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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起于易，理成于医。传统武

术与传统医学同属一脉文化，古

之习武者，多为精通医药的行家

里手，其将传统医学调养之法融入

自身修为，外强筋骨，内养性情，内

外兼修，以达形神合一之目的。

调养之法更为习武者必备之

技。习武与调养在理论上具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传统医学中的点

穴、拿脉等等技法，博大精深，不

一而足，习武者可以用来指导武

学的养生乃至技击，而武学中一

些功法，也丰富了中医治病救人

的思路和途径，如推拿等不胜

枚举。

合和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基

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古

往今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

谐相处，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

愿望。医武一家，一脉相承，传统武

术与传统医学在岁月长河中历经

智慧与心血的打磨，在中华大地

上演绎得越发精彩。察时移世易

之轨迹，观武术与中医的内在联

系，武医调养疗法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产物，而且，这种必然将有力

地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与吴大才教授相交已有数十

载，虽术业有专攻，但亦深知其在

武医调养领域的成就实不负大才

之名。吴大才教授以近六十载的

临床实践为根基，融合多年的感

悟、创新、实践，厚积武医理论而

薄发，著成《武医调养疗法》一书。

书中，吴大才教授深入浅出地析

病因、讲病理，在针对病症找准病

灶的基础上，因症施治地给出了

调养疗法和疗养药方。这些疗法

和药方，远合阴阳调和、身心合一

的古典哲学思想，近合当下调养

身心、武医合一的修身养性之道，

集经验之大成，采诸家之所长，绽

文化之异彩。

“不有精敏之思，不足以察

隐；不有果敢之勇，不足以回天；

不有圆融之智，不足以通变；不有

坚持之守，不足以万全。”读《武医

调养疗法》，如同穿越时空与传统

文化大家神交，读的是强身养心

之道，习的是内外兼修之法，领略

的是中华武医的魅力和调养疗法

的神奇。

闲话读书
文心

我记事以来阅读的第一本书是

本连环画——6 岁那年的暑假，我

在外婆家玩得百无聊赖时，从抽屉

里翻出了它。也许是《穆桂英挂

帅》，具体书名我记不清了，但第一

次阅读的欣喜和满足感犹在心间。

那本小小的画册中只有少许文字，

且大多数我还不认识，但却有着许

多美丽的插画，将军、背着剑的侠

女、威武的战马……书中一个个角

色向我述说着有趣的故事，将我带

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美妙世界。

一本连环画看完，我意犹未

尽，于是开始在外婆家翻箱倒柜起

来。没多久，又寻出了十几本连环

画，我乐颠颠地捧着这些“宝贝”坐

到门槛上，一页一页地慢慢翻着，

直到太阳西斜，天渐渐黑去。

一书一世界，书为我打开了一

扇通往精彩世界的大门，我自此变

成了“书痴”。上小学时，我没有太

多零花钱可以拿去买书，幸运的

是，我的好朋友珊珊家有一个很大

的书柜，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书

籍。每到周末，珊珊家不啻于我的

“天堂”，我们两个“小书虫”总是一

起坐在靠窗的桌前，一人捧着一本

书静静地看着。看书的间隙，珊珊的

妈妈常常会给我们端来美味的鱼丸

面——那味道让我至今想来依然食

指大动。

一个星期天，我在珊珊家开始

挑战《西游记》。对于一名小学生来

说，《西游记》的生字简直太多了，

阅读起来难度颇大。于是我一边抱

着字典，一边如饥似渴地读着。就

这样，一个下午悄悄过去了。而沉

迷于读书的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最

初只是来找珊珊问一道数学题，也

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去向。当天

边最后一抹彩霞隐去的时候，我有

些心虚地偷偷溜进家门，迎接我的

是母亲的一顿板子——她遍寻我

不着，已经把家附近所有的鱼塘、

河沟、水井都找了一遍……可怜天

下父母心。

上初中时，在课业之外，我痴

迷于看武侠小说，折服于作者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常常到街上的租书

屋去借，租金大约是一天两毛钱。

我的父亲很不屑于此类“玩物丧

志”的书籍，严禁我阅读，可我又实

在无法抵住诱惑，便偷偷地买了一

把小电筒，每晚躲在被窝里看。如

此这般几个月后，我的作文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经常因“优美的词藻

及丰富的想象力”被老师夸赞，但

悲剧的是，我的视力也自此直线下

降，从此不得不过上鼻梁上架眼镜

才能清晰视物的生活。

初中还未毕业，我已将金庸、古

龙、梁羽生的作品几乎阅尽。回过头

来想想，读这些“闲书”的过程是那

样单纯和美好，它们在为我带来快乐

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让那些关于

“正义”“良知”“美”的感受和判断，在

潜移默化中进入了我的思想中。

待到上了高中、大学，我开始

偏爱《茶花女》《简爱》这一类国外

名著，也热衷于抄录优美词句，写

阅读笔记，并且期待自己也能写出

那样的文字来，成为一名伟大的作

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美国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并开

