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 为陕西省内
关中平原与陕南地区的界山，从古至今，有诸多
的文人墨客行走其间， 或丹青笔墨， 或诗文吟
诵，成为感知秦岭的文本辑录。

近日，张斌峰先生散文集《秦岭笔记》出版，
该书以秦岭风物为主体，既对秦巴山区的河流、
湖泊、溶洞等自然景观进行描述，也饱含作者对
命运、乡愁、时空等的思考与遐想，同时寄托着
作者对秦岭的敬畏，全书收录散文 31 篇，以行
走者的记述方式，把所看所见所听的秦岭发现，
融入所感所触所悟中， 为读者呈现出另一番景
象。

张斌峰自幼生活在关中平原， 植根于血脉
中的秦岭，似乎与生俱来，秦岭就在前方，秦岭
又触不可及，直到多年以后，才让他置身其中。
“当汽车”驶出平原，一路向南/缓缓地扎入/我
每天都能望见却从来没有深入的山脉/我不愿
回头，不敢回头《雪域》。 ”

记者的身份， 让张斌峰对文本有更敏锐的
视觉，通过对秦岭景物的描写、叙述和记录，把
日常融入时空、物象和实践中，增添了文本的张
力，延伸了文字的广度，在作者看来，自然界的
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取向，进而升华
到时间、生命和对生活的理解。“我，渐渐地成为
立在这里的一块石，一块如山的石，一块纯净透

亮的石……《溶洞》。”这里的“我”，既是小我，也
是大我，既是秦岭，又是草木。 “这声音，直直地
震撼着我的灵魂，包裹着我的灵魂，我觉得我的
身体被这声音替代，或者融入这声音了……《天
籁》。 ”

隐忍是张斌峰散文的特点，在《秦岭笔记》
中， 作者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叙述， 看似不经
意，实际在埋下伏笔，在读者的领悟和感触中，
抵达文字背后的空间，小到一个瞬间，大到一个
情景。“树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小而感觉卑微，
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本真存在着，生长着。 《一叶
一世界》。 ”树叶虽小，但谨守着它的规则，这里
的树叶，也不单单是树叶，也许是一种坚守，一
种理念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我不知道，这是雨

丝在茶树上划过的声响， 还是茶树在雨丝中轻
吟低唱。 ”《茶》。 作者善于从平常事物中去表现
不平常， 更频频把日常细致的观察巧妙运用到
事物的运行规律中， 把个人的情感与时代变迁
进行深度融合，借助雨丝与茶树的关系，形成了
动与静、高与低、天空与大地的脉络，让文本显
得更张弛有度。

《秦岭笔记》 的叙事多以形而上的方式展
开，看似写景写物，实则是对秦岭事物的咏叹，
多以景言志，以物寄情，蕴含着“家国”情怀。“花
是为叶生长着， 叶是为花生长着。 花与叶的交
替，是为自己生长着，为这山谷生长着，为这世
界生长着。 《彼岸花》。 ”作者没有拘泥于文本本
身，而是将视角转移，形成新的“气场”。 “在这

里，闻鸡而起，日落而归，连劳作都充满诗情画
意。《被遗弃的村庄》。”作者通过对村庄的描述，
在文本中重构乡村之美，鸟鸣、青苔、稻香、牧
童、炊烟，以文字的形式唤醒现代人的乡愁，劈
开一条精神返乡之路。 “在山林，我看到风从整
个世界经过。《风》”诗样的语言，凝练的文字，让
文字更显张力。

敬畏是《秦岭笔记》的另一个特征。 对自然
的敬畏，对生物的敬畏，对秦岭的敬畏，组成了
文本庞大的叙述体系，无论是“当我的手抚触枝
干时， 从隐隐的刺痛中感触到苦痛镌刻下的印
痕与生命的坚韧与沉重。 《刺树》”还是“当刺痛
成为一种常态，生命便畅意于这刺痛。当生命获
得自由，痛苦便消失。《银杏》”，即便是“每个字，
都是一棵树……《文字的丛林》”都彰显出作者
的悲悯情怀和文字理想，既是对生命的诘问，也
是在不断警醒世人。

