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是现代人的人生必修课。在这

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读书已经成为我们获

取知识、提升自我、拓宽视野的重要途径。

读书“三度”
甘肃白银 曾正伟

首先，读书要有广度。读书的广度是指

我们读书的种类和范围。在多元化的社会

里，各个学科相互渗透，我们需要广泛地阅读

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服务社会。国学大师

陈寅恪从小博览群书，嗜书如命，无论是经史

子集，还是世之显学，他都无所不能、无所不

精，就连梁启超和吴宓这样的大师也对他佩

服得五体投地。作为老师，他有四不讲。“前

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

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可见，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泰斗。

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行走的教科书”，被誉

为“三百年来国学第一人”。当然，我们不能

和陈寅恪相提并论，但尽可能地多涉猎一些

书籍，总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读书要有深度。读书的深度是指

我们对所读书籍的理解和思考。在阅读时，

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书中的内涵和价值，理解

作者的写作主旨和思想。只有深入地阅读，

才能真正吸收书中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自

己的东西。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革命

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

独特的理解，从而将它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

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

他对哲学和《二十四史》也有着超乎寻常的研

究，从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作为

中国公民，我们要有侧重地思考、领悟国学之

精髓，才能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尤其是像

《论语》《弟子规》《增广贤文》这样的典籍，我

们更应该深入学习，以正三观。

其三，读书要有高度。读书的高度指的是

我们所读书籍的价值和意义。在选择读物时，

我们需要选择那些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文化

价值的书籍。这些书籍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

知识储备，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和家国

情怀。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

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

格。然而，在日本仙台留学时，他学的却是医

学。他之所以要弃医从文，就是为了从精神上

唤醒民众。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祝福》《阿

Q正传》等作品就是通过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

对人性的探索，表现出中国人民对自由和美好

生活的向往。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经典的

文学作品，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我

们的家国情怀。

读书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也是我们成长的

阶梯。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拓宽视野、提升境

界，还可以帮助我们丰富人生阅历、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让我们珍惜每一个阅读的机会，

让知识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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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稆生野草的神奇之处，应验了“春风吹又

生”的生长境界。秧苗移栽完，等到活棵返青之际就

要开始拔草了。肥沃的田地里总是杂草丛生，除了

稗草外，还有鸭舌草、矮慈姑、牛毛毡等，这些杂草都

要在前期拔掉，到中后期就为时已晚。因此拔草要

勤，每隔半个月就要拔一次，拔除杂草有利于秧苗的

生长，有利于秧苗吸收更多的营养。

种田人对田地的管理是苛刻的，哪能容得稻田长

杂草，凡是杂草丛生的稻田，肯定是无人料理的荒

地。幼苗时期，稗草与秧苗长相极似，难以辨认。父

亲曾经教我方法：看根部，稗草的根部发白；看叶子，

稗草的叶子要窄。虽然几经实践，但还是似懂非懂，

我无法保证拔掉的是稗草而不是秧苗。

那时市场上还没有除草剂，我们也不习惯使用化

学药物，全部沿袭祖辈传承的人力劳动模式。一季

稻谷生长期四个月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精细的

管理是保证丰收的关键。虽然繁复耗时，但一份耕

耘一份收获，凡是付出辛勤的劳动，最终会有让人满

意的收获，生活从来不会让勤劳的人汗水白流。

水稻到了拔节孕育期，嫩绿的稻穗渐渐露出来。

而稗草也会抽穗，但它的穗不是稻谷，而是一串串细

细的小颗粒。此时拔除还有点费力，它的根系植株

很发达，扎地牢固。一块田全部拔完后，用绳子捆起

来带回家，当青饲料喂鸡鸭。在乡间，人们总是充分

利用有限的资源，想尽办法把平淡的生活过得忙碌

而兴旺。

每当稻谷收割前还要最后清理一次，如果收割

的稻谷里掺有稗籽，就会影响米饭的质量，也不利

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此时的稗草已经穗结成籽，

它又高又长地直立于稻谷中，格外招人眼球，这时

不宜拔除，通常情况下我们带把剪刀将头部剪下

来，由于处在成熟期，须小心谨慎，防止稗籽落入田

中。虽然拔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除疾遗类，稗草

总是除之不净。

物种的生长有相生相辅的作用，但物各有畴，稻

谷与稗子是无法兼容的，稗草毕竟是草，哪能与颗粒

饱满的稻谷相媲美。一季稻谷就靠人工不停地深耕

细耨，种田人的辛劳便体现在这里。

从字典上查阅：稗草，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在稻田或低湿的地方，形状像稻，是稻田的害草。

