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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

《记忆老西
安 》60 万字 ，以
西 安 东 大 街 为
主线 ，编织起这
一区域的历史 、
人物 、 市井 、民
生 ，全方位展现
西 安 百 年 来 的
沧桑变化。 该书
作者朱文杰 ，是
西 安 市 文 史 馆
员 、国家一级作
家 ，积十年之功
研 究 老 西 安 文
化 ，目前已完成

老西安系列文章 200 余万字。
《记忆老西安》以正史为骨干，以口述史

为血肉，既有历史事件，也有百姓生活，实现
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统一。 作者以灵活
多变的笔法，杂糅海量的信息，为老西安传神
写照，是老西安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是
一部“讲好西安故事”的力作。这本书的出版，
对保留城市记忆、延续古都文脉、繁荣西安文
化，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梁真鹏）

诗是抒发个人情感的，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感
动读者，读者的感动，是对诗人的最高奖赏。 诗
贵情真，无论什么样的体裁、题材，好的作品，首
先要真情表露。 写诗其实是在写语言，流畅典雅
的语言是必须的，语言要清新自然，白描句，正所
谓“白战不许持寸铁”，好的语言，首先是表意准
确，自然流畅。 欣赏陈俊哲先生的这首《登冰晶
顶歌赠金兄》,体会上述表述效果。 为了方便的对
照原作，欣赏、分析就直接写在段落之间。 依照
作品的节奏，分为九段来解析。

登冰晶顶歌赠金兄
小序：庚子“五一“劳动节晨，登秦岭名山冰

晶顶，金兄因故未走全程，下山于出口等候。 谨
以此作述登山所见，如其同游也。

诗的题目，序言都是诗的一部分。 首先说题
目，一首作品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主题展开的，
要紧密关合，不枝不蔓，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
瘦，不能有多余的闲话，因此，诗中所有的语言都
必须和题目有关，为此，题目就必须起的合适，便
于描述。 否则，就容易脱题，在我们这期培训班
的练习作业中，脱题，离题太远的作品有不少。

再就是序，未必每首诗都要作序，依需要而
定。 这首诗的小序，给读者说了，时间，事由，由
此，在诗中节省了许多笔墨。 里面的这个“金兄”
虽然没有具体说是何人，却在诗中不断出现，不
言而言，可见其和诗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不做介
绍，反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使得作品更有
意趣。 这次的登山，不只是简单的一次登山，是
自己在登山，也附带着为金兄登山，给登山加入
了别样内涵。

停罢车，入层林，起步不觉汗涔涔。
放言会当凌绝顶，因故离队嗟老金。
由于有了序言的说明，此段开门见山，直切

主题，已然登山见汗。 放言会当凌绝顶，毕竟登
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它很考验人的意志
力，可见这个老金开始也有豪言壮语，因故缺席，
让诗人遗憾。 一方面以这种形式提前预告了登
山的艰辛，另一方面就有了活泼的意趣，不是干
巴巴的平铺直叙，笔法细腻、巧妙。 不直接说登
山辛苦，却曲折的用“放言”来让读者去体味。

一气登上庙垭头，翻越转入铁牌沟。
闻此曾有土地庙，草盛萋萋信难求。
高树差参插碧云，梢头透亮翠氤氲。
朝阳缕缕自天降，千山万壑木欣欣。
林茂径隐通幽处，花明星布香气薰。
恍惚春江花月夜，无缘佳景念金君。
此段必要的铺陈，是诗人登山后的所见，所

感。 之所以说所感，看这两句，朝阳缕缕自天降，
千山万壑木欣欣。 这是诗人对朝阳和树木的感
觉，一个“降”字用得巧妙，使得整个场景活了起
来。 沟壑不是静止的，有了树木，就有了欣欣向
荣的气象。我们所说的意象怎样表达，就在于此。
诗人由于登山后的兴奋，在他的眼中，阳光是缓
缓降下来的，山谷是欣欣向荣的，所有的一切都
随着诗人的情绪而充满了活力， 一切景语皆情
语，看似写景，其实是在抒发是人的情感。要注重
动词的使用，没有这些合适的动词的使用，所描
述出来的景色只是固有的，是死的。我们说生动、
鲜活就来于此。 比照一下唐代李贺的诗句，“羲
和敲日玻璃声”，玻璃声，是李贺对阳光的感觉，
缓缓下降，是陈俊哲对阳光的感觉。 我们体会写

