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淡的书香让我痴迷，闪
光的铅字令我笔耕不辍。时
隔近50年，没想到不久前能
偶遇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许晨。

元旦前的一天，在莱山区
作家协会举办的创作讲座上，
我第一次见到了作家许晨。
得知许晨是讲座主讲人后，我
就找出了1975年抄写他散文
诗的小红本，带到了会场上。
讲座开始前，我把小红本拿出
来给文友邓兆文看，他建议我
给许晨老师看一看。接过我
那个小红本，看着我当年抄写
的文字，许晨老师感慨地说：

“快50年了，你还保存着，不
简单！”接着，他拉着我和邓兆
文合影留念，然后才开始了他
的讲座。

真的没想到，时隔近 50
年，我能见到我的文学启蒙老
师，还能跟他合影！

1975 年，初到县城参加
工作时的我特别兴奋，但没过
多少日子就有些无聊了。8
小时以外干点什么呢？总不
能把青春年华埋没在平静的
生活中吧？要学点知识的渴
望油然而生！

那年的5月2日晚饭后，
我到厂会议室翻看报纸，《大
众日报》上刊登的许晨的《钢
铁篇》让我眼前一亮。我赶紧回到宿舍，拿来父亲给我的小
红本，一边抄写一边读——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激情澎湃、热
血沸腾，好像喝了二两琼浆玉液，那感觉至今难忘。

第二天晚上，我余兴未尽，拿出小红本又看起了许晨老
师的那篇散文诗。“说干就干，说砸就砸。要它扁，就得扁，
要它方，就得方，不听就打！”这诗看起来像是在写汽锤，其
实是在写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英雄的气概啊，就
是刀山火海也敢上敢闯！

就是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要勤奋读书，向许晨老师学
习，争取有一天也能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字！

隔天下班后，我去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几本跟写
作有关的书，开始练习写作。之后的一年多，我投出30多
首诗歌，结果都石沉大海。厂里有人开始说风凉话：“也不
撒泡尿照照自己，简直是痴人说梦。”我的好友却都劝我别
灰心，相信我一定会发表自己的作品。我的心平静了许多，
又拿着许晨老师那篇散文诗看来看去，创作激情再次燃起。

后来，我相继订阅了《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诗刊》
《词刊》等刊物，仔细阅读，用心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
年9月，我的诗歌处女作《工人窍门比星多》刊登在《烟台日
报》副刊上！后来，我写的诗、散文、歌词等作品陆续在刊物
上发表，有的还在全国大赛中荣获银奖、一等奖、特等奖。

1996年下岗后，虽然心有不甘，但为了生活，我无奈地
放弃了我的文学梦。直到2016年退休后，我的工友、文友
都让我拾笔再创作。于是，我又一次打开了我心爱的小红
本，许晨老师铿锵的诗句又一次让我心潮澎湃，重新点燃了
我的创作热情。

我的父亲是1937年5月入党的老党员，1968年病故。
父亲去世50周年的时候，我几乎天天梦到他拉着我的手
说：“你喜欢文学创作，能不能把我的革命历程写出来？”大
哥吕文听说我要写父亲的事迹，就来到我家，给我讲了一上
午父亲的事迹。随后，我又请我的叔伯兄弟给我讲他父亲
和我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

那时正值三伏天，天热蚊子咬，我每天写到半夜两点
钟，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写出了一篇7万字的散文《父亲永远
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这既是对父亲的怀念，也为后代留下
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句掏心窝的话，如果当年不抄写许晨老师的《钢铁
篇》，我很可能就会与文学擦肩而过！我打心眼里感激许晨
老师，梦想有一天能和他见面，诉说我的文学情愫。没想到
这个梦想成真了！

在讲座上，许晨老师详细地介绍了他从一个业余作者
走向专业作家的过程，系统讲解了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创作
技巧，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讲座结束后，他还两次
感谢我当年抄写他的文章，既让我心花怒放又让我受之有
愧！

当天晚上，许晨老师在微信上加我好友，并请我写一写
当年我抄写他那篇文章的情况。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许
晨老师却如此重视，让我深受感动。没过几天，许晨老师又
寄给我两本他出版的作品，并在上面签了名。许晨老师如
此平易近人，让我钦佩不已！

君子当自强不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虽平凡，但将
尽微薄之力笔耕不辍。我想，这是我对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许晨最好的报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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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旅融合、文艺创作跨界“出圈”，在传承与创新的
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从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
放出灿烂耀眼的光彩，令人振奋，给人启迪。

