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出自明代
董其昌的《画禅室随
笔·卷二》画诀：“画
家六法，一气韵生
动。气韵不可学，此
生而知之，自有天
授，然亦有学得处。
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胸中脱去尘浊，
自然丘壑内营，立成
鄄鄂。”

这些话是说要
多读书，积累丰厚的
理论知识，也要积极
参与实践，在实践中
丰富阅历、增长见
识，甚而将理论结合
实际，学以致用。

司马迁20岁开
始游历天下，访老
者、探古事，考察各
地名胜古迹及风俗
民情，获得了大量典
籍 中 所 没 有 的 史

料。而在游历之前，年幼即读书写字，10岁
已能诵习《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
但仅读书还不够，故而游历。

只读，会让思想和见识停留在纸上，缺
少真实的体验和切身的感悟；但若不读或读
书甚少，行万里路也会一场懵懂。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只为后半
句作注脚，前半句就成了陪衬。行万里路不
难，只需“想走就走”，而一字、一句、一页啃
读万卷之书，就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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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寄语
蒙建华

龙腾蛇舞竞呈祥，律转梅舒兴未央。
送故飞觞风月美，迎新试笔水云香。
千般梦想开今日，万丈诗情向远方。
我辈何须愁暮雪，神州正酿好春光。

元 旦
张成吉

腊尽春回岁欲新，梅花傲雪笑迎晨。
千家爆竹声盈耳，万户灯笼彩映身。
龙跃携祥辞旧历，蛇来送福启良辰。
举杯共祝升平世，瑞满寰区四海人。

元旦节抒怀
杨先进

辞旧迎新又一年，梅香弄影唤春天。
家家结彩欢歌唱，处处张灯喜讯传。
九域同圆强国梦，万民共谱复兴篇。
欣逢盛世千杯酒，踏浪披风勇向前。

元旦抒怀
黄希庆

行瞻倦鹊憩烟杪，又见鸣鸿过九霄。
向暖黄鹂喧晓树，知时白雪入春潮。

诗坛笔友齐相聚，花径寒梅独应邀。
倾吐情怀唯此际，讴吟华夏在今朝。

庆元旦(通韵)
姬广良

光阴荏苒乐怡然，结彩张灯美地天。
金笔高擎飞玉蕊，银笺轻铺绽青莲。
祥云紫雾福禔蕴，疏影清香春暮寒。
齐唱和谐音同振，欢声笑语润心田。

元旦抒怀
王兴龙

东风扑面瑞元开，芳溢红梅秀绮才。
龙啸才随佳讯去，蛇灵又踏雅歌来。
啾啾金鹊绕松笔，霭霭青云起砚台。
楼阁夜光盈腊月，再容烟火闹春腮。

元旦抒怀
史月华

元旦启新程，铺笺万绪生。
回眸风雨远，把盏利名轻。
雪舞山川秀，春来草木荣。
蓝田欣种玉，四季乐躬耕。

新年抒怀
李传生

临风冻柳俏争春，驿路红阳顿有神。

诗酒流香能脱俗，时光抱影不沾尘。
举杯倚树寻梅客，得句飞花踏雪人。
驻足灯前怀昨日，谁堪岁暮又逢新。

元旦寄语（通韵）
王秀梅

开节启令化苍民，帝舜祭尧元旦新。
年律崔梅花放早，巽风饮雪影凝深。
吟哦词赋歌盛世，彩绘山河颂富春。
数九谁言无胜志，明朝瑞气又恩临。

元旦抒怀
张君萍

时序更行喜气阗，佳肴美酒醉婵娟。
红梅意暖携春使，瑞雪情浓润旧年。
