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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9 月，刚进入山西师范学院
（1962 年改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就有
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中文系“二
姚”可厉害了，都是实力很强的教授，都
是你们晋南人。

“二姚”是指姚奠中和姚青苗。姚奠
中是稷山人，教授我们中国古典文学；
姚青苗是临猗人，教授我们外国文学。
一听晋南人，特别是临猗人，我便兴奋
不已。当时在师院的临猗人不少。校党
委秘书姚师忠、体育系讲师李华岗、中
文系资料员王树山，这几位都是我很快
熟悉并常来往的。还有历史系主任许预
甲、校长办公室秘书王葵经、中文系讲
师董冰竹（当时去波兰讲学）等。“二姚”
当时都在政治上遇到些麻烦，姚奠中被
错划为“右派”，姚青苗因胡风问题刚受
过审查。但我是班长，他们又都是我的
任课老师，我与他们来往较密。

姚青苗出生的陶唐村，距我们村只
有六里地，他的老伴杜青枝是耽子村
人，距我们村也是六里地。他们俩已 55
岁了，膝下无儿无女，只有青苗弟弟的
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过继给他们，所以老
两口见了孩子格外亲切。我经常去他
家，逢好饭总是让我吃，有活我也主动
帮着干。青苗先生书很多，他经常给我
说：“你想看什么书尽管拿。”师母青枝
虽是家庭妇女，但会用缝纫机做活，整
天伏在缝纫机上忙个不停，不仅给全家
四口人做，还给老家的老人做衣服。我
每学期回家都帮她给老人捎东西，穿的
吃的用的什么都有，真是一位孝女。

今年是青苗先生逝世 20 周年，此
文权作对先生的纪念。

一

姚青苗先生原名姚玉祥，笔名很
多，有雨霞、姚钟、王轲、白易、青苗、桑
泉等，斋号“草窗斋”。他于 1915 年生于
临猗县陶唐村的一个清末剧作家家庭。
1928 年 由 小 学 升 入 运 城 明 日 中 学 ，
1931 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3 年
至 1935 年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出狱后
至 1936 年在太原和作家田景福组织太
原青年文学研究会，1936 年为躲避国
民党追捕回运城明日中学任语文教师，
1937 年春去上海进行创作活动，结识
了作家胡风、师陀、靳以、端木蕻良等。
当时，他的小说《开顶》在黎烈文主编的

《中流》上发表，端木蕻良代他署了笔名
“青苗”。从此他多以“青苗”的笔名发表
作 品 ，随 后 亦 将 师 母 的 名 字 改 为“ 青
枝”。青苗、青枝寓意年轻向上，富有活
力。不久，他因母病故回故乡，在运城结
识了诗人艾青等。1938 年春，日寇扫荡
中条山，他流离辗转于风陵渡、洛阳，后
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
延安，考进鲁艺文学系。1939 年夏结业
后至“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工作，不久到
秋林宜川中学任语文教师，并主编《国
民日报》副刊《展望》，1945 年抗战胜利
前夕离开秋林去西安，在西安《益世报》
主编副刊，并创办刊物《骆驼文丛》，结
识了景梅九、郑伯奇、李尤白等文学家。
1946 年冬离开西安经上海去北平主编

《雪风》半月刊和由西安迁来的《骆驼文
丛》，其间会晤了挚友李健吾、丰村、赵
寻等。1947 年春参加北京文协工作，主
要协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
等高校出版校刊和组织文艺活动。1948
年秋在北大纪念鲁迅大会上与作家杨
振声、冯至先后作相关报告。1948 年冬
离开北平到解放区，在河北正定华北大
学张光年领导的文艺研究会任研究员。
1949 年 7 月以平津代表团代表身份参
加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会后受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的
指示，回山西工作，到太原后即在山西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1950 年春，
他在山西师范学院代课，随后正式调入
师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

二

青苗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
论家。他的主要活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
年代刀光剑影的抗日战争中。作品大多
数发表在当时颇有名气的《现代文艺》