从细节中去体验，于微末里去发现。 《秦岭
笔记》不以写景而写景，不以状物而状物，形散
而神不散，恰恰构建起文本独有的叙事美学，构
筑起新的阅读体验，就如作者在《老街》里描写
的那样，当淡绿色的草儿从石缝中探出头来，树
枝上绽出点点新绿，青苔顺着青石板开始蔓延，
你就知道，春天来了。

读书 时光

枕边书

西部官道上，人、畜、车、狗组成的长龙，
在大漠古道、高山陡坡间缓慢地游动。三岁的
吴老大肩负着父亲吴骡子夺回车帮大脑兮、
光宗耀祖的伟大使命走上千年古道， 开始了
车户的生涯，塞外烈风、骤雪狂雨的洗礼，大
漠骄阳、古树孤烟的熏陶， 一次次捕匪劫掠、
窑姐暗算、同行相倾的经历，磨砺出西部汉子
健壮的身躯和人性的魅力。

此书为陕西安康籍著名作家杜光辉的长
篇力作。他以粗犷的笔法，描绘了一幕幕古官
道上的江湖传奇， 讲述了一部西北骚土上的
人生演义。

（凌子越）

《西部车帮》

德国著名学者卢曼基于学习心理学的洞
察，借鉴久经考验的笔记技术，使用卡片盒笔
记写作法，积累了 9 万张知识卡片，一生中
写了 58 本书和上百篇论文。

本书是该系统的第一本中文综合指南和
说明，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写作
知识、写作准备、写作能力和注意事项四个角
度概述写作的基本问题； 第二部分总结了有
效写作的四个原则； 第三部分是成功写作的
六个步骤。 详细解释了卡片盒笔记写作法的
工作原理和具体写作方法， 这一方法可以帮
助我们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思考、理解和提出新的写作思路，而不用将时
间浪费在寻找笔记、资料或参考文献上。无论
你喜欢用笔和纸，还是喜欢在 Windows、Mac
或 Linux 上做笔记都没关系， 这个方法都能
够轻松应用。

（陈曦）

《卡片笔记写作法》

《走进大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
是第一部全面秦岭历史文化、 自然地理的长
篇散文集。

作为第一位全程关注秦岭的作家， 王若
冰只身一人从天水出发，历尽艰辛，深入秦岭
腹地，途经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
50 余县市近百个乡镇， 沿秦岭南北绕行，先
后 6 次翻越秦岭主脊， 行程 6000 余公里，完
成了对东西绵延 1600 余公里的秦岭山脉沿
线历史文化、 自然地理、 风土人情的全面考
察。 考察过程中，作者走访了遍布秦岭深处，
堆积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情感的古战场、古
道、古镇、古村落，翻阅了 50 余县县志，搜集
了大量遗留在民间的历史资料， 利用两年多
时间创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秦岭历
史文化的长篇散文。

全书 40 万字，附有近百幅图片。由“神境
或者梦境”“北纬 30 度的激情”“云横秦岭家
何处”“伤痛与高度”四章 15 卷组成。《走进大
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 以作者考察
期间的行走路线为线索， 采用纵横交织的结
构方式， 以优美的语言文字、 富于激情的想
象、丰富的地方史料和大量实地拍摄的图片，
探寻并梳理秦岭山脉作为中国大陆东西文化
和南北文化聚合点，在中华民族诞生、中华文
明起源、中国文化形成进程中，对孕育、培植、
缔造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作用， 揭示了
秦岭山脉在铸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情感方面
所经历的伟大历程，创造性地提出了“秦岭是
中华民族父亲山”和“秦岭文化”观念，并首次
以“大秦岭”界定文化与地理意义上的秦岭范
围，将秦岭山域范围拓展至甘肃、陕西、四川、
河南、河北五省。