诗的第二境界，看山不是山，渗入了诗人的主观
感觉后，在诗人眼里，客观环境的变化。

最是棠棣开满山，朵朵顾盼玉枝间。
对此周公有惭色，兄弟守望乐开颜。
诗人登山，其目中的一草一木都不是孤立存

在的，诗人都给他赋予了人文色彩，一丛普通的
山花，也会生发出许多联想。棠棣，代表的是兄弟
和睦的亲情， 让诗人立刻联想到了周时管叔、蔡
叔的叛乱，对此花，周公应有惭愧之色。这个典用
在此处，恰到好处。

遇见芍药祖师麻，邂逅七叶一枝花。
秦岭山中无闲草，遍野惊眸尽奇葩。
经冬枯叶铺地绵，脚踏密境步流连。
枯木纵横不见路，怪石兀立挡在前。
鸟语百啭深谷鸣,忽闻阵阵声砰砰。
原是林医啄木鸟，毛发倒竖受虚惊。
几回上前抱大树，奈何臂短真不能。
林木老死无征兆，轰然倒地撕扯藤。
只有具体的描写，才能引人入胜。寥寥几人，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 忽然听到砰砰有声，未
知的才令人恐惧， 当看到只是一只啄木鸟在敲
树，不禁哑然。 这样的文字描写很容易把读者带
入，诗人身临其境，这显然要好于你用恐惧、惊悚
等语言。所以说写诗就是要具体、形象，这是写诗
的最基本的要求。

看到一棵大树，不说它如何高，如何粗。反而
是怪自己胳膊短，既写出了大树的粗壮，又有了
一个小小的黑色幽默，这就是理趣，无形中给阅
读者带来小小的愉悦，这又是一种巧妙。写诗，不
要直接去说事，美女是否漂亮，要从男士看她的
眼神中去了解。风来了，要看树是否在动。树是否
粗壮，先看你的胳臂是否够长。

“林木老死无征兆，轰然倒地撕扯藤。 ”诗人
直接看到了树木的枯死倒下的过程了吗？当然不
能，所以说，写诗要有联想。 这样的联想静中有
动，一个死的场景，在诗人的眼中、笔下是动态
的，场景就活了起来，读者也可以跟着联想，就有
了阅读的意趣。

乍然道尽无处攀，碰面高崖水流潺。
九霄坠落九龙瀑，壁立万仞穿越难。
坐觅白雲无影踪，途穷水边且从容。
寻路丛丛苦竹里，又遭嶙峋乱石封。
经过前面一大段的铺陈叙述， 登山的人累

了，诗人写累了，读者人也累了，大家都需要休
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一，疏密有致，行
文至此，需要略缓一下，所以就有了潺湲，有了从
容；其二，写景即是写情，写诗要从容，做人做事
都要从容，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我们欣赏诗，要看

到诗隐藏在背后的意思，所谓言外之意。 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们要从中看到大漠的苍茫。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们感到的是静谧。

不觉太阳头顶悬，爬出铁牌至山肩。
饥肠辘辘气息短，干馍榨菜捧山泉。
一番丛林穿越辛，空山传语似有人。
抬头望见冰晶顶，正有索道上下频。
疲有索道我为开，缆车观景逞我才。
君不见：一挂飞瀑奔流下山不见底，
幢幢怪峰迎头扑面纷纷来。
此段对景色的描写，基本是写实的手法。 看