昨日欢歌摇四海，今朝笑语动青天。
蓝图新道描摹就，万丈凌云怒响鞭。

元旦抒怀
王相雷

驹光过隙又逢年，回首征程意怅然。
旧业无成空抱憾，新功待建漫铺笺。
曾因俗务疏亲友，也为浮名累瘦肩。
但盼春来祥瑞绕，心帆高挂向云边。

庆元旦
王印水

心悦金龙刚止步，银蛇如约趁风来。

咏梅韵律添阡陌，谱雪音符唱九垓。
遍嗅城乡多腊味，尽瞻市井少尘埃。
新年际会同希冀，幸福红花别样开。

致元旦
李文生

一元复始瑞光融，旧岁渐离思未穷。
万户千家齐贺岁，欢声笑语满寰中。

甲辰岁末抒怀
赵志勇

岁去人空老，暗香涓自流。
今朝非昨梦，笙管唱渔舟。

新年抒（新韵）
张景生

楼阁窗外雪花舞，玉苑寒梅万朵开。
涤尽尘埃春夏去，喜迎新岁瑞年来。

永遇乐·元旦寄思
陶成桥

岁序轮更，星移斗转，新元初度。瑞霭盈
庭，华灯耀户，腊尽春将驻。琼花漫舞，寒梅
吐艳，佳景醉人心府。倚轩窗、凝眸远望，山
川尽披霞雾。 流年似水，往事如梦，多少
情怀难诉。壮志犹存，雄心未改，奋笔书宏
赋。风调雨顺，民安国泰，伟业千秋牢固。待

明朝、龙腾沧海，凤翔吉路。

洞仙歌·迎新春抒怀
张义凤

暮冬将尽，是龙年终岸。一缕西风指间散。展
清眉，转瞬岁月流光，瞻明月，寂寞无声轻叹。 依
稀回梦里，寂寞无声，四处萧条叶零乱。自语问浮
生、此又何年。皆不答、吾心缱绻。但屈指、古稀染
银霜，不服老、期年久长生焕。

满江红·元旦赞济宁
金 海

瑞彩盈空，新元至、欢歌未歇。看济宁、古河汤
韵，圣城罗列。孔孟遗风千代继，运河帆影千秋越。
岁华更、盛景醉双眸，情浓烈。 江山秀，邦基阔。
宏图展，雄心勃。赞中华崛起，富强如铁。伟业千秋
书壮志，豪情万丈翻新页。待明朝、再铸伟勋功，同
辉月。

有几年没去新华书店买书了。
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我看过的和没来得

及看的书，当然，工具书占了一定比重。这个
不是看的，是供我查阅的。最老的那本，是父
亲1982年给买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本、
1982年5月北京第36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
典》。这是除了小人书以外，父亲给我买的唯
一一本“有用的书”。

1991年县城发大水，这本词典躲在办公楼
上幸免于难。它跟着我南来北往，立下汗马功
劳。从一身新装，到加上保护皮，再从保护皮
剥落出原封面，三十多年，它就这样无怨无悔
地陪伴我，让我爱不释手，让我如虎添翼。

儿子很识货，“老爸，您这本词典很有价
值，送给我吧。”我只能忍痛割爱。他上高中那
几年住校，很多书搬来搬去，有的搬着搬着就
搬丢了，但这本书他却保存完好。我为儿子的
细心而欣慰，我知道，他不仅喜欢这本词典，更
喜欢一种接续，一种传承。

我从儿子的卧室里，又见到这本面露沧桑
的词典。小心翻看后正要合上它，却发现儿子
在扉页上写的一句话：“翻烂它之日就是成功
之时。”这小子，真以为考上大学了，就成功了。

儿子，真正成功的路还远着呢。要不，古
人不白说了那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了
吗？我小心地把词典放回书架上，心中生起一
股热切的希望。我希望儿子真正领悟学习的
意义，更希望他真正解读“成功”的内涵。