（梁真鹏）

《走进大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行》

作家 书评

作家 感悟

诗成摄魂 词坛奇葩
□ 李波

病中的那几年，我的阅读兴趣有所转移。
我借来了兼备医学和哲学的 《黄帝内经》，

知道了“天人合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
内守，病安从来”的理论；了解了“上医治未病”
的哲学思想。 这对于我的身体的康复有一定的
帮助。同时我又沉迷于金庸武侠。《射雕英雄传》
《笑傲江湖》《神雕侠侣》让即将步入中年的我读
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在金庸的世界里我祈盼
自己能得到一本武林秘籍， 修炼出一身盖世神
功；我幻想自己能从书中得到一部本草秘籍，能
药到病除，解除我的病痛。

可往往都是被那些深情所打动。 至今记得
《神雕侠侣》里杨过在绝情谷里，对着被谷主公
孙止困住的小龙女说的一段话：“姑姑， 我是不
会离开你的。 哪怕我今儿死了， 我也要死在这
儿。 就算我的尸骨变成泥土，也要守在这儿，天
天守护在姑姑身边；就算泥土化作灰尘，也要漂
浮在这绝情谷中，围绕在姑姑身旁，听着姑姑说
话，闻着姑姑身上的气息，看着姑姑笑，陪着姑
姑伤心落泪……”读到此处，我被这份绝世痴情
感动得热泪盈眶， 想象着这世间真实存在着如
此的旷世爱情，它感天地泣鬼神。在金庸大侠亦
真亦幻、穷尽人间百态的书中，忘记了身体的病
痛。

身体稍微康复些，但仍休着病假。随着年岁
渐长， 我更喜欢一些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读
物。我买来《鲁迅全集》和余秋雨的书。他们一位
是思想家、文学大师，一位是文化学者、知名作
家。 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家都熟悉。 他弃医从文，
目睹自己的民族衰亡，而人民却麻木不仁，浑浑
噩噩。他决定用手中的笔作为战斗武器，向残暴
的统治阶级与黑暗的社会制度宣战； 要用现实

激昂的文字来唤醒人们的斗志和血性。他是“真
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
的鲜血……”。

记得读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是在一个
春天下午的公园里，每每读到“稍有人心者，谁
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
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
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
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
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
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
击两棍，于是死掉了。”读到此处，我的眼泪忍不
住掉下来， 我全然不顾周遭人来人往， 泣不成
声，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先生的笔下，刘和珍君“常常微笑着，态度
很温和。 ”就是这样一个温和贤淑的女学生，为
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存亡，去请愿、游行，竟惨
死枪下。 她们何罪之有？ 何其悲也！ 何其壮哉！
我为牺牲了的刘和珍君恸哭、 为牺牲了的杨德
群君恸哭， 为还在医院里呻吟挣扎的张静淑君
恸哭，我为这个太多悲情的民族恸哭……

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这个命运多舛的国
家，每到危难时刻总有这样一群“殉道者”，他们
挺身而出，他们迎难而上。她们构筑了这个民族
的脊梁，她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们为了追求
真理，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中华民族血
液里的钙质。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些铮铮铁骨，
才会生生不息，屹立不倒。

余秋雨是位散文大家。 他的散文厚重、深
情、富于哲理。读他的书就像是面对一位饱经风
霜、悟透人生的禅者，听他讲山高水远，论天高
地阔，你看不见沧桑与消沉，只剩下平和、睿智、
波澜不惊。他的书就像是内心独白，让你在风平
浪静间思想变得睿智，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
提升。 整个作品就是关于真善美的哲学思考。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借我一生》《千年
一叹》《行者无疆》等书，被我一部部仔细拜读，
对人生和生命的思索在一步步深入。“珠穆朗玛
峰上寒冷透骨，已无所谓境界。世上一等的境界
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
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
点。 ”这是《霜冷长河》里的一段极富哲思的文

