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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

作家高鸿
长篇报告文学
《时代答卷：紫
阳蝶变纪事 》
近日由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
社出版。 该书
为省作协 2020
年主题创作扶
持项目、 省委
宣 传 部 2021
年度重点文艺
作 品 扶 持 项
目、 中国作家
协 会 2021 年
度定点深入生

活项目。
作者历时三年时间， 先后十多次深入紫

阳各乡镇进行采访， 选取典型人物、 感人事
迹。作品以贴近现实的创作手法，以小说家细
腻的笔触，用一个个真实、生动鲜活的脱贫故
事，展现紫阳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呈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突出党和
政府扶贫的力量， 传达贫困地区脱贫老百姓
的心声， 彰显基层党员干部在脱贫事业中的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作者通过对紫阳一百
余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工作中的先进人物
进行深度采访，他们中有自强不息的贫困户，
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脱贫英雄， 更多的是
多年来坚守在贫困山区第一线的脱贫干
部———第一书记， 在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紫阳县干部群众克服万难，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 助力乡村振兴。 他们用生命和热
血， 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可载入史册的
“时代答卷”。

长篇报告文学 《时代答卷———紫阳蝶变
纪事》站在时代前沿，响应时代召唤，为时代
发声，为人民立传，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作品。作品通过对紫阳县脱贫攻坚
工程的全景式、 多侧面的真实展现， 在实施
“乡村振兴” 战略中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确
保脱贫摘帽后乡村经济振兴繁荣稳固发展，
致敬脱贫英雄，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精彩华章。

（陈曦）

《追影记》

作家陈德
智 先 生 新 作
《追影记》近日
由陕西人民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这是一部
叙事与抒情俱
有特色的散文
作品集， 收入
作品 40 余篇，
既各自独立 ，
又密切关联 ，
像一轴轴 “清
明上河图 ”徐
徐展开， 呈现
出渐行渐远的
乡村生活立体

图画：有《推磨》《修路》《盖房》《做活》等烟火
气充盈的生活场景， 有 《长辈》《几位匠人》
《师范生》《背脚》等人情味十足的乡村面孔，
有 《小动物列传》《山里三月》《西岔河畔》等
情趣味盎然的自然图景。 这些别开生面的私
人化书写，温情、感性、生动、接地气。 作品文
笔简约，语言质朴，笔触细腻，情感真挚，通
过阅读可以触摸农耕文明的过往细节，感知
似水流年的人世沧桑，重温蓦然回首的游子
乡愁。

《追影记》，顾名思义就是追忆影影绰绰
的年华往事， 追记如烟似雾的少年乐事，追
念音容宛在的老辈人事，追寻人生沉浮的岁
月履痕与个人轨迹，可以说篇篇散文都是人
生留影、青春投影、情感侧影、浮生掠影、年
华缩影、岁月显影。 著名作家孔明在序言中
写道：“他不但有心， 而且有自己的叙事特
色，扫描世态不留空白，梳理世事细致入微，
腾挪文字颇见功底，读他的散文，我就有了
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认可：散文，就该是这个
样子！ ”

（梁真鹏）

《总有一个人，温暖你远方》

新锐女作
家米娅倾心书
写的情感励志
故事集，《孤独
里 的 尽 情 相
对》《罗维尼爱
情》《你是我半
世 未 拆 的 礼
物》……14 个
异域小故事 ，
14 段 滋 味 各
异的爱情 ，不
管是牵手时的
会心一笑 ，还
是分手时的怅
然若失，爱过，

被拥抱过，足矣。 总有一个人，温暖你远方。
愿你在寂寞的暗夜遇见温暖，遇见爱。 愿你
拥抱爱的人时，他会把你抱得更紧。

作者米娅原名周颉雅逸， 陕西安康人，
省作协会员，现定居德国慕尼黑。 新锐畅销
书作者，韩寒“ONE·一个”潜力作者，简书热
门作家，豆瓣、微博大咖。 已出版畅销书《我
们始终独自行走在这个世界》《因为你，我才
喜欢这世界》《对的人， 终会在岁月里相遇》
《平行世界的我们》《枕边的波西米亚》等。

