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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你要的作文书我在网上买到了，周
末我就给你送来。”

“好，太好了。”爷爷高兴地应着。
放下电话，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爷爷的图

书馆里去了。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小时候家里孩子

多，大人忙于生计，根本无暇管我们。我们就像
一群快乐的小鸟，到处飞奔。玩泥巴，捞鱼捉
虾，上山摘野花野果，玩得不亦乐乎。

欢乐的童年里，让我难忘的，还有爷爷的
图书馆。那时候，爷爷做着收废品的营生，每天
上午拉辆板车外出收废品，下午就在院子里对
废品进行分类打包。爷爷收的废纸旧书里夹杂
着一些故事书和文学书籍，爷爷见我们没有课
外读物，就把那些书挑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

在他的耳屋（指正房或厢房两侧连着的小房
间）里，让我们几个孩子看。刚开始我们都不爱
看，对满屋的书不屑一顾。

一天傍晚，爷爷拿起一本书对我们说，我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于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就
围在爷爷身边，听爷爷讲故事。爷爷讲的是《三
毛从军记》，讲得绘声绘色的，我们都被吸引住
了。谁知，讲到某个关键处，爷爷突然不讲了，
说：“我还要去菜园种菜呢，没时间讲了。喏，这
是《三毛从军记》，你们自己看吧。”说完，爷爷
撂下书，走了。我们很想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就
拿起书阅读。慢慢地，我们姐弟几个都爱上了
读书。于是，爷爷的书屋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
地方。那逼仄昏暗的书屋，在我们眼里是那么
高大神圣，我们称爷爷的书屋为图书馆。

一天，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掉了封皮的高尔
基的名著《童年》，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那是我第
一次看外国长篇小说。我把它装在书包里，带到学
校，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后来，我又带了一些其
他的旧书到学校看。同桌罗钰见我只顾看书，也不
跟她玩了，不屑地说：“都是些破书，有什么看头
啊？”我一怔，低头看手中的书，发黄的封面，卷边
翘角的内页，像个流浪的孩子。我的脸霎时红了。

回家后，我向爷爷抱怨，咱家的书都是破书
旧书，什么时候能买新书啊。爷爷理直气壮地说：

“破旧书怎么了？我小时候想看这样的书还没有
呢。知识是没有贵贱之分的，重要的是，你要真正
掌握它，让它为你所用。”

爷爷的话像一束阳光，照亮了我混沌迷茫
的天空。那以后，我不再在乎同学的嘲笑，一心
一意地看我的旧书。

有一年放寒假，语文老师布置我们的寒假
作业是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写一篇读后
感。回家后，我把爷爷的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失望地说：

“这怎么办啊？作业完不成了。”爷爷眨眨眼说：
“别急，我来想办法。”

这以后，爷爷每天一大早就出门，走很远的
路去收废品，还特意跑到镇上的中学里去收废
品。回来后，爷爷就认真地在旧书里翻捡。一个
星期后，爷爷终于在旧书堆里找到一本《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爷爷高兴地把书送给我。摩挲着
那本来之不易的书，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在爷爷图书馆的哺育下，我的成绩一直很
优秀，作文更是我的强项。18岁时我考上了心
仪的大学，大学的图书馆高大气派，书籍不计
其数。我一有时间就在图书馆看书，在知识的
海洋里畅游。

如今我已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生
活越来越好，读书的习惯一直保存着。爷爷已经
八十多岁了，他还在用心地打理他的图书馆，并
且把图书馆免费向镇上的孩子们开放，让他们有
一个好的读书环境。每次回到爷爷家，我都会帮
他打理图书馆，还在网上向朋友们征集了一批课
外书籍送给爷爷。爷爷的图书馆温暖了我和家乡
的儿童，是我们的温馨家园。

