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时光

作家 感悟

２０22 年 7 月 15 日 责任编辑 梁真鹏 组版 勇军
06 文化周末读书

散文是有味道的。 一个作者写的散文就
有一个作者自己的味道。

写散文的人，若都能写熟悉的事、身边
的事、自己经历的事。 这样写下去写出来的
散文，就会是自己的味道。 因为，我们每一个
人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经历也是不一样
的。 若执意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事，嫁接他人
的东西，那只能是四不像，既不是自己的味
道，也不像他人的味道。 这就如做饭炒菜，一
个人有一个人的烹饪技巧手法，做出来的饭
菜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样自然才算是自己的
独特风味，称得上是美食。 最近，阅读陈德智
先生的散文集《追影记》之后，我悟出了这样
答案：散文要写出自己的味道。 这种味道就
是出于自己生活真实的影子，或者叫缩影。

《追影记》 共收录作者近年来创作的文
章四十余篇，26 万余字，近日，由陕西人民出
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以作者的亲身经历、生
活、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人生百态、世态
万象、透视与洞察陕南风土人情和在变革中
乡民生存状态。 或摄取一个人一段生活细
节，或一处地域自然风情，或讲述可以让人
深刻思考的过往故事。 文字质朴，语言凝练，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亲情、友情、乡情的张扬
与呈现，读来真切感人。 《追影记》让人在这
里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有流动感、画面
感、现场感。 有真实性，史料性，可读性。

说实话，近几年我读了不少书籍，但真
正能让我心平气静去读的不是很多，大部分
都是搁在案头上。 原因有二：一是事情多，没

有充足的时间；其二就是文章写得让人看不
进去，说具体点就是对不上自己的胃口。 这
样说可能会伤着人，但必定也是我心里的一
些真实感受， 说出来总比闷在心里难受得
强。 但读德智先生的散文让人有一种想读下
去的欲望感与亲切感 ， 总能把人带回到
了那个远去的岁月当中 ， 重温一下那个
时代人们生存环境 ， 让人灵魂得到洗礼
净化 ，那个时候人民生存条件那么差 ，日
子过得那么苦 ，遭了那么多的罪，没有吃
的没有穿的，可人们从不低头屈服，迎难而
上奋起拼搏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 这种精神
值得现在年轻人学习和传承的，他们普遍缺
乏这些。 这就是说陈德智的文章能起到了教
化人的作用，首先，是教化了我。

陈德智写人如给人画像，不抬不贬一个
人，是怎么个样子就画怎么个样子写怎么个
样子，有复制和粘贴一个人的感觉。 如《富农
善贵》 这样给善贵画的：“又旧又烂的黑衣，
腰间扎一个草绳，脸型如刀削，体瘦如猴，脸
上永远是想讨好人般的笑意。 ”写自然风光
就如同拍摄的一幅摄影作品， 对山水自然，
不会去涂脂抹粉，去雕饰整容，所以，他的文
字有天然貌自然相。 从不胡编乱造，高谈阔
论，弄些虚的。 如写河水，河水是个啥样就写
个啥样子，把自然的美捧给读者，这样才有
真实的美。 他写《做活》，就会从小孩的放牛
开始到烧火粪，播种，帮父母收拾庄稼，看得
出他也是一个种地干农活的好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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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一条小河向西流》，从三涧河
得名写起 ，写水的灵动 、写山的姿势 、写草
木、也写庄稼、写这里发生的事、生活的人。
事情写得多，但不显零乱无章法，反而掌控
的条理清晰，一看就明白。

读陈德智的散文集《追影记》，我觉得他
在未动笔之前，已经在脑海里反复思考和推
敲过，怎样去写，重点写啥，几段几层意思，
从那上坡从那下河，条条框框已经捋顺得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说陈德智的文字干
净 、凝练 、灵性 、质朴 、没有废话 ，不拖泥带
水。 他写的散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叙述精
致到位，足显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语言表
达组合能力精准程度。 他有极强的观察力和
透视能力，还有高度的概括和总结能力。 如
他写《长辈》中分别写了外爷、爷、婆；还有写
《小动物列传 》中写了长虫 、臭虫 、蚊子 、虱
子；再如写《几位匠人》中写了锻匠、屠项、补
锅匠、篾匠；如写劳动之类的文章《做活》《背
脚》《推磨》《盖房》《修路》。 写这些他归类、排
列、层次非常清晰明确。 这是我感觉到的陈
德智散文其中写作特点之一。