似平常，其实颇有章法，比如说，看见了缆车，不
直接说，而是空山传语似有人，这样写，给人一种
空灵的感觉，先闻其声，再见其形，依次道来，从
容不迫。

“揽”字，不要误解为错别字，这是作者刻意
为之，结合前后句可以看出，这是诗人的一种抒
发方式，抒发的是自信，豪放。

一挂飞瀑奔流下山不见底。用了不见底三个
字，瀑布的高悬的感觉，激烈奔涌的感觉，轰然而
泄的感觉都有了。

幢幢怪峰迎头扑面纷纷来。 静物动写，本来
静止的山峰，在诗人的眼中扑面而来，表述的是，
饱览大好河山后的不能止息的激荡心情，既是一
种表述手法，也是一种写意手法，只有真正的诗
人才有这样的感觉和情怀。如若直接写看到一座
座排列的山峰，便显得苍白无力，便会成为说明
书。 所以说景观随处可见，是否看见，是否有感
觉，就在于每一个诗人的观察、感觉事物的敏锐
性；能否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在于每一个诗人的
笔下功力。 王国维先生说：“诗人之境届，唯诗人
能感之而能写之。 ”

驭空降落骆驼鞍，双龟探路入云端。
回首向时路不见，高山草甸堪大观。
冷杉青松插天际，守护冰顶志如磐。
可怜几处枯松立，千年不倒叫人叹。
乱石堆积列兵营，巨岩角砾互支撑。
上古冰川去不远，石河沉睡暂平衡。
不敢出声步行缓，惟恐崩裂石河倾。
爬松匍匐全力笼，箭竹密麻八面萦。
石生苔藓如渥丹，杜鹃高山气盖兰。
跃上此石攀彼石，石石棱角可刀剜。
右顾狮子岭，左盼拔仙台。
迎面冰顶何崔嵬！
一登俯瞰长安景，攀顶之志岂徘徊。
一首旅游诗，如果没有诗人赋予景观的主观

意向 ,没有诗人加之于景观的移情作用，便会流
落为流水账，读之苍白乏味。 所以说要善于制造

波澜，要借景抒情，在赞颂美景时抒发当时之豪
情。这种情感贵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要的就
是那种新鲜的感觉。这里面的列兵营，互支撑，去
不远，暂平衡，都是诗人加之于景观的主观情绪，
使得静止的景物获得了生命，活泛了起来。

“不敢出声步行缓，唯恐崩裂石河倾。 ”这种
即景的，适度夸张的描写，是诗人对远古冰川的
心里感觉，如果直接去描写冰川，就不会有这种
效果。

“石石棱角可刀剜。 ”这种用笔独到的描写，
诗人的感觉把读者也带到了现场，读后，使人有
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右顾狮子岭， 左盼拔仙台。 迎面冰顶何崔
嵬！ 一登俯瞰长安景，攀顶之志岂徘徊。 ”是在写
景，更是在借景抒情，顾盼自雄，恣意挥洒，英姿
勃发，豪情万丈。大有“飞扬跋扈为谁雄”之气概。

嗟乎！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索道闭前须回返，但闻向导催逼还。
人生无奈难免逢，望峰收心不争锋。
早有金兄迎山口，回看满山暮云浓。
一声咏叹，把读者带入了一场大剧的落幕阶

段。 最后两段，“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
山。 ” 一首好的诗，不能一眼就看透了，要耐读，
要经得起分析分析，否则，会把旅游诗写成说明
书。 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 好的诗句回环曲
折，具有多意性，有言外之意。 面对雄伟的山川，
自然而然生出的感慨。 这两句诗，既把留恋美好
山川的心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给结句做足了铺
垫，又具有哲理性。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这两句
不仅仅是诗人当时的感慨，也是对人生经历的感
慨，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要付出
艰辛和努力，它所隐含的意义是深刻的、多面的。
这两句应是这首诗的核心，是所谓的诗眼。“人生
无奈难免逢，望峰收心不争锋。”饱览大好河山后
的人生感悟，低调、从容。结句又回到了“金兄”这
里，照应起句，完美收官，“回看满山暮云浓。 ”意
蕴悠悠，回荡于山谷之间。

我们分九段对这首诗进行了赏析， 通过赏
析，可以了解到，这首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用韵整齐规范，在换韵的地方，都是一段
完整的描写结束以后，顺势为之，换韵之处有机
过渡，无缝连接，读来朗朗上口，接续平滑。