书与人

爷爷的图书馆
胡 萍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着最简单的故事，
却又蕴藏了最深刻的内涵。这故事如此的单
调，以至于让初读者觉得枯燥乏味，犹如小说
中主人公圣地亚哥日复一日的海上打渔生
活。而这部小说的内涵又是那样的阔大深沉，
犹如人类永不能驯服的汪洋大海。是的，这故
事只是冰山一角，沉湎于故事趣味的读者，在

《老人与海》的最初阅读中，往往会觉得沉闷。
但对于独自一人在海上打渔八十四天，

最终一无所获的老人，你又怎能指望他的人
生跌宕起伏？他如此的孤独，以至于在苍茫
的大海上，只能对着一尾鱼，一片水域，或者
远在岸边的忘年交男孩喃喃自语。孤独，孤
独，还是孤独，这无边的孤独让大海看上去都
充满了躁动，有着让人难以掌控的绝望。一
个人面对辽阔大海，跟已经衰老到打不到一
条鱼的自己较劲，对着深藏在这衰朽皮囊中
的灵魂自言自语。而他的童年生活，他的一
生悲欢，他对于不可逆转的人生的对抗，除了
这面前动荡的大海，谁能够懂得呢？

所以海明威写下的，是全人类的孤独感。

当我们面对即将消逝的生命，面对永不会再现
的勇猛生机的壮年，面对无人陪伴的艰辛旅程，
如何对抗孤独，扼住命运掀起的滔天巨浪，是人
在这个世上永恒的课题。《老人与海》这部中篇
小说灵感的种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通过
海明威无意中在海上邂逅的一个来自古巴的渔
民，捕获一条一千磅重的大鱼的经历，根植在了
创作的泥土里，但直到20年后，也即海明威50
多岁时，才被其化为笔端文字。在这20年中，
海明威也历经了惊心动魄的战争与死亡，所以
小说中的老人圣地亚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海
明威本人与孤独命运对抗的写照。

海明威有着并不怎么幸福的家庭，所以他
一生都在叛逆，出走，漂泊，冒险。他甚至为了
对抗母亲强大的掌控，向人证明自己的勇猛，
而喜欢打猎、拳击和斗牛。这个文坛上的硬汉
作家，狮子一样吼叫的人，用文学作品，向世人
呈现着另外一种人生的传奇。直到《老人与
海》，他才向读者传递出一种新的英雄形象，也
即他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
败。”被一群疯狂的鲨鱼攻击到精疲力尽、承认

自己失败的老人圣地亚哥，是真正的精神上的
英雄。他与大海搏斗，与孤独对抗，但又同时
承认并接纳这种对抗的失败，并以此证明：“生
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
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人类的悲剧在于，想要超越所有的人生
困境，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但却总被万有引
力牢牢地限定在大地上。但生命的价值和意
义，却也正在于这样的抗争——这伟大的对
孤独命运的抗争。

暇观亭书话

《老人与海》：对抗孤独的命运
王苹

日月轮换，世事
变幻，一晃眼，当年
的娃娃已有了自己
的娃娃。在冬日的
暖阳下，嘴里嚼根麦
秸 ，闻 着 阳 光 的 味
道 ，读 到 刘 青 鹏 的

《巫德堡大冒险》（春
风文艺出版社 2017
年 版）竟 然 童 心 未
泯，有种想破译魔法
密码的冲动。旧时
光里有《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一千
零一夜》等，这些童
话故事由爷爷奶奶
讲给孙子听，父母讲
给孩子听。孩子听
得久了，就成了孩子
王了，也就以大人的
口吻讲给身边的伙
伴听了。于是，在一
堆人里面，一张口，
白雪公主就活了，丑
小鸭真的变成天鹅飞走了，灰姑娘的水晶鞋
至今还遗留在灰尘满面的记忆旮旯里，可怜
兮兮地等待着它的主人。在那个骑着木马
飞翔的年纪，也许人人都幻想过自己成为公
主和王子，在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自由王国
里任意驰骋，乐着童年乐，梦着少年梦。这
些童年的标签，随着时光流转，一代代地流
传下去，一茬茬的孩子落地生根，成木成林。

