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 名 军 旅 作
家徐怀中 所 著 作
品 《牵风记 》曾斩
获“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

小 说 以 1947
年晋冀鲁 豫 野 战
军千里挺 进 大 别
山为历史背景 ，通
过塑造三 个 形 象
各异的人 物 和 一
匹马的故事 ，展现
了一段荡 气 回 肠
的战斗岁月。 小说
故事跌宕起伏 ，风

格清新俊朗、空灵奇崛，闪耀着英雄之美、精神
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的光辉。

小说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以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真实历史事件的发
展为经，以投奔延安的青年女学生汪可逾、文
武双全的旅长齐竞、 勇敢果决的骑兵通信员
曹水儿 、灵性神奇的老军马 “滩枣 ”等人物的
命运遭际为纬， 通过个人的悲欢离合曲折地
反映时代、历史的进程，奏响了一曲浪漫激越
与悲悯沉重并存的战地恋歌。 在典型人物的
塑造中也展现了作家颇具匠心的文本布局 ，
使得个人性格的复杂性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深
刻性有机统一。

作家将个人经历融入文学创作， 将社会实
践与文艺作品相结合。 耄耋之年的徐怀中是从
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八路，他以“国风”式的
书写，再续五十余年未竟之作，戎马生涯，笔耕
不辍。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边疆军民的种种感
受、 文工团的工作生活……为作家提供了生活
积累、艺术视角和文化感悟。《牵风记》既是作者
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沉思， 也体现了其矢志不
渝的写作追求。

（罗姝雯）

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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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种旷达的
人生态度，有着超然物外的洒脱。 如何让我们
心灵丰盈、精神愉悦？ 在我看来，旅行和读书是
两种很好的方式。 读书是向内“行走”，可以丰
富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行走，可以探索天地
苍穹。 读书和旅行，一个是案头山水，一个是地
上文章。

携一本书，漫步于日落黄昏里，心情随着
文字跌宕起伏， 优雅便于翻页的指尖次第盛
开，即使“长路漫浩浩”亦能“涉江采芙蓉”。

展开书卷， 在静静的夜里浅唱低吟 《诗
经 》，反复咀嚼案头的 《史记 》，高声吟诵 《离
骚》，伴着氤氲书香 ，将千年的浪漫传唱 。 在
阅读的世界里 ，我们体验的不仅是一份精神
愉悦 ，更多的是一种历经岁月变迁后对人生
的思考 。 许多时候 ，我们以为看过的书籍已
经被抛之脑后 ，却突然发现里面的内容早已
植根于我们的气质与谈吐 ，总会在无意间流
露。

心浮气躁时，阅读可以带我们在生活的风
雨中“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文字里，我们可以
轻摇羽扇，缓缓沿着历史的杨柳岸，惯看秋月
春风，看是谁把浮名换作浅唱低吟，是谁终了
烟柳一梦仍在欣赏“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
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读史
读人，读一季花开花落，读一场盛世繁华。 读
书，如同沐浴于清泉，可以除去心头的负累；读
书，如同立身于清风，可以拂去心灵的尘埃。 有

书的日子，人就不会孤单。
我订阅心爱的散文随笔作品，家中藏书三

千册，尽管有时因为工作忙而无暇阅读，但无
法否认的是———独处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从
那些流畅、温暖的文字里获得共鸣和慰藉。 文
字不语，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变得丰盈。 登临
高峰才能俯瞰世界， 读好书的效果也大抵如
此。 那些伟大的灵魂会引领我们登上精神的高
峰。 翻开书卷，我们可以尽情捡拾珍贵的精神

食粮，穿越时空与古今圣贤交谈，去领略世界
的浩瀚。

无奈俗事扰人，哪有空管他春夏秋冬？ 总
之心闲的时候翻上几页，倘若对的书正遇上对
的心境，那就再好不过了。 就算心境不对，环境
不对，得空翻上几页，也能于烦躁中安静下来，
整理好心绪再出发。

读书，应该是一辈子的事，就算我们的生
活最终跌入烦琐。 细数指缝间流逝的岁月，最
是读书能致远，唯有书香沁心脾。 回望《诗经》，
尽管河岸沙洲的雎鸠已然不在，可关关鸣声却
千年不绝。 吟诵《离骚》，虽然汨罗江畔的诗人
已骑鹤西去，但他的爱国情怀和风骨却流芳百
世。 唐诗璀璨，月下诗仙的一樽清酒，醉倒了多
少文人墨客；宋词铿锵，就算颠沛流离，就算兵
荒马乱， 但那些有趣的生命和意象却跃然纸
上。