二、全诗句句紧扣主题，关合紧密，不枝不
蔓，没有一句多余的闲话。

三、描写具体、集中，用形象说话，没有概念
性的语言，读来诗意盎然。

四、以行进顺序为序，依次道来，疏密有致，构
架清晰而合理，从头到尾，气脉绵绵，一气呵成。

五、铺陈适度，为抒发和感慨做足了必要的
铺垫，又没有繁琐之感，简繁适度，不强行描写，
完全是依势而为，水到渠成。

六、语言流畅典雅，不模仿，不抄袭，完全是
白描句，自作语，自然清新，朗朗上口。

七、议论、抒发都是借景为之，没有生硬的道
白，没有苍白的说教，看着舒服，非常耐读。

和诗友们对此作的共同赏析就到这里。希望
诗友们，精研细读，真正理解和吸收其中的精妙
之处，在真正的消化吸收之后，把它融化为自己
的知识，用之于诗词创作之中。
（作者系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陕西诗词》副主编）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编书了。 真的，那一年我
只有 14 岁，上初二。 记得是暑假，将平时自认为
写的优秀作文， 一篇一篇整齐地抄写在自己用
白纸装订的本子上，自己设计了封面，一个很简
单的封面。 用核桃般大的字体一笔一画严肃认
真地写上了“某某文选”几个字，还郑重地加上
了个书名号。 人生最初编著的书，就这样伟大的
诞生了。

这事若放在现在， 恐怕会被家长邻居大加
表扬和吹嘘。 毕竟这是一种认真学习的态度。 然
而在那个年代， 得到的不过是个别人的讽刺和
挖苦。 有人说老张家祖坟炸裂冒青烟了；又有人
说，伟人才出个文选，你以为你是谁？ 与伟人齐
名啊！ 这部本人文选，被众多人热烈地关注，津
津有味地评论。 不过好在我这个人坚强，内心无
比强大，也根本没有在乎冷嘲热讽。 那个时候心
里想的是：一群麻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上高中，我又有一次编书经历，这次不是编
文选，是编科学著作。 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当
然这个发现最初是听老师说的， 就是平面几何
里边的定理，在立体几何里面有同样的定理，只
不过边边边定理变成了面面面定理。 于是我就
找出来这些定理，把他们一一对应起来。 比如先
写平面几何里的勾股定理， 然后列出空间几何
里边的勾股定理，再分别证明，然后举出个几个
运用的实例， 这样就构成了一节， 一个定理一
节，就编了一本初居规模的数学参考书。 这本书
没有编完，当然更没有出版。 至今固执地认为按
照我的构思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 一定很有意

义。 放在当下也是一个创举。
但是这次编书带给我的后果， 比第一次编

书引来的冷嘲热讽还要严重得多， 因为它把我
带偏了。

进入高中的时候，理科还是很可以的，我记
得自己的学号是 2 号， 那是依据入学成绩排序
的。重点班的 2 号，综合成绩还可以吧？如果不偏
科，如果不误入歧途，保持那样的成绩，说不定
还会考上一所像模像样的大学，往事不堪回首！
就这样啊，我成了个偏科的人，成了个不务正业
的人。 直到 2012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写作
功底好，被县档案局邀请去参加编写党史读本，
这样就开始了真正的编书生涯。

也许是因为少年时代练就了结构图书的能
力和写作能力，感觉工作很轻松，有童子功就如
同玩一样。 参与编写的第一部书，是地方党史读
本《红色记忆》。 一边写一边构思全书的框架结
构。 白天在单位上写，晚上在家里撰写。 我们编
写的速度很快，半年就出色完成了。 因为经费紧
张，本打算印 500 部，最后坚持印 1000 部。 这部

书一出来就一抢而光，接着又再版再印刷，同样
如紧俏楼盘一样秒售罄。 算是一炮打响。 接着又
编辑出版了第二部党史读本《砥砺前行》，同样
一抢而光。 也因为编书而出了点虚名，其他部门
编书也找我。 后来参加编辑出版地方旅游丛书。
这部书编写得很苦，半年时间跑遍了全县，本人
写了约全书三分之一的章节。 年底累得睡了好
几天，结果只给了若干元的稿费，感觉与付出不
成比例，但这似乎也没有影响编书的热情。 兴趣
指引人生，而热爱却赋予人一种坚守的力量。 热
爱似乎是一位魔术师， 把别人难以忍受的工作
变成一种享受， 催促你时刻想把每一个细节都
做到尽善尽美。 热爱是最好的天赋。 你所热爱的
事，才是让你成功的事。

