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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 香香
小时候总喜欢在外公家里待着，因为

外公家里有很多书。虽然大部分书以我当
时的年纪完全看不明白，但我还是喜欢看
外公站在那一排排的书前虔诚地看着。大
概是认为看不懂没关系，只要这样跟它们
近距离接触，就会沾上那些清雅的书香。

上学以后，我问外公为什么要去闻那本
看上去已经很旧的《三国志》。外公笑而不
语，只是依旧每日里站在书堆前凝视。某一
天，我终于按捺不住，也随手抽了一本书使
劲去闻。可是除了陈旧纸张的味道就只有
油墨味了，这完全称不上好闻啊！我不解地

看着外公。外公说：“你
说的不对，这个世界上每
一本书的味道都是独一
无二的。没被人看过的
新书全是有些浮躁的油
墨味；有的书被人翻了

翻，油墨味少了，却莫名多了一种好比菜味、
肉味、油烟味混合而成的杂烩味儿；还有一
些书，就是那类间或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小
注痕迹的旧书，或者是大部头的典藏，它们
充满了儒雅之气，或者叫书卷之气吧！完全
没有杂乱的味道，就像纯净的沉香一样，闻
上去气定神闲，久久不能忘却。你再重新找
本书闻闻，闻久了，书里的字儿就会顺着鼻子
跑进你心里，那你可就等于把书看了一遍。”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学着外公的样子，

看书时先把书放在鼻下慢慢闻，轻轻嗅。
日子久了，竟也同外公一样爱上了书里各
种的香。

多年来，无论忙到多晚，蜷在沙发上看
书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打开书，温润的书香
便会立刻蔓延开来，连同我的思绪一起随
着书中的文字或悲或喜，让我能够在文字
里寻找到那种逃离尘世，远离喧嚣的悠
然。夜晚是上帝送给读书人的礼物。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读书，方可在寂静中找到书

的内蕴；在灯光里甚至可以听到文字沙沙走
动的声响，像极了来自神秘世界的暗语。合
上书，我就觉得自己成了某本书中的一支蜡
烛，微微照亮一间房、一个人、一颗心。

在《幽梦影》中，张潮说：“少年读书，如
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
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
之浅深耳。”真是理想的净土在书中，那里
没有时间，空间更无意义；无论身在何处，
心系何方，有书的地方便是整个世界。

暗夜读书，让白开水的热气在灯光里
悄然升起，那完全就是迷人的陶笛声荡漾
在春风徜徉的日子里，未食人间烟火的清
澈透明。不经意间瞥见已定格的夜色，突
然淡淡暖到心里，心立刻静了，尘埃落定
般静了，忘却所有般静了。

凭书做枕，长夜安眠，几许书香入梦来。
（建设集团物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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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形状美丽又体态轻盈。每片雪花在
放大镜下，都是一副极其精美的图案，既整齐
又独特。雪花大多是六角形的对称图案，这
种规律的对称已让人觉得美丽优雅。但人
们常说世上没有两片形状相同的雪花，就在
那样小的一个六角分支里，雪花又能变幻出
无数种属于自己的独特。雪花的落下，像是
一个个性情各异的舞蹈家倾其一生的壮丽
表演。她们从遥远的天空起航，在气流中一
次次扭动、转弯、跳跃，然后下落。快到地面
时，总会有好奇的人们伸出手掌，想要留住
这些可爱轻盈的雪花。雪花轻轻地落在掌
心，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像是在炫
耀着自己的美丽。可当人们想要再仔细将她
看清时，她已经如烟般消失，空留凉丝丝的触
感像羽毛一样挠着人的心。

一片雪花虽轻，但绵延不断的雪花倾
落，便是一场大雪。无数的小雪花将力量积

蓄起来，向大地施下魔法。一片一片鹅毛般
大小的雪，像是春日里的柳絮被风吹起，满
天飞舞，落在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地上堆
积着的是雪，洁白无暇，在阳光下很刺眼；房
子上裹了一层的是雪，松松软软，像是能轻
易拨开；树上盖着的是雪，厚厚的一层将树
枝都压弯了腰。处处都是雪的踪迹。