《创作月刊》《七月》《文艺时报》等报刊
上，如《中条山的杜鹃花》《乌鲁木齐的
夜》《猫儿盖》《黄河的激流》《沙漠的死
者》《野性的黄河》《马泊头》等，以及叙
事长诗《被侮辱被损害的》等 150 余篇。
其《乌鲁木齐的夜》与碧野的《乌兰不浪
的夜祭》、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被
当时评论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代表作。作
为在“国统区”的抗战作家，姚青苗青年
时就血气方刚，以笔作刀枪，投入到抗
日洪流中去。他的作品对追求进步的青
年以巨大的启迪和鼓舞。当时，姚青苗、
姚雪垠、姚奔被誉为抗战时期文坛“三
姚”。

1943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中条山
的杜鹃花》是青苗先生的代表作，集中
体现了先生的创作风格。作品以 1941
年中条山战役为背景，用“杜鹃花”象征
主人公的生命与青春，以激昂、宏阔的
笔调，描绘出作家的一段人生经历及与
他交往的人物故事，用浪漫主义的手
法，状写出一曲战火中的爱情颂歌，是

我国当年“敌占区”文坛的重要佳作。
姚青苗先生是一位热情奔放的作

家。他不仅热情于小说、评论、诗歌的创
作，而且热爱祖国、热爱社会，富有家国
情怀。面对蒋阎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残
酷现实，他看到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屈
辱，激起他抗战救亡的斗志。他是山西
最早投身“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年作家
之一，是奔赴延安鲁艺学习的进步青
年，是广采博取、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敬
业乐群的文学编辑。他通过报刊以文会
友，广交作家，激励青年投入到火热的
斗争中。

姚青苗的小说、散文、评论以及诗
歌皆富有特色，是文坛上的多面手。《中
国新文艺大系》《山西文学大系》《七月
派作品选》都曾选编了他的作品。1988
年，《山西抗日文学史》以突出的位置对
他的作品进行了评述。他发表的作品很
多，成书却很少。新中国成立前，结集出
版的只有《黎眉小姐》《暴风雨中的两个
女性》。当时，他曾和胡风拟定出版计
划，还和司马文森签订了小说创作集的
出版协议，因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直
至 2001 年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崔鸿
勋、崔佳和先生的儿子姚恒新编选，北
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青苗五十年文
论》，2016 年硕士研究生刘文奇撰写了

《山西抗战背景中青苗作品研究》等。但
是，不用说在全国，就是在山西，青苗的
名字知之者甚少。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解放后，山西的作家多来自晋绥
革命根据地，且均在文艺界的领导岗位
上，“山药蛋”派为主流。青苗的创作与
之格格不入。其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
始，青苗主要埋头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
外国文学教学上，作品相对少了许多。
其三，他本人多年耳聋，交流不便。庆幸
的是作家段崇轩近年对姚青苗进行了
深入研究。2001 年，中共山西省委宣传
部启动了《山西文学大系》编攥。崇轩先
生作为编委，承担了编选现代分册的任
务，把与山西相关的“国统区”或“阎统
区”作家的作品列入，这类作家有贾植
芳、姚青苗、穗青、田景福等。他为了寻
找青苗的《中条山的杜鹃花》前后用了
近三十年时间，令人肃然起敬。

三

1948 年冬，姚青苗离开北平到解
放区，在河北正定范文澜为校长的华北
大学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9 年春
北平解放，学校迁往北平，他在研究室
先后认识了同搞研究工作的碧野、荒
芜、苏金伞、臧克家、关露、戴望舒、黄秋
池、白村等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京
召开，他参加并认识了时任全国文联主
席的周扬。

1949 年秋，华大文艺研究会解散，
道友曾动员他去河南工作，而周扬同志
劝他回山西工作，并把他介绍给正在中
南海开会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后他
同赖若愚、王世英等领导同车回到太
原。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陶鲁笳，介绍他
与副部长高沐鸿相见，分配他到山西省
文联工作。1950 年春，他在山西师范学
院兼课，暑假后又正式调入师院中文系
任外国文学教授。