叙小事，用真情，讲土话，用方言这是我
感觉到陈德智散文的另一大特点。 从他文字
里可以看出陈德智做人低调，把自己的位置
摆在和平民一样，没有架子，处事待人和善。
文字读来有时像拉家常谝闲传， 有时像聊
天，讲述自己的曾经和过往，很普通很平凡

的小事件。 正因这些生活中的琐碎事情，倒
出来了大道理，生活中的真谛，给读者很多
生存启示，也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生存的艰
难困苦程度，但从不被困难吓倒，积极坚强
的向上精神状态。

陈德智的散文以纪实为主，乡情乡土味
浓郁，写生他养他的故乡村庄上那些事那些
往事那段岁月，艰难的也好，快乐的也罢，总
之都是真真切切的大实事，有的虽已过去久
远，但在他记忆犹新，永远抹不去记忆中的
乡愁。 《追影记》 是我爱读爱看的散文集之
一，这不存在我对作者有私心或吹捧之意，确
实是文章写得实在真切所致。 但在今后写作
中文字需再多一些色彩的渲染、 多一些曲线
美。 如果说，文字是绿叶，句子是枝条的话，那
么，文字的色彩就是盛开的鲜花；如果说，把
一件事情直接叙述出来， 倒不如转换成另一
种方式说出来，我想这就是我说的曲线，再说
具体点就是绕一绕，转一个弯来叙述。

通读陈德智的散文集《追影记》，我感觉
到他有一双慧眼、一双勤快的手，总能在茫
茫生活大海中发现并能捞起一串串闪亮耀
眼的珍珠， 在一些人看来那些生活琐碎之
事，甚至小猫小狗，小草小虫，并无光彩照人
的东西， 但经陈德智的文字记录言语叙述，
却让人感受到新奇、灵动、阳光明媚又灿烂
的地方。

我认为一个人其实就是一本书、一本史
书。 陈德智的散文实际上就是真实的记录还
原了自己在那个变革时代生活生存，以及生
活的苦难与坎坷， 艰苦奋斗 ， 自强不息的
历程 ， 这个过程和经历就是一段自我历
史 ， 也是一个时代历史的透视及缩影写
照 。 虽然作者处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环
境中、但我从作者的文字中并没有看到无病
呻吟、抱怨、谩骂的文字，反而我看到了一个
有志少年，在困境中自我激励迎难而上一步
步走来的奋斗精神品质。 这就是陈德智散文
的味道，我尝到了也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的
滋养。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
大雨，我要去接你。 ”凡是爱读书的，几乎无
人不知，没人不晓这句话。 它出自梁实秋先
生的散文《送行》，而这篇文章又收录在他的
散文集《余生从容 便是安好》中。

封面上一肥胖油腻的中年男子，穿着一
身宽松休闲的大花裤头，顶着一枚硕大无朋
的荷叶漫画，让人忍俊不禁，似如梁实秋先
生的文字，简约平实，幽默风趣，含着浅浅的
笑意，漫看庭前云卷云舒。 全书分《人文风
雅》《雅舍依旧》《闲情偶寄》和《读书谈艺》四
个部分。 多是日常美食，身边红尘男女、凡人
琐事及读书感想，散发着浓郁的烟火味儿和
书香味儿，很容易让人喜欢上它。

“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是印象脏！ ”《男

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把我逗笑了，不知道男同
胞看了会是什么感受，有没有被出卖的感觉？
估计大部分男士看了不高兴， 背后有人偷偷
骂他也未可知。但我觉得说了大实话。若不是
有梁实秋先生在这里给我撑腰， 我是断不敢
在公开场合发表我的真实想法的。 我曾私下
和女同胞说过，不要看恋爱时的青年男子，那
是装出来的假象。 他爱不爱干净，就看他小时
候的样子。 婚后居家，特别上了年纪，他们又
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模样。 不知你们有没有留
意过大街上的男女走路， 若路面有水潭或脏
物， 女的通常会绕道而行； 男的只要不是太
脏，就会直接从上面踩过。 懒和馋，男女都有，
不过男人更胜倒也是真。 中老年锻炼身体的，
往往女人居多，这与男人的懒有直接关系。 女