以书为友，总会遇见最好的自己；用心阅
读，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植物，不说话的邻居》是西安植物园祁云
枝研究员的首部生态散文集。 书中，作家以植
物邻居的身份，多维度展示了植物在生存环境
的变迁中所遭受的伤害，展示了植物蕴藏的生
存智慧，展示了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 素雅别致的封面，深情、精致、唯美的文字，
恰到好处的知识渗透———慈爱、悲悯、深情，是
我对这本书最深的印象。

翻开目录，粗略地看一圈就会发现，这里
的植物被作者的爱与悲悯环绕：“把心交给草
木”“听，草木在尖叫”“草木甘甜”“向绿而生”。
忍不住捧起书，从第一页看起，让自己开始在
草木间漫游。

书中有对草木慈母般的关怀和爱，在作者
的眼中，这些植物如同她的孩子，有智慧，懂生
活，爱憎分明，草木能治病，更能医心。

开篇是《新绿涌动》，写作者在曲江南湖游玩
时看到的景象，忆往昔，看今朝，作者在寻找这里
的春天气息。 新绿涌动在芦苇的嫩芽间，涌动在
垂柳、蜡梅、羽衣甘蓝以及许多绿色的小脑袋间。
作者把陕西比作跪射俑，讲其绿色的变迁，讲人
与自然的美好相处，在这篇文章里，我读到了作
者对生态环境向好的赞美与欣慰。

心中有绿色，就会被绿色感动。 《爱，让美
丽重现》 一文讲述了作者的同事张莹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挽救了消失百年的陕西
羽叶报春，主人公执着，忘我，野外受伤依然以
大局为重，抢救的珍稀濒危报春终获成功。 我
从中读出了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同样让我感
动的，还有作者写自己《为西安城绣花》，一事
一生，一生一事。 多么深情的告白，这种爱让工
作变得非常的有意义。 还有 《紫藤花的安慰》
《“白鸽”蹁跹》《柿事如意》《草木清欢》……这
些篇章里，作者都是用最寻常的植物，表达最
真挚的情感，像一位慈母。 作者有一句话说“野

菜用来疗愈和修复”，我读罢整本书，感觉所有
的植物都有这个功能。

书里，有对环境变迁的颂赞，也有谴责、警
醒和对植物的悲悯情怀。

祁云枝说她听到了草木的尖叫，这尖叫声
其实是草木在疼痛时发出的呐喊，因为它们受
到了伤害： 它们是高原上的雪兔子和雪莲，这
些对于高原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珍稀濒危植
物，却成了部分饕餮者野餐中的佐料；它们是
然果的古柽柳林，上千株古柽柳在此生存了几
百年，却要为一座水电站让路，一同遭遇移窝
受伤的命运；它们是崖柏，已退缩到绝壁缝隙
里，却被人类的贪欲一次次连根挖起，制成摆
件，还有红豆杉、甘草、杜仲……哪里有利益，
哪里就有对植物的伤害。 正如作者所说：人站
在食物链的顶端，就觉得自己是王，可以肆无
忌惮，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当人们以猎奇或
以滋补健身为目的去品味时，也把一些可怜的
生物带入了绝境。 动物植物无力反抗人类的杀
戮，然而生物体内部的飓风，随时可以化为非
洲的蝗灾，澳洲的大火，或者，它摇身一变，成
为肉眼看不见的新型冠状病毒……

《植物，不说话的邻居》一书，作者善于运
用拟人的写作手法，在书中，作者赋予植物以
生命和情感，读来令人感同身受。 譬如：在《我
是你的邻居》一文里，作者化身一只住在丹江

的白鹭，讲述两岸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环保意识
的觉醒，讲述妹妹、吉吉、祥祥和我受伤被人类
解救的故事，呼唤人类爱鸟护鸟。 笔触细腻温
婉，充满了悲悯。

