
啊，奶奶。

几个人影从屋里晃出来，小荞看清了，他们
是邻居张婶和小丽嫂，还有瓜秧的爷爷老宋。
他们看清是小荞回来了，便齐声说：小荞，你可
回来了，你奶奶在屋里等你呢。

小荞奔进屋里，径直朝奶奶的卧室奔进
去。卧室里没开灯，奶奶躺在床上，缩在被子
里，花白的头发在黑影里显得很刺眼。小荞低
声喊了一句奶奶，便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
来。

张婶和小丽嫂跟进来，小丽嫂搂住小荞，悄
声说：先别喊了，你奶奶吃完药，刚睡着呢。

小荞从小丽嫂的怀里挣脱出来，蹑脚走到
床前，仔细看奶奶的脸。奶奶瘦了，她似乎睡得
很香，小荞伸手在奶奶额头上摸了摸。奶奶的
额头温热，层叠的皱纹很硬，硌得小荞心疼。

小荞被张婶和小丽嫂劝出卧室。小荞靠在
屋门的门框上，低声哭着说：我想吃奶奶擀的面
条了。

张婶说：等你奶奶的病好了，她会给你擀面
条的。

小荞一直没合眼，她伏身趴在奶奶的床前，
等着奶奶醒过来。她把水杯端到床头，想等奶
奶醒过来给她喝水，可是奶奶却一夜没睁眼。
小荞看着奶奶的病容，心疼得哆嗦不止，奶奶忙
了一辈子了，从来没有睡过这么甜美的觉啊。

小荞不知道，奶奶睡得这么踏实，是因为药
物的作用，奶奶只有睡着了，才感觉不到病魔折
磨的痛苦。

小荞盯着奶奶熟睡的模样，她想，她应该问
问医生，奶奶的病需要输血吗？我有啊。奶奶
的病需要置换器官吗？我有啊。奶奶的病肯定
需要花钱啊，那么我就去挣钱。

我的命就是奶奶给的啊。奶奶把她所有的
一切都给了我，我有的，全是奶奶给的啊。奶奶
需要的，我全都给啊。

小荞就这么翻来覆去地胡乱想着，恍惚里
听到窗外有公鸡啼鸣的声音，高一声，低一声，
此起彼伏，像是最舒服的催眠曲，小荞摇晃着
头，终究还是睡着了。

十八

小荞以为，奶奶会在第二天一早醒过来。
可是，第二天早上，小荞睁开眼，看到奶奶还是
熟睡的样子，她的脸庞变得红通通的，像是被火
烤过一样。小荞摸了摸奶奶的额头，烫得小荞
心里生疼。小荞不明白，奶奶的身子怎么变得

这么烫了呢。
奶奶的胸膛起伏着，半张着嘴巴，呼出的气

也是滚热的，扑在小荞脸上，像火苗一样炙人。
小荞喊奶奶，奶奶不应声，小荞哭着喊：奶奶，你
醒醒啊，奶奶，我从北京回来了。

奶奶的胸膛起伏得越来越厉害，她好像要
把一口憋在胸膛里的气给吐出来。小荞抚摸了
一会儿奶奶的胸膛，她看到奶奶的嘴唇干得快
要裂出血丝。小荞转身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在
她扶着奶奶的头，想让奶奶抬头喝一口水的时
候，奶奶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几下，小荞以为奶
奶要醒了呢。她喊奶奶：奶奶你喝点水。

可是奶奶的头朝小荞的怀里探了探，呜的
一声干呕，一股红色的液体从奶奶嘴巴里喷了
出来，溅在了小荞的手掌上。

奶奶吐完一口血，又长吐了一口气，接着她
的胸膛又起伏了几下，又吐出了一口血。

奶奶的血溅在了被子上，涂满了奶奶的嘴
巴和脖子。

小荞慌忙摸起枕边的毛巾和卫生纸给奶奶
擦血，她擦着擦着，才呜呜地哭了出来。

小荞哭着奔向屋门口，朝院子外边喊：快来
救救我奶奶啊……

小荞的哭喊声很响，旋风一样在院子里打
了个转儿，小荞的哭喊声全村人都听到了，可是
她的哭喊却没把奶奶喊醒过来。

张书记和李文书叫来了城里医院的救护
车。

奶奶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三天，最终还是
咽气了。

奶奶咽气的时候，微公益协会的好心人来
了十几个，他们帮着村委会的人处理了奶奶的
后事。小荞像个木头人一样，眼神直勾勾的，也
不说话。小荞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她的嗓子也
哭哑了。

邻居们抱着小荞说：小荞，你奶奶走得没受
罪，她想走就走吧。你奶奶走了，还有我们呢。

微公益协会的人也说：小荞，相信我们，你
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好心人在帮
你。