记得祖父在世的最后一年，边爱怜地抚摸
着我那些并不多也不算厚重的书，边不无期待
地说：“好好念书吧，以后兴许也能写本书出

来。”祖父认识一些字，也崇拜读书人。他节衣
缩食，把父亲培养成一名公办教师。祖父希望
子孙成为读书的人，有用的人，他老人家现在
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阅读，我创作，1999年和2004年先后出
版了3本不算厚重的书，两本诗集，一本散文
集。创作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只有不断汲取
力量，感悟人生，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我把
自己这3本书放在书架上，经常翻看，总结得
失，鞭策自己。

这几年没去新华书店，是因为看书的时间
越来越少，能安静地去读一本书越发显得不
易；现在网购的书，不仅可选择性强，而且价格
也优惠。当然，我只在固定的网上买，质量还
不错。每次邮购，都精挑细选。买完后，叮嘱
单位的收发员帮着查收。

我不崇拜名人，但名家作品的分量肯定很
重，值得花些时间好好读一读。我也不迷信书
本，真正的知识需要奋斗中的认知、感受和探索。

买来的书，也有漏读的。1997年底，在武
汉买了一套李尔重的长篇巨著《新战争与和
平》，书中再现了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到“八一
五”的抗日斗争场景。整部著作12本，总字数

达500多万字。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去读。

儿子10岁那年，在和我讨论抗战期间的经典
战役时，说得头头是道，有的比我了解得还全
面。我惊诧之余问他，怎么掌握到这么多知
识。这小子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是家里这套
《新战争与和平》。

原来，儿子在放寒暑假时偷偷翻看了它。
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两个假期下来他居然全
部看完了。我很吃惊，也很惭愧。儿子能看
完，自己为什么就没去看？书真的就“非借不
能读”吗？

鲁迅先生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
意挤总还是有的。没有时间读书，各种理由都
很苍白，只有一种原因是成立的，那就是惰性
在作怪。

多年前，曾借出差时，买了一小块上好的
石头，刻了枚藏书章，回来后就急不可耐地往
所有图书的扉页上盖。就是这一盖，改变了自
己读书的心境和方式，也不知不觉地给懒惰找
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藏书。注意了
藏书的形式，却忽视了藏书的实质意义。

书须读后才能藏，只藏不读有什么价值
呢？

网络时代，传统的阅读方式被改变了，电
子书肆意横流，网上阅读似乎成了休闲消遣的
时尚。那种手捧一本纸质书，郑重其事的阅读
方式，似乎渐行渐远。

我想好了，闲暇时还要到新华书店去转
转，还要时不时地买上几本可读之书。新华书
店，还安好如初吗？

书须读后才能藏
朱明东

打小，我对报纸没
什么概念。上到小学四
五年级了，父亲回家，手
里攒了几张旧报纸。那
时父亲是大队一名代
销员，他的代销店就订
阅了一份《人民日报》。

父亲是不识什么
字的，每年冬天在大队
扫盲班上学，成了一个
有点文化的人。大队
成立代销点，父亲就上
任了。不知父亲看没
看那些报纸，我做完作
业，一时好奇，竟然喜
欢上了。

看完标题，看图
片；看完新闻，再看副
刊。凡是报纸上有的，
我都一点儿不落。那
时报纸4个版面，也没
有广告。

我长大了，成了一
名中学语文老师，可以
看的报纸一下子有七
八十种。不仅有《人民日报》，还有一些专业报
纸。上完课，我会第一时间来到阅览室。时间
宽裕了，就一篇一篇读；时间紧了，就走马观花
浏览一下。

记得《新华日报》有个《新潮》副刊，文章很
有生活气息，读着读着，生活中的点滴会不自
觉地出现在眼前。一次上课，我在黑板上写错
一个字，有个学生发现了。我没有为自己辩
护，而是虚心接受，对那个学生提出了表扬。

没想到，当我的表扬一落地，立马响起热
烈的掌声。我很有感触，就把那件事写下来，
塞在信封里，贴足邮票寄给了《新潮》副刊。

一天，我又去阅览室看报纸，翻到《新华日
报》，一篇《纠正一个错字》的文章赫然出现在
眼前。这不就是我寄出去的文章吗？我激动
得心都要跳出胸膛，捧着那张《新华日报》，看
了一遍又一遍。

