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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

读完陈德智散文集《追影记》，掩卷深思，
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心里产生共鸣。 我
觉得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乡土散文集，充满着
浓郁的乡土气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
地，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家乡的情，都一一在
他的文字里流露出来，勾勒出那个时代一幅陕
南乡村的生活画卷，是记录，是倾诉，是反思，
是再现，是还原，让人爱不释手，越读越想读。

《追影记》 是德智先生公开出版的第一部
散文集，收录他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作品四十余
篇，文章不多，但篇篇精彩，值得品味。 愚认为
这部散文的第一个特点是真实性。读着他的那
些文字，总是那么地真实，亲切，生动，如临其
境，如见其人。文中描写的每个片段，讲述的每
个故事，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的是作者
的耳闻目睹，有根有据，有人有事，娓娓道来，
真切感人。 如《背脚》中写的大爹：每当大爹到
来， 爹妈就要先从酒缸里舀上一碗柿子酒，端
于他饮。 大爹见酒，喜笑颜开，每抿一口，嘴巴
就要“吧嗒”一下，既是在品赞这酒，也在展示
过瘾与满足。 一碗酒下肚，他的话语开关就势
打开，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开聊“背脚”的往事。
他的这段描述使大爹的形象跃然纸上，活灵活
现。 再如《夺柴》中有段话：后山的人见到这些
“入侵者”，就采取喊话、咒骂等方式力图阻止，
不停不听，就升级为滚石头塌，上前夺刀，夺背
篓，割柴“腰子”等手段。 但常常抵挡不住气势
汹汹、力气大会打架的窑上人。 我小时候也经
历过砍柴与夺柴的往事，那些惊心动魄的一幕
幕犹在眼前。我始终认为真实是散文写作的生
命， 要写就要写出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体现作者的真性情，切忌编造故事，哗众取宠，
无病呻吟。 德智先生散文集《追影记》中的文
章，集中体现出散文写作的真实性原则，难能

可贵，值得充分肯定。
第二个特点是史料性。 据我所知，作者曾

任《旬阳县志》副主编，具有浓厚的文史情节，
他的散文具有这种独特的文风，与他过去的这
段人生阅历不无关系。 他的这部散文集《追影
记》含有丰富的文史元素，比如《推磨》《让梯田
飞》《批斗》《监视居住》《知青部落》《追影记》等
散文，篇篇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和印记。 这些
文章内容丰富翔实，表述准确无误，语言通俗
易懂，文字精雕细凿，思路清晰，客观公正，铺
陈有据，逻辑性强，真实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乡
村的人文气息和生存状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
值。 按照孔明老师的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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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某些作家学者所说
的“春秋笔法”，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史知
识，想写出具有这种风格的文章，那是不可能
的。

第三个特点是乡土味。童年是人生记忆的
源泉，作者出生于汉江南岸巴山深处的一个小
山村，山高路远，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 他的
童年生活是艰苦的，劳碌的，酸涩的。 可以说他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是苦大的，在他身上
始终保持着淳朴的乡土气息和农民本色。 他的
散文如同他的人生，扎根于土地，生发于乡野，
成长为花朵，结出了硕果。 他在文章中多次用到
方言俚语，那种原生态的语言，使他的散文接地
气，富有现场感，画面感，生动感，具有很强的感
染力。 如他在《水哪儿去了》一文中写道：旧时提
亲，有一个“看家儿”的环节，由媒人领着女方，到
男方家里去实地考察，一看房子是否“宽展”，二
看吃水远近。 再如《酒事》中的这段文字：本地人
谁家酒“哈”酒好，标准主要是酒劲的大小，度数
高就是酒“歪”，度数低就是“不歪”，这个“不歪”

实际是个中性词，不是指好坏，因为“不歪”的酒
照样好喝。 又如《蜂拥而至》中写道：有一种危险
的蜂，叫“七子油”，这种蜂最大者长及二寸，浑身
黑红，有漂亮的花纹，尾刺尖长，飞行起来像一
只小鸟，生性凶猛，毒性大，俗话说：七子油，螫死
老犍牛。 像这样的原生态的语言，在他的文章中
随处可见，再现了乡村生活的原始画面，大大增
强了文章可读性。

