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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让我的人生更精彩
□欧正中

一个外地人的锦里闲步
□李雷

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的我，家乡在大巴山腹地，那是一
个贫穷的小山村。在我成长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衣不保暖、食不果
腹充塞着我的记忆。由于家里兄
弟姊妹多，父母整天忙于生计，无
闲暇照顾子女，我们就在哥带弟、
弟带妹的日子里慢慢长大了。上
小学后，由于没钱交学费，每学期
都要等大队讨论减免费用后，才
能走进教室。生活虽艰难，但我
没忘记努力读书。

我所学的知识几乎都来源
于课本，而那可怜巴巴的课本内
容实在太少。上中学后，我终于
知道除了课本外，还有很多的课
外书。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会带
来文学书籍，由于我没有可以和
他们交换的课外书，加之他们都
把书视若珍宝，所以，尽管我心
里馋得慌，却没有一睹芳容的机
会。只是每晚在睡觉前，听他们
绘声绘色地讲述书中情节时，心
中的羡慕之情至今都难以言说。

我 跟 同 学 进 过 镇 上 的 书

店。看着那些崭新的名著，我摸
摸干瘪的口袋，自惭形秽，低垂
着头走了出来。作文课上，同学
们的美文总是在刺激着我的神
经，既羡慕又暗自苦恼：我什么
时候才能写出那样的美文来呢？

改革开放后，随着哥哥的成
年，我家经济条件慢慢变好。在
还清了生产队的欠账后，终于有
了多余的钱。母亲每次给我生
活费时，总会多给一点。我返校
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地来
到书店，选购一本自己满意的小
说。先后购买了《外国精短小说
选集》、《巴黎圣母院》、《少年维
特的烦恼》、《老人与海》、《猎人
日记》等十多本外国小说，并用
这些书籍从同学那里换来了一
些文学名著。后来，我还阅读了
一些外国的散文和诗歌。那段
时间，我每天课余时间都沉浸在
阅读的喜悦中。阅读，开阔了我
的视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过
去觉得枯燥的语文课文也变得
生动精彩了。特别是作文，可以

说是突飞猛进，我渐渐进入了班
里语文优生行列。就连那些从
初中同我一起走进高中的同学
也有些惊诧于我的变化。他们
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
们，是阅读。也许是语文的进步
带给我的自信，我在其它学科上
也有了不小的长进。

考大学时，我选择了中文
系。学校图书馆是我经常光顾
的地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中外
名著并开始有意涉猎诗歌，比如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泰戈尔
的《吉檀迦利》《飞鸟集》等，阅读
让我感到了无比的充实。

也许是阅读打下的基础，参
加工作后，我闲来无事时总忘不
了写作。从新闻报道到散文、歌
词，再到诗歌、小小说，一路走
来，看着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样
刊，虽说不上有骄人的成绩，但
至少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这一切的获得，都离不开我
曾经辛勤的阅读，是阅读让我的
人生更加精彩。

据说，成都武侯祠外侧那
条叫做“锦里”的小街曾是西蜀
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
的街道之一，早在三国时期便已
闻名全国。

仲春的一个星期天，我们
这些外地游客走在这条只有几
百米长的街上，映入眼帘的有茶
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
小吃、工艺品、土特产等。在这
条被誉为“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的商业街上，不妨捏个泥人、转
个糖画儿、买张剪纸，那俗到极
致而又艳到极致的颜色，带着童
真童趣令人回味。

在街道的另一边布满色彩
缤纷的花灯和店招，吃货们到了
这里，往往就走不动路了。三大
炮、牛肉豆花、三合泥、糖油果
子、撒尿牛丸、油茶、臭豆腐、荞
麦面、牛肉焦饼、钵钵鸡……一
阵阵的香味刺激着吃货们脆弱
的自制力。三大炮，很特别的一
个名字，糯米团准确地在三个铜
锣里弹三下，发出三声巨响，出
来就是香喷喷叫人口水直流的
美味。锦里是草根的，逛着逛
着，看到几十号人围成一个圈
子，热闹喧哗，巴掌拍得哗啦哗
啦响。挤进去一看，咦，原来是
卖响簧的小贩在示范怎么玩这
东西。在这里，你甚至可以找到
黄包车，短褂布鞋的车夫拉着西

