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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以免签、有深谙中

国文化的当地导游的优势，让

闺蜜三人组临时起意，来了一

场意外的神奇之旅。

出发这一天，从早上 5 时

30 分出发到 18 时到达济州

岛，从中国的天黑到韩国的天

黑，这趟行程犹如天将亮时蒙

上的那一层黑色薄纱，充满神

秘感。

第二天，导游带我们走济

州岛西边海岸线，路旁咖啡馆

林立，色彩斑斓，造型迷人。

济州岛的咖啡馆有咖啡、书

籍、手工艺品，还有碧蓝无垠

的宽广大海。停下车，喝上一

杯浓香柔和的白咖啡，思绪漂

浮如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

般。

来到西归浦偶来市场，这

是济州岛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

市场，可以买到各种特产。我

们闹中取静，沿一条石子路前

行，路两旁零星洒落着几家装

饰可爱的店铺。我们在一家手

工缝制偶来马的小店里驻足停

留，选购喜欢的造型，抱着自己

喜欢的马合照，又喝上一杯咖

啡，又一次迷失在“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中了。

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

着，竟不知天快要黑了。

第三天，来到山君不离。

这是一处火山口，是岛上唯一

一处不被火山爆发时喷出的

熔岩和火山灰覆盖的地方，在

韩国仅此一处，世界上也是非

常罕见。芦苇，就长在火山口

山坡上，向着天空肆意扩张

（如上图）。10 月，正是芦苇

茂盛时节，盘根错节的一群，

拉拉扯扯的一堆，密密麻麻的

一片。芦花成穗状，布满细细

碎碎、星星点点的白色绒毛，

到了深秋，这里将会是一片紫

色了。徜徉其中，漫天飞舞的

芦花朦胧了双眼，微风吹来，

毛茸茸的芦花掠过脸颊，仿佛

自己也成为一支芦苇，一朵芦

花，和着秋风婆娑起舞，摇曳

生姿，梦幻韩剧也不过如此

吧。

第四天，要登汉拿山。此

山巍然耸立于济州岛中部，是

济州岛第一高山。初始，穿行

于高大树丛间，略感凉冷。火

山石铺就的山路陡峭蜿蜒，伴

随着粗粗的喘气声，艰难而

行。至海拔 1500 米处，高大

树木渐渐少去，放眼处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深深浅浅、红红

黄黄的矮矮植被，为整个汉拿

山换上一层属于秋天的绚丽

色彩，宛若置身于母亲温暖怀

抱中，让人久久舍不得离开。

至山顶，沿直径 500 米的火山

湖白鹿潭口岸转一圈，济州岛

尽收眼底，其雄伟壮丽之观，

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位温柔的

母亲变得坚忍顽强。“能拿下

银河的高山”之别称，汉拿山

是当之无愧了。

五天行程里，流动着旅

途中的各种滋味，快乐里面

也有拖着重重行李的辛苦；

享受里也有攀爬高山的艰难

……它们串联成济州岛之行

的神奇体验，犹如我们曾经

共同经历过的鼓浪屿小资、

杭州赏桂、上海看画展、香格

里拉高原反应……旅行固然

是一次次流动的行走，行程

也多姿多彩，却不能只是流

动，而需在流动中有一度一

度的聚焦，彼此间的友情就

是我们能神游大好山河的聚

焦点。有了这聚焦点，然后

流动才是流动，风景才是风

景，否则流动只是无聊的旅

游 ，或 走 马 观 花 到 此 一 游 。

我因此明白了为什么经常需

要旅行。

很多人戏谑做教师真幸

福，每年最热和最冷的天气都

不用上班。可是热爱旅游的

我，虽然有寒暑假，但寒假时间

太短，又逢春节，不宜外出；夏

天时间长，却是旅游旺季，再说

天气炎热，所以游兴大减。

近几年，常听说杭州的

学校都有秋假，那时我就非

常羡慕。这学期开学初，告

知提早上课的同时，秋假消

息也伴随而出，顿时吹皱一

池春水，大家转忧为喜，奔走

相告，犹如中了百万大奖，个

个眉飞色舞。那几天，闲暇

之余，大家忘记提早上课之

苦楚，竟围着秋假话题倾情

言说，造就其乐融融的谈话

沙龙。但职业习惯使然，很

多人还是冷静以待，仅作壁

上观，如哲人般告诉我们，任