编书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
情，曾经给一个单位编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籍，
参与编写的人，都惧怕困难，纷纷往后退。 我自
掏腰包买了专业书，认真攻读，积极组织，终于
编成一本不错的有学术味的图书。 而此时，当初
逃避的人又冲到前面来了，整盘子给我接走了。

人家就成了当然的主编、责编。 最后鄙人连编辑
的名字都没有落上。 虽然有些郁闷，然而总算是
编成了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挑战了自我。 成功
的喜悦冲走了那些郁闷和不快，内心的世界里仍
然是沉甸甸的，如同一颗秋收时饱满的麦穗。 有
时完善自我比那些虚名更有价值。 相信那些抢
了我果实的人，虽然满足了虚荣，或者获得了利
益，但心里不一定比在下快乐。

编书有时候会和其他编辑产生分歧，甚至为
了一处小问题、一幅图片的用与不用，都要做半
天的说服工作。 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拍桌
子打板凳。 编书不仅要有好的文字功底，强大的
结构图书的能力、更要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是多
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复杂的脑力加体力劳
动，其辛苦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时候，编书
就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然而我乐此不倦。

热爱编书，编书是立功，也是立言，是在做文
化传播和赓续红色血脉的工作，是太阳底下无比
崇高发光发热的事业。 同时，编书需不断学习创
新，能够使自己不断进步，实现自我完善。 青年
时代的马克思说：“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
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
能达到完美。 ”

我想，编书就是这样一种工作，为他人的幸
福而工作，同时，也完善和完美着自我。

朿宝荣以散文诗扬名安康文坛乃至全国散
文诗界。 这位典型的回族汉子，他的散文诗短小
富有哲理性的片语遐思， 也有蜿蜒几千字的情
感流淌。 但无论长短都呈现出散文诗不同凡响
的特色。

一、从低微处向上，蕴情于物物我两融。

朿宝荣先生善于从低微处着手， 描摹那些
最常见的， 甚至常见的人人都熟视无睹的小生
灵，小微尘，他细腻的笔触把草丛里的蚰蚰，蹦
跳的蚂蚱，童年的小河流，淳朴的乡民，写得细
致入微又大气非凡。 他用情之深，让人动容“那
只鸟绕过栅栏，久久不忍离去，它始终盘旋在我
头顶，最后留下一声孤鸣”，不愿孤单离去的是
鸟还是人？ 将深情寄于鸟，鸟是人，人亦是鸟。
蝉，鹰，鸢尾，他的笔下都似这般融入亲人之情，
故土之思。 他对汉江的眷恋更是让人沉醉，他听
滩水，看白帆，抚摸爷爷的纤绳，和无边的江水
对话，他写下汉江船夫，古道纤夫。 据了解：朿宝
荣常和救生队员做公益事，多年来，他的队友们
救下不知道多少落水者，而且他们不图回报，用
大爱守望汉江。 多少次，这些感同身受的场景，
成就诗文情倾笔端，仿若他就是汉江，汉江就是
他，两相融合，两相依赖。

二、以文字构图，展示生活画片美。

朿宝荣是把握生活心跳的歌者。 他写南山
脚夫，写背山汉子，写村庄里孤傲的老树，在书
写中他逐渐看到了乡村景观里的所有人与物的

本质，对于人的捕捉以及塑像般情态的描写，他
仿若一个懂得心灵透视的画家，寥寥几笔绘就一
幅丹青。

“一位包着头巾的汉子，浑圆的肩膀扛一根
扁担，走进了货店。 货架上琳琅满目，额头上汗
珠流淌，他要把这满怀希望背进山里，背进女人
温柔淳朴的笑靥里。 ”《背山汉子》一句一场景，
一句一画面，一个豁达开朗，坚韧顽强背货走山
的汉子形象就在读者眼前立了起来。 “栀子花
开的季节，母亲就站在村头，站在那棵麻柳树下，
迎面耸立的贞节牌坊，一边是一个碾盘，悬挂在
枝杈上的老钟，纹丝不动。 母亲着一身干净的粗
布对襟衫，花白的发间插一朵栀子花，不时踮起
细小的脚尖儿，用手瞭一瞭，望着远方那条通往
山外的小路。 ……”《栀子花开》