书中有许多拟人的写法， 作者用植物的
“眼睛”看待世间的伤痛和困境，以哲学之美诠
释植物之美，向我们展现了植物的灵动、纯净、
聪慧与幽默，读来饶有趣味并感同身受。 比如：
“在雪兔子入水的一霎，我分明听见‘刺啦’一
声尖叫，这声音，刺耳、刺心，充满了恐惧。 ”“从
出苗时起，这株崖柏，它的全部心思、全部能量
与才华，都集中到根茎叶上，不敢有丝毫懈怠。
挨饿、断枝、伤痛，一次次命悬一线。 它需要时
刻调动根脚与腰肢联合用力， 维持树身的平
衡，分散狂风的撕扯，应对冰雹雷电的击打。 它
需要让所有的叶子 ， 最大限度地接收阳光
……”“我知道，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下，甘草
用横七竖八的根，构建了一个超级网国———根
之网，网络周围的水土，也让甘草根具备了性
平味甘的骨性。 甘草的根系，一旦拥有了水和
土，根尖就呈几何倍数分蘖，像烟花炸裂。 ”“蜜
蜂擦干眼泪，发觉自己站在一串紫藤花上。 满
地的落叶和刮过面庞的风都告诉它时令已是
深秋”……

瞧这草木世界，分明就是人间。 形形色色
的植物，也是被压力与烦恼困扰的形形色色的

人，“植物，一样要为生存付出努力。 生命，没有
质的不同”。 每读到这些闪耀着生活哲理的词
句，我都由衷地感慨，智慧和哲学思维是一些
生物光鲜地活在世上的通行证。

书中涉猎的知识面非常广博，诗、词、典故
信手拈来。 书里的文章不仅生动活泼，知识丰
富，而且富有生活张力，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作
者的切身生活体验，读者在诗一样的文字中邂
逅多样的植物， 在科学的范畴内重新考量植
物：“不能改变环境， 就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适者生存，对于创伤做出的应激反应以及懂得
变性，都显示出番木瓜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存智
慧。 ”“无论海马草是什么，叫什么，它们，肯定
也是中建岛上的天涯哨兵，站在人们难以想象
的艰苦环境里，时时刻刻守护着脚下的疆土。 ”
“在盐水浸透的黏性淤泥里， 在潮涨潮落的击
打下，红树林俨然训练有素的军队，镇静从容
地做自己”……我非常喜欢《草木的大海情怀》
这篇文字，作者笔下的草木，就是生活里的我
们自己， 每个人都要经历生活的千锤百炼，在
面对困境显现出来的坚韧顽强与睿智，也都如
同大海，自带光芒，并且充满了奇妙的张力。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植物的情怀对应人
生的境界，奇妙的植物邻居，值得我们用一生
去品味，同样，《植物，不说话的邻居》，老少皆
宜，值得细细品味。

魏青锋的文学创作始于 1995 年。 那会他
在江西读大学， 曾任文学社社长。 后工作、成
家、创业，搁笔 20 载后重新拾起笔，不想“无心
插柳”，一发而不可收。 两年时间，已在地市级
以上报刊，发表散文 260 余篇，亮出了散文创
作的青锋之剑。

出生在黄土高原深处， 艰难的生存环境，
贫困的乡村生活， 培育了魏青锋自强不息，吃
苦耐劳的精神。 同时，也为其创作积累了丰富
的生活素材。 20 多年在秦巴汉水安康的经商
生涯，又让他练就了一双观察细微，看人入木
三分的独特眼力。

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风光旖旎
紫阳城》，他用独特的视角，观察山城紫阳，状
写紫阳特有的茶乡韵味。

“江还是那个汉江， 却跟穿越安康城的汉江
有了区别，安康汉江是胸襟敞亮的汉子，江面豁
达。紫阳的汉江，却像是袅袅娉娉的女子，旖旎恬
静，不矜不盈。 ”“姐家门前一树槐，手把槐树望郎
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儿几时开……”民
风民俗风情浓郁， 民歌植根在巴山奇峻的山野
中，飘荡在岚气氤氲的汉江之滨。

知识渊博，知识储备丰富，这是为文者必
备的基础。 德才兼备，学识超群，文章才有文
采。 这是青锋散文的另一特点。 《清明野蒜香》

里，有野蒜的药用功效。 “野蒜有消胀止痛，下
气行滞等作用，野蒜富含维生素、胡萝卜素，能
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 ”
不熟悉中草药常识的人， 断然写不出这段文
字。