始尝试写诗，甚至一度到了废寝忘

食的地步。

再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虽

然最终没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却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依然跋涉

在写作的苦旅中。这时候，人物传

记、历史哲学和励志类书籍开始占

据我的案头。偶尔我也会在网上读

书，虽然网上的电子书品类齐全，

选择面更宽，但我更喜欢捧着书

本用手指触摸纸张的踏实感。

年少时，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

喜欢一气呵成，几十万字的书常常

是几天便看完了，然而看的大多是

故事情节，读的时候很陶醉，读过之

后什么也没记住，实乃囫囵吞枣也。

年纪稍长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放缓

阅读速度，在欣赏作者的写作手法

的同时，也会带入自己的想法。这样

有目的地看书，虽少了酣畅淋漓的

快感，却有益于知识的积累进益。渐

渐的，我欣喜地发现自己已经能够

有选择地进行阅读了，还可以一边

阅读一边思考甚至批判。

我喜欢阅读，喜欢书中的世

界。有人说，读书不只是读文字，更

是在读人生。我深以为然。

2011年底，我们家乔迁新居，

搬入一幢崭新的三层小楼。

整理旧物件时，我和父亲在

角落里偶然发现了一捆落满灰尘

的旧书。这捆旧书除了我的中小

学课本外，还有几本文学书（我们

当时称为“课外书”），我记得，这

几本书是我还在上小学时，远在

北京的姐姐寄给我的。那个年代，

在农村能找到的读物实在太少

了，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少年收

到这几本课外书时欣喜若狂的

心情。

除了这几本书，我们还发现

一本封面、封底和版权页都已经

不复存在的《三国演义》，看样子，

至少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出版物。我和父亲都不记得自己

曾买过这样一本书，那么，这本书

究竟是谁买的呢？难道是爷爷吗？

这不是没有可能。

爷爷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农

民，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

个，却对书和读书人格外尊重。我

曾在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序

言里提到，爷爷连写好自己的名

字都有些困难，但是他却可以讲

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有古今轶闻、

方言俚语或诗词对联等等——那

都是他从别人的口中听来的，虽

难免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但年

少的我却听得津津有味。爷爷对

知识的向往几乎到了令人吃惊的

程度——哪怕是路边一张写有文

字的纸，他都会拾起来拿在手中

摩挲一番。所以，不识字的爷爷淘

弄来一本《三国演义》是完全有可

能的事情。

热爱书，尊重书，这是爷爷在

那 个 年 代 渴 望 知 识 的 最 本 真

表现。

受爷爷的影响，我的父亲也

喜爱读书。父亲也是农民，至今仍

在大别山南麓的农田里耕耘与收

获。我至今仍记得中年的他在灯

光下为我讲解“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等诗句时的情

景——那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时，

父亲离开小学课堂已有二十多

年，但许多诗文他仍可以脱口而

诵。我惊讶于父亲惊人的记忆力，

这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书籍的

魅力可以如此持久，它可以让一

个农民在若干年后依然记得那些

沉郁而忧伤的诗句，并激励其对

生活永远充满诗意的向往。

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我

也是从小就喜欢读书。好在我读

中学时已经进入了新世纪，书籍

的种类和数量与上世纪八十年代

相比已大为改善，赶上了好年代，

我更是一头扎进了书籍的海洋，

充分享受阅读带给我的快乐和充

实感。

马克思学识之渊博、读书之

广泛少有人能及，但他却谦虚地

说：“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感到满

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

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

乏。”对知识的汲取是永无止境

的，因此，读书也是永无止境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更加热

爱读书了。

在爱上读书之后，我又自然

而然地爱上了写作，这个爱好同

样来自父亲对我潜移默化的影

响。尽管父亲的文化程度仅仅是