（凌子越）

《时代答卷：紫阳蝶变纪事》

散文和人一样，是有着自己模样的。 遗憾的
是，当今写散文的人，多半都把散文写成了一个
样子， 读一两篇还好， 读多了便感觉在哪儿见
过，写的多半不是他自己的灵感，而是在重复前
人和他人。 这样的散文即使句子优美，却因为不
是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就像整容化妆了的模特
儿一样，难以让人亲近。 一个人即使素面朝天，
那是他自己，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那他就把人
活成了！

入冬的时候， 特别是疫情肆虐西安的日子
里，我有幸读到了一个人的散文。 这个人叫陈德
智，名不见经传，散文却传神，读一篇是一篇的
叙事，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总有一脉贯通，就
像一江春水，有无数溪流注入，不约而同；又像
一轴画卷，由一组画面无缝对接，浑然天成。 说
是神来之笔， 那神从何而来？ 不思量便脱口而
出：“情也！ ”亲情、友情、乡情，如魂附体，化作灵
感，揪住方块汉字，从笔尖汩汩奔涌而出时化合
成娓娓道来的文字，便是陈德智的散文了。 他是
胸有成竹，下笔千言，便成就了一片竹林吗？ 他
是心有灵犀，又有灵动，通灵而一气呵成，便成
就了自己的散文吗？ 读这样的文字，让人很容易
生发听书般的陶醉， 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勃然鲜
活了， 故乡的人物生灵都霍然复活了。 恍若隔
世，那一世的人生图画竟然是那个样子，过来人
可能感同身受，似曾相识，或会心一笑，即便那
是苦笑；新一代可能一脸茫然，一头雾水，无法
理解，觉得那更像天方夜谭。

我就是过来人， 几乎与陈德智先生有过同
样的经历和记忆，尽管比起他来，我得为自己庆
幸，他那样的人生有一半我可以想象，另有一半
就超出我想象了。 就只凭一半的想象，我与他的
散文发生心灵共鸣就再自然莫过了。 他笔下的
水，那是他散文的魂，弥漫在叙事里，让人能读

出眼泪。 水是那样的神奇，又是那样的离奇，曾
经挖一个坑就能聚集一池清澈， 后来竟渐渐地
干涸，水源竟渐渐地远离村庄、远离人烟。 他问：
“水去哪儿了？ ”是天问，天在明知故问。唏嘘，一
声叹息！ 他写到“饿”，对“饿”的记述令人难以置
信，却又令人不能不信以为真，因为那是他的亲
身经历，他差点为此而被放弃活的机会。 当我读
到他被蒲篮扣住的时候， 我近乎窒息， 掩卷良
久，不能继续阅读他的文字。 我有一个姐，属虎，
可能与他一般年纪，也是在那个年代，因为感冒
引起脑膜炎而夭折。 小时候，每提及此事，我母
亲必伤心落泪。 他写到驴，驴推磨真是抓心，把
人一下带回了到那个“推磨”的时代。 记忆里，我
也有过类似经历。 我们那里磨面用牛，也是把牛
眼蒙起来，我觉得好玩。 他写到狼，写到那个“狼
附体”的女孩，令人为她的遭遇难过。 我们那里
常见有“鬼附体”之事发生，“狼附体”，莫非那狼
也是鬼？ 他给小动物立传，真是异想天开，令人
开怀，却令人笑不起来。 那些小动物，虱子、蚊
子、臭虫等，曾经让人又恨又无奈，难为情，说不
成，他笔下的那些情景，我都也曾耳闻目睹，上
大学时我的身上还曾携带过虱子远行兰州。 那
是苦难的经历，也是苦难的见证，更是苦难的象
征。 那个年代的农村人，不认识那样的小动物，
咋可能呢？ 为它们立传，亏作者想得出！ 在他的
笔下，小动物们活灵活现，好像要从字里行间蹦
出来，我忍不住要抓挠自己的头发，那里或许还
留有它们活动过的痕迹。

陈德智的笔，等同他的心，心之所系，情感
所依，笔走纸上，亲情自然越不过去。 他写亲人，
都那般亲切 、自然 ，天然去雕饰 ，不拔高 ，不贬
低，就是个写，如同电脑里的复制、粘贴，那借笔
还魂而复活的亲人，就只能是他的亲人。 他婆，
他爷，他外爷，他的长辈，都活在他的心里。 那一