人遇到饭局，很少会有主人不请而去的，男人
就说不上了。 如果遇到酒友，就变成沙地里的
萝卜———一带就去。

有人说， 真正了解女人的不是女人，而
是男人。 这句话在梁实秋先生的《女人》里得
到了验证。 他说，女人喜欢说谎，善变善哭、
口齿伶俐，讲述的例子也很有趣。 在这篇文
章里，他给了女人更多的关爱友善，即使对
“说谎和善变”，也没有批驳的意思。

我们大多人一提中年，就会想到上有老
下有小的沉重压抑，而梁实秋先生却另辟蹊
径，没谈工作、生活的压力，说的却是时间在
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但他说得非常俏皮儿：
“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 那线条是显明而
有力的，像是吴道子的‘莼菜描’”“该凹人的

部分变成了凸出， 该凸出的部分变成了凹
人， 牛奶葡萄变成金丝蜜枣， 燕子要变鹌
鹑。 ”他也说，中年的妙趣在于认识人生，认
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
所享受的生活，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旷达随性
的人生态度。

一个读书人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有几本
影响他一生的书籍。 梁实秋先生在《影响我
的几本书》里就谈到了这一点。 他和胡适作
为同一时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却视
《胡适文存》 为第二部影响作者的书， 并说
“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学术、道德人品
最为杰出的一个人。 ”谁说文人相轻？这种毫
不吝啬的夸赞，看出梁实秋先生难能可贵的
人品和气度，令人肃然起敬。

读梁实秋先生的散文，就像和一位慈祥
的智者聊天，在轻松愉悦中受到启迪。 而现
在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变得步履匆匆，来不
及等等我们的灵魂。 其实细想，很多人所以
会成为这种令人讨厌的模样，是因为我们过
于计较，过于世俗，过于看重名利。 如果我们
看淡名利，放下名利，内心自然变得从容。 人
生从容，自然安好，这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大境界。

报告文学作家曾德强先生在职业生涯
中，始终自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真实记
录社会进步，报道发展成就，讴歌时代英雄，
弘扬社会正气。 无论是前些年出版的长篇报
告文学《阳晨崛起之谜》《路在脚上》等，还是
新作《巨变》，都体现着一个党员作家的责任
担当。

曾德强的责任担当不仅体现在创作的
自觉及时性，更体现在作品内容的客观真实
性和社会导向性。 他善于发现典型题材，又
总是以第一时间为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产
品；在尊重文学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十分注
重内容的真实性，善于挖掘典型人物的精神
品质和价值追求； 当欣赏整部作品之后，留
给读者的是蓬勃的力量，是人们普遍崇尚的
价值观。 赏析《巨变》，便可见一斑。

2020 年 2 月 27 日，紫阳县实现脱贫，既

是前所未有的“国恩浩荡”，也是省、市、县、
镇党委政府、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战
的结果，无论是资金投入、政策措施，还是艰
难决战、成就和荣誉都是前所未有的，值得
大书特书。 曾德强非常重视这一题材，仅仅
半年时间就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巨变》，把
紫阳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报告给当代，留
存给未来。

热情报告紫阳脱贫攻坚的成绩。 作者从
省政府批复同意紫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系
列这一振奋人心的惊喜入手，用总分法报告
了紫阳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接此用“淋雨
的翅膀”“艰难的决战”“辉煌的成就”“空前
的荣誉” 四节具体展现紫阳深度贫困的基
础、各级政府的决策实施、取得成就的具体
数据。 在全国全省产生的影响、获得的表彰；
作者用激情与简约的语言和连串的数据，把