小学毕业，但他却会写诗——“青

山绿水映蓝天，茂木翠竹舞蹁跹。

仙人台前大明镜，石牛脚下小潭

泉。”家乡大别山的风物在他的笔

下自有一番神韵。看到自己的作

品被印制成书籍，大概是一个爱

读书爱写作之人最幸福的时刻，

这是那个当年在昏暗的灯光下伏

案 阅 读 的 乡 村 少 年 从 未 想 过

的啊！

2016 年，我的儿子出生了。

在他出生之前，我和妻子便为他

挑选了一大摞优秀的绘本图书，

这样装帧精美的图书在我的少

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真是一

个幸运的时代——幸运到我们不

是为书太少“犯愁”，而是为读不

完“犯愁”。

我盼望儿子能像我们的父辈

一样尊重知识，热爱读书。书是人

间的灯盏，读书便是点亮这些弥

足珍贵的灯盏，以此照亮人生的

美好未来。

我的故乡在长江中下游平

原。在那里，人们把地里的红薯南

瓜收了，再把晚稻入仓，秋天的事

就算忙完了。霜降之后再过上一

段时日，冬天就会宣告来临，先是

连续的刮风下雨，然后雪花飞舞，

天寒地冻，世界似乎一下子静了

下来，闲了下来。走过春夏秋三季

的喧嚣，冬天的寂静与寒冷让人

一下子难以适应，其实，这漫漫寒

冬正是读书的好时节。

小时候在冬天读书的情景，

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时候，老百

姓的房子大多为竹篱茅舍，墙面

有透风的地方就用报纸糊上，御

寒的衣服也远远没有现在的衣服

保暖。冬天农活少，人们在家度农

闲时，大多会用火盆生上一盆火，

把整个家都烤得暖烘烘的。周末

或者寒假，我最爱做的事情是搬

一把小椅子坐在火盆前，手捧一

本课外书细读。读书的同时，除了

注意要不停地添柴不让火熄灭以

外，我还会把家里的红薯放在火

盆里烤熟来吃，读书果腹两不误。

就这样，《三国演义》《西游记》《岳

飞传》等书里的精彩内容，伴着烤

红薯的香味一起留在了我儿时的

记忆深处，使我在小小的年纪便

懂得了为人要正直、守信、爱国，

要有孙悟空那样扫除一切困难去

争取胜利的斗志。

读书可以使我们纵览古今，

泛游四海，神交古人，开智解惑，

通过阅读，我们眼界更加开阔，思

想更加充实。如今，我已是人到中

年，虽经半生风霜，但看书阅读的

生活习惯却从未有过改变。在觥

筹交错的应酬之余，我依然喜欢

在冬天躲进安静的书房，泡上一

杯热茶，抽出书架上买了很久却

不曾开卷的书，沉下心来细细品

读。夜静如水，一杯香茗在手，任

窗外雨雪霏霏，大有“躲进小楼成

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况味。

掩卷之余，我偶尔会回想起年少

时因买不起心仪的书而日思夜

想、辗转难眠的情景，也会回想起

在图书馆蹭书看站至腿脚发麻仍

不肯离去的情景……那个时候，

我总是感慨万千，从而更加珍惜

有书相伴的日子。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时光终

不会辜负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们

所读过的书和所走过的路，总会

转化为生命的一部分，变为不可

分割的精神财富。如果一个人一

生的旅程都有书香的浸染，那是

何等幸福的事情啊。在这个冬天，

让我们拾一缕书香暖寒冬，走进

书中的美丽世界。

当 下 ，泛 滥 的 网 络 语 言

与流行词语冲击着我们的文

化生活，越来越多的汉字被

滥用、错用，人们对语言规范

的需求不断提高。这种情况

下，始终坚持文化权威导向

的《新 华 字 典》紧 跟 时 代 步

伐，与时俱进，其在文化领域

的指导作用日益彰显，且不

可替代。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

立 后 出 版 的 第 一 部 白 话 释

义、白话举例的字典，也是迄

今为止最有影响力、最权威

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通过

它，几代中国人得以更好地

接受文化教育。迄今，《新华

字典》已经印行了 6 亿多册，

是 全 世 界 发 行 量 最 大 的 工

具书。

说 到《新 华 字 典》的 编

纂历史，其起源可追溯到解

放 战 争 胜 利 之 前 。当 时 ，白

话文在中国已非常普及，但

却 没 有 一 本 通 俗 易 懂 的 字

典可供老百姓使用。这种情

况引起了语言文字学者、北

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的注意，

他 萌 生 了 编 写 一 本 新 字 典

的 想 法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百

废待兴，语言文字亟需得到

规范，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

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计

划组织人员编纂字典，这个

想法与魏建功不谋而合。在

叶圣陶的协调下，魏建功被

借 调 到 出 版 总 署 组 建 辞 书

机构。1950 年 8 月 1 日，新华

辞书社正式成立，魏建功出

任社长，那本尚未问世的字

典 由 此 被 命 名 为《新 华 字