第四个特点是思想性。散文必须体现作者
的思想性， 这种思想性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
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也不是引经据典的思
想。 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思索
和独特的感悟， 也就是作者要表达的真实想
法。德智先生的散文就有很强的思想性，《追影
记》 中的许多文章记述的是作者亲历的事，抒
发的是作者独有的情，没有丝毫模仿和雷同的
痕迹。看了他的散文，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散文，
而不会是别人的散文，文章字里行间所要表达
的思想和情感， 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具
有很强的独创性和不可复制性。如《过河》文尾
写道：有一天，我随父亲、姐姐背着“大柴”，过
河去县城出售。 到了好汉坡附近一个院子，讲
好价钱，开始过称，我便坐在院子偏房檐下的
石阶上歇息。 忽然，这家的一个小孩从门里露
出脑袋，呸的一声，朝我吐了一口唾沫。我坐着
没动，也没有搭理，他也没有再呸。这“呸”的一
声让我霎时明白， 农村人和城里人是有差别
的，中间似乎隔着条河。 这样的结尾对全文起
到了点睛和升华作用，作者想要表达的想法一
目了然。 再如《杜家沟纪行》文尾写道：一日夜
里，我做了一梦，见到了慈爱的大爹大妈。随着
大爹的一声“国儿，你回来了！”的呼唤，我竟失
声而哭，继而被自己的抽泣声惊醒。 亲人的抚
爱，让我鼓起了勇气，挺起了脊梁。 这段文字，

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其思想性和感染力可见
一斑。

第五个特点是艺术性。 首先，他的散文文
风朴实，语言朴素，好像在与读者拉家常，讲故
事，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 用平实的语言
文字写出情真意切，打动读者的文章，这才体
现真功夫。其次，他的散文注重细节描写，情感
细腻，读着读着，就会震撼人的心灵。 比如《饿
意十足》一文写道儿时吃“柿子牛儿”引发严重
痢疾那段话：两日下来，我已严重脱水，奄奄一
息，羸弱濒死之状，连母亲也害怕的不敢拢身。
于是就在堂屋正中铺上麦秆， 将我放置于上，
用一蒲篮扣着。再如《富农范善贵》一文中有段
描述：据说有一年夏收，范善贵找了一些人割
麦。到饭时，家里把饭挑到地头，范善贵作为主
人，挑头去给雇工们盛饭，不想勺子朝木桶里
一捞，竟从苞谷糊粥中舀出一个死老鼠。 范善
贵一惊，灵机一动，眼睛一闭，把这个小老鼠连
汤带水吞下肚去， 然后才招呼雇工们开饭，避
免了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 这样的细节描写，
反映出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艰难，以及人们饥
不择食的生存状态，在读者心中打上了深深烙
印，永久难以忘记。 再次，整书的散文故事性
强，通读《追影记》，仿佛作者为我们讲述了许
许多多的乡村故事，为我们了解和认识那个时
代的乡村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具有
一定的启示和教育作用。

整部《追影记》，使我依稀看到作者从艰辛
和磨难中一步步走来，走出山坳，走进学堂，走
向社会的艰辛历程。 这些文章的背后，让我感
受到了一种精神和力量， 那是一种坚韧顽强、
敬业拼搏的精神！ 那是一种催人奋进、勇往直
前的力量！ 具有很强的励志作用，不论是青少
年，还是中老年，都值得一读。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美人之光可以养
目，诗人之诗可以养心”。 朿宝荣先生在数十年的文
学生涯中，结集《穿过季节那条河》，开辟了富有自身
特色的一片新天地，为喜好阅读、热爱文学，特别是
钟情散文诗的公众送上了一份精神大餐， 那真如一
壶珍藏年久的老窑， 甘醇绵长， 正应验了袁枚那句
话———养心。