紫阳的民生巨变展现得畅快淋漓， 令人激
动，令人鼓舞，令人骄傲。

讲好紫阳脱贫攻坚的故事。 作者用 9 章
34 节讲述了紫阳许多脱贫攻坚的故事，从移
民迁建到社区设施建设，从招商引资到社区
就业，从水泥路入户到旅游业的发展，从产
业的升级到产业的融合， 从就业培训到政
府、企业、劳动力三位一体的“紫阳模式”的
影响，从教育扶贫到教育脱贫，从电商孵化
到农产品外销， 从百企帮扶到农产品开发，
从“五个一机制”“五师共管”的医疗卫生格
局到人人病有所医，从文明乡风建设到补齐
“精神短板”，从争取上级帮扶到苏陕合作支
援 ......作品中每一个故事都艰难曲折，每一
个人都平凡而伟大；既写出了紫阳人民艰辛
的努力、艰难的探索，又记录了聪颖的智慧
和宝贵的经验， 既给予读者设身处地的感

受，又给予读者以可敬可学的精神力量。
刻画一批英雄模范群像。 作者用“贡献

者群雕”和“奋进者素描”两章，集中描写了
18 名扶贫和脱贫典型人物。 其中在“贡献者
群雕”一章报道了陈威强、璩华、罗孝明、赵
功习 4 名在脱贫攻坚中献出生命的英雄人
物和秦宗道、哈红梨、郑永友、肖宝、张晓红
等 5 名典型的功勋人物，他们有的是乡镇基
层干部，有的是机关派出的扶贫干部，他们
全身心地投入到脱贫攻坚中，把自身能力和
智慧发挥到极致，甚至突破生命极限，每一
个人的事迹都令人感动，人格令人敬仰。

在“奋进者素描”一章中，作者报道了 9
名脱贫致富带头人，他们有的是贫穷至极仍
致力于培养子女的典型，有的是身残志坚的
自强标兵，有的是传统小本经营的典型……
正是由于这些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的有志者
的努力，减轻了政府脱贫攻坚的压力，加快
了脱贫的进展。

作家的“三观”决定创作的价值取向。 在
和平年代， 不少作家苦于没有感动自己的好
题材，因此出不了好作品，但曾德强总是更多
地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和奋发进
取，不断创造着奇迹，他有责任去记录和宣传
这些社会正能量， 因此他创作的报告文学和
大纪实无不体现着自己的责任担当。

枕边书 安康 书评

阿婆的书摊
关于书的一些往事。 我出生成长于一座

秦巴山脉间的滨江小山城， 山路曲曲弯弯。
小城小，人也少，能买书借书的地儿也少，母
亲偏爱唐诗宋词，我认字稍早，看多了千篇
一律的童话书，就更迫切想找一些新奇的书
来看。

那时候，旧城区还未改造，路抖得自行
车叮铃铃的，巷子里还有老阿婆的书摊。 每
每上完钢琴课路过，总忍不住停下来，蹲下
翻一翻卷着边的书。 阿婆的书很杂，上世纪
的卡片书也有，专业的诗词鉴赏也有，顺带
卖一些时下流行的小说， 阿婆的人很好，从
来不赶只看书不买书的小孩， 脸笑眯眯的，
像橘子皮一样皱起来，泛着油油的光泽。

后来高中住校了，毕业后说着再去看看
最终还是没去成， 今年看望老师的时候路

过， 却发现小巷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青石板还是青石板，但老阿婆的书摊找不到
了，手抓饼的店也改成诊所，我拎着一盒水
晶糕怔在原地。

———老巷的阿婆不摆书摊了，水晶糕能
送给谁呢？

门口老大爷摇着蒲扇唠嗑，摩托声嗡嗡
地来来往往，热热闹闹。

汉唐书城
初中的时候， 学校和汉唐书城离得很

近。 中午有时候没有睡意，我就跑到里面看
书，夏有空调，冬有暖气，常常一看就快到了
上课的时间。 书挺有意思的，是看过的侦探
读物中很独特的一种，当时便总想着努力攒
钱好好买一套。 现在长大了，偶尔看着书柜
最高层的单本， 却再也没有这种念头了，想
着的是收藏一二且做回忆就可以了。