陶行知说，我们必须要会变成小孩子，才
配做小孩子的先生。刘青鹏的《巫德堡大冒
险》，就以儿童的视角，在魔法的施展中把自
己成功地变成了小孩子，以孩子王的个性讲
述充满想象与思维严谨的故事，别有一番风
味。《巫德堡大冒险》分为《女神的魔咒》《失落
的魔法盆》《冲破诅咒与封印》三集，故事情节
一环紧扣一环，引人入胜，带领孩子们进入神
秘莫测的魔法城堡，解决一个个难题，攻克一
座座城池，破译一个个魔法机关。书的封面
设计精美，包装精巧，每一集都有一个精彩故
事戛然而止，留下空间，留下悬念。印象中那
些流传的经典童话故事，要么令人喷饭，要么
充满人性思考，要么有生活的哲理。而青鹏
的《巫德堡大冒险》在线性的故事之外，蕴含
人生的哲理，富有生命探索的冒险意识，在不
知不觉间融入生活百科知识和经验。譬如：

“麦丛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思考了好一阵，
说：‘磁石上有裂缝，我们可以利用热胀冷缩
的原理，将困难控制在最低限度。’‘热胀冷缩
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很简单的自然现象。
石头遇热会膨胀，遇冷会收缩，虽然幅度很
小，但一定会造成松动。你准备几大桶冷水
和几大桶烧开的热水，轮流沿着裂缝往石头
上淋。绝对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作者在故
事中融入了物理知识和生活实践，不仅仅给
孩子们营造一座充满想象力、刺激冒险和挑
战精神的智慧城堡，还寓教于乐，伺机布防，
设置关卡，引起孩子迫切了解的欲望，给人智
性启迪。就如伴随自己长大的善良美丽的白
雪公主，恶毒的女巫，善变的阿里巴巴，勇敢
的铁臂阿童木，充满着探险和智慧力量的白
垩纪恐龙时代等等，天女撒花般洒下了“真善
美”的种子，让纯洁无瑕的眼睛明辨是非，懂
得邪不胜正的箴言。

曹文轩说，书呈现了不同时空里的不同
经验。你只需坐在家中，或案前，或榻上，或
瓜棚豆架之下，便可走出你可怜的生活圈
域，而走入一个无边的世界。随着时代的变
迁，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会呈现出不同的社会
需求。因此，选择一本适合孩子的书至关重
要，根据孩子的需求与欢喜，选一本既能开
阔视野，有利身心健康，引领求知欲望，又让
孩子接受和喜欢的书是家长们的责任。如
最后一集《冲破诅咒与封印》——麦丛靠墙
坐下，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纸，思考起来：
从一组数字中找出他们的规律，最关键就是
利用加减乘除进行认真分析，逐一比对后，
就能发现隐藏在数字背后的秘密……当麦
丛在问号处填上11和9这两个数字时，有着
极强数学天赋的灰兔们立即爆发出啧啧惊
叹！这里的数字游戏有趣而有味，逻辑推理
和思维结合，开启智慧之门。又如，“白皇国
王叹了口气说：‘消失的影子夺走了我的心
智，为一己私利，让国家和兔民遭受了这么
多的痛苦。我错了！现在，我找回了影子，
也找回了本来的善良。来来，我马上签署诏
书，释放所有灰兔。’”这些现代思维，无疑是
古典童话里缺少的益智乐趣。处于这个巨
变时代的宝贝精灵，小小年纪，一个个都是
脑洞大开，这是一个对外部世界充满着更多
探知欲望的群体。而青鹏的魔法故事就具
有感性力量融合理性思维的魅力，是一座适
合孩子们放飞梦想的魔法大观园。

近日，接到了老同学兼同事林
日新老师的长篇小说《青石湾》（中
国致公出版社2018年版）。打开这
本油墨飘香的书，看到小说里面我
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心里特别欣
慰：我的老同学终于实现一个乡村