诗写什么，写历史，写生活，写美好，写发自内心
的感动。这是一本充满乡愁的书。全书以汉江这条河
为主线，把汉江上游安康境内汉水流域的人文地理、
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娓娓道来，用诗意的文字赞美
这片深情的土地。房顶飘升的一抹炊烟、蓝天流动的
一朵白云、山尖挂起的一弯明月，抑或是家门前的那
棵麻柳树，都是作者心心念念的乡愁，纵使作者到过
秀丽的江南、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可字里行间还是滚
动着浓浓的故土情结。正如作家在《陕南，陕南》篇中
所说的“我生长在陕南，像一棵朴素的小草，在秦风
楚韵里徜徉，沐浴阳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根始
终扎在这里。 ”

这是一本歌唱劳动人民的书。 对活跃大东山上
的广电人，作者以山寄情：这里虽没有都市的繁华热
闹，街巷的霓虹闪烁，酒吧的灯红酒绿，歌厅的轻歌
曼舞，但一双双生满厚茧的手，写下了大山的格言，
留下了一页不朽的篇章。 或许是作者曾长期从事工
程建设缘故，同样以婉约温润或铿锵有力的组诗，对

汉江船夫、古道纤夫、电信长台话务员以及基层公安
干警等一线劳动者深情讴歌，激扬赞颂，唤起读者向
美丽的劳动者致敬！

这是一本礼赞生命的书。 在《春风吹过陕南》篇
中，作者选取随处可见、但谁都不会在意的马斑草为
咏物，虽身处卑贱，纤弱瘦小，但低头不语，默默奉
献。 任由羊儿啃吃，供人取暖，甚至甘作任人行走的
地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马斑草有信仰，有希望，具
有生命不息的力量。 你看：“当春天的小草刚刚发芽，
桃花朵朵，季节开始泛绿，在田间，在地头，在沟沟坎
坎……马斑草像风一样摇曳着纤细的身躯， 守望和
拥抱春天的来临”。 从类似作品中，可以洞见作者是
一位热爱生活，奋力抗争，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同样
也勉励读者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这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 根植于作者厚重的生
活阅历，其创作内容涉猎广泛，题材多样。 从童年的
快乐、少年的迷茫、青年的奋进，再到中年的思考，为
我们展示了金州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变迁，从
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作者深爱的这片热土由弱到强的
篇章。 以《北方的小城》开始苏醒，街面上飘来了流行
色开拔，通过《山里的女子》的入时，《月照汉江人》的
聪慧，《陕南一月》的喜庆等一幅幅“数桢胶片”，一路
走来，时光不老，岁月静好。 这些奋斗创造幸福的片
段、画面，令人印象深刻，清晰如昨。

这是一本倾诉真情的书。 作家用了多个篇幅刻

画了“船魂”爷爷，辛劳的《父亲，你还好吗？ 》为儿操
劳的《妈妈》《童年》时过早失学，并担负家庭重任的
姐姐，从小一直疼爱我的三姨之亲情；用理智讲述了
《从冬天相遇，在春天分手》的老朋友之间的友情；也
用温和赞赏的笔调描写了在冬不拉美妙的音符里维
族大爷和阿尔古丽纵情歌舞之民族情谊等等， 字字
都让人为之动容，不由与作家同喜同悲。

这是一本陶冶性情的书。 以亲情之笔 《听莲诉
说》在炎炎夏日听蝉鸣，赏荷韵，啜茶茗，心与荷相
通，悟出许多做人的哲理。 文中闪动着一串串美妙的
文字，自然给读者以自我检视，放下一颗浮躁的心，
心静如莲，在淡泊中明志，于宁静中致远。 一组组雪
花的吟唱，有欢喜、有期待，也有着淡淡的愁绪，虽观
赏思考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呼
唤春天的到来，读者也会从雪花的纯洁、飘逸、潇洒、
自由等句章，坚定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和向往。

而作为散文诗，短小精悍，也迎合了现代快节奏生
活阅读的要求。作者具有一双发现生活中惯常的、却特
有启发性事件的慧眼， 发生的每件事都有深入独到的
思考，每件作品都细心打磨，因而端出来的都是精品！
纵观全书，作者所见所盼，所思所想都是故乡的事、故
乡的人、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情，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咏
雪组诗一样，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体内流淌着汉江
的血液，致敬和祝愿母亲河越来越美丽！