一场大雪过后，天地一片纯白，像是要
将一切的污渍涤荡。当人走在被雪覆盖着
的街道时，没有了往日的风尘仆仆，也看不
见从前的花花绿绿，雪让天地纯白，也让心

灵洁净。雪的到来，往往还伴随着静谧。
雪花鹅毛般纷纷扬扬地飘，人们躲在温暖
舒适的房子里安静地赏。雪飘落安静、轻
盈，不似雨水坠落，打在屋檐上沥沥作响。
望着雪的飘落，思绪也仿佛能随风摇摆，不
再结成一团。

雪看似冰冷无声，却给人以温暖与喜
庆。雪在冬天下，在春节下，在阖家团圆、
欢聚一堂的时候下，小孩子们在门前的空
地上一边堆着可爱的雪人，一边咯咯地笑，
无忧无虑没有烦恼；稍大点的少男少女搓

圆了雪球，摩拳擦掌要打雪仗，在雪白的天
地里肆意挥洒着青春热血；稍有闲情的大
人站在窗前观赏皑皑白雪，远离了往日的
喧嚣，抒发着内心的诗情画意；更多朴实的
农家人坐在暖炉旁边，憧憬着“瑞雪兆丰
年”，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而对来年丰收
的美好愿望也火红了他们的心。

一片雪花的图案美丽却又独特，下落
的姿态轻盈环转，让人看了觉得可爱无
比。绵延的雪花纷纷落下，让人觉得壮
丽。大雪下完，将城市和人们的心通通淘
洗干净。但当人们回味起雪的时候，又发
觉她更多的是温暖和幸福。

雪，是冬天的精灵，它挥扬着手中的魔
法棒，让冬日清丽的前奏响起，将中间的篇章
书写得冷冽又宁静，但在乐曲的结尾，总还蕴
含着温暖与欢喜，与来年春日的生气。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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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林则徐，恐怕国人想到的，
多半是虎门销烟。殊不知他还是一
位清廉自律，慎守儒风的廉吏典范。

也许是孤陋寡闻，才薄智浅，
在没去福州之前，我便是这样认
为。如此执念，挥之不去，是内心
深处与林公甚是相似？抑或是对
英雄人物的崇拜！？别无二致，这
是性格使然。

穿过繁华的街道，几经周转，到
达林则徐纪念馆已是午时。因跟团
出行，在馆内停留时间并不长，却对
这位大英雄有了新的认识。

漫步这座古典式园林，此时的
我，少了清心顿悟，少了沉淀思索。
只是被人群裹挟着，移步换景，穿梭
于展室内外，进进出出。

似懂非懂，且行且思，极力掩饰
不擅史学的囧像，硬是将走马观花
式的游学，佯装成一副学者的模样。

也不尽然。从导游的讲解中，
或多或少，只言片语，获取了林公
些许的廉政故事。在历次升任出差途中，林则徐都
会发出《传牌》告诫大家：不准下属远迎，不准摆酒
席，不准索贿受贿。在幼年时，父亲时常教导他，做
事前先学做人，要“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

如此的自律，这样的家风，潜移默化影响着林则
徐，并奉行终生。

同行的人说，林则徐曾想晚年定居北京，却因无
力购置房产而作罢，最终回到福州，住在了父亲购置
的老屋子……

未曾想到，这位做过皇帝特派员、封疆大吏的一
品大臣，竟然生活如此清贫，令人敬仰，钦佩之情油
然而生，愈加强烈。

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是早年的事了。至今想起，
馆内陈设早已模糊，唯独林公一身正气，清廉为官之
德，入了我的骨髓，根植于我的生命。

记得《之江新语》中有篇《做人与做官》的言论，
是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的思考。文中引用王安石
《洪范传》里的一句话：“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
政于天下”，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以“君子检身，常若
有过”的谦诚心态，不忘“修身”立志，“守正”做人。

“磨炼灵魂，提升人性的品质。”曾创造日本“经
济奇迹”时代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在《人为什么活着》
一书中同样回答了“修身”的问题——物质上的富
有并不是真正的富有，只有精神上的富有，才是最
大的人生财富。

古往今来，无论是林则徐“不妄取一钱”，于谦
“两袖清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包拯
“不持一砚归”……正身律己，坚守本心，终是做人做
事为官之道，是我们终身修炼的一门“心学”。

人生多歧路，且行且珍惜。修身，修的是人心向
好向善，修的是人生“干净清白”，修的是人格魅力高
尚，修的是人性品位高贵。

老子曰：生而为人，你且修身，你且渡人。修身，
点亮人生灯塔。 （黄陵矿业公司）

我家阳台的衣柜里有一个老式的铁熨斗，
是婆婆从老屋拿来的，当时熨斗拿回来时，已
经不能通电使用了，后来换了一个插头，也还
是没有使用，就直接放在阳台柜子的角落里，
无人问津了。