典》，魏 建 功 的 名 字 此 后 不

断为世人所熟悉，人们誉之

为“《新华字典》之父”。

《新华字典》伴随着人民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诞生，

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同步，

从一开始，它便担负着新中

国的文化建设、教育普及与

文字普及的使命和任务，这

些使命和任务，已成为《新华

字典》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其

特有的精神财富。自《新华字

典》诞生以来，几十年中，它

发挥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

语规范化，普及知识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等重要作用，具

有了更多的经典品质。

2016 年 4 月 12 日 ，吉 尼

斯世界纪录机构宣布，我国

的《新华字典》获得“最受欢

迎 的 字 典 ”和“ 最 畅 销 的 书

（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

界纪录。这说明，在今天这个

语言文化不断受到网络冲击

的时代，《新华字典》仍能持

久地焕发出汉语文字的独特

魅力，发挥着中华文化绵延

不断的巨大影响力。秉持正

确 文 化 导 向 的《新 华 字 典》

所承载的爱国之心、忧患意

识和文化担当，更是被人们

亲切地称为“新华精神”，这

种精神培育了文化之根，涵

养了民族之魂，弘扬了文化

自信，托起了文化强国的梦

想。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新

华字典》始终精神不灭，薪火

相传……

有人说，生命是一场盛大的

旅行，总有一个地方在向你深情

召唤，即使脚步不能抵达，心灵也

要前往。我从未去过丽江，也从未

有过去丽江行走的冲动，但当我

读到阿来的《一滴水经过丽江》

时，一座秀美的城却走进了我的

心里。那水，那桥，那雪山和四方

街，常常进入我的梦中，温柔了时

光和岁月。

一滴水在玉龙雪山上醒来，

它看见了丽江的前世今生。从明

代的木氏土司在狮子山脚下修建

木府和四方街时起，纳西文明便

在这玉璧金川的大地上繁衍生

息。丽江的美依托了这水韵的滋

养，成就了高原明珠的魅力。于

是，那一滴醒来的水看到了“天雨

流芳”的奇妙魅力，看到了行走于

茶马古道的马帮汉子，看到了依

水而生的东巴文明以及古城秀丽

的风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那些街道、宫殿、水车、小桥都

在水滴的浸润中向世人流淌。

1997 年，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成功融入世界的丽江惊艳

了一众外宾，她不再是纳西深藏

的闺秀，走向世界的丽江是全人

类的明珠。

一滴水经过丽江，它在顺水

而入、逆水而出的一方古镇，看到

了无限的秀美和温婉。那些静静

流淌的水从拥有遥远记忆的黑龙

潭而来，在水车上转一个圈，又哗

啦一声落成一道彩虹。在“家家门

前流水，户户屋后垂杨”的诗画生

活里，它看见了“白须垂胸的老者

们，在演奏古代的音乐”，路过了

“叮叮当当敲打着银器的小店”

“挂着水一样碧绿的翡翠的玉器

店”和“售卖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

的字画店”，也路过了“三坊一照

壁的院子”“依山而起的重重房屋”

和“顺水而去的蜿蜒的老街”……

一滴水在慢生活的古朴神韵里，听

到了东巴祈福的清脆铃声。

我被文中的丽江所吸引，迫

不及待地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

地，我亲眼看到了流动的丽江，那

写在纸上的文字伴着穿城而过的

渠水，在我的心田静静流淌。我喜

欢丽江在一天不同时段中的每一

个模样：纳西女子在日出的晨雾

里鱼贯而出，去桥边淘米洗菜；在

黄昏的霞光中，她们打水浇花、煮

茶清谈；夜幕下，满目星光伴着火

红的灯笼，把五彩斑斓的水渠诠

释出最具丽江特色的气质。“在这

里，尽情欢歌处，夜凉如水，他们

的心像一滴水一样晶莹”，如此热

闹的丽江，却成了人们最愿意安

放心灵的地方。

丽江在阿来的文字里温柔似

水，在我的眼中亦如心头的白月

光一般皎洁。当我立在石前，阅读

着《一滴水经过丽江》，文中的丽

江和眼前的风物便一一重合了。

有人说，最美的风景不必去悦赏，

而我却被一篇文字驱使着去认识

了一座城，因为那些文字仿佛有一

种魔力，会让你舍不得走，舍不得

快，舍不得让这一切匆匆掠过……

穿过时光长河的神奇魅力
——《武医调养疗法》有感

朱丹枫

水韵丽江
——读《一滴水经过丽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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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一缕书香暖寒冬
魏伟

点亮人间的灯盏
何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