装革履的现代公子招摇而过。
恍如民国电影里的某个场景，白
衣飘飘的伊人就在路的那一头
痴痴等待，嫣然一笑，擦肩而过。

在路边的茶铺里，藤椅上安
坐着悠然自得的茶客们，一杯盖
碗茶品出了老成都生活的精华。
茶香馥郁之中，只见一个姑娘穿
着水红色的旗袍，皓腕如雪，琵琶
半遮面，轻拢慢捻，独自唱着千年
前的爱情故事。小街周围大多是
青砖砌成的砖墙，黛青色的房顶，
暗暗的色调透着浓浓的古意。还
有织锦的仿古作坊，推开一扇木
门，吱呀一声，靠近木窗下，有织
机在咯吱咯吱作响，一个绣锦的
织娘，低眉抬手，十指灵巧地穿梭
于锦布上下，一层层蚕丝铺出灵
动的彩色图案。下午的阳光透过
窗子，斑斑点点洒落在古旧的织
机上，洒落在她低垂的睫毛上，松
鹤延年、富贵牡丹、寿星献桃……
这些传统而典雅的图案里浓缩着
成都，浓缩着中国。

闲步锦里，到中药铺里嗅嗅
药香，到蜡染坊里看看蜡染，到
戏楼里听听戏，看看变脸，喝喝
盖碗茶。天渐渐暗了，客栈、店
铺、戏台子，家家都早早地将灯
笼挑起来，烛景摇红，光明温暖
的光便从一扇扇木门里流溢出
来，浮生若梦，仿佛回到了千百
年前，恍惚中不知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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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版征稿】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

祖国！”“大自然那么美丽，写

封信表达我们的赞美。”“妈

妈爸爸，可以放下你的手机，

陪我玩吗？”……4 月 14

日 -15 日，金苹果第三届

Hello Daisy幼儿英语才艺

大赛决赛在保利皇冠假日酒

店、西村艺术空间、环球中

心、蔚蓝卡地亚花园城与东

郊记忆蜂巢剧场五大赛场举

行，小选手们以情景剧、童话

剧、脱口秀等多种形式，精彩

诠释了每一个角色。他们用

天马行空的思维、稚嫩的声

音讲述了孩童眼中的神奇世

界。

4 月 15 日下午，东郊记忆蜂
巢剧场的决赛现场高潮不断，每
一个节目都极富感染力：《丝路
之旅》，小朋友们以创新有趣的
方式，演绎他们所理解的中华文
化；年仅 4 岁的小选手，带来了
流利的英文演讲《我爱我的祖
国》；《鸟儿的家》，孩子们呼唤人

类爱护自然、保护环境……除此
之外，其他小选手们演绎的《熊
猫之旅》《坐井观天》《食物链》

《与手机争宠》《四季精灵》等节
目，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些孩子们通过小小的触
点，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文化与历
史，描摹着深爱的祖国未来的样
子。

据悉，本次活动以“生于中

英语小达人同台PK 童言趣语说世界
历时5个月，500多位小选手登上幼儿英语才艺大赛决赛舞台

国·长于世界”为主题，历时五
个月的园级海选赛，来自金苹
果成都、自贡、都江堰 37 家幼
稚园的500多名小参赛选手登
上决赛舞台，旨在为幼儿提供

一个对话世界的舞台，支持其
通过多样方式表达对本土文
化、多元文化的发掘与理解。

华西社区报记者 佘悦
摄影 张今驰

英文演讲《我爱我的祖国》。获奖小选手们上台领奖。

英文剧《丝路之旅》。童话剧《四季精灵》。

/读 者 来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