小荞缩着肩膀不说话。微公益协会的孙建
涛会长对小荞说：你去北京的时候，你奶奶给我
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她给我提出一个请求，说

她死了之后，能不能让小荞去城里的学校读书。
小荞瞪大眼睛看着孙会长。
孙会长说：你奶奶说，这是她最后的愿望，

让小荞去城里的学校读书。孙会长说着，叹了
口气，自言自语似的又说：我们会想办法的，无
论再难，我们也要完成你奶奶生前的愿望。

奶奶的骨灰埋在了村南的树林里。她的坟
头和小荞爸爸的坟头紧挨着。爸爸的坟头上长
满了草，奶奶的坟头上是新鲜的土。宋爷爷从
小荞爸爸的坟头上薅了几把干枯的草，撒在奶
奶的坟头上。

宋爷爷拍打着手掌说：坟头上的草就是人
的头发，等开春以后，你奶奶就长出头发来了。

宋爷爷这么一说，小荞的眼泪又掉下来
了。小荞想起埋葬瓜秧的时候，宋爷爷给瓜秧
的坟前栽了一棵白杨树。小荞想，我也要给奶
奶的坟前栽上一棵树，那样奶奶就不怕风吹雨
打了。

小荞问宋爷爷：我想在我奶奶坟前栽上一
棵白杨树，可以吗？

宋爷爷仰脸望了望头顶上茂密的树冠说：
树林里有这么多树了，你再栽也长不成个头。
宋爷爷顿了顿又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喜欢月
季花，你到春天的时候，给她坟前栽上几棵月季
花吧。

小荞怔怔地想了想，她想起奶奶栽在院子
里的月季花。那些月季花盛开的时候，红通通
的，真像奶奶笑着的模样啊。

埋葬完奶奶的骨灰，小荞和村里的邻居们
回到家里，婶子大娘们帮小荞收拾奶奶的遗
物。她们默不作声地把奶奶穿过的衣服，用过
的梳子和镜子，还有她的手电筒和收音机，都包
裹在一个包袱里。

小丽嫂从奶奶的棉袄里掏出来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的什么呢？众人也都围过来看，纸条
上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小丽嫂看了看，忽
然惊叫起来：这个手机号，怎么看着像是小荞妈
妈之前用过的呢。

小丽嫂这么一说，众人也都说是的呢。便
有人怂恿拨打这个手机号试试。小丽嫂说：我
拨打试试吧。

小丽嫂掏出手机，摁完了纸条上的手机号，
拨打出去的时候，众人都屏住了呼吸。过了几
秒的时间，手机里语音提示：对不起，您拨打的
电话是空号。

小丽嫂摁下手机，叹了口气，对小荞说：小
荞，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我给你烙饼吃。

小丽嫂话音未落，众人也抢着对小荞说：小
荞，明天去俺家吃饭，你想吃什么俺给你做。

小荞，以后去俺家吃饭吧，俺吃什么，你就
跟着吃什么，保证你吃得胖胖的。

小荞仰脸看着村里的大娘婶子嫂子们，她
使劲点了点头，忍着眼里的泪水说：谢谢。

十九

忙完奶奶的丧事之后，小荞用铅笔刀在墙上
刻了一句话：小荞，你长大了。这几个字小荞刻得
很用力，字体歪斜着，像是奶奶蹒跚走路的样子。

那个冬天，小荞吃遍了全村人家的饭。她
是挨家挨户吃的，每去一户人家吃饭，小荞都会
给那些婶婶大娘们鞠躬，默默地帮忙洗菜做饭，
吃完饭帮忙洗碗收拾餐具。

婶婶大娘们都说：小荞，你要吃饱啊。
小荞说：我吃饱了。
婶婶大娘们说：小荞，不用你帮忙做家务，

你吃完饭去学习就好了。
小荞说：没事的，我喜欢做家务呢。
有一次，小荞在一位姓王的婶子家里吃了

土豆炖排骨。婶子一个劲地往小荞碗里夹菜，

劝小荞多吃。小荞吃到第二块排骨的时候，想
起老槐树底下的蚂蚁，便把吃完的排骨骨头放
在桌上，用纸巾包了起来。婶子很奇怪，问小
荞：你包骨头干什么？

小荞不好意思地说：我答应过老槐树底下
的蚂蚁们，再吃肉的时候，把骨头给它们吃。

婶子说：傻孩子，这么冷的天，蚂蚁早就躲
在地下不出来了。

小荞愣了愣，她想去老槐树底下看看才放
心。万一蚂蚁在等着我拿骨头给它们吃呢。

吃过饭后，小荞帮婶子收拾完家务，拿着那
块骨头去了村街中央的老槐树底下。她围着树
根转了两圈，没看见一只蚂蚁。她对着地喊：蚂
蚁，出来吃骨头啊。

小荞喊了好几遍，还是没看到一只蚂蚁。
小荞很失望，捏着骨头在槐树底下愣了老大会
儿。她忽然想起，她该去奶奶和爸爸的坟头上
说说话，告诉奶奶和爸爸，她现在很好，吃得饱，
穿得暖，让奶奶和爸爸放心。