辈人是那一辈人的命运， 身上自然烙印了那一
辈人的时代遭际，令我们追念，更令我们感念，
他们太不容易。 他们应该庆幸，因为有一个孙辈
姓陈，名德智，殷勤写散文，他们便不死而长生，
与他的散文浑然一体。 他们渺小得如同山里的
一棵树，却长得端直，即使弯腰也向上，有着自
己的姿势，未必给过子孙福荫，却遗传了自己的
德行禀赋。 《长辈》一文令我们深信，对长辈的念
想，是晚辈的福音，没有他们曾经苦挨日月而拼
搏，就不会有晚辈今生今世忆苦思甜的机会。 传
递这样的人文信息，使《长辈》有了不能低估的
文学意义。 在开卷第一篇《一条小河向西流》里，
作者写到他的大舅爷，“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叫阴
沟的地方，与一只豹子不期而遇，在豹子凶猛向
他扑来时，躲避不及，就势拦腰抱住豹子，人与
豹紧抱一起，一齐滚下山崖，跌落于陈家沟沟底
河滩，同时毙命。 ”这样的文字，虽寥寥数笔，却
活画了一个无名英雄，活演了一个人间悲剧。 骇
人听闻的是豹子和人被同时抬回家， 用豹子肉
待客，英雄自然入土为安。 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
在山里，只能发生在上一辈人身上，也只能是上
一辈人才如此有胆识、胆量，面对凶豹，不是怯
弱，不是退让，不是坐以待毙，而是面对面迎击，
真正演绎了视死如归的应有之义。

陈德智散文的突出特色就是太史公笔，尽
显亲历性，尽见人生本色、尽呈原汁原味。 那是
他自己的事，自然刻骨铭心，唯因刻骨铭心，所
以才绘声绘色；唯因亲力亲为，所以他人无法重
复。 他写《做活》，寻常农家，寻常农活，放在那那
年那月，寻常里竟有不寻常的咀嚼、回味。 今天
的同龄人读了那样的文字，不生惭愧，也必生些
敬意，父辈还曾经一面读书，一面还挣工分，为
的是一家人能多分些口粮。 穷人的孩子早懂事，
早当家，那不是杜撰的，那是被逼出来的，那样

的日子，便养出那样的儿女，过早地分担了人生
的苦难，也就过早地被赋予了人生的担当意识，
面对社会，走向社会，融入社会，无所畏惧，无须
胆怯，只要力所能及，便不轻言放弃；只要机遇
垂青，必要积极争取。 他写《过河》，不仅仅有趣，
更有岁月的回眸与回馈；他写放牛，有牧童般的
真诚，不失诗意，却令人为一个时代，不能不讴
歌，又不能不喟然叹息。

陈德智把自己的散文集叫《追影记》。 顾名
思义，他的散文就是“追影”：追忆那些影影绰绰
的流年往事，追寻那些如烟似雾的少年乐事，追
念那些音容宛在的老辈人事， 追抚那些人世沧
桑的岁月履痕与个人轨迹。 他的每篇散文都是
人生留影、青春投影、情感侧影、浮生掠影、年华
缩影、岁月显影，一个“追”字，极尽人生百味，穷
尽生命历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可谓悲欣交集。 悲中有苦也有甜，欣
中有乐也有酸。 都是人， 过的可能是相若的日
子，付出了相同的时光，经历了相同的洗礼，却
感受到了不同的凉热，收获了不同的馈赠，发出
了不同的咏叹。 陈德智的《追影记》，便是他自己
的咏叹，在他行文的字里行间，游走着向善的灵
魂，穿插着多情的翅膀，寄托着真诚的思念，传
递着向上的理念，使他成就了自己文字，还原了
自己前世今生， 呈现了自己一以贯之的人生修
行与处世风范。 这样的文字只能是他的人生，也
只能是他的“雁过留声”。 《追影记》是他集子里
的一篇散文，那个影纪实，就是指电影，记叙那
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当时就惊心动魄，却乐
此不疲， 有了年纪后追忆， 居然可以津津乐道
了。 他以此文篇名为书名，一语双关，亦幻亦真，
给人无尽的命运遐想与无常的宿命归集。 过往，
早已变成了“电影”，如今也只能靠“电影”去捕
捉迷离，靠文笔去剪裁、定影了。 于此，可见作者
用心良苦、匠心独具、慧心别有了。