直到近日，天气转冷，从柜底拉出棉衣，发现
衣服是“千层”褶。看着这褶皱的衣服，我满脸愁
容，只好求助街上的裁缝店了。这时，婆婆走上
前来说：“别发愁，咱们有铁熨斗，烫下就好了，很
快的！”是啊，那被遗忘在角落的铁熨斗正好派上
用场了，我不禁有点欣喜。

说话间，婆婆熟练地拿起熨斗开始了准备工
作，一边讲起了关于熨斗的“故事”。

婆婆没有工作，二
十多年前，家里全靠公
公一个人的工资，还有
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
紧巴巴。为贴补家用，
婆婆就在建筑工地上
打零工，搬砖、运水泥、
沙子等。那时每天要
干八个小时，一天只能
挣两块两毛钱，她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工资
了。但是如果有人干得慢还是会被工头骂
的。“那你有被骂过吗？”我好奇地问。“没有，
我‘慌’得很！”（河南话就是干得快，麻利的意
思）婆婆笑着对我说。

就这样她一连在工地上干了两个多月，手
上不知磨出了多少血泡。但拿到工钱的那一刻，
她开心地笑了。一直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熨斗，这
是婆婆多年的“梦想”。那时家里条件差，基本
上都是扯布做衣服，铁熨斗就是必不可少的工
具。有了它，衣服就会整洁，穿上也会感觉舒
服。于是她用积攒的工钱，花 35块钱买了一个
熨斗，在当时算是一件奢侈品了。

婆婆很会过日子，是持家的一把好手，拉扯
三个孩子，每件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好一点的衣服姊妹几个轮流着穿，
衣服难免会皱皱巴巴，这样的衣服孩子不愿意
穿，而且穿上不好看。自从有了熨斗，婆婆将家
里的旧衣服通通熨了一遍。几个孩子穿上刚熨
过的“新衣服”都舍不得脱下来。日子长了，邻
居知道了这个消息，便常常把衣服拿到家里来
熨一下，而每次都是婆婆亲手来干，她说怕别人
不会用。我知道婆婆爱惜这个熨斗，生怕别人
弄坏了它，这一用便是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
年来，经铁熨斗熨烫过的衣服不计其数，铁熨斗
默默地在婆婆的手中熠熠生辉，将褶皱的衣服

熨烫得平平展展。换来
了孩子脸上的笑容，倾注
着一个母亲对家的执着
与奉献。母爱无价，无价
在它的平凡与伟大！

如今，拿出这把铁熨
斗，它的侧面已锈迹斑斑，
但底部的金属面仍闪闪发
光。婆婆抚摸着它，像是

抚摸着自己的孩子，满眼含情，我不由得心酸起
来。婆婆把衣服润湿，上面垫上一条干净的毛
巾，这样既不会烫伤衣服，又能达到很好的效
果。她小心翼翼地帮我烫着衣服，抬头间看到
她的白发，还有那满脸的皱纹，那份执着令我
感动，铁熨斗也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虽说熨斗的使用，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现在基本采用蒸汽熨斗
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挂烫机。老式的铁熨斗
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婆婆那把老式的铁
熨斗依然服务着我的生活。我想我会一直用下
去，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熨斗，它诉说着一段生
活，寄托着我们的梦。 （蒲白矿业实业公司）

我的家乡在安康石泉。
这里有绵延的群山，悠闲缭
绕流淌的薄雾，山脚下点缀
着的青瓦房。家乡虽美，在
文人墨客的眼里充满浪漫和
诗情画意，从小生活在这里
的我，却目睹了无数家乡人
为生计奔波的无奈和心酸。

2014年夏天，我家被评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从此之
后，每到逢年过节，家里都会
收到村委会发放的米、油之类
生活用品，领到一些果树苗、
洋火姜、魔芋、茄子等经济作
物的种子。在乡亲们看来，天
下居然有如此好事儿，一时
间，贫困户成为了“香饽饽”，
争抢着去当的人踏破了村委
门槛。因为这些扶持，邻里乡
亲与父母搭话时都透着酸溜
溜的语气。那时的我有点懵
懂，隐约能听懂那话语里的尖
酸，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后来，随着我外出求学，
离开了这片土地，眼界也逐
渐拓宽，这才真正领会了国
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刻用
意，也更加清楚了脱贫攻坚
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为了脱贫，村干部带领村民做了
很多新的尝试，一起组建合作社，养
蚕，引进栽种新的经济作物。我会时
不时打电话跟父母探讨扶贫工作的
情况，假期回家干重活，减轻家里的
负担。父亲经常勉励我“脱贫靠政