虽是害草，但危害性不是致命的，可它的存在确实让种田人很烦恼。稗草有着极强的生命

力，它不种自生, 常常伴随季节而来。新做的稻田干干净净，一棵杂草也没有。秧苗插到田里

后，稗草从土里冒出来,与秧苗同生长。有人不禁要问：稗草的种子从何而来？

拔草
安徽合肥 王富强

在秋叶的静美里，我只想一个人远远地看着它

们。看着它们在树上绚烂成风景，看着它们一片片

地在空中随风而下，看着它们在晨雾中涂抹出一片

如印象派绘画般朦胧模糊的色彩，也看着它们在自

己的眼前落地，一片片地，那样轻，那样慢，仿佛想

要极力地挽留住那一刻的时光。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人也能经历一片秋叶从树

上轻轻落下的过程，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感叹坠落

的轻盈，还是生命的短暂？他们会领悟过程的唯

美，还是结果的凄凉？这些我是无从知晓的，大概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所感悟到的都不一样吧。

最终，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落下。而在秋天，

总有一些树叶已经开始飘零。秋叶纷纷，是片片落

叶的谢幕，总是不忍心去看的。秋天的夜里，听到

外面风声渐大，听到风吹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心

里总会一阵一阵地发紧，总会担心树上的叶子会日

渐一日地稀疏起来。

秋叶静美，在于它作为一片叶子的趋于完美，也

在于这种完美的短暂，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珍惜

树上树下的每一片叶子，我们该时时去看看它们。

叶子落了，我们也该将那一片秋天的叶子留在记忆

里，在记忆里将它画成一幅画，写成一首诗。树上

的叶子，仿佛仍在继续某种使命般，有庄严相，也有

神圣感，这是我在看见一棵树上最后一片叶子时所

想到的。在一片秋叶上，寻找并留下一点可以让自

己安静的理由，那是简单而又纯粹的理由。

到了白露，露水才有了点点的清凉，清凉的东

西，总能让人安静下来。清晨，蹲在一块将成熟的

晚稻田边，稻叶青中泛黄，我用手指轻触稻叶上的

露珠，当露珠触碰到指尖时，点点的微凉是会传递

的，如仲秋时节的风，吹拂在脸颊上，凉意明显而又

真切。露水凉了，看上去才会是颗颗的晶莹，才像

是凝露为珠的样子，才有玉润珠圆的质感，我喜欢

露珠，大概只是喜欢秋天清晨那些露珠的清凉，喜

欢阳光中露珠的晶莹安静，如一见倾心的初恋。

安静，有时是会让人分外伤感的，如秋日听雨。

李清照在《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写道：“梧桐更兼风

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而温庭筠则在他的《更漏

子·玉炉香》中说：“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

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同是梧桐秋雨，

李清照点点滴滴地听到了黄昏，黄昏时分雨还不

停，作者的思念又怎能停得下来呢？清凉秋雨中，

怎一个愁字了得。温庭筠一叶叶一声声地，从三更

听到了天明，只听得更声更比漏声长，而那点点滴

滴的一声声，听来竟是那样分明，那样清晰，在那样

清凉的氛围里，一个人的雨声该是多么的安静。

这个秋天，我仿佛听见了他们的雨声，我默默地

读着他们的句子，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梧桐秋雨，心

里竟是异常的安静。我想起前几天的午后，台风刚

刚过境，午睡醒来，我看见办公室楼下的梧桐，一树

的清新，也是一地的狼藉。没有看见风雨中的梧

桐，总觉得有些遗憾，但也有一些庆幸，我庆幸自己

还可以想象梧桐秋雨点点滴滴的诗意，在这清凉的

诗意里，仍可以安安静静读一首诗，几句词，任静从

中生。

入秋天凉，心宜生静，静静地享受这个秋天。

春和夏，是不宜于静的。冬天，我们的心里像藏了一捧将要萌发希望的种子般，怀揣着蠢

蠢欲动的想法，仿佛整天都在向外张望，哪里能静得下来呢？唯有秋天，是宜于静的。

入秋了，我想在这个秋天里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如庭前的一地秋叶，如路旁的一丛茑萝，

如风中的一痕瘦水，如秋阳下的一片斑斓山野，安静而又迷人。

秋天，让自己安静会儿
安徽铜陵 章铜胜

季
节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阮 进 校对/陈文彪人生百味12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