每个人都是一部书， 都在脑海深处， 沉淀
（或者沉睡）了许多记忆碎片。 每一次打捞都可
以转化为文字，有人成功了，有人不成功。 陈德
智的《追影记》可以说成功了，他不但有心，而且
有自己的叙事特色，扫描世态不留空白，梳理世
事细致入微， 腾挪文字颇见功底， 他的散文就
“大珠小珠落玉盘”，被串连成项链了。 读他的散
文，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认可：散文，就
该是这个样子！ 陈德智的散文，当然也就成了陈
德智的样子。 我坦白：我喜欢他的散文！

（作者系著名作家，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 ）

到朋友家做客，在他书房的书柜前随手抽出一本书，一
看连书的塑封都还没有打开，当然是还没有读过的书。 朋友
惭愧地笑着说：“这本书都买了快两年了， 结果连打开都没
打开过，更别说看了。 ”

我知道朋友的工作很忙， 但是忙显然不是不读书的理
由，可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这恰恰成了不读书最现成，也
最容易找的借口。 到底什么时间才是最好的读书时间呢 ？
这不仅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 “打油诗 ”：春天不是读书
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子冬有雪，要想读书待来年。

这四句诗其实是从整首打油诗里面节选出来的， 也是
整首诗最前面的四句。 据说这首打油诗民国时候就有了，因
为脍炙人口，所以流传至今。 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整首
诗其实是讽刺不喜欢读书的人找遍各种理由不读书， 规劝
人们要珍惜时间，好好读书的，所以在诗的最后，就成了“春
天正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难眠。 秋高气爽利用好，严冬忍
耐惜时间。 ”

但是后人传来传去， 流传最广的反而成了最开始那四
句，更是被一些不喜欢读书的人反复引用，当成了自己不读
书的借口，实在是大错特错。 其实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
只要你想读书，任何时间都是读书的时间，根本没有所谓春
夏秋冬的区别。 每个季节，都是读书最好的季节。

前几天看见的一幅画面，让我久久难忘。
周末天气很好，阳光和暖，微风吹拂，我们一家人出门

踏青。 在郊外河边一大块草地上，一个女孩子坐在一大块毛
毯上，毛毯上放着一些零食、饮料，一看就知道也是出来春
游踏青的。

但是这个女孩子并没有欣赏眼前的美丽春光， 而是沉
浸在自己的书本里。 她手上捧着一本书，头上带了一顶宽大
的碎花遮阳帽，长发随着帽子的飘带，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
摆动。 她读得很认真， 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走向河边的我
们。 而她的伙伴们，则正在河边拍照、嬉闹。

那样的画面，让人真的感觉好美，要是我会画画的话，
一定会把眼前的景色画下来，然后送给这位姑娘，作为对她
读书的一份奖赏。

在和煦的春日暖阳下静静地读一本书，甚至让人感觉到了浪漫的气息。
很多事情都会受到季节的限制，比如农民的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比如冬天下了大雪

我们才能打雪仗，堆雪人。但读书是个例外，任何季节，都可以读书，任何季节读书，都有
自己的一番独特滋味。

眼前的这个姑娘，在春风里，在春光里读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了冬天，她一样
也会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读书，或者是拥着一床被子，靠在床头，在柔和的台灯下读书，
那同样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以书为伴侣，四季充盈。 每个喜欢读书的人正在读书的画面，都是美丽的。

追求美丽和健康是人的天性。 然而，许多人成天
沉浸在打扮、美容和保健上，却忽视了另外一种简单
的方式———读书。

书籍虽不是化妆品，却会使人心颜常驻；书不是
胭脂，却可以使人容光焕发 ；书不是保健品 ，却会
使人铿锵有力 ；书不是首饰 ，却可以使人自信从
容 ；书更不是华服 ，却可以使人风趣儒雅 ；书不
是万能的 ，却会使人千变万化的美丽 。 读书让人
的魅力内外绽放 ，书籍虽不是化妆品 ，也替代不
了雍容华丽的霓裳 。 但读书可消尘去俗 ，可涵养
性情 ，让人举止高雅大方 、得体 。 “胸藏文墨虚若
谷， 腹有诗书气自华”。 书是人类最佳滋补药品 ，
“善读之可以医愚 ”，常读之可美容健身 ，书是人
们最忠实的陪伴者 。 一个爱读书的人，连灵魂都飘
着香味。 对追求美人的来说，读书是最好的美容、保
健品。