《穿过季节那条河》，确属一卷养心之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紫阳县高桥
中学读高中。 其实最初我是被毛坝中学录取
的，在那里上了半学期后，眼见着几个同学都
转学到了紫阳一中和高桥二中去了，我便要求
父亲转学。 父亲同意了，下半学期就把我转到
了高桥。

说实在话， 那时候转学纯粹是多此一举，
因为我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差得不能再差，转到
哪所学校读书，也是考不上大学的。 我的大学
是自考出来的，那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在
高桥中学读了两年高中，毕业后就背起行囊心
怅怅地回家了。

在高桥读高中的两年时间里， 除了课本，
我基本上没什么课外书籍可读，每学期的语文
课本发到手里，我都是很快的从头到尾读了透
彻，就再也没想去翻过，上课时老师的讲解我
基本上没听进去，尽管这样，我的语文史地成
绩拔尖， 班主任苦口婆心劝导我不要偏科，只
要把数学和英语成绩提升上去，考大学是有希
望的。 可惜我没听老师的话，只对文学类的书
籍感兴趣。

学校有图书室， 好像一周只开放了一天，
平时对学生借阅。 我去借了三本书，一本是福
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本是薄伽丘的《十日

谈》，一本是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这三本外
国文学作品让我手不辍卷，受益匪浅，忘了还
书，甚至是根本就没打算还回去，直到图书室
的管理员多次上门讨要，我才万分不舍地归还
了。 那时候，想读点课外的书籍对我来说是多
么的迫切，但阅读资源十分有限，只能偷偷地
从家里带些文学杂志到学校里看，但无法满足
我的阅读渴求。 高二下半学期，镇上成立了文
化站，对外开放阅读物，我闻声就跟了过去。那
天是个中午，天气晴朗，太阳高照，是个读书的
好日子。 一走进阅览室，眼见着许多文学杂志
就摆在我的眼皮下，心情用心花怒放来形容都
觉得不恰当。 去看书的人很多，但大多是去凑

热闹，真正坐下来看书的没有几个。 我东翻西
看，也不知到底要看什么，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也有点情不自禁。 管理图书的是位小伙子，看
上去很精神，一身书卷气。那时我还不知道，图
书管理员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著名小说家李
春平，那个时候他刚从农村走出来，招聘到基
层文化站工作，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站，筹
建文化阅览室是费了苦心和精力的。他早期的
充满浓郁清新的乡土题材小说就是在高桥文
化站里忙里抽闲创作的，而且已有名气。

我知道李春平是他在《丑小鸭》发表小说
的事。 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听诗人父亲刘培森
说起他，再从父亲说起他的时候那个褒扬而又

喜兴的劲头，我也开始对他崇敬起来。 那天在
文化站里里外外翻看了很久，也没拿定主义要
借哪部书，直到最后，我干脆卷起两本杂志，顾
不得办理借阅手续，就急匆匆地离开。 这两本
杂志一本为《延河》，一本为《青年文学》，我现
在还清楚地记得。 以后的日子里，就成了文化
站里阅览室的常客，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如
饮甘露般读了个遍，尽管这种校外快乐的读书
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却如一盏明灯点亮了文学
的梦想，照亮了人生前进的方向，让我终身受
益无穷。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闲了几个月。 在
家闲着的时候，也写点东西，往外投稿。我记得
写了一篇散文叫《豌豆角》，父亲看了后觉得不
错，让我誊正，寄给了李春平主编的《高桥文
化》。 没多久就发了出来，并给我寄了样刊。 样
刊是油印本，飘溢着油墨书香。 这篇散文是至
今写的数百篇散文中唯一没有向外投稿的习
作，成为一个纪念留在我心里。

《高桥文化》作为紫阳地方文化一朵山花，
也将常开在我的心间。不仅仅是这块园地为我
提供了一次发表作品的机会，重要的是它曾在
紫阳文化时空里如萤火般燎原，化作一股清溪
流向汉江，奔向远方。

