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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阳光
明媚的日子里，大地被温暖的光芒笼罩，一切都
显得格外美好。

在这个季节里，大自然仿佛重新焕发出了新
的生机。树木开始抽叶，花儿绽放出绚丽的色
彩，草地也变得翠绿欲滴。春风吹拂着脸庞，带
来了清新的空气和花草的香气。人们纷纷走出
家门，感受春天的气息。

有道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时，气候适
宜，空气新鲜，正是读书的最好季节。读书

不仅要印入脑海中，还要汇入心海里，
这样读起来才津津有味，使人入迷，令
人豁然开朗。那么，一天里的哪个
时间最适合读书呢？我选择在美妙
的清晨。

记得上小学时，每天早上来到
学校，上课前第一要做的事，便是晨
读。同学们捧着书本，朗朗读书声此
起彼伏，响彻教室，在很远的地方都能

听到。老师常跟我们说，要培养早晨读
书的好习惯，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因

为经过一夜睡眠，这时大脑最空灵最清醒，能
记住东西。多年来，我将这一“真经”牢记于心。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
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每一天的太阳都
是新的，而早晨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此时，人体各
个部位尤其是大脑经过一夜的充足睡眠后，处于
一天中的最佳状态，记忆效率高，晨读起来清新
爽朗，兴味盎然。

我从部队开始，就有早起的习惯，保持到今
天。先晨读后晨练，每天晨读的时间大约是六点
左右。起床洗漱后先喝一杯温开水，然后便手捧
一本书来到窗前，或坐到小区花圃旁的石凳上，
或来到不远处的公园里、小河边，一面享受四周
清新的空气，听着不时传入的鸟儿啁啾声，一面
读起书来。置身于这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只感到
岁月静好，精神丰足。

晨读的关键，不仅在勤读，还在于善思，要学
会消化读书内容。如果只读不思考，就像鸭子吃
田螺，整个儿吞下去，田螺是什么味道，一点都不
知道。我每天晨读时，逐字逐句，慢慢体会，理解
了这句的意思再读下一句，不像有些人的一目十
行，而且一些我觉得重要的用词很好表达很妙的
语句，会来回反复读。由于年龄慢慢偏大，记忆
力有些下降，每次晨读时，我甚至会把头天的内
容再翻看一下，以便接续。

从用脑科学的角度，晨读的时间不宜过长，
我一般为40分钟左右。跟儿时晨读时一样，时
间长了不仅大脑、眼睛会疲劳，兴趣也会减淡，不
易于大脑的及时消化吸收与记忆。

关于晨读，还有哪些金科玉律呢？我想，一
是要爱读书，从心底里喜欢，由此养成好的晨读
习惯；二是要读好书，最好读那些营养丰富、对各
方面进步提高有启发有帮助的经典名著；三是要
善读书，就是要会读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
温故而知新，然后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与工作中。
民族英雄郑成功说过：“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
读书。”书在每个时代都是人类不朽的精神食粮。

你若读书，风雅自来。如果你的手头、桌
头、床头，总有几本心仪的书籍，或倾心细读，或
反复品嚼，便觉芬芳盈口，满心欢喜，实乃一生
之幸事。

我因读书爱上写作30多年了，发表各类文学
作品有30多万字。这些信手拈来的文字，除了勤
奋外，就是肚子里还有些许”墨水”，而这些“墨水”
很大部分来源于日积月累的阅读。其中，春天的
早晨，我认为是一年中读书最好的时间。

朋友，让我们一起晨读吧，让春天从晨读开
始……

我在新年前的最后几天，去了山西大
同的云冈石窟。

既然是鼎鼎大名的云冈石窟，我们就
加快了脚步。走过进门的庙舍，无暇他
顾，一心奔着石窟而来。我满心期待着，
会有那种整面墙的壮观的大型建筑或者
是一座座庞然大物来震撼我，然而我却见
到了——风化。

风化，就是往日精雕细琢的石头逐渐
被雨水、被风、被污染物，被一切自然的也
包括人为因素的活动侵蚀。云冈石窟是
由砂岩开凿而成的，砂岩是一种由砂粒胶
结而成的沉积岩，其硬度较低，易受风化
的影响。云冈石窟所在地区，冬季干燥夏
季潮湿，一天之内早晚温差很大，这种长
期的交替作用，以及当地燃烧煤炭形成的
工业粉尘、二氧化硫等因素的加入，综合
造成云冈石窟在漫长的历史中被逐步风
化以至于严重的地步。

我想，我们平常都害怕这种“风化”，
就像所有自然保护区都会在“游客须知”
里郑重其事地写上：景观易被破坏，请勿
随意触摸！甚至，勿用闪光灯拍照摄像
等。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害怕一处遗存、
一个名胜古迹慢慢失去往日的神彩，慢慢
地不再惊艳，甚至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就
像我们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神圣信仰，被
一次次破坏与冲击，以至于所有内心寄托
慢慢化为乌有。

石窟的第5窟，又称“大像窟”，释迦
牟尼佛像是其主尊，高达17米，是云冈石
窟最高的造像。这座佛像神圣而威严，头
戴宝冠，身披袈裟，手结禅定印，面容安
详，目光平和。然而，袈裟的纹饰已经模
糊，宝冠的花纹已经脱落，佛像的颜色也
已经变暗。

第16到第20窟的五座大佛都是露天
的，没有任何遮挡，直接暴露在风雨中。
这样的环境条件，使得这些大佛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风化损坏。有些大佛的表面已
经粉化剥落，有些大佛的雕刻细节已经模
糊不清。第20窟的露天大佛，原本是灰白
色的砂岩雕刻，现在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目睹眼前被风化严重的场景，我又
想：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慢慢的失去，才换
来了人类的更加珍视。

为了减少风雨对石窟的侵蚀，人们为
一些重要的石窟建设了木构窟檐，以遮挡
阳光和雨水，降低石窟的温湿度变化。为
了增强沙岩的胶结力和稳定性，人们对风
化严重的石窟和雕像，采用了化学材料灌
注加固的方法，如使用硅酮树脂、聚氨酯
树脂等，填充沙岩的孔隙和裂缝，提高砂
岩的硬度和耐久性。

我又看到，被风化的佛像一如往常，
岿然不动。尽管胸前手腕上的花纹金饰
已尽数磨去，尽管脸部五官已不再清晰明
朗，尽管身旁的陈设人群已非昨日……佛
没有动。佛说，不动。

当时，我看到午后艳阳照在整片大地
上，佛像在日光中熠熠生辉。

阳光透过云层，金色的光芒洒满了山
川和田野，仿佛使一切有了生命与灵性。
人群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而眼前的石
头还是石头。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一篇
小时候背诵的古文——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
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
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
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
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我们人人皆知赤壁赋，却人人需自解
赤壁赋。直到那一刻，你看到面前的一尊
像纹丝不动地屹立在那，告诉你：不必在
乎！你终于真正接受了这一切：不必在乎
风化，因为一切本就源于人类的造物艺
术；不必在乎消亡，因为我们还在生生不
息、永不停止地创造。甚至不必在乎崩
塌，因为我们还有重建的力量！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坐在回程的
景区游览车后座，感受这趟车一路有些颠
簸地行驶。我们沿原路而返，看见半日前
所惊叹的景色，还有那漫山遍野匍匐的皑
皑白雪。穿行一众熟悉的景物，原来云冈
石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我的想法，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

春天春天
从晨读开始从晨读开始
□汪志

去了云冈石窟去了云冈石窟
才知道……才知道……
□王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