每天迎着朝阳读一读书，多少美文记心头。 在最
好的豆蔻年华，读最好的经典名著，就如金风相携玉
露，花朵沐浴朝阳。 给天然的美丽平添优雅与灵韵。
好书能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催人奋进。 好书就是良
师益友，给人导航，为梦想助飞。

有人说，世上有两种东西，别人抢不走：一是藏
在心中的梦想，二是读进大脑的知识。 初涉社会，定
有风刀霜剑相逼；初入围城，必有柴米油盐相磨。 但
只要心头有梦，枕畔有书，内心就不会流于焦躁与麻
木，人生就不会陷入疲惫与琐碎。 人的精神就不会萎
缩老化。

“无情岁月镜里逝，有味光阴书中留”。 “读书者
寿，读书明目，以书清心”。 “一窗明月半床书，三更灯
火五更鸡”。 与书相伴，寂寞全无；与书相携，一生芬
芳魅力无限。 捧一本好书，能获得无穷的力量，读一
本好书，就是与圣贤对话。 爱读书的人，每一个当下，
都是最美的时光。

曾国藩曾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

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
以变换骨相。 爱读书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此人可能貌不惊人，但有一种内在气质；
出雅的谈吐、超凡脱俗，清静的仪态，无须修饰，那是
静的凝重，动的大雅，那是迷人的端庄，行的洒脱。 那
是天然的质材与含蓄混在一起。 浑身流溢的书卷味，
使得这人显得与众不同。 书读多了，对人生的感悟就
会越加深刻，潜移默化地影响育人的价值观，完善着
人的品格。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这句话就
是：一个人的花容月貌，会被岁月带走，绚烂的青春，
也会随着时间流逝。 唯有读书一生都不褪色，具有永
不凋谢的气质，就像一枚被时光打磨的宝石，璀璨夺
目，熠熠生辉。 所以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 书读
多了容颜自然也会改变。

在现代社会中，化妆品、保健品种类繁多，但化妆
品、保健品的使用越来越多，爱美的人们天天不停地
往脸上涂这个霜抹那个蜜，吃什么益寿灵、蛋白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化妆品保健品产业不断壮大，
现在各大商场、药店、超市，一楼柜台均是此类产品。
人们对美丽对健康的追求， 似乎已离不开这些产品
了。

我是教师，培养了很多学生。 可经过在学校的刻
苦读书，在书籍的浸润下，光阴的刻刀，都把这些寻常
学子雕刻成气质出众，举手投足间拥有儒雅、温婉如
玉般漂亮、帅气。 有的容貌虽不算出众，却有一种摄
人心魄的力量，就像一块磁石，深深地光彩照人，让人
莫名的耐看。 因此，读书的内涵作用于灵魂，可以净
化心灵，美化容颜。

有人总结得好：一流化妆保健是心灵，二流化妆
保健是衣着，三流化妆保健是美容。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千种方法来使自己漂亮、健康———就是化妆品和
保健品，而只有最好方法使自己健美、优雅———这就
是读书，信不信由你。

作家 感悟

连日来，我读的这一部书是《丰碑———襄渝
铁路建设纪实 》，印刷精美 ，字迹清晰 ，四百余
页，厚实大气，是安康作家李春芝用四年时间完
成。 读完本书后，有三个问题占据了我的思维，
久久挥之不去。

之一：作家为何要写作这样一本书呢？
相关的具体资料表明， 襄渝铁路修建于上

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距今已有五十年
之久。 这条铁路横贯湖北、陕西、四川、重庆四省
市，全长 800 多公里。 由于落后生产力的局限，
修建襄渝铁路的主要方式是人力的肩挑背扛，
因此奋战在襄渝铁路沿线的景象是真实的人
海———除了铁道兵部署的 8 个师、6 个师属团、2
个独立团 23.6 万官兵及陕西的 25800 余名学生
外，还有鄂、陕、川省的 59 万民兵也投入在那场
声势浩大的铁路建设工程中。

事实还表明， 如此一项惊天动地震天撼地
的历史事件， 大多以零零星星馆藏资料的形式
存在外，用文学手法来反映的“大部头”几乎没
有。 然而，安康作家李春芝从 2016 年开始，以文
学的方式，用纪实的手法展现并审视这一事件。