何消息随时变化，如我们的

暑假，到时搞个什么师德培

训或者学分学习，折扣一打，

剩下有几天呢？这学期已有

了中秋节、国庆节、运动会，

还加上台风影响的放假，放

假 太 多 ，秋 假 会 如 期 而 至

吗？计划不如变化，别高兴

得太早。

秋 假 的 脚 步 越 来 越 近

了 。 等 待 让 人 觉 得 患 得 患

失 。 秋 假 这 种 事 就 像 六 月

天，说变就变，大家私下互相

劝勉，出游也要趁早呀，若有

秋假，别让秋假闲着，抓紧享

受吧。虽不知学校态度，但

还是未雨绸缪，大家呼朋唤

友，悄悄组团，规划路线，相

约出游。

终于有了确切消息，学

校有秋假啦，但是高一高二

高三秋假时间由于学情不同

而不一样。悬着的心终于放

下，只是原先组团的同事，因

秋假时间不一样，自然解散，

原先的旅游线路泡汤了。

不甘寂寞的我，哪肯放

过这个难得的秋假呢？由于

我们段秋假时间提前，始料

不及，自己重新安排线路已

不可能，于是火急火燎打听

旅游团。

几番周折，终于选择了

巴厘岛。虽说是跟旅行社，

但是从杭州出发，报名和来

回车票等各种杂事也让人忙

碌几天。考虑飞机随时可能

延误，所以对回来后工作上

有关情况也事先做了安排。

上课两个月，起早摸黑，

心力交瘁。现在有了假期，将

各种纷扰抛之脑后，身心放

松，美丽的景色让我们心凝形

释，顿觉秋假是一场及时雨。

一周秋假很快结束。回

归工作岗位，大家精神焕发，

这 是 秋 假 滋 润 调 节 的 功 效

呀。有点空隙，就抑制不住

交流各自秋假方式。除那些

被 年 幼 孩 子 牵 绊 无 奈 在 家

的 ，大 部 分 人 都 选 择 了 出

游。有国内的，国外的，有大

雪飘飞的北方，有赤日炎炎

的 热 带 。 出 游 经 历 丰 富 多

彩，而回来的趣闻让话题趋

于白热化。毕竟秋假时间紧

促，我们都掐算好时间，容不

得半点变化。但世事难料，

同 事 回 来 的 飞 机 正 赶 上 雾

霾，飞机迫降到厦门，延迟一

天。而我的经历更是有惊无

险，因印尼爪哇岛火山爆发

滞留当地两天。

下一学期的春假不知是

否 如 愿 ，谁 都 不 敢 打 包 票 。

尽管未来渺茫，但已享受一

个秋假，也知足了。但愿秋

假春假永远名至实归，毕竟

这是众望所归的栖息驿站。

一周一次的悦映沙龙的线上

交流会，竟然遇上一年一次的“双

十一”光棍节。当很多人纷纷在

淘宝等网络平台铆足劲血拼时，

还会有多少人静下心来微信群交

流？

时间一晃到了约定的20时30

分，本期交流主题是：现代诗，为你

读诗！刚开始大家有些拘谨，大都

不愿意发声。

施老先用瑞安方言读了一首

打油诗，抛砖引玉。作为主持人的

我顿时有了勇气，急匆匆读完卞之

琳的《断章》。明知自己读得不好，

大家却一个劲鼓励我，那一刻，心

中满是暖流。

为了避免冷场，芳姐抛出“不

管了，我来吧！大家别太失望就好

了”后，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叶芝的

《当你老了》。

之后，方先生在车上为大家献

上一首《偶然》。大家沉浸在他那

颇有磁性的声音里。

这时，微信群气氛变得热烈，

颇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

首先，张姑娘带来木心先生的

《从前慢》，声音温柔而动人；接着

登场的张先生，深情演绎李承恩的

《绝句》，我们陶醉在那种略带悲

凉，欲说还休的意境中。

下半场的交流会被可爱又可

敬的几位语文老师包了，好比诗歌

朗诵比赛。金老师朗诵的作品是

《有赠》，随着她的动情演绎，我们

仿佛跟随那位疲惫的旅人找到希

望所在。

没过多久，又一位金老师来

了！然而她不忍诗歌整体意境因

微信语音时间限制被打断，所以，

选择现场录制后再上发。在一片

热切等待中，她朗诵三毛的《如果

有来生》，仿佛在向我们展示那灵

逸飘动潇洒的生命力。连默默围

观的施老师在酝酿片刻后，也带来

了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循着

优雅的声音，我们仿佛见到那暖暖

的人间四月天。

还有钱老师朗诵席慕蓉的《一

棵开花的树》，声音动听而温婉。

令我们颇感惊喜的是，钱老师女儿

现场吹葫芦丝为之配乐，竟和这首

诗歌的意境如此相合！

在一群知性且才华横溢的女