由文艺界到教育界，由作家评论家
到教授，对青苗先生来讲是人生的重大
转折。

先生调入山西师院后，潜心于教学
和科研工作，培养新的一代。由于他有
丰富的文艺斗争经历和体会，结识、熟
悉国内外作家、作品，由于他把教学和
科研论述紧密结合，由于他严谨的治学
态度、踏实的教学作风，使他不断提高
教学质量和效果。他发表的具有独特见
解的科研论述，深受教学同行和学生的
尊重和好评。他不断追求真理，学习马
克思主义，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教学信
念和创作道路，在边教学边创作的实践
中，焕发了文艺青春。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至上世纪 90 年代末，姚先生
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近百篇教学科研和
评论、理论文章。如对欧洲、俄罗斯作家
作品的研究，对鲁迅译本的深入探索，
对当代作品人物塑造的评论，对文学上
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结合的理论研究等。
他的文艺理论阐述始终结合自己几十
年的创作活动，既严谨又生动，具有极
强的说服力和教育内涵，对当代文艺理
论建树和高校教学改革提出了极富胆
识和卓见的看法。

我们入学时，形势比较稳定，教学
能够正常进行。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
了各位老师的“十八般武艺”。

那时候，高校没有统一的教材，老
师们的讲义，均为自己编撰的。姚青苗
教授外国文学，且为外国文学教研组组
长。他编写的讲义，我在勤工俭学时用
蜡版刻过，印象极深，虽是外国文学，但
古今中外，广征博引，资料很多，读他的
讲义，仿佛读了好多世界名著。然而，由
于他乡音未改，晋南话味太浓，“抓地
音”多，卷舌音少，更兼说话有些口吃、
吐字偏慢，加之耳朵失聪，戴上助听器
还得大声对他讲话，晋南以外的学生听
他讲课很是吃力，反映欠佳，常有意见。
而我细心听来感到一字一句甚为清楚。
特别是他讲到高尔基、巴尔扎克、托尔

斯泰、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外国巨匠的
作品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细听之，
字字句句都是经典描述，引人入胜。常
常是下课铃声响了他还收不了场，越讲
越有劲，显示出他想把知识一下子都传
授给学生的情怀。

大学教授不坐班，每周几节课讲完
后，时间都是自己的。这给了从小就有
写作才华，半生辗转于文艺圈中的姚青
苗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他一生的写
作，以新中国成立为线，可分为两个大
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以写小说为长；后一阶段则突
出了文论，在教学的同时，继续坚持业
余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参加左
联以来，便和文艺女神缪斯结成了终身
伴侣。”

令人称道的是，青苗先生从考入延
安鲁艺开始，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开始
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创作道路。这在他
的文论中突显出来。他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的十几年以及到“文化大革命”从“牛
棚”中出来前，写的评论并不多。大量的
作品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
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文艺理论。
如《关于文艺的形式、技巧及风格诸问
题》《关于“中间人物”问题》《论文艺的
真实性与倾向性》《浪漫主义的新探索》

《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几个问
题》等。二、书评影评。如通过《上尉的女
儿》读后，谈关于农民起义小说的特色；
通过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谈文艺永远坚定立场为人民
服务的问题；通过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
泰初探，论述关于真实性倾向性及其
他。三、回忆人和事的。如《悼胡风》《怀
念沈从文先生》《忆高长虹》《忆诗人艾
青》《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等。这些
作品长则几万字，短则仅千字，多数发
表在《山西大学学报》，部分发表于《黄
河》《山西文艺》《太原日报·副刊》。

2001 年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学校出版了一套“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
术丛书”，《青苗五十年文论》列于其中，
共收入先生的作品 38 篇，近 30 万字。这
是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也
是唯一的文集，是他 20 世纪 50 年代后
作品的一部分。而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 特 别 是 抗 战 中 的 小 说 和 散 文 约 计
150 多篇尚分散于当时的报刊上，多数
尚未结集出版，可谓“文海遗珠”也。

四

姚青苗自己说他是山西大学个人
藏书最多的。人们都说，在山西曾任过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沐鸿和姚青苗
两位是全省个人藏书最多的。