府，靠社会，也要靠自己有志
气，你要多学习，等你有能力
了也要帮助贫困的人。”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家里
不止农作物的产值提升了，母
亲得到了一份工作，父亲在城
里也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生
活不断变好，直到我大学毕
业，终于完成了脱贫的心愿。

缘分是很奇妙的事情。
毕业之后，我进入陕煤运销集
团工作。公司承包的贫困户
地址恰好是老家的邻居——
汉阴县。当我得知这个消息
时，心中惊讶如此巧合之余，
内心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
动，驱使着我义无反顾地成
为扶贫队伍中的一员。我跟
随扶贫队伍乘车驶过熟悉的
路线，翻越熟悉的大山，听着
熟悉的家乡话，才发现自己
终于到达了熟悉的汉水之
畔，无数复杂的思绪涌上心
头。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她依然是如此的美妙，无奈
与心酸少了很多。

山里人常说一句话：“努
力读书，走出大山，以后才能

到大城市里过好日子。”或许将来不
久，这里的人就会有“山里的日子才是
好日子”的感受。从贫困户里走出来
的我，比任何人都有义务和热情，来帮
助这里的人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就像现在，从小小的一个扶贫人做
起吧。 （运销集团）

从
贫
困
户
走
出
来
的
扶
贫
人

彭
勇
杰

铁 熨 斗
李红艳

初秋时节，夕阳的余晖依然热力不减，和小伙伴
沿着村边小径向深处走去，路过一排排整齐低矮的

“花椒林海”。之所以说是海，不仅仅是因为花椒树
木繁多、枝叶茂密、果实密集，更多的是花椒独特的
香气，像是一波波无形海浪，似乎全身都在呼吸着
它的味道。不管是轻嗅还是轻摸，花椒的香气总会
时刻围绕着你，折一片花椒叶，竟与“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花椒结缘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缘起朋友赠了
一瓶花椒酸奶，当时心想这必定是个“黑暗料理”，专
门在网上查了查出处，确定“无毒”后，闭上眼、一狠
心，浅尝几口后，发现前味是纯正的酸奶醇香，中味
瞬间让人“失意”了，随之而来的后味带着点麻椒油
的味道，从奶香味过渡到这淡淡的花椒芳香味，竟不
由得让人从一开始拒绝到最后爱上了。

今年再回到富平，赶上了花椒采摘的最佳时
间。在这成熟季节，田间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采摘
景象。底店村是富平县花椒的优质产区，一直是外
地客商抢先收购的地点。因为是纯手工采摘，一天
下来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但一家两三人围着一棵
树，采摘着收获的喜悦，说着来年的希望，却有着别样
的田园景象。到了天麻麻黑的时候，一筐筐新鲜的花
椒等待着被收购，有的排起了长队，有的聚拢在一起，
好不热闹，但始终还是抵不过花椒的诱人香气。

只看到书上说花椒开白花、结小籽、味麻性烈，
却始终未亲眼见到，出于好奇，带着花椒有花吗？
是不是像无花果无花一样的疑问，询问了当地的村
民——老王叔，“那肯定开花，要不咋结果子。花椒
好种，平时也不咋管。”其实老王叔嘴上说着不指望
门口的那片花椒树有啥收成，能吃上椒叶煎饼就
行。虽是这么说，但到了除草、打药、采摘的时候，
一项也不落下。

椒者，品其味麻，闻其叶纯。自古有“蜀椒出武
都、秦椒出天水”的论述，但在富平这个富庶太平之
地，种植的齐椒也是享誉全国的，近日还登上央视
频道。当地成立了花椒收购基地，无刺花椒已经开
始种植结果，如今花椒产业已经成为富平县百姓收
入新的增长点。

走在田间地头，看着火红的花椒树，感受村庄
“烟火气”中独特的花椒香。

爱上花椒，只在一霎时。 （生态水泥公司）

爱上花椒
吕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