老师中，突然冒出来的男老师老蔡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首先，蔡老师

带来一首瑞安方言版的《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调皮又可爱。令我

感动的是蔡老师修改了其中一些

词句，将家乡上望和飞云江引入诗

中，读来备感亲切！

在千呼万唤中，王大哥最后为

大家带来意境超美的诗歌《我想和

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虚度时

光，比如一起读诗，”这是我所能想

到的最浪漫的事儿，徜徉在动人的

诗歌海洋里，今夜我们都醉啦！

期待，下一期的悦映沙龙，与

我们更美的遇见！

提及“书房”，在今天，不会有

人感觉惊讶或羡慕，它太常见了。

但是，当我们用心探寻“书房”两

字，以及它的来路时，您可能会感

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甚至是一种

穿越时光的希冀与渴望。

书房，书和房。我不知道是

哪个多情的祖先，把这两个字组

合一起。这种组合本身，就是一

种希冀、教诲与告诫——要为书

籍搭建一座房子。今天，在我们

的房子当中，只有两个地方，我

们始终称之为“房”：一是厨房，

二就是书房。我觉得这是老祖

先在时刻提醒我们：厨房喂养着

我们的肠胃与躯体，书房喂养着

我们的大脑与灵魂。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让我们

把时间往后推移，就会发现——

看似普通的书房，可能是前几代

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梦想。

我的爷爷，出生于上世纪一二

十年代，没上过一天学，自然不可

能有书房，他甚至没有一本书。到

了暮年，物质生活已然富足，晚辈

们也很孝顺，但是他好像并不快

乐，因为他不识字！每天生活，就

是吃饭、睡觉、晒太阳……这当然

不是他的错，而是那个时代的过。

但是，我突然领悟到，古人所讲的

六个字具有沉甸甸的分量——那

就是：少不学，老何为？！

我的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

立前夕，只上过几天学，当然也

没有书房。我至今还记得，许多

清晨，父亲会坐在窗边用铅笔一

撇一捺地写字，然后会一次次地

对年幼的我重复一句话：“孩子

啊，一定要好好念书，一定要学

好普通话。学好普通话，走遍天

下都不怕！”这话今天听来很土，

但是，道出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农

村父母共同的心声！

我小时候，也没有书房。结

婚后，买了房子，才有真正意义

上的书房。

我的书房堆放着几千册书

籍，可以说“到处是书”。除外出

工作、交流、谈事，许多时间，我

都会待在小书房里，看书、写作、

喝茶、发呆。在这方小天地里，

我感觉很平静，也很幸福——以

书为伴，以书为友，为书而生，因

书而生。我一直觉得——读书

不是劳作，不是辛苦，而是一种

休闲，一种享受，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与古今中外各路贤达进行

跨越时空的聊天与对话。

我的儿子，今年读小学四年

级，是个“小书迷”。小小年纪拥

有四五百册藏书，有自己的小书

房，而且他为自己的藏书感到自

豪与荣耀。我相信一句话：爱读

书的孩子，不容易变坏！

从我的爷爷到我的儿子，4

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人，但是，四

代人，跨越了百年光阴，我们才

真正实现了很普通又沉甸甸的

——书房梦。

我想说，但愿每个家庭都有

一间书房。她不一定要有多大，

但应该要有一些书；她不一定要

有多豪华，但应该是我们灵魂休

憩放松与汲取的空间；她不一定

要有多精致，但应该是我们愿意

待和经常待的地方。当我们时常

拿起书，一定可以影响我们的孩

子，一定可以影响我们的家庭。

■■张秀玲张秀玲

我们有了一个秋假
■倪 亮

但愿每个家庭都有书房

神游济州岛
■■林林 李李

“双十一”，我们在读诗
■杨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