记忆起， 我几乎没有为书愁过口粮，毕
竟父母的支持是最大的后盾，唯一一次饿了
肚子，是下定决心，置购一套眼馋了很久的
小说。 记得是雨天，我握着八十元奔向书城，
气喘喘地从书架上拿了一套就跑向前台，但
在扫码的瞬间，我犹豫了，强烈的不安占据
内心———父母养家不容易，但从来没在买书
上苛求。 于是，在前台姐姐奇怪的眼神下，红
着脸把小说放回去了， 又摸了摸凉凉的塑
封，出门吃中饭。

书与饮食
母亲是一个将书卷气和烟火气糅合很

好的人。
得母亲之便，我吃的也好，看的书也多。

尤其年岁稍长，便更倾向于读与饮食相关的
书，而在众多记录世间饮食的作家中，梁实
秋先生独占七分，是我最爱，每每深夜胃肠
饥饿，却懒于点外卖，就读一读他的《雅舍谈
吃》， 但时常读着读着， 肚子不觉又空了下
去，口舌生津，馋虫作祟，循环往复，着实让
人懊悔不已。

梁实秋精通世俗温度，知道如何用组合
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来勾人食欲。 在他笔
下，顺兴楼、正阳楼、东兴楼是鲜活生动的，
若有若无的铁锅刺啦声、蒸锅呼噜声一概美
妙得遮不住，嘟嘟囔囔得将高级的烟火气撺

掇出来。 有别致的“铁锅蛋”，铁锅黑墩墩的，
蛋涨得高高的，焦黄焦黄的，上了桌还有吱
吱响的滚沸声，可加新式美国干奶酪，也可
什么都不加，原始粗犷；也有孩童爱的“炸丸
子”，小小的，温油炸八分熟，捞起蘸椒盐，外
焦里嫩，其中鲜美，是现在多数餐馆做不到
的，毕竟多用的是速冻丸子。

失书之恨
爱书之人失书，有捶胸顿足者，有重新

购之者，亦有毫不知情者。 曾随母亲外出学
习中将一本童话书遗失在大巴车上，等意识
到的时候，整个人顿时号啕大哭。 母亲安慰
良久遂以新购一本为代价，才让我逐渐安静
下来，后来捧着一模一样的《安徒生童话》，
分外珍惜，搁置于书柜中再不随意拿出。

还有，是一年前的突然搬家，父母来不
及收纳散在家里各处的书，只好告知我让我
最好心理准备，握着捂暖的手机外壳，如坠
冰窟，呆傻傻站在宿舍楼尽头的窗边，不知
是愤恨还是悔恨，现在来想，即使当时有一
定的经济独立，我不会再去重新买了，就像
失去的东西照着模样做仍不是最初的那个，
睹物伤情，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而当我有了 kindle 以后，便很少再买过
纸质书，或许，这也是对它的一种保护，可每
每读之电子书籍，怅然若失，只留怀念。

散文要写出自己的味道
□ 旬阳 柯常安

作家郝敬东的散文
集《西路苍茫》由长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

《西路苍茫》精选了
作家在各类报刊发表的
散文 、随笔 55 篇 ，共分
四辑。第一辑“去看黄河
入海”，是对祖国大好河
山的热情赞美 。 作者
以满腔的热爱之情 ，在
对好山好水、 旖旎风光
进行细腻描绘的同时 ，
也对生态环境、 人文世
像等方面的隐忧， 用委
婉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
独到思考， 给人以启迪
与警醒。第二辑“大荆山
的小地名 ”，是对 “筚路

蓝缕”故事发生地———荆山的温馨眷注。作者把自己的
脚步实实在在地挪动在家乡美丽的土地上， 用饱含深
情的吟哦，把自己对荆山的感恋准确传递给了读者。第
三辑“智慧之城”，是对生活故土的深切讴歌。作者为生
在襄阳而自豪，时而直抒胸臆，时而侧笔行文，时而寓
情于景，时而笔底毓秀，把浓得化不开的故土情怀，展
现得淋漓尽致，为读者带去了富有冲击力、感染力的一
帧帧画面。 第四辑“小三峡一游有一忧”，是对世相异
态、不正之风的入里鞭挞。作者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对
剧烈的社会变革有所观察思考，于是，赞扬真善美，鞭
挞假恶丑，成为其笔下不吐不快的本真选择。或在旅途
中，或在日常生活中，或在本职工作中，作者以敏锐的
眼光和个性化的思考，以随感、短评、杂说、闲话、漫谈、
政论等多种笔法，论是非，辨正误，砭时弊，明道理，读
来接地气、启心智。