作家、出版家和编辑通过文字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原本
是没有影像和声音的，但他们通过文字留白、插图和配画，通
过图文合璧，启发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在读者的脑海里，化作
影像、声音乃至气味，演变折射为心灵深处的屏幕上的影像，
从而让文本活起来、动起来，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收
到“悦”读的客观效果，为读者阅读增效提神，让他们获得崭
新的美感享受，可谓异曲同工。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翻阅了散文大师朱自清
先生的《欧游杂记》。同时摆在案头的有两个版本：一本是由

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一本是
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教
育出版社发行的版本，不仅时间领先，而且采用了彩色插图，
用“新视觉”为读者提供了崭新的心理感受，可谓图文合璧、
相互映照，鲜活地展示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风土
人情，增加了美的感受，“悦”读增效。

笔者当年虽然随同报纸广告系统组织的旅欧参观访问
团队去过朱自清先生到过的荷兰、柏林、巴黎乃至莱茵河沿
岸，但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今日重读图文并茂的大师
游记，以新的视角重新领略欧洲的风光之美，别有一番滋味
涌上心头，获得了新的美感。

其实，图文对照、相互辉映的图书形式，古已有之。过去

的诗配画，就是一种常见的艺术形式。有些出版物亦采用插
图配照片的形式，增加读者的阅读美感。

笔者书架的辞典专柜中，一本上世纪80年代初重印的民
智书局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文艺辞典》，就是采用图文参
照的形式。每位作家的词条配以肖像画、其他词条配以背景
画，图文参照，增加读者的立体感受，引人联想，印象深刻。
由此可见，“悦”读是古已有之的阅读审美追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诗配画、图配文的形
式日益盛行，成为图书出版界的共识和追求。人们越来越重
视阅读的新视角、新感受和“诗与远方”的审美追求。这大概
就是当下，从地方到中央的报纸，不约而同地将阅读改为

“悦”读的原因所在吧……

去年岁末，山东省作家协会发布2024年度新发展会
员名单公告，从事多年宣传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栖霞籍
作家冯宝新被吸收为省作家协会会员。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他因梦想而热爱，因热爱而执着，因坚持而脚
下有力量，脚踏实地地追逐诗和远方，在花甲之年圆了作
家梦，实现了人生旅途下半场上别样的人生收获。

冯宝新1981年参加工作，上世纪80年代曾从事过
10年的语文教学工作。1991年初，他被调到栖霞市委宣
传部从事新闻宣传、文教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曾多
次被栖霞市委、市政府记三等功，获得市级以上新闻奖等
各种奖励近百个，其中一篇作品获得中国地市报一等奖，
两篇作品获得山东新闻奖二等奖，1987年被大众日报社
评为“山东十佳业余记者”。2012年，他辑录十几年来发
表的作品出版了《汗水流过是金秋》。该书共计41万字，
是他从事宣传工作的集大成之作。2013年，他先后到山
东广电网络公司栖霞公司和莱州公司工作。因工作成绩
突出，《山东有线报》以一个半版的版面对其事迹进行了
重点报道。

他参加工作40年，有70%的时间是从事文字工作，积
累了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退休后，由正常的单位人突
然变成了散漫的自由人，他的人生开始进入“晚秋”冷清
的境况。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的失落感，曾一度困扰着
他。不少人退休后都感到茫然若失，整日百无聊赖。有

“能力”的人选择了二次创业；有人入住了“四方围城”，或
决胜于“楚界汉河”，杀得人仰马翻，或跻身轻歌曼舞的

“广场舞”大军……这些都不是他的追求。一个与文字打
交道半辈子的人，离开了文字感觉浑身每个细胞都萎靡
不振，度日如年。这时他想起了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
奖得主朱棣文先生的忠告：“当你开始生活的新阶段时，
请跟随你的爱好。”他的爱好还算广泛，但主要的爱好是
读书、写作和旅行。过去充实的人生，不是人在路上，而
是心在路上。于是，他抓住机会参加了一次招聘，开始从
事党史地方志志书编修工作，学习志书编修知识，渐渐对
这项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万家灯火、户户团圆的时
候，每每看到老方志人还在青灯黄卷、伏案疾书，他心中
便生出方志情怀，仿佛寻到了退休后的人生位置。