字。 哲学的终极思考仍是生命的思考。 我不得
不承认， 余秋雨对于我在写作手法的运用、文
章审美的取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的更多的是读一些哲学书。 国外的柏
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以及 《马克思主义哲
学》，国内的老庄哲学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
史》。 这些哲学书籍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具智
慧的思考， 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探
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
晶。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
规律。 人类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从这些哲学思考
里找到答案。 当前，人类面对诸多麻烦，气候变
暖、森林大火、环境污染、瘟疫流行……这些困
扰人类生存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些理论思考里找
到答案。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个统一体，只有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才可能被大自然温柔以待。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活成了自己小
时候所讨厌的模样。 ” 我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
话，它让我时时警醒自己，唯有读书可以让你保
留一颗童心，永远不被世俗的灰尘沾染。读书会
让你少许多暴戾恣睢，会让你的心底阳光温厚。

是的，只要你还保留着读书的习惯，那么，
不论你身在何处， 哪怕山高水远， 哪怕道阻且
长，你的内心终将会有一片广阔明媚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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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冬月前一日， 徐履满女士微信发来
她的第三部作品《梧叶儿》，说已与北京一家出
版社签约准备出版发行，希望我阅后写点文字。
我曾挑灯读完她的首部诗词集《洛神吟》，感而
概之：徐君不是人，仙女下凡尘。转世传声韵，诗
成可摄魂。

中国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
研究会会长王兆鹏先生推介说：“拜读 《洛神
吟》，才气、灵气、大气，令人惊叹，直让人觉得文
姬再世，易安重生！容裁众体，妙合古今，诚罕见
之佳作。 ”

时隔一年，她的又一新书《梧叶儿》即将付
梓，实在让我敬佩不已。

徐履满退休前，是安康一名颇有影响的儿科
大夫。退休后潜心研读古诗词，并精心创作。 2017
年，她将原创 118 首自度曲组成叙事组诗《雁丘
词》出版发行。 2019 年，出版了《洛神吟》，这是一
部结构宏大的华章，其中有诗有词，联袂而成，多
为诗经四言的形式，流淌着悠远的古韵。

当我打开发来的电子书稿《梧叶儿》，眼前
顿时一亮。全书将 138 首原创词作，分别将其串
联组合，构成了《香姐儿》《挑山》《野渡》《母亲》
现实生活中四个动人的故事。《香姐儿》由 48 首
词组成，讲述了安康巴山深处一户农家女子，从

“呱呱”落地，到舍身救人短暂的一生。 其中有
三首小令最为生动、动情。

《桂殿秋》 欢蹦蹦，卷手中。 蜻蜓绕飞拂清
风。 家门未进爹妈叫，兴致冲冲脸蛋红。 这首小
令描写香姐儿放学归来，手举满分试卷，兴高采
烈地跑回家给爹妈报喜。 纯真童趣，跃然纸上。

《捣练子》 夜漫漫，月朦胧。 霜打窗帘冷冷
风。 搂弟卷衾斜倚坐，院虚庭寂燕巢空。 这首
小令仅 27 个字，描写出了天降洪灾，家破人亡，
姐弟卷衾相依的凄惨景象。

《忆秦娥》 玫瑰泪。 抱花人已心儿碎。 心
儿碎。天天思念，云落星坠。责责责万肠青悔。空
留这夜不能寐。不能寐。三更犹起，拈瓣江水。这
首小令描写香姐儿舍身救人牺牲后，快递哥悲
痛欲绝，夜半时分把求婚的玫瑰花一瓣一瓣洒
入江中，寄托对香姐儿的哀思。 如诉如泣，痛断
肝肠。

《挑山》由 44 首词组成，讲述了华山脚下一
位农家子弟因家境贫寒而放弃就读大学的机
会，辍学后成为一名华山挑夫，邂逅华山小道姑
的爱情故事。

《清平乐》冥钱风卷。云聚山阴暗。鸦叫声声
添寒颤。日后穷家咋办。双鬓白发棺头。懵懂幼
妹山丘。 更有扶灵小弟，沿颊悲泪长流。 寥寥数

语，描述了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凄惨的生活景象。
《渔歌子》紫气西来叶更红。 雾云难辨似仙