小荞这么想着，捏着那根骨头朝村外的田
野里走。天快黑了，寒风从耳边呜呜刮过。小
荞走到村外的大桥边，正要转弯朝奶奶坟地的
方向走，忽然看见几个人影从西边歪斜着走过
来。小荞看不清他们的模样，他们歪斜着走近
了小荞，小荞才看清，这几个人是村里外出打工
的邻居。他们背着沉重的包袱，喘着粗气，脸上
汗津津的。小荞知道，快要过年了，外出打工的
人都开始回家了。小荞朝其中一个脸色糙黑的
男子喊了一声二伯，那个被叫二伯的男子摘掉
卡在额头上的帽子，擦着眼皮看小荞。

小荞说：二伯，我是小荞啊。
二伯怔了怔，便冲小荞笑起来，他咧开的嘴

巴很大，满嘴的牙齿都露了出来。
二伯说：小荞啊，两年不见，你长这么高了。
小荞没吱声。二伯点点头，像是想起来什

么似的，又喊了小荞一声。他弯腰把背上的包
袱放在地上，边说边拉开包袱的拉锁，从里边掏
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说：小荞，看见你我就想起
来啦，喏，这是你妈妈托我捎给你的文具盒。

小荞浑身一颤，她被突如其来的“妈妈”这
两个字给打了一下。小荞说：我妈妈？我妈妈
给我的？

二伯说：是啊，我在青岛见过你妈妈，她在
一个鞋厂里做工，等忙完了就回来看你。

小荞的嘴巴哆嗦着，她喊了一声妈妈。
小荞忍住眼里滚动的泪水，对二伯说：谢谢

您，二伯，您要是再见到我妈妈，告诉她小荞活
得很好，小荞已经长大了。

二伯又咧开嘴笑：嗯呐，小荞长大了，你看
她说话的样子，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姑娘啦。

二伯和其他几个叔伯们对小荞说了几句
话，便背着包袱朝村里走。小荞也转身朝奶奶
的坟地里走，她刚走了几步，忽然听见一串鞭炮
声从村里炸响了。小荞被震得哆嗦了一下，终
于哇的一声哭了。

小荞仰天哭着喊了一声：妈妈！
小荞哭着喊：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啦。
小荞不明白，妈妈当初为什么要狠心离开

她，现在却又托人给她送来了文具盒。小荞绷
着嘴朝奶奶的坟地里走，她告诉自己，从此以
后，不要再掉一滴泪。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她
想，她应该去告诉奶奶和爸爸，妈妈还活着呢，
她过得也很好。

小荞过了一个热闹的春节，自己从来没这
么开心过，过年的那几天，小荞成了全村最受欢
迎的人。她吃了最好的饭菜，穿上了漂亮的衣
服，在外打工的乡亲们给了小荞很多很多礼
物。小荞吃着热腾腾的水饺，仰脸看着满天绽
放的烟花，她出神地盯着天空中此起彼伏的烟
花，忽然觉得天空像极了浩瀚的大海，那些闪现
的烟花就像海水里游弋的鱼儿，时隐时现，又活
灵活现。

小荞想起她在邻居家的电视里看过一个很
美的动画片，是关于一个叫椿的女孩子爱上了
一条大鱼的故事，那个动画片里有一段话，小荞
听着听着就掉泪了。椿看着装着大鱼的鱼缸，
欢快地说了一段话：我希望你能长大，长得比玻
璃缸还大，比桌子还大，比镜子还大，比床还大，
整个屋子都装不下你。 （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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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孩
柏祥伟

连载

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想必这个问题你已经
在内心思考了很多遍，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什么
答案。“年轻女子会看见生命的悲苦，年轻男子
会看见生命的无常”，它或许会带给你一个答
案，这本书叫《活着》，作者是余华。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活的没有别人
好，在面对生活的艰难与困顿，无情与残忍之
后，你会选择去做些什么，是逃避还是面对，你
觉的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有疑惑，这
本书值得你去看一看。

富贵，民国时期地主家的一位少爷，有着年
轻人的特质，喜欢自由，讲求个性，不受拘束。
但他嗜赌成性，不听父亲与妻子的多次劝告，最
终落得将家产败尽的结果，生生的将自己的父
亲气死。富贵一家成为佃农，又遇母亲生病，富
贵不得不到处为母亲投医问诊。可偏偏在投医

