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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市气象局提供

今天
多云
21℃~32℃

多云间晴
22℃~32℃

明天

后天
多云转阴，局部
有分散性阵雨
22℃~34℃

晨读 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学 生 暑 假 生 活 开 始 ， 近
日，在市区老虎滩公园古树广
场、黄河广场、双汇广场、辽
河花园、犇园小广场……我市
许多晨读点又出现在河堤旁、
广场上、小巷里，近 60处晨读
点书声琅琅，成为推进全民阅
读、创建书香漯河的全民行
动，更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

游园广场 书声琅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
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7月5日早上6时30分
许，市区太行山路与岷江路交
叉口东北角的游园内，六七十
名中小学生和家长一起，手捧

《诗经》，认真齐声朗读学习。
他们认真学习的劲头，不断吸
引着附近的人们加入其中。

“我的孩子上二年级，他考
试结束后，我们认为不能放松
学习，恰巧得知田老师办的暑
期经典阅读活动又开始了，于
是我们早上 6点就过来了。”在
附近宏景新城小区居住的马女
士告诉记者，“去年我们就在这
儿学习，感觉孩子和大人都有
收获。”

创办这个读书点的田会敏
对记者说，她是一名普通工
人，家里有孩子正上学，去年
看到全市到处都是读书点，就
想着在家附近创办一个，让这
里的孩子都能就近读书学习。

“去年暑期读书创办一年，
效果不错，许多家长要求今年
继续学习，我们就应家长和孩
子的要求，小学生考试完就开
始进入晨读状态。”田会敏说。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
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
苢 ， 薄 言 掇 之 ……” 澧 河 公
园，绿荫叠翠，书声琅琅，不
绝于耳。柳江东苑河堤公益经
典读书会 100 余名孩子及家长
选定位置坐下，在李金娜带领
下，开启新一天的激情诵读。

领读期间，李金娜还鼓励
孩子“角色互换”，让孩子站到
最前面领读。对于这个环节，
孩子们竞相举手，参与踊跃。

百人诵读，书声琅琅，与
澧河公园交相辉映，构成了一
幅化润城的经典画面，引来众
多晨练者围观。他们有的拍
照，有的情不自禁跟着老师诵
读起来。

“我的孩子通过经典诵读受
益匪浅，相比其他的孩子叛逆
期少一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

么是错的。孩子背诵的能力也
增强了，古诗词的能力也很
强。”李金娜告诉记者，当初就
是自己受益后，想让更多的孩
子也受益。

从 4 年前开始，李金娜就
在澧河河堤推广经典诵读。尽
管是公益性质，不收一分钱，
但刚开始部分家长不理解。她
并不在乎这些，一直坚持下
来。“第一年二三十人，第二年
六七十人，第三年一百多人。”

李金娜前三年带领孩子读
的是《论语》，今年开始，带孩
子们读《诗经》。她认为，经典
文言文的诵读不要求讲意思，
就是要跟古人一样不断的读，
读一二百遍自然就铭记于心
了，这样才是真正的读书的办
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一路走来确实不易，但为
了弘扬民族经典文化，再苦再
累也值了。”李金娜表示。

提起经典诵读，蔡红丽感
同身受：“我的儿子因为没有参
加经典诵读，吃了不少亏。女
儿今年 7岁上一年级，从两年
前开始每年暑假就带她到这里
经典诵读。”

在读书的人群中，记者见
到了经典诵读“铁杆”粉丝裴
女士，只见她左边是五六岁的
女儿，右边的婴儿车里则坐着
去年刚出生的孩子。裴女士对
经典诵读可谓情有独钟，即便
怀孕期间仍对胎儿进行经典诵
读胎教。孩子出生后，便经常
带着两个孩子参加经典诵读，
从不间断。

这些天，在郾城区文化馆
二楼综合室内，正在进行着漯

河市国学读书会 《论语》 诵读
活动，来自附近的社区居民手
捧《论语》，朗声诵读。

52岁的殷淑平家住距离文
化馆不远的黄河广场附近，平
时就喜欢读书的她听说有国学
阅读会，她随即报了名。如
今，她在这里已经读了近十
天。殷淑平说，学习与不学习
感觉不一样。经常学习，感觉
内心很充实，能领悟很多道
理，更加心平气和了，对生活
的认识也更加从容淡然了。