作家郝敬东散文集《让每一寸土地都美》全书收录
了作者乡土散文 60 篇、33 万字，分为“用脚步去乡村
行走”“徒步古城外”“稚拙的步履”“让每一寸土地都
美”“记忆不会远去”五辑。

《让每一寸土地都美》 以家乡城乡的变迁为背景，
通过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历史传承、建设成就、先进
典型以及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细致观
察和思考后，用白描的手法、诚实的叙述、细腻的表达、
非虚构的内容，满怀深情地书写了“筚路蓝缕”之域改
革开放以来的真实图景。 那里的山间小路、林间小花，
那里的美丽乡村、锦绣城镇，那里对逝者的哀挽送别，
那里平凡的一人一事，那里奇美的一景一物，都客观、
真实、准确、深切地寄寓了作家的所爱所思以及对故土
沧桑变迁的无尽感怀。

收入本书的散文， 融入独具一格的人文视野和个
人感怀，具有纪实性、典型性、思辨性。 从中可以看出，
作家对故土充满了热爱和感恩之情， 朴实文字里透出
的泥土芬芳， 仿佛是作家的思考绕着故乡的云路在延
展 ，血脉拊着家乡的心脏在跳动 ，贴着故土的肺腑
在呼吸……

（凌子越）

手机没电就没法通讯，电车没电不能启动，电磁
炉没电没法做饭，电器缺电就要及时充电，不然就什
么事也干不成。

当人体的能量消耗殆尽， 就无力干活， 不能行
动，进入脱水状态，甚至面临枯竭。 必须要马上补足，
恢复元气，才能迎接未来的美好时光。

一个缺乏文化知识的人，自然眼界窄，心胸小，
见过的世面不大，对事物的认识，就停留在低水平的
层次。 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可笑肤浅，浮光掠影，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显得可怜可悲。

杨绛先生曾说：“有时候我们烦恼，忧愁，焦虑，
其实就是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 ”

确实如此，在我初学写作时，总是感到没啥写，
力不从心，即使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不生动，平淡
无味。 每当这时候，内心空空，一片迷茫，焦虑不安，
甚至感到很无聊。 于是，就放下手中的笔，对症下药，
寻找适合的途径去生活。 首先，我选择了读书。 遥想
当年，想读书却没有书读，只是所能看到的，接触到
的，无论是新书旧书、黄皮书、烂边书，只要是书我都

看。 实在没有书读了，就借书买书，坚持每天不离书，
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孜孜不倦地读书。 不管炎夏，还
是寒冬，坚持不懈，几年下来，不知不觉积累了大量
的知识，人也变得充实而富足。

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太阳》创作进入高潮
时，突然遇到了创作瓶颈，我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
脑子里同时有几种故事情节， 究竟选择哪一种情节
去写呢？ 尽管反复推敲，却屡屡无果，最后，竟陷入了
漫长的沉默之中。 沉重的压力使我无法解脱，最终导
致成一塌糊涂，曾多次试图突破，每次都处于同样的
结果，很难有新的突破。 这时，我又想到了读书，只有
重新学习， 才能解决难题， 通过对著名作家陈忠实
《白鹿原》的复读后，脑门顿开，创作起来十分流畅，
逸兴云飞，一气呵成。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感觉，清
晨人的大脑是很清醒， 这个时候的记忆力是一天中
最好的，清晨看书记东西不但快，而且牢固。

有一天晚，我和往常一样，看书到晚上?点多，妻子
睡觉的时候，走进我说：“你每晚上都这样熬夜看书，一

坐就是半夜，你知道这有多影响我和孩子们的休息啊！
快睡吧！ ”我不愿惹她生气，只好放下书本睡觉了。可到
了清晨 5 点钟，我仿佛又闻到了书?的诱惑，于是，我趁
她们熟睡之际，披衣起床，捧起书“啃”起来。 从那天起，
我感觉早晨读书便于记忆，记住了终生难忘。