宫。 鸠耍鹊，朵撩蜂。 嗟呼我在此山中。 短短四
句，描绘出了一幅鲜活的华山挑夫图。

《野渡》由 36 首词组成，讲述了一名城市青
年积极投身巴山深处 “襄渝” 铁路建设的洪流
中，在任河渡船上邂逅摆渡女产生的爱情故事。
其中，有两首小令最为传神。

《眼儿媚》初夏恬恬夜轻寒。斜月照窗间。一
丝欣喜，一丝惆怅，辗转难眠。竹竿一点千波笑，
乌发彩蝶翩。柳腰秀颈，酥胸灵目，水映朱颜。寥
寥几笔， 摆渡女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竹竿一点千波笑”一句，真可谓是神来之笔。

《相见欢 》溜烟袖卷芦风。 意融融。 临到跟
前无措， 对腮红。 拽衣角。 扭捏笑。 更玲珑。 云
绕雾牵魂断，画屏中。这首小令生动的描绘了一
对恋人相见， 姑娘羞涩无措的场景。 《母亲》由
20 首词组成，讲述了自己记忆中有关母亲养育
女儿的点滴故事， 以此弥补她在母亲生病时未
能在床前伺候， 临终时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的
遗憾。

《夜游宫》瑟瑟西风暮老。 立院外，酸揉苦
搅。 那日求学送清晓。 杏树下，鬓丝飘，鸦鹊叫。
泪落石阶草。 盼归来，楼空虫叫。 万念千思心池

小。 抚旧物，对孤灯，人去了。
《长相思》风飕飕。 雨飕飕。 嗑破额头弟妹

搂。 坟前悔泪流。 念悠悠。 憾悠悠。 朵已芳消人
已休。 报恩谁个收。 这两首小令可谓情真意
切，声声泪，字字悲。

词人将一首首优美、婉约、空灵的词作小令
串联起来，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过往。每一首
小令犹如一颗颗熣灿的珍珠， 而动人的故事情
节则是串子，把颗颗珍珠串联在一起，成为四串
美丽的珍珠项链。书中四个篇章，既如四篇唯美
的短篇小说，又如四台精彩的折子戏，让人读后
回味无穷。

《梧叶儿》中所用词牌约有 100 多个，其中
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浣溪沙》《鹧鸪天》《卜算子》
等； 还有我们常见的 《清平乐》《菩萨蛮》《点绛
唇》等；也有我们极其少见的《赞浦子》《摘得新》
《金字经》等词牌。 这些词作全部采用国家教委
颁布的《中华新韵》，完全符合钦定词谱格律要
求，足见她把握词谱和创作古诗词的功力。

徐履满尝试用宋词的形式将这些作品组合
在一起，讲述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应该是文
学体裁上的一次大胆创新，在诗词界首开先河，
必将为中华诗词的继承和发扬产生积极的作
用。 （作者系长安诗人、安康诗词学会会长）

病中读书记
□ 石昌林

读 书

安康 书评

夜晚，翻开李焕龙先生的新书《阅读者》，一
股温馨和暖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书香，也是心
香，是一个文化人眼中的阅读世界。

这世界如此安静，一个个阅读者，挡住了世
俗喧嚣和浮杂心境。在书中漫游，试图去描摹作
者的思想轨迹：

一、他勾勒了阅读者的群像图
《阅读者》以周末读书会为线索，记录了安

康十大县的爱书人、青年作家。有我熟悉的很多
人，黎胜勇、王文林、朱焕之、王庭德，也有我不
熟悉的很多人，包善懋、徐崇树、鲁玲。工地上读
《人生》的民工，敬书的八旬老人，因为焕龙的讲
述，这些人的面目生动起来，他们的形象，他们
的爱书、护书、讲书、写书，成为安康文化长河中
一朵朵闪光的浪花。