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路开
发区小学北邻的一条小巷内，
近百名家长和孩子在一位志愿
者的领读下，一起诵读 《道德
经》。孩子们齐声朗读的声音，
成为这个早晨最美的旋律。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我们没有学堂，我们没有
教室，我们没有桌子和板凳，
我们没有热冷空调，但我们有
大自然 ；我们的灯是阳光，我
们的教室是广场，我们的空调
是风婆婆 ，我们的桌子是手和
膝盖 ,我们的板凳是大地。只
要有经典在，我们就不亦乐
乎！欢迎更多的孩子和家长加
入到公益经典晨读活动中，让
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被称为
我市创办公益国学经典读书活
动第一人的李丽君老师说。

对于李丽君来说，诵读经
典文化是她一日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每天早上 5点，她
都会到沙澧河风景区诵读经
典，《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等，她读了无数遍，每

一遍诵读都有新的感悟。“我随
身带着书，有时间就会拿出来
读一读。”李丽君说，通过诵读
经典，她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
道理，一言一行都受到很大影
响，“经典都是教人向上向善
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经典。”

“诵读传统经典能让我们找
到自我、保持初心。”李丽君
说，2011年，她在家中创办国
学读书会，邀请同样喜爱国学
的市民来家中一起诵读经典。

创办读书会之初，没有教
材，李丽君就自己编写，没有
成员，她就邀请亲戚朋友。“开
始时只有 8个孩子，我带着他
们读《弟子规》《道德经》，孩
子们都很喜欢。慢慢地，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读书会。”李丽君
说，他们读书时会在句子中加
入欢快的节奏，有时候边拍掌
边读书，大家情绪高涨，阅读
效果很好。

随着成员越来越多，国学
读书会的地点也由李丽君家搬
到郾城区文化馆，目前成员已
有一百多人，分为四个班，每
周日读书一天。

“我创办国学读书会的初
衷，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国
学、学习国学，让他们向善学
好。”李丽君说，为了实现这样
的目标，她和读书会成员们不
仅自己坚持读书，还向更多的
人普及国学。每年他们都会到
各地义务讲学，为学校里的孩
子送去国学书籍，带他们诵读
经典。在一些偏远农村，他们
走入村民家中，亲自教孩子们
诵读。“我们还培养了经典诵读
方面的老师，希望他们能感染

更多的人热爱、学习国学经
典。”李丽君说。

已经创办“阿博老师读经
小灶”八年的刘博，深刻地感
受到大家对读书的极大热爱。
2013年，身为老师的刘博在湘
江路犇园成立了读书社，通过
免费公益活动，带领前来的小
朋友和家长利用课余节假日诵
读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8 年来，他的公益诵读活
动已进行过 600 余次，受益累
计达3万多人。

不仅如此，2016 年以来，
刘博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先
后到过北京、山东、河北、湖
北、湖南、黑龙江、辽宁、江
苏、四川、广东、安徽等地，
分享交流诵读经验百余场，深
受各界好评。

在刘博的呼吁下，“读经小
灶”在各地纷纷成立，河北邯
郸的游老师、武汉小学的彭老
师等都相继开启“小灶模式”，
甚至国外的华人朋友也积极响
应，在德国汉堡、美国洛杉矶
也都有“读经小灶”的活动。
汉堡的“冬雪”老师说：“我和
先生决定每个周六周日组织一
个‘读经小灶’，每个周末我都
会发一些我们的实况在朋友
圈，也希望在附近找到更多合
适的读经伙伴。”

如今，市民自发成立的大
大小小的读书会，遍布城市的
角角落落，街头、河堤、游
园、家庭，到处可见相约读书
者的身影。他们中有全家参与
的，有朋友互相推荐的，也有
素不相识却因书结缘的，在同
一爱好中，他们共同提高、共
同进步、共同成长。

全民阅读 已成风尚

作为“字圣”故里，我市
一直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传承
氛围，除了开展“清明祭先贤
全城诵经典”活动，从 2005年
开始，在每年端午、“六一”
前，全市都要举行一次“诵中
华经典，做有德之人”万名儿
童集中诵读活动。

（下转02版）

柳江东苑附近河堤上，孩子和家长在李金娜带领下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