（凌子越）

《日子 》是陕西著
名作家陈忠实的中短
篇小说集，收录了他的
九篇中短篇代表作品，
多反映上个世纪的农
村生活。 小说故事情节
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个
性鲜明，是一部独具魅
力的作品集，是作家献
给故乡的深情吟唱，读
来令人回味无穷。

《日子》不同于《白
鹿原》 的宏大叙事风，
小说多从小人物的命
运切入，用个性化的语
言塑造了一系列典型
的 人 物 形 象———关 心
尊重学生的蒋老师、外
冷内热的马罗大叔、痴

迷戏剧创作的李十三、人性扭曲的王育人、蓝袍先生徐慎
行、坚毅顽强的曹润生……这些形象的塑造鲜活生动，也
包含了作家对人性的思考。

作家独具慧眼，善于捕捉细节，注重人物描写和环境
渲染，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善于制造波澜，故事一波三折，
情节引人入胜，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和浓厚的乡土
情结。 作家热爱家乡，熟悉农村生活，他对笔下的乡村风
俗和物产都如数家珍，黄土塬的酸枣、麦穗、野豆荚、刺蓟
等都进入小说，它包含着作家对乡村的热爱、淡淡的乡愁
和对家乡人酸涩生活的反思。

小说借助鲜活的环境描写推波助澜，推动情节的发
展，渲染气氛。 细节描写生动传神。 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家常常用到家乡俚语，很亲
切，地域性很强。 陈忠实小说语言又深受中国古典小说
的影响，语言极富表现力，很有画面感。

在一次访谈中，关于创作《日子》这篇小说，作家陈忠
实讲道：“这些与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令我心
生敬仰，虽无力为他们立传，却又淡漠不了他们辐射到我
心里的精神之光，便想到一个捷径，抓取他们人生中最重
要的时刻，最富个性、最感动人的一二细节，写出他们灵
魂不朽精神高蹈的一抹气象来，算作我的祭奠之词，以及
我的崇拜之意。 ”这是一曲唱给故乡的动人的赞歌，余音
绕梁，回味无穷。

（陈静华）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
有限公司邀请了中国
科学院西安分院陕西
省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
员祁云枝为中国儿童
编写了一本立足本土
植物的精品原创科普
图书 《草木祁谈 ：科学
家 给 孩 子 的 植 物 手
记》。

这本 书 全 面 提
升中国儿童观察自然、
认知自然、 亲近自然、
理解自然的能力，既传
播了植物的基本科普
知识，为中国儿童提供
可多种认识自然的方
法，同时又勾勒了美丽

中国原本的生态与独特的理事文化传承。 这本书还做到
了三个结合：第一，将植物科普知识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相结合；第二，将科普知识学习与儿童的观察实践、文
学创作相结合；第三，将植物档案、科普故事、手绘漫画、
传统古诗词、 植物精美图片与观察手记等多种形式相结
合。

通过对《草木祁谈：科学家给孩子的植物手记》这本
书从立项到出版用了整整三年时间， 每一种植物的完美
展现都凝聚了作者和编辑的心血。 祁云枝研究员曾给孩
子们的寄语：“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喜欢植物，关注自然。
通过阅读，爱上科普，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开发思维，启
迪智慧，成为一个充满爱心和快乐的人。让孩子们亲近草
木、了解草木、爱上草木，让花草木石里的春风，为我们吹
开千花万朵！ ”

（梁真鹏）

《日子》

《草木祁谈》

《西路苍茫》

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 紫阳 蒲以安

看淡便能从容
□ 汉滨 卢慧君

作家 书评

山城读书记
□ 张语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