常去读报纸，有时还不尽兴呢，就“当当
当”上课了。我对阅览室的老师说：“我能带回
教室或者我的办公室吗？”阅览室里的老师知
道我爱看报纸，同意了。

有时看到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写得特别好，
爱不释手，很想把那张报纸变成自己的财产，
我就把那篇好文章一字一字抄在一个笔记本
上。白天没有抄完，晚自习我就带进教室里
抄。

下课了，学生发现我抄报纸，很不理解。
我告诉他们，抄是最好的一种记忆。因为一些
文章被我抄下来了，闭上眼睛都能大体说出
来，对于提高写作水平也大有益处。

智能手机走进了寻常人家，我先后换了4
部，而每一部除了接打电话，更多的是用来码
字和投稿。现在，刷手机已经成了消磨时间的
手段，我很少刷。一篇文章码完了，存档，立马
丢下手机，去看报纸。

以前的阅览室，看报纸的老师不止我一
人，如今呢？“门前冷落鞍马稀”。一次，我从阅
览室出来，一个老师问：“去哪里了？”我随口
答：“在阅览室看报纸。”那老师不屑一顾说：

“都啥年代了。”
其实，爱看报纸的人不止我一个。梁实秋

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一年之内有过因为看
报，而烧黑了三个煮菜锅的记录。这是我对于
报纸的功能之最高的称颂。报纸能令人忘记
锅里煮着东西。”

我做不到梁实秋看报纸的那种忘我，可
是，拿到手里的报纸不认认真真读完，就跟少
了什么似的，心里不踏实。再说了，人不读报
或者不读书，也如古人说的那样“语言无味”和

“面目可憎”。
我只要出门在外，兜里或者包里常装着刚

买的几张报纸。 ■粤梅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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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读了66本书。既有小说，也有
古典诗词、人物传记等书本。既感到十分幸
福，又有几分自得。

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读了这么多。66本
书，数量上不算宏观，但对于既忙于工作又忙
于家庭的我来说，已经算是亮眼的成绩。这一
年里，书上的每一页都像每一天，既不完整，也
不可或缺。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日子、一页一页
的纸张，即将陪伴我度过2024年。

受到短视频、快节奏生活的冲击，人们很
难静心坐下来，完整地读上一本书。今年读到
的《莫砺锋演讲录》中也说到，“当代人读书空
气很淡漠，社会上的人不怎么读书，更喜欢手
机”。这是莫砺锋教授在2019年一次讲座中
谈读书时陈述的观点，现在估计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

坚持读书，不仅显得无比稀缺和珍贵，也

会比不读书的人收获更多。读书不会让人一
夜之间大富大贵、飞黄腾达，但是能让人在平
凡的生活中变得平静、从容和淡定；能够让人
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实现自我救赎与超越；
能够让人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自己成为一
个不空的人；更能让人的每一天都很充实，过
得有意义。这也是我坚持读书的体会和收获
吧。

我每天读书，时间大概三段。早晨送完孩

子上学到上班的空档读40分钟左右，午休时
间读20分钟左右，晚饭后到接孩子下晚自习
之间的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加起来，每天起
码有两个多小时在读书。周末或者长假，外出
或是等人，偶尔也会读上一会儿。

66本书看起来好像不少，其实平均下来，
一个月也就5本多一点，并不算多。如果少刷
一会儿视频，或者少一些应酬，应该能读80本
左右，甚至更多。我读书比较慢，每一本都逐

字逐句地读。如果速度再提升一点的话，数量
也会更多一些。

日积月累，一年下来，也读了这么多书，真
的没想到，也不敢想。如果过去一年不读书的
话，无论我刷了多少视频，看了多少段子，追了
多少网剧，收获都不会如此丰盈。

毕竟这些书已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也丰
富了我自己。倘若一年里不读书，真不知道时
间去哪儿了，更无法用数字来证明。所幸，有
书相伴！