的路上，又被国民党抓去，后来被解放军发现，
放他回了家，结果回到家中母亲已经病逝了。
妻子独自将一对儿女拉扯大，女儿在一次意外
中变成哑巴，儿子暂且活泼机灵，本以为这次是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悲惨的生活才刚刚
开始。他身边的亲人后来一个个死去，这一切
就像被安排好的一个巨大的诅咒。最后，富贵
只和一头也叫做富贵的老牛在一起为伴。小说
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
着》的小说里一一死去。

看完这本书，背后不禁打一寒颤，余华安排
的这一切，他该是多残忍又冷酷的作者呀。他
让我们目睹了富贵从一位富家少爷，沦落到一
败涂地，继而又假惺惺的给我们美好的希望。
富贵的儿子得到长跑第一名，富贵的女儿也出
嫁怀了孩子，其实这可以是一个美满幸福的结
局。某些时刻有的温情脉脉，有的简陋的欢乐，
然而我们以为噩梦不再缠着他们的时候，余华
丝毫没有犹豫，他冷酷的将自己的角色迅速用
各种方式死去，毫无征兆。

看到富贵的一生，我发现自己对富贵的心
疼，不是因为富贵一生的遭遇，而是那种面对
命运的无可奈何，痛的是他丝毫没有抗争过，

唯一的愤怒似乎只有对春生的咆哮，他所有的
力量都用来承受苦难，流尽眼泪，继续蹒跚前
行。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他的力量不是来源于叫喊，也不是来源于进攻，
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
现实给予我们的苦难与幸福、无聊与平庸。所
以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富贵在死亡的伴随
下活着，诉说苦难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
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

你终于会明白，无论现实我们经历了是措
手不及的幸福和喜悦，或者是无可告人的艰
辛和苦难，只要继续活着，它们大多数细节和
感受都将被我们的时间一一遗忘，只留下苍
白的结果，那个结果对事实，我们毫发无伤，
告诉我们谁还在不堪着大考的煎熬、不堪着
失恋的痛苦或者不堪着某个回忆的鲜血淋
淋。

大悲无泪，痛到极致也就对生活漠然了
吧，像是习以为常。人总是极致的，要么被击
打得目中无光，被时间推着往前走，要么打击
之后越挫越勇。生活不及我们之所料，小说
还是小说，生活还是生活，但生活更真实。

“人为什么要活着”？后来想到活着也就算
了，但是人为什么要幸福呢？活着真是个好大
的命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多么显而易见的事
情，“你就是活着啊！好像没什么可讨论的”。
可是谁说活着就一定想活呢，活着真是天底下
最不讲道理的一种状态，因为无从选择，不知怎
么就开始了，却又无法结束。

我想起了一首诗，可以回答这个提问，“或
许有一天容颜不再/却可以凭借过往中的只言
片语/流出欢笑的泪水/或许有一天/我的他走
了/我爱的他也走了/却会因为我曾经的感悟/将
心底的爱继续灼烧/或许有一天/一切都落寞了/
但也可以像黛玉一样/焚一香炉火/带走所有的
过往/陪着来生不再寂寞”。

活着就是一种勇气，当今我们被红色旋律
所萦绕，生在红旗下，长在新时代，老一辈革命
者为我们铺平了胜利的道路，没有了恶劣的外
界环境带给我们灾难，更应该值得我们去珍惜，
去感恩，去传承。好好活着，活出精彩。

《活着》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毛毛摄影

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张颖

心织笔耕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可见，古人对读书情有独钟。自有人类
文明史以来，就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对前人经
验的学习借鉴。读书是对前人知识、经验、智
慧的传承与创新。读书不仅能够获取知识、增
长智慧，而且能够陶冶情操、涵养胸襟，是人生
修养的关键。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夜读、
孙康映雪读书、孙敬悬梁苦读……溯往思今，
无不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事有所成，必是学
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

而今，读书似乎成为了一件难得的事。有
人忙于事务和应酬，无暇读书；有人以为读书
无用，放弃读书。在信息裂变、知识爆炸的时
代，不读书、不学习，就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环
境，必然掉队落伍。

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很多，上网、看电
视、听广播等等，但快捷之中的阅读也因此由深
变浅、由精变粗，悠闲成了肤浅的借口，富足成
了懈怠的理由。如果阅读不再是获得知识、修
养、陶治和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精神境界，我
们面临与追寻的幸福，还剩下何等的内涵？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书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是文化交
流与友善往来的桥梁。读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
让求知的人从中获知，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正是关乎民
族复兴、社会和谐乃至人类进步的大事。一个
人不但要以阅读提升道德修养，还要以阅读掌
握履行职责必备的知识以及各种理论、技能，
让自己成为行家里手。书香致远，何乐不为。

书香致远
鲁庸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