读书，就是对抗迷茫和焦虑的一剂良药。 通过读
书学习，缓解了我写作压力，在我写作孤助无援，陷
入泥潭倍受挫折的时候，带给我最好的陪伴和食粮。

如今，每当我迷茫焦虑时，便去图书馆读书，给
自己充充电，决不让自己的人生，在焦虑迷茫中停滞
不前。

人的一生应该在不断地学习、汲取知识中度过，
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一定不能不读书。 白岩松说缺乏
阅读量，有学历也没文化。 可见读书有多重要！

我的生性好静，喜欢读书。 每读到精华之处，习
惯把精美的句子摘抄下来，特别是读到经典名句，更
是恋恋不舍，如痴如醉，随手打上红线，读完这本书
后， 便把打红线的句子抄录下来， 留于今后经常品
读，从中悟出了很多道理，使我受益匪浅。

85 年前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4 年抗战大
半国土沦陷，但是日军始终未敢踏入陕西半步，有人
说是黄河天险阻挡了敌寇，其实是三秦儿女用血肉之
躯，筑起了一道道防线，守住了家乡。

为了讲好“黄河故事”，凝聚精神力量 ,挖掘 80 多
年前发生在黄河岸边、中条山上陕军冷娃抗战的铁血
故事，四年前 `，在长达二十多天的采风中，作者通过
深入黄河滩、潼关、风陵渡、蒲州、中条山一带，瞻仰英
雄遗址，接触民间老人 、当地文史专家 ，经过深思熟
虑，精心酝酿，辛苦创作，反映陕军抗战铁血精神的长
篇小说《黄河英雄儿女传》终于应运而生。

《黄河英雄儿女传》 是一部反映秦晋豫黄河英雄
儿女尤其是陕西冷娃奋勇抗日，团结御侮，保家卫国，
与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反动势力等斗智斗勇，历经
重重苦难、百般曲折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 其中穿插
了主人公的爱恨情仇，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武装灵魂人物叶政委，陕军中枪法超群的曾经是狙击
手出身的郭飞团长，山西永济蒲州抗日民间武装力量
的韩诚、韩晓梅兄妹，流落异乡武艺超群的山东大汉
李忠等。 他们是美的、正义的、光明的代表人物；也塑
造了穿山甲、薛半仙、秦一鸣、黄仁和、曾万头等反动
形象。 全书视角独特，人物形象鲜明，富于生活逻辑。
主题高昂向上，荡气回肠，洋溢着英雄主义情怀、爱国
主义情愫。 小说构思新奇，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扣人心弦。 作者采用针线密织，层层推进的写法，颇具
带入感与吸引力。

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赞誉：“表现陕西冷
娃抗战，写得生动活泼，填补了陕军抗战的历史空白，
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一读。 ”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为该
书题词，赞道：“黄河咆哮中条腾跃，中华壮士勇出奇
兵”；著名作家刘成章为该书作序，在序中赞道：“这部
小说所集中写到的陕军冷娃热血抗战的精神，可歌可
泣，填补了陕军抗战的历史空白。 这是非常可贵的，它
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首先就表现于此。 ”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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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金融系统作家吴天武杂文集《界外散笔》近日
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作者近年来立足本职工作，
放眼人间世事沧桑，贴近现实复杂人生的随想偶得。所
收录的文章或和风细雨，或电闪雷鸣；或斑斓宁静，或
亲近悠远，无不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敏锐和眼光的独到，
也显示出作为一个杂文作家深厚的创作潜质和实力。

著名作家杨军读后评价道，读作家的杂文，如同观
看一幅人间世象图， 其思维和立场都得到了很好地表
达，给读者传递着正气的力量，体现了独特的思想艺术
特质。针砭思维中的社会批评意义，扬善向上中的积极
动能，幽默智慧中的语言魅力，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
示和宣泄，能带动一批杂文作家秉持责任担当，激扬文
字，抑恶扬善，为新时代安康杂文园地再添一抹绚丽的
亮色。

（梁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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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 书评

勾勒一幅乡村的生活画卷
———读陈德智散文集《追影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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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桥读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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