青锋每有新作常发我看， 他越写越好，越
写越有思想深度和生活厚度。 他热爱生活，关
注人生，常怀忧患意识，胸存悲天悯人情怀，是
青锋散文创作的底色。

为乡村中苦难命运的父老乡亲留下沉重
的一页， 则是青锋作品中凝重的笔触所在，读
来沉重而又发人深省。 《母亲的缝纫机》中，寻
常的婚姻嫁娶，寻常的乡村故事，折射出人性
的光芒，映照着母性的柔情和慈爱。

散文创作，讲究画面清新自然，追求意境
深邃高远。 或雄浑壮美，或小桥流水，山溪淙

淙，千流百折。 场景转移切换，镜头推拉摇移，
电影创作中蒙太奇手法的大量运用，是成熟的
散文作家功力和手法的体现。 青锋在这方面做
了尝试和实践， 达到了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效
果。

《冬天的麦秸垛》《晒秋岁月》 里的农村生
活场景，对秋光冬日里故乡的眷恋之情，对衣
胞之地的刻骨铭心之爱， 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面前跃动着一个个鲜活灵
动的身影， 他们质朴如黄土高坡一草一木，生
生不息如黄土地上的蓝花花。

可能多年经商，养成惜时如金。 螺蛳壳里
做道场，写短散文，并不是好玩的。 在结构和剪
裁上 ，需要精细布局 ，别出心裁 ，方能吸引读
者，一招制胜。 我读《想说声“对不起”》（见《羊
城晚报》），开始有点漫不经心，感到叙事平缓，

一板一眼地讲述代课赵老师的故事。 往后看，
却异峰突起，结局出人意料。

特别是赵老师打工回乡，我们偶遇。 赵老
师那句“哪里当过什么老师？ ”将赵老师生活中
的苦涩无奈，以及他内心深处保留的一丝不甘
和可怜的自尊， 冷静不动声色地告诉了读者。
细读他的散文，感到风格独特，余味绵长。

《花椒红了的时候》， 母亲在苹果行情看
好，果树需要换茬的关口，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邻居们栽苹果树苗，她却鬼使神差，栽了 15 亩
花椒树苗。 三五年后，母亲栽的大红炮花椒树，
却一枝独秀，价格暴涨，亲朋好友前来取经。 原
因终于揭开，那天，母亲上街买苹果树苗不顺
心，于是一气之下，买回了花椒苗。 这种结构，
似乎越界，戏剧里常用此法。 结局出人意料，归
途峰回路转。

散文创作，贵在思想升华，境界提高。 文章
具有哲学思考，美学追求，精神境界高远，让人
感悟让人思索，让人共鸣，便是散文佳作。 《蝉
鸣盛夏》里“我一直觉得蝉的一生是值得颂扬
的。 沉寂地下数载，卧薪尝胆，只为奋力跃出地
面，爬上枝头，在阳光下展示自己的歌喉，哪怕
这个过程极其短暂，也要尽情高歌，努力地飞
翔，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自然。 ”这样的文字
读起来，精神境界有种蜕变的感觉。

读书

阅读 时光

作家 书评

感悟 作家

《牵风记》

《有美一朵，向晚生香》

江苏省教师
作家丁立梅喜欢
用音乐煮文字 ，
被读者誉为 “最
暖人心的作家”。
她的散文清新隽
永，很朴素，有烟
火气。 喜欢她的
文字，朴实无华，
沁人心脾， 仿佛
能 闻 到 泥 土 的
香，青草的香，露
水的香。 她的文
字总是一种静谧
的味道， 在她笔
下， 一株香菜是

一首歌，一朵桃花是一阕诗，一块青石板是一个
故事， 总是在每个街道转角每个细微之处开出
安静美好的花。

本书是一个散文集， 包括一些小故事和一
些对生活的随想， 文章都不长， 没有曲折的情
节，只有对生活满满的热爱。 每一篇读来，都是
暖心的故事。就像行走在风中那个淡雅的女子，
初见不惊，却让人过目不忘。 一草一木，在作者
的笔尖下摇曳生姿；一人一事，在她的书写中流
光溢彩。 很温暖，充满灵气的文字! 书里面写了
四季常见的