面对办公桌上堆积的、书架上排放的这些浩瀚如海
的志书、年鉴、地情丛书，冯宝新深感自己的浅薄与渺
小。因为深感不足，所以他如饥似渴，向书本学习，向专
家虚心求教；因担心被人笑话，他格外用心用力；因为既
然已经从事了这项工作，就要干好这项工作，所以再难，
他也执着坚持，竭尽全力。他积极参加方志培训会议，时
常与资深专家探讨交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他比较快地掌握了史志编修的基本知识，并逐步喜欢并
痴迷上了方志事业。在工作中，他起草了一些论文文稿，
一年半时间有9篇论文在中国作家网、山东党史网和《山
东史志》杂志上发表。

他拿着散发着油香的杂志，看着自己的文稿变成了

一行行铅字，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愉悦和感动，也重新燃起
了年轻时的文学梦想。有梦就有希望、有梦就有力量。
业余时间，他学习诗歌写作知识，研读名家诗作。儿子给
他买了《世界名诗赏析大辞典》等4本诗歌专集，他每天学
习几首。他也学习余光中、卞之琳和舒婷等现代诗人的
诗作，天天练习写作现代诗。为开阔视野，他主动加入了
一个诗歌微信群和两个散文微信群。人以类聚，物以群
分。进入到了什么圈子，就会了解什么样的信息；能被什
么样的气氛浸染，就会被什么样的高人激励引领。微信
群里面有中国作协会员，有省作协会员，有当地的，也有
外省市的，五湖四海，人才济济。他有机会与之成为微信
好友，有机会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感受他们的创作成
果，并请他们对自己的习作进行点评指导，避免走弯路。
在做好修志工作的前提下，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学习写作。他常常晚上写到深夜，午间时间也不放弃，双
休日全天窝在家里冥思苦想，起草文稿；睡觉前则躺在床
上构思，一旦有了灵感，琢磨出好的句子，就赶紧起来用
笔记录下来；每天坐公交车上班时也在思考，想起了好的
诗句，就拿小本子记录下来。他在文字里行走，与文字对
话，文字渗透进他生命的血脉，文字伴他一起走过了岁月
沧桑。一个视写作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时间一定不会辜
负他的努力，梦想也不会辜负他的坚持，他在追梦路上流
下的汗水、战胜的困难，经过岁月的沉淀，终会化作丰硕
的收获。

如今，他已经成为以写为乐的人了。精神上的收获
是无形的，不能统计出来，创作的数量却能统计出来。
2024年，他在《山东诗歌》《联合日报》副刊、《烟台日报》副
刊等纸媒发表诗歌60余首，在中国作家网发表诗歌86
首，在中国诗歌网发表诗歌218首；在《山东青年》《胶东文
学》《联合日报》《烟台日报》副刊发表散文20余篇，在中国
作家网、当代散文网等网站发表散文30余篇。经过不懈
努力，他先后加入了山东散文学会和中国散文学会，近日
又被批准加入省作家协会，在“奔7”的路上圆了作家梦。

从2024年元旦开始学写诗、写作散文，他笔耕不辍，
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需要三到五年甚至更
长时间去完成的事。

交谈时，他说，这一年的时光已经远去，回眸瞧瞧，他
踏实地走过，真心地活过，感受到了满足，感受到了幸福，他
的人生没白活，心中无比快乐。2024年，他不仅有有形的
收获，还有无形的收获，虽然有些忙和累，但自己的老年生
活更加充实，心灵得以慰籍，精神无比富足。这一刻，他更
深刻地体会到，这一年的付出是值得的。老了还有梦想，
而且照进了现实，内心也不再迷茫，他觉得越活越年轻。

是的，老百姓都说，人活着要有奔头。有梦想，才有
力量。人活着就要向前走，即便进入老年也要走出自己
人生的别样风采，展示自己的智慧，证实自己的存在，用
行动证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即便退休了，梦想仍在
晚霞中燃烧，还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
著花未？”1300年前，唐朝的某个岁暮，诗人王维曾这
样问。在古代，他乡遇故知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可
是诗中主人公接下来的发问却出人意料：“你来的时
候，看到我家雕花窗前种的那株梅花开了没有？”

王维是绘画大师，他善于留白。这首小诗写完
这简单一问便戛然而止，即是一种留白。诗人表面
是在写梅花，实际描写的是梅花背后的情愫。你
品，表面什么都没说，韵味却在结束的那一瞬间怦
然而绽。