李焕龙的讲述，挖掘出民间爱护文化、传播
文化的群体。这是令人可喜的群体，这是立体的
有情感温度的群雕像。因为有了讲述者，这群人
走到了社会文化的中央，他们不再是悄悄读书，

默默传播的人，他们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是阅
读者，我是讲述人。

一个爱书的人，是温暖而明亮的人，他把阳
光心态和睿智思考分享给很多人。 一个爱书的
城市，是温情的城市，人们因阅读而宽容优雅。
一个爱书的民族，是强大的民族，他们善于从历
史中反思，向理性不断靠近。

二、他点出了阅读的意义
读《阅读者》，我浮想联翩，很多阅读体验浮

现在眼前：
因为阅读，你打破了生存的困境，挣脱了

肉身的藩篱，一种力量令你强大，在文字中，没
有谁能指使你，左右你，你与每一个顽强生命平
等对话，生命不再是匍匐和妥协，而是挣扎后的
宽慰与破裂后的完整。

大多数时候，阅读的体验是孤独的，是独自
攀登，是独自涉险，是独享佳境。在这条路上，你
遇到很多陌生人， 他们完全不同于你生活的领
域，他们带着世界各地的气息，甚至，烟草和大

麻的气息， 烈酒和甘草的气息。 你感到有些恐
惧，阅读让你变成一个流浪者，你走出了自己的
家园，却不知该栖息在哪里。

阅读磨去了他的游移，他的浮泛，他的思想
的惰性，他知道，如果不跟着矫健的步伐，就会
被虚假和荒芜所吞没。

三、他描绘了领读者和他的团队
在《阅读者》中，我读到了领读者和阅读团

队的身影，试图去解读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走着走着，总会遇到和他相似的人。

他们执着于共同的生活理念， 在书籍的世界里
沉潜。 他们曾彼此陌生，因为阅读，他们的灵魂
超越了现实世界，有了紧密的连接。

他们仿佛驾驶着同一条船， 齐心协力开拓
新的海域。世界有太多未知，他们因共同的发现
而惊喜。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世界的广阔，也更容
易发现同伴之美。在阅读的时候，他们有彼此敞
开的心灵，对话富有趣味，在智慧的启迪下，他
们发现对方变得聪明。

他们是共同的建设者 ， 为彼此筑起精神
的防护堤。 他们是彼此的导师，相互扶持，走
过迷茫与消沉的中年险境。 因阅读结成的友
谊 ，单纯而坚固 ，就好像用露珠串成的项链 ，
不惧消失。 这无形的原则，已烙印在每个人生
命里。

他们因此避开了人世的风险， 避开了人群
的否定，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由微弱到清晰。
他们结成同盟，和虚伪抗争，和消沉抗争，和虚
无抗争，和禁锢抗争，和嘲笑抗争。 他们最终会
胜利，因为他们和智者同行。

四、他彰显了图书馆的意义
作者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图书馆的成长、蜕

变交融在一起，和图书馆的阅读者交融在一起。
曾经简陋的图书馆， 是连续六年举办读书

会的地方，是广大读者灵魂的栖息地。 图书馆，
成为精神的凝聚地，构建了城市的精神骨架。阅
读者，成为撒播阳光、传扬智慧的人，他们推动
了社会文明的延伸。 作家，承担了改良思想、改
良文化的责任， 他们与时代进步紧紧绑束在一
起。

作者的精神世界因阅读而强大 ， 性情因
阅读而温厚， 在读书中他找到了人生最大的
乐趣，结识了这个城市最可爱的人，他也以他
的信仰滋养了这个城市， 以他的行为感染了
这个城市。

历史需要文学的温情和细腻， 文学中的历
史将会永恒，凡人的生命因记录而永生。感谢焕
龙，记录下了安康城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文化人眼中的阅读世界
□ 王娅莉

对秦岭的叙述和咏叹
□ 沈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