我清楚记得，20 世纪 60 年代，他的
月工资是 140 多元，当工资发放后，他
留 100 元作为全家生活费和儿子上大
学、女儿上中专的费用，其余 40 多元全
部用来买书，这是雷打不动的。山西大
学所在地太原坞城路有个新华书店，书
店里一位推销员几乎每天都拿着新书
单去他家请他选购，同时会给他带去一
大堆上次所买的新书，有精装有平装，
大多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买书这样大方，可
吃饭却很简单。主食多是玉米面窝窝
头，困难时期虽教授有“特供”，但主食
还是以粗粮为主。菜也非常简单，很少
烩炒，一般是凉拌的红白萝卜丝、大葱
加青辣椒等大路菜，他一直保留老家的
饮食习惯，大有“油泼辣子美得太”的乡
俗。

他每次购得新书，把看过的没有收
藏价值的书送到学校的小书店里转卖。
好多同学在这里买到了自己需要的打
折二手书，上面总盖着“青苗藏书”的字
样。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学习篆
刻。当时太原买不到篆刻刀，他知道了，
去北京时，特地买了一把篆刻刀送给
我 。我 用 青 石 做 章 料（太 原 买 不 到 章
料），给刻了一方“青苗藏书”，虽难以下
刀，但觉得用青石为青苗刻章很有意
义、很值得。

姚青苗耳聋过甚，不善也不便社
交，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家有四个
房间，最大的也就二十多平方米，这是
他活动的主要场所。东西两墙放着顶天
立地的书架，架上放满了书，有古有今，
明清时期善本不少，许多版本是校图书
馆没有的。南面是宽敞的窗户，北面是
实墙。紧挨墙放着一个单人床，床前放
着一个不大的桌子，桌上放一盏台灯。
这里是他伏案写作唯一的地方。西墙书
架前放着一个竹质躺椅，他每天半躺在
上面读书，每读到精彩之处就仿佛进入
到一个神奇的世界，兴奋得将竹躺椅摇
动起来。一次，他摘掉耳机躺在竹椅上
静静地看书，师母出门时忘拿钥匙，回
来摁门铃，门铃的声响如同教室上下课
的铃声一样，一声接着一声，敲门声亦
如雷响，一阵接着一阵，左邻右舍都惊
动了，可他依然埋头于书中，看得津津
有味，全无知晓。实在没办法了，师母找
来几个年轻人把窗撬开。好在是一楼没
有费太大的周折。当人从窗上跳下开门
时，他显然受到惊吓，立即站起来说：

“你们要干什么！”当看到从大门进来的

师母时，他才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
青苗先生的藏书并非摆形式，而重

在阅读。他看书的速度很快且“过目不
忘”。他听力迟钝，兴趣不广，一直以读
书为乐事。

他藏书、读书，更在于广泛地用书。
只要细听他的课，细读他的文章，便不
难看出他引经据典之多之杂之广，是一
般作家教授所难以企及的。

“文化大革命”中，姚青苗被关进了
“牛棚”，全家也被赶出了教授楼，搬进
了两间小平房内。搬家，最重要的是书，
最值钱的是书，最乱最重的也是书。两
间平房不要说住人，放书也非常紧巴。
这时，师娘回老家陶唐村，紧赶紧盖起
了三间简易平房，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儿
子恒新借了辆卡车，把剩余的书全部拉
回老家，用板子棚起来，放在还有点潮
湿的简易房里。师母每两三个月就回一
次老家，翻腾一遍书，一怕发霉，二怕被
鼠咬。

“文革”结束后，山大有关领导曾与
青苗先生谈，希望他能把书再搬回学
校，以补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图书之
缺。青苗先生找我去他家商议。看着两
间小平房内堆满了杂什，老两口连上床
也得先越过紧靠床边的长沙发，我眼睛
湿润了，建议他们先向校方提出搬回原
宿舍，不然书籍无法归类上架。此时，我
已从山西省教育厅调太原日报社任编
辑记者，建议得到了全家的同意。不久，
先生又搬回到了教授楼原来的家，放置
在老家的书籍这才被全拉了回来。

