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我每天上午都要把孙女送到市图书馆附近的学前培优班上课。为
了打发这半天时间，我在市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每天持证到二楼自助书刊开

架服务处，挑选自己心仪的好书，坐下来认真阅读。
常听到有人感叹：“现在的人太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可是，

我在图书馆的见闻让我感受到，有相当多的洛阳人为了健康、快乐、开心地
生活，正在“用知识叩开未来的大门”，读书热情十分高涨。

一楼的少儿阅览室和二楼的自助书刊开架服务处，每天去晚了就找不
到座位，不少读者在这里看了一上午书，临走还要借几本书带回家读。三楼

两个读者自修阅览室，8点一开门就有许多人拥入。为了满足暑期读者的
需求，图书馆在一楼大厅临时增设了部分桌椅，天天座无虚席。

每当我被紧张的工作、繁杂的家务搞得身心疲惫不堪的时候，总渴望有
一天能重回大学校园，坐在图书馆或教室里静心读书，让幽幽书香给生活增

添乐趣，让书中智慧为我的人生增色。
在告别大学校园32年后，我终于有机会重新坐在图书馆里展卷读书

了。这里虽不是大学，却让我找到了重回大学校园的感觉。
初尝甜头的我，今后将把到图书馆“上大学”作为一种常态坚持下去，

以丰富我的退休生活，充实我的大脑，净化我的心灵。

到图书馆“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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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席子
□张利兵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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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个外地同学来
看我，说起她回老家的见闻，心
里很不舒服。

乡亲们见她都说：“你好不容
易跳出‘农门’却在外地找了个教师
成家。当初如果想找个教师，咱县多
得是，哪儿不能找啊？何必跑那么
远！”

这个同学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没
心情看景、拍照了。其实他们两口子啥都
不缺，儿子也上了大学，小日子过得不错，平
时觉得挺幸福的，可是听了这些话，她的幸福
感竟大打折扣。

我的另一个朋友，家里有两个病人需要他照
料，别人看见他总是说：“你真苦啊！真够难的！”
他本来没觉得有多苦多难，可是这样的话听多了，
他居然真觉得自己又苦又难。

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有意无意说一些不
负责任的话，影响别人的生活，破坏别人的幸福。

我们无法改变他人，只能在面对这样的干扰时认真
分析、正确对待。对自己有益的话就采纳，对自己无益的
话不要放在心上，听完让它随风去吧。

接纳自己，活在当下，才能幸福。越比较越痛苦，不攀比，
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保持内心平静，增强抗干扰能力，用智慧经营自己的
人生。看淡世间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心若不动，风又奈何？

外婆今年已九十多岁，但身体很硬朗，眼不花，耳不
聋，说起话来还很幽默。

外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老了也不愿随儿女到城
里享福。为此，舅舅们专门为她翻新了老家的窑洞，里
面冬暖夏凉。新盖的大客厅窗明几净，小院里花香
四溢。平时几个儿女轮流回去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她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有福之人。

星期天，我们把外婆接到城里来散心。外婆
格外精神：满头如雪的白发，一件大红真丝衬
衣，一双精致的红绣花鞋，拄着龙头拐杖，被一
群晚辈簇拥着，俨然佘太君出征。

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大家都累了，几个
孩子嚷嚷着要吃快餐，表姐提议大家一块
去，外婆便被我们拉进了附近的麦当劳
餐厅。我们刚一进门，便吸引了众多食
客的目光，不一会儿，外婆就成了这里
的主角，有来问外婆年龄的，有来向
她咨询养生之道的，甚至有人要与
外婆合影。一时间，外婆如明星般
被大家簇拥着，健谈的她很快与
大家聊得火热，小店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

看着人们羡慕的眼神，
看着外婆满脸的幸福，我想
起了她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儿女孝顺胜过万两黄
金，老来有福胜过良田
千顷。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老家有个婶婶，心肠
好，对人很友善。人长得瘦

弱，皮肤黝黑，一双手因终年
劳作而粗糙不堪。

婶婶特别喜欢我女儿，每
次见了都要拉着女儿的手问长

问短，还要带孩子回家吃好东
西。偏偏女儿怕生人，每回都嫌恶

地躲开，弄得我很尴尬。
回到家里，我教育女儿要懂礼貌，

女儿噘着小嘴委屈地说：“你不是说不
能撒谎吗？她那么黑，我就是不喜欢

她。”女儿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有一天，母亲托人捎来几个旱地西瓜，

西瓜长得不如往年个头大，但这样的西瓜特
别甜。看着那些“其貌不扬”还带泥点的丑西

瓜，我顿时计上心来。
中午，女儿放学回来，一进家门就嚷着“渴

死了”。我让她先洗手，然后打开冰箱抱出一
个小西瓜。

“妈，你在哪儿买的这么难看的瓜？能
吃吗？”女儿瞪大了眼睛问。

我端着切好的西瓜让女儿品尝，女
儿拿起一块放在嘴边，啃了两口，惊讶
地说：“这西瓜好甜啊！”

女儿一口气吃下三块西瓜，抹
着小嘴、拍着肚子直呼过瘾。我
趁机说：“今天吃的西瓜有什么
特点？”女儿想了想说：“今天的
西瓜没有以前买的好看，可是
很甜。”

“说得好！那以后买东
西不能光看表面，对不
对？”女儿点点头。“那看
人是不是也不能光看
外表呢？”没等我说
下去，女儿就红着
脸说：“妈，我知道
了，以后再也不会
那样对奶奶了。”

我笑了，知
道这一课起作
用了。

“红藕香残玉簟秋”，这里的“玉簟”是席子的美称。
天气渐凉，该把席子收起来了，我由此想到了席子。
席子历史悠久，石器时代就有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席子，那么

现在的汉语将面目全非。不信？请看下面一段话。
今天我在家里大摆筵席。为了让朋友们都有一席之地，我铺上凉席，大

家便席地而坐。朋友真多，一时座无虚席。时间尚早，我们看电视解闷。新
闻里国家主席、副主席等正在开会，主要内容是反贪，对贪官污吏要管宁割
席，对友好邻邦要连舆并席。提倡节俭，我们要居不重席。此时酒席备好，
我们便开席。饭菜味美，不久朋友们便席卷一空。

古时的席子能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如今，席子早已成为老百姓的
日用品。

早年的席子由草席和竹席平分天下。草席柔软，易于收藏，但不够凉
爽，竹席刚好相反，真是各有千秋。后来麻将席横空出世，它既有草席的软，
又有竹席的凉，而且长短可以随心所欲，一时间席卷中国。但是它也有缺
点，就是太重了，搬运十分麻烦。最终，亚麻凉席应运而生。它集各种席子
的优点于一身，大有一统席子“江山”之势。然而随着空调的普及，在凉爽的
屋子里，再好的席子也不如棉布舒服。因为凉席不吸汗，而且在空调屋里，
凉席让人难受，于是席子在盛夏的时候让出“舞台”，由主角变成配角，只有
在夏初和夏末才能大显身手。

或许在若干年后，席子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席”字在汉语中的地位不会
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