每读完一本书，我就会在朋友圈里晒。有
的朋友说，看到我读的书也找来读，真有满满
的获得感。个体都是弱小、卑微的，能够影响
到周围的个体，况且还是正向的引导，也是一
种成功吧。

幸有读书伴流年。未来的一年，我会读更
多的书，要读比今年更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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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一座历史韵味与现代气息并存的
城市，以其独特的美食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游客。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循着若隐若
现的美食香味，偶遇推着美食摊的街头小贩，
会有更为深刻的感受。

澳门街头小贩，用他们的热情和勤劳，温
暖着寻常岁月，记录了澳门的变迁。《推不走的
回忆：澳门街头小贩口述历史》，由对街头小吃
摊档14位摊贩主的访谈整理而成，有牛杂摊、
糖水摊、糖炒栗子摊、凉茶摊等摊主。在图文
交汇中，摊主的娓娓道来，勾画出几十年来的
澳门发展。

澳门街头的每一个小摊，不仅是生活的点
缀，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背后都有
一个关于拼搏和希望的故事。

《近七十年的摊档》所记录的，是权记骨粥
摊主李权的人生故事。因为用料好、用心熬、
味道好，李权拥有许多忠诚的老顾客。虽然城
市发展和建设，使他的摊位多次搬迁，“揾食艰
辛”，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但年岁已高的
他从未改变初心，拓展了糯米饭、鱼丸等售卖
品种，每一样食物即便再费时费力，他都精选
材料，精心制作，并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会一直
努力做下去。

李权的经历，是千万澳门人的缩影。他们
身上蕴含的勤劳肯干、拼搏奋进的精神，是澳
门向前奔跑的精神基石。

澳门许多街头摊档都是两三代人接续经
营的，杨六牛杂档便是如此。1962年，他随父

亲从广东来到澳门，两代人都靠牛杂店谋生。
在他的回忆中，有家人相聚的温暖，城市的变
迁，经营的辛酸苦辣，更有他们家的传统瓦
盆。但他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精心把控选
材，从清洗到炆制工序的匠心，让他炆制出澳
门独一无二的白牛杂。

从早上第一缕阳光，到夜晚最后一盏路
灯，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澳门的街头
摊档始终在那里，守护着澳门人的记忆和情
怀。或许，没有人会因为小摊而选择去澳门，
但很多人去到澳门，却会去寻找舌尖上的澳门
小摊记忆。

随着城市的发展，街头摊档或改头换面，
或隐退到不为人知的角落。城市的扩张改变
着生活样态，走进记忆深处的，却是澳门永不
停歇的脉搏。

在永乐鸡丝翅摊主张巨源的记忆中，从最
初随意摆档，到政府限制发牌，他的“澳门第一
家”鸡丝翅几经搬迁。经济低迷时，大家都舍
不得吃鸡丝翅；经济渐渐好转，鸡丝翅生意又
变得愈来愈好。

“回归以后经济就一直蓬勃发展”，人们愿
意消费，街道热闹，呈现出勃勃生机。透过沙
梨头荣记炸物车仔档店主冯道得的过往经历，
可以看到30年来饮食观念的变化。因为市民
饮食习惯改变，炸鹌鹑和炸春鸡销量下降，直
到最终停售。能让糯米饭更加爽口的食物添
加剂，也因为健康原因不再使用。

可以看到物价和收入水平的变化，酿青椒

从大约两毫子1块，上涨到7元4块，与之相随
的是收入的增长。更可以看到澳门回归后的
经济发展，“现在的澳门是最繁华的年代，游客
和本地人增加，消费力很强”，这是他做得最开
心的时期。

街道上熙熙攘攘，有人在欣赏沿途风光，
有人在为了生活四处张望。在这个充满变化
的时代里，澳门的街头小贩正渐渐淡去，而他
们却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的真正意
义，见证着时代洪流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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