前几年，山大文学院一位院长找到
我，希望我帮助做先生儿女们的工作，
能将先生的藏书捐赠或作价转让给文
学院。不料工作还未开展，这位院长工
作有了变动，此事就搁置在一边了。

五

姚青苗常说他自己“是一个命运坎
坷的知识分子”。但不论怎么坎坷，不论
辗转于何地，不论从文还是从教，他都
热爱故土，热恋家乡。

青苗先生出生的临晋县古曾称“桑
泉县”。桑泉县南仰中条山，北倚峨嵋
岭，右傍黄河，左有涑水，县城如凤凰展
翅，城内有桑井甘甜，许多美妙的传说
脍炙人口。青苗先生将“桑泉”作为他的
笔名之一。他曾说过，以桑泉为笔名无
非有两层意思，一不忘家乡，二要创作
出如桑泉一样的好作品。

我上大学时，青苗先生耳聋眼花，
但对家乡的事非常感兴趣。记得每次寒
假或暑假结束返校，他总要问我，小麦
产量怎样，村民生活得如何，临晋、孙吉
的集会还热闹吗……“君自故乡来，应
知故乡事”，每次他问我，谈及家乡事
时，总把助听器调至最大，生怕听不见、
听不全。

他热爱家乡，对家乡的蒲剧情有独
钟。记得 20 世纪 60 年代初，晋南蒲剧院
青年团来太原在山西大学礼堂演出，副
省长王中青也来学校看戏，赵乙、韩刚、
杜波几位艺术家均与青苗熟悉。姚青苗
忙里忙外，曾参加相关领导对剧本和演
员的讨论，发表了很好的评议。

1983 年 10 月，我调太原市委宣传
部任分管文艺的副部长，看戏是非常方
便的。大约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晋南
来了一个蒲剧团，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演
出。我请青苗夫妇看戏，他们非常高兴。
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坞城路，工人文化宫
在迎泽大街，相距有 20 华里。那时没有
小汽车，晚上戏完后，公共汽车也没有
了。我将师母青枝用自行车接到我在旱
西关的家中住下，青苗先生骑着自行车
来，散场后又骑着自行车回山西大学。
那时他已进入 70 岁了，那种精神头，活
像个小伙子。

不久，他即以《草窗斋备忘录》为
题 ，写 了 蒲 剧 杂 谈 。这 篇 文 章 近 8000
字，共分 19 个片段。文章一开始就全面
概述了蒲剧艺术的特征：“蒲剧是一种
综合艺术，诗、画、音乐、舞蹈等样样都
有，表现手法也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写
实之处，也有写意之处；有心理描写，也
有意识流；有哑剧和半哑剧，也有潜台
词；有激昂慷慨的高歌，也有哀婉低回
的浅唱，调门繁多，不胜枚举。说它是
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一点也不夸张
过分。”他从地域特点、表演技巧、说唱
道白、音乐设计、舞美装点、脸谱化装，
一直到发展改革，学习中外，甚至男女
旦角、各色丑角，都进行了论述，提出了
意见建议。他对晋南的蒲剧爱得入迷，
曾与赵树理当面辩论过，蒲州梆子和上
党梆子哪个更好，处处维护家乡的尊
严。

青苗先生虽在新中国成立前漂泊
半生，辗转大江南北，但他后半生稳定
在 山 西 大 学 ，仍 然 经 常 谈 落 叶 归 根 。
2004 年 11 月 7 日凌晨 3 时 50 分，先生
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不幸逝世，11 月 11
日上午 8 时在该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
式，随后火化。

两年后先生魂归故里，碑文曰：青
苗先生是政协山西省第一届至第五届
委员，我国著名教授、文艺评论家、文学
家、作家。二○○四年十一月七日病故，
享年九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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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进