“民办教师”三十年来梦寐以求的
文学梦——“诗和远方”。

如今，“民办教师”这个名称已成为
历史，不过，他们对乡村教育的贡献将永
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想当初“民办教师”
一边教书一边种责任田，既当教师又当
农民，心里总企盼有一天能挤到“民转
公”的独木桥上成为一个“民师生”。然
而，要想成为一个“民师生”谈何容易？

我的老同学林日新硬是如《青
石湾》中的主人公石哲成一样，用自
己的青春和才华在乡村学校开辟出
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为一个颇
有名气的“教师作家”。从教三十三
年来，他早已桃李满天下。他在诗歌

《教师诗情》中这样写道：“年年新生
为我带来了鲜活的素材/届届毕业
生带走了我得意的诗作/我的学生
走向全国/我的诗作遍布神州。”

《青石湾》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也是他耗尽了大半辈子心血

的扛鼎之作。小说是他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刚刚走上“民办教师”岗
位时开笔的，最初写成了《抗争》

《六爷爷》《温馨的岁月》《无悔的岁
月》《童年的青石湾》《青石湾的爱
情》等十几个短篇，“三十年磨一
剑”，终于打造成今天这部令人惊
喜而又催人泪下的《青石湾》。

《青石湾》属半自传体小说，是一
部描写山村知识青年的励志成长小
说。它浓缩了乡村“民办教师”的追求
和失落，奋斗与挫折，拼搏与坎坷、成
功与失败的过程，书中许多熟悉而又
陌生的故事及细节描写让我激动不
已。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脑海非常
自然地浮现出三十年来的人和事，我
竟把小说主人公与作者混淆起来：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落榜青年石哲
成为了寻找“远方和诗”，极力躲婚，

随乡亲们到雪峰山里做了一名“小毛
货郎”，半途意外落单，只身独闯侗
乡，在山重水复之际巧遇老货郎六爷
爷，开始了人生中的一段旷世传奇；
回乡后，他有幸被聘为“民办教师”，
在教书生涯中，他经历了所有山村

“民办教师”经历过的迷茫、失落和成
功，饱受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事业上
的艰难，同事的冷眼和挖苦等。八年
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民
师生”，尔后转为公办教师，他的人生
才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教学上得心应
手，写作上也成绩斐然，没过几年他
就幸运地晋升为中级和高级教师，成
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年过
半百的我本来是泪腺很深的，看书
一般是不会太动情的，但我看《青
石湾》却是含着泪读完的。印象特

深的是《柳暗花明》中的全家团聚，
《亲人相见》中的母子相见，还有
《岳父仙逝》中的生死永别等场面
催人泪下；《订婚醉酒》中石哲成的
哭泣精准描述了一个贫寒子弟壮
志难酬，悲苦无奈的境地；《异乡亲
人》中石哲成与六爷爷的相逢和

《深圳奇遇》中石哲成与云子哥的
巧遇，写活了异乡遇亲人的惊喜
……《青石湾》虽说是作者的半自
传体小说，不如说是我这个乡村教
师的“纪传体”小说。哦，不！它是所
有像我俩一样高考落选后当“民办
教师”者们的“纪传体”小说。

当然，作者的现实生活与石哲
成的成长经历还是有所不同的。作
者的婚姻一帆风顺，夫妻恩爱，相
敬如宾，美满幸福，可石哲成的婚
姻和感情生活却十分波折。

有人说：“读史是有益的，却未
必有味；读小说是有味的，却不一定
有益。”然而，《青石湾》的作者却用
他对“诗和远方”的追求为乡村教师
立传，让读者对主人公的命运产生
无限的共鸣，从而在精神上获得独
特的享受和难以言说的愉悦，引发
对人生对事业对婚姻的深深思考。

读者感悟

一个乡村教师的“诗和远方”
——林日新与他的《青石湾》

刘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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