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这又是一个怎样的
母亲啊？ 栀子花、麻柳树、贞节牌坊、碾盘、老钟。
栀子花是高洁香甜的，麻柳树是平凡沧桑的，贞
节牌坊是诉说历史的，碾盘是沉重生活的，老钟
是岁月风雨的……这些乡村处处可见的物象组
画片合成一幅长卷美，一切是静的，一切也是动
的，一切似有千言万语，却欲语还休。 这样的场

景里最主要的人物母亲出现了：作者没有用过多
的笔墨去渲染，去雕刻，去议论，只在最后的结尾
写上这样的语言：“母亲喃喃自语：栀子花开的时
候，我的四儿快回来了……！ ”这无法言说的疼
与痛在心底最深处的悟悔让读者禁不住潸然泪
下……

三、乡土特色的语言中蕴藏哲理，怦人心灵。

朿宝荣也是位有责任， 有担当， 有良心的歌
者，乡村的变迁让曾经潺潺流淌的小河干涸了，让
曾经翠滴滴，活泼泼的乡野荒草萋萋，田埂上的狗
尾巴草光秃秃的，已不见当年疯长的态势，城市的
诱惑让乡村人口一天天减下去，鸟鸣稀薄，就连狗
吠也没了当年的气势。 而与此对应的是城市高楼
不断加高道路加宽，一点点蔓延开去的水泥森林，
让生存空间日渐狭小， 闪烁的霓虹， 炫目的高脚
杯，膨胀着火辣辣的欲望与诱惑，扭曲着人们的道
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乡野的纯粹与质朴在日渐
塌陷，滑落……现实图景式的社会矛盾，城市现代
文明和旧有的故土冲撞让作者痛苦不已。

作为人类之自我的诗人，他愤而疾书，用准

确地感知言说时代和人的存在状态。《故土情》与
《穿过季节那条河》，这些组章语言与乡土水乳交
融， 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乡村感人至深的奥
秘。 朿宝荣试图通过这些最原生态，最纯粹的乡
间记忆唤醒那些穿越城市， 迷失在喧嚣中的心
灵，试图把最和谐的图景再现以警示那些尔虞我
诈破坏自然，丢失人性之辈……所以他没把眺望
停驻在表面，而是有了更深的容纳。 岁月变迁中
那永远看不到的部分才是作者真正的眺望，那期
待中的岛屿才是真正的爱，就像作者笔下的母亲
和老街邻无声地告诉我们－－在无尽的道路上我
们必须有爱，在无尽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献出曾经
拥有的爱，并以此救赎那些挣扎在冰与火之中的
躯体，救赎那些沦陷在物欲之中的心灵。

朿宝荣在和我交谈时曾说过，他常在老家坐
在沟坎边看歪脖树发呆，也常徘徊村头抚摸那些
逐渐斑驳并一点点垮塌的老墙。由此可见一个作
家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已深深嵌入心灵之
舟，跃动在他的字里行间，引共鸣，催人醒。

散文诗的写作要求很高， 情感饱满是其一，
语言诗化是其二，提出哲理是其三，哲理不但要
怦人心灵，引起共鸣，还要发人深省。乡土文学的
写作到灵魂出窍时， 将带有人文地理的特征，朿
宝荣的散文诗已初步标示出乡村与周围景致的
关系，这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有太多的玄妙需
要解读。 但作为通览两个民族文化的作家出书，
我迫切地期待朿宝荣能把笔触更深地进入乡野，
更多地把自己的故乡与人文地理融合起来，更多
地把两个民族的精髓整合一起，写出更多经典之
作，更多撼人之作。