记得有个电影叫《闻香识女人》，其实梅亦然。
跟着梅香走，就能找到几株梅树。

这不，眼前的蜡梅树并不高，灰色的枝条上星星
点点地挂着几朵鹅黄色的花苞，清新的香味从这些
黄色花瓣儿的缝隙里溢出，熏得人浑然欲醉。

小径上三三两两的路人也凑了过来，言语间多
了几分雀跃和欢喜。还有人拿出手机对着花儿拍起
来，准备发朋友圈分享这份馨香和暖意。

梅花向来孤傲。它独自在凛冽的寒冬里，一枝
两枝地开着，一朵两朵地开着，在清寂的冬日，在静
默的寒冽里，清冷地热闹着。遥遥地，从古开到今。

在山野小村也开着，在名家园林也开着，在高雅
庙堂也开着，在江湖之远也开着。连数九寒天风欺
雪攘都不畏惧的蜡梅，绽着单薄而细嫩的金黄色花
瓣，决绝地露出自己的心香一瓣。

趁着天黑，我悄悄地折了一枝梅回来。这有偷
的意思了——我是实在架不住它的香。

它香得委实撩人。晚饭后散步，隔着老远，它的
香气就追过来，让你的心软得一塌糊涂。黑天里看
不清，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在小区的院子里。一
棵，又一棵。我是用鼻子找到它的。

梅的本事，是一般的花学不来的。一树细密的
黄花朵，不疾不徐地开着，像镶了一树的黄宝石。它
是想把它的欢颜与馨香，送到更远的地方。

谁能在满目的衰败与枯黄之中，显露出鲜艳的
金黄和馨香？只有梅了。它含苞，它绽放。它是冬
天里的妩媚，它是春天里的温暖。

相传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某天午睡，独卧于
自己寝宫的檐下。旁边有一树梅，其时花开正盛。
风吹，有花落于公主额上，留下一朵黄色印记，拂之
不去。宫人们惊奇地发现，公主因这朵黄色印记，变
得更加娇媚动人了。从此，宫人们争相效仿，采得梅
花，贴于额前，此为梅花妆。

北魏的陆凯，一个大男人，居然浪漫到把一枝
梅花装在信封里，寄给好朋友范晔，并赋诗一首：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
春。”这个男人真是可爱到极点。

前日，去郑舍书屋见几个朋友。暖暖的天，暖暖
的阳光，空气中有股花香，竟有了春的味道。不用
寻，我知道，那是梅。果真，书店门口斜倚着一株梅，
裸露的枝条上爬满小花朵，它们仰着一张张小脸儿，
笑逐颜开。

有一妇人，深嗅，拍照，在树旁转。她抬眼，四下
里看，趁人不备，折下一枝，笑吟吟地就往怀里揣。
她那略带天真的样子，让我偷笑起来：人生至老，若
还能保持着这样一颗喜爱的心，当是十分可爱罢。

我折回的梅，被我插在书房的一只大肚黑色陶
罐里。陶罐素朴，蜡梅花苞亮黄如米，相映成趣。
室内温暖，未几，蜡梅花苞纷纷爆裂，灿烂妖娆，幽
香四溢。因了一枝梅，书房立马变得活泼起来，俏
丽起来。

图文合璧图文合璧 阅读增效阅读增效
——喜读朱自清彩色插图本《欧游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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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花心灵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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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毕业后，我常常一个
人悄悄地坐在书架前，让自己
的身心充分地融进书的缤纷世
界里。书，成了我生活中不可
缺的一部分。

揣着“为‘书’消得人憔悴”
的情，立下“衣带渐宽终不悔”的
志，我走进知识的圣殿。虽然有
时也难免浮躁，但我不再寻寻觅
觅冷冷清清，不再疑惑如诗如画
的青春，只是惊叹知识的博大精
深与自己的才疏学浅。我太渺
小了，如果生活中没有书籍，我
的业余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可想
而知。

记得一个作家说过，“人”
是一撇一捺支撑起来的。“人”
下面是很空虚的，只凭两根棍
棒似的骨架是支撑不了多久
的，需要找东西填满那个空洞洞的部位。怎样去填满？读
书学习是一条途径。热爱读书吧，用我们壮丽的青春去抒
写那个大大的“人”字，既顶天立地又殷实丰满。

读书既是一种生活的选择，也是业余的充实，更是一次
灵魂的洗礼。随手开卷，古今中外，名人大师，如约而来，与
你促膝谈心，为你指点迷津，使你茅塞顿开。精深的思想，博
大的内涵，定会使你如鱼得水，翱翔天空，自得其乐。

李白的飘逸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郭沫若的热烈，叶
圣陶的淳厚……这泱泱诗文圣宴，定会让你遐思无穷，叹为
观止。“腹有诗书气自华。”你定会“高山流水遇知音”的。

忘掉忧愁，忘掉烦恼，置身书中，“判天地之美，析万物
之理”。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读好书，善读书，又读生活
之书，读社会之卷，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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