文学爱好者们只要换位思考一下， 没有谁不会
佩服作家的魄力、能力、勇气和志气！

难道不是吗？ 襄渝铁路前前后后修建了四
年多，场面那么大，涉及的人物那么多，发生的
事件浩如烟海。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李春芝出生
在 70 后，也就是说，李春芝不是修建襄渝铁路
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完完全全是一名后来倾听
者，那么，她写作这本书的难度可想而知！

难能可贵的， 是作家没有被功利化和庸俗
化， 她的本真目的———想把襄渝铁路建设的事
件复原且永远地留在天地间， 想让更多的后来
人了解并且记住这个事件， 同时让大家珍惜眼
前的幸福生活。 一想到这些，我就敬重并佩服作
家李春芝！

之二：从写作技巧而言，《丰碑》有哪些可取
之处呢？

谁都明白，写作犹如建房子，通过大量辛勤
的劳动，建造房子的材料可以获得。 那么，怎么
建及建成什么样式的房子， 却是主人内在知识
与智慧的反映。 读完《丰碑》，掩卷遐思一番后，
我觉得作家以下的处理技巧值得提倡———

给人们服务了几十年、 匍匐在秦巴山区上
八百多公里长的襄渝铁路， 是成千上万的铁道
兵、 民兵和学兵用汗水和鲜血建设在大地上的
一座巨型丰碑。 那么，这么大型的建设，这么众
多的人物，写作顺序如何安排，内容方面如何着
墨， 哪些人物需重点刻画， 哪些事件该简要交
代，这都需要掂量。 稍有不慎，不但惹来争议，而
且会导致根本失败。

毋庸多言， 修建襄渝铁路在当时是一项国
家战略。 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铁道兵，即就有再
多的学兵和民兵，襄渝铁路是修建不起来的，因
为修铁路技术更关键， 加之当时国家调动了 20
余万的铁道兵，他们不但要劳动，而且他们始终
冲在施工的最前沿。 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在内容
安排上，先写铁道兵，再写学兵，后写民兵，这样
写，既尊重事实，合乎情理，也不会发生争议。

写铁道兵时，面对数以万计的铁道兵，到底先
写哪个部队，先写哪位铁道兵？面对已经过去的尘
埃往事，如果凭主观情感来写，无从下手是一个，
效果也不一定很好。面对事件及人员的复杂性，作
家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后来吊唁者， 按照时间的变

化和地点的转移， 在纵向回忆又横向展开中缅怀
铁道兵的感人事迹。这样写作，既便于把历史过往
清晰地呈现给读者，又便于提高读者的思想认知。

其次，无论是先写铁道兵，或者后写民兵，
为了突出铁道兵、学兵或民兵的高大形象，作家
充分运用了铺陈和渲染的手法。 通过铺陈，真实
地展现事件、 还原历史， 通过对个体形象的渲
染，既有利于英雄形象的重塑，又有利于揭示作
品主题，彰显时代的主旋律。 那么，作家通过哪
些手法渲染？ 除了选用典型的事件及材料外，作
家更注重环境描写、细节描写、语言描写、艺术
留白，以及引用和恰当词语的运用等。

之三：时下的人们，该不该读这本书？
读完这部书后， 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不止

一次地提醒我：时下的人们，尤其是广大的青少
年，应该阅读《丰碑———襄渝铁路建设纪实》。

因为，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太幸福了，因为
太幸福，他们不在乎幸福的来源，更谈不上珍惜
幸福。 相反，他们更多的是抱怨，抱怨没有别人
吃得好， 没有别人穿得好， 没有别人家的条件
好， 抱怨中国的月亮没有外国的圆……这样的
情形，既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也不利于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那么，青少年阅读
了《丰碑》一书，不但可以增知识，长见识，而且
能够让他们见证国之动脉建设历史的端倪，体
验国家重大工程修建的不易， 更能让他们的心
灵变成一颗颗红彤彤的“中国心”。 这，恐怕也是
作家想要达到的目的。

总之，《丰碑———襄渝铁路建设纪实》 是一
部真正的好书， 值得更多各个阶层的人去关注
去阅读！

散文，就该是这个样子
———陈德智《追影记》序

□ 孔明

见证国之动脉建设历史的原貌
□ 李永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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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最好的保健品
□ 王朝和

安康 书评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