安康 书评

读书 时光

作家 感悟

12 世纪 的
英格兰，高耸的
哥 特 式 教 堂 的
出 现 象 征 着 一
个 新 时 代 的 开
端。 小说就以此
为背景，以修建
世 界 第 一 座 哥
特 式 大 教 堂 为
经， 以王位 、爵
位争夺战为纬 ，
描 绘 了 善 恶 交
战 引 发 的 政 教
冲 突 、 兄 弟 阋
墙，讲述了一段

有关勇气、奉献、梦想、爱情、贪婪和复仇的故
事。本书被评论家誉为“史诗般的巨著”，真实
的历史背景和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 让读者
仿佛置身混沌的中世纪， 与主人公们一起经
历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光。

肯·福莱特，1949 年 6 月 5 日生于英国
威尔士，在伦敦念完大学后曾任新闻记者，后
专职写作。 1978 年以《针眼》一书荣获爱伦·
坡最佳小说奖，蜚声国际，年仅 27 岁。之后又
有《圣彼得堡来客》《与狮同眠》等多部小说畅
销全世界。 福莱特的作品最大特色是内容都
有史实根据。 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小说中的
虚构角色，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其栩栩如
生的人物刻画、高潮迭起的情节铺陈，精致准
确的细节描绘，让读者在亦真亦幻之中，与历
史时代共浮沉，和历史人物同悲喜，得到无比
的乐趣。福莱特还擅长描写爱情，用纤细动人
的笔触，捕捉男女间微妙的感情变化，使他的
惊悚小说同时也是一流的爱情小说。

（陈曦）

《记忆老西安》

《阿勒泰的
角落 》是作家讲
述 了 李 娟 一 家
在 阿 勒 泰 山 区
开 着 一 个 半 流
动 杂 货 铺 和 裁
缝 店 时 的 生 活
故事。 作者以自
然 笔 调 记 录 日
常点滴趣事 ，向
读 者 展 示 了 阿
勒 泰 地 区 淳 朴
自 然 的 风 物 人
情 。 该 书 曾 获
2013 年 第 四 届

天山文艺奖和 2014 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
金奖。

《阿勒泰的角落》是关于新疆关于阿勒泰
的最干净明亮的文字。在新疆的最北部，有一
个叫阿勒泰的地方。 那里的牧民们逐水草迁
徙，居无定所。 作者就生活在这里。 虽然环境
苍凉贫瘠，但李娟和牧民们却不觉得苦，云朵
和风、白雪和阳光、青草和白桦林，都能让他
们感觉到生活的美好。 风里来雨里去的边疆
牧人、随家庭不断迁徙的动荡生涯、离春天只
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风沙肆虐的荒漠里喂养
的金鱼……这些本应贫瘠、 艰难、 苍凉的生
活，却在作者独树一帜、活泼灵动、真诚朴素
的笔触下，焕发出别样的温暖、丰盈与喜悦。
正如作家在书中所描写：“世界就在手边，躺
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
服。 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 ” 反
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
生活，却总是有太多的不满足，丧失了内心的
平静。

作家以天然而纯真的笔调描述阿勒泰地
区哈萨克族日常生活点滴趣事：裁缝、可爱的
孩子、 来来去去的陌生人……有人认为，《阿
勒泰的角落》 刻画的不是一组有关新疆的异
域风情，刻画的是我们内心的牧歌：白雪、阳
光、青草、白桦林，优美而又明亮，读着这些文
字，耳边的风轻柔了，时间慢下来了。

“每次重读，总能真切地看到独自站在荒
野中， 努力而耐心地体会着种种美感的过去
的自己……漫长过程中， 一点一滴贯穿其间
的那种逐渐成长、逐渐宁静”正如作家所言，
打开《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你就能感受到
一个思维细腻、感触敏锐的人，是如何与大自
然的息息相通，感悟万物之美好的。 所以，作
家也被称为“阿勒泰的精灵”。

（石昌林）

《圣殿春秋》

《阿勒泰的角落》

最是棠棣开满山
——— 赏析陈俊哲先生《登冰晶顶兼赠金兄》

□ 张伯利

饱蘸激情诗味长
□ 李爱霞

犹忆编书那些事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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