母亲
是个神圣的称谓
基于一个伟大的初心
瓜熟蒂落 生命诞生
我在这个世界降临
她所有的心血
无怨无悔地
滋润着我生命的根须
在我小的时候
她是不知疲倦的春燕
为我筑建温馨的家园
在我成长中
她是步履艰辛的纤夫
拉着我的稚嫩一步步靠岸
当我受伤后
她是舐犊的老牛
用深情抚慰我的道道伤口

目送我远行时
她是村口驼背的老柳
思儿的心情穿越了秋水
犹如一弦射箭的弓
箭射远了
弓也拉弯了
哦 母亲
是厨房里熬汤煮饭的老妈
是戴花镜缝补衣服的老人
是农田里耕作不辍的犁铧
是放下电话却放不下的牵挂
为了儿女
汗滴是一生的标点符号
涓涓暖身的母爱
竟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
肥了大海
瘦了溪流

母亲，神圣的称谓
■王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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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在网络时代，人们的业余时间大都
在刷手机中不知不觉就溜走了。就连我
这个一直以来比较爱读书的人，也禁不
住眼花缭乱的网络诱惑，这几年在网络
上浪费了不少时间。

不断刷手机的后果是，不但没学到
什么知识，而且眼干、眼涩、眼疲劳，心
也越来越浮躁。后来，我决定要重拾自
己的爱好——看书。

长时间放下书本，乍一读书，不免
有些沉不下心来，于是我找了几个同样
爱读书的伙伴，和她们约定大家结伴读
书，一个人做一件事孤单无定力，结伴
就可以互相督促。没想到大家一拍即
合，读书的氛围马上就拉满了。

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结伴读书的
好处真的是非常多。

首先，省钱。爱读书的人也爱买书，
平时看到喜欢的书，就收入囊中 . 现在
好了，大家互通有无，除了自己想收藏
的书，其余的，一个人有，其他人就不用
买了，大家都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分享，
一本书可以好几个人读，大大节约了买
书的成本。

其次，节约时间。对于可读性不是
特别高的书，比如有些书趣味性不足，
大部分人看不进去，那么可以由看得仔
细的那个书友给大家介绍书的大致内
容和有价值的部分，这样虽然自己没读
这本书，但也同样对这本书有了认识和
了解。

最重要的一点是互相交流，收获最
大。一本好书，结伴共读的几个朋友全
读完后，我们就可以抽出时间来交流一
下各自的收获和体会。

每次交流完毕，都会发现，同一本
书不同的人体会是不一样的，不同年龄
段的人体会也是不一样的。读一本小
说，大家很容易把自己代入进去，代入

的角色当然也不尽相同，这就非常有意
思了。

比如读《平凡的世界》，我就把自己
代入到孙少安的角色，我觉得孙少安脚
踏实地、责任心强，不好高骛远，虽然文
化不高，但有魄力，头脑非常清醒，又有
大局意识。而我的一个书友则把自己代
入到了孙少平这个角色里，为他在艰苦
的岁月里向上挣扎、不屈不挠向上生长
而感动，又为他最后不得不落入平凡的
生活而感到悲伤。

比如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的书
友更多关注的是风土人情，是地理环
境，有的书友主要关注的是书中的婚姻
情感，有的书友关注点则放在了时代变
迁上，这样大家一交流，对整部著作就
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

读书的人都有一种感受，经常读完
一本书，过不了多久，感觉就忘记了。而
通过书友之间交流，自己叙述和听别人
讲解，无形中则加深了印象。

另外，许多人读书，读完了却讲不
出来。结伴读书以后，每当交流时，大家
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知不觉中增强
了自己的表达能力。

我们也常常会聊一下读书的意义。
有的书友感慨，很多书读完了根本记不
住，感觉浪费了时间。

有位书友，则引用了一段董宇辉说
过的话：“读书就像拿着竹篮子打水，打
上来水没了，可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
现，水是没打上来，可是竹篮子干净了，
所以读书记不住没关系，灵魂已经升华
了！”

说得多好啊！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取
知识，更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
华。于是我们一下子便豁然开朗，觉得
这才是读书最好的意义。

果然是，结伴读书，收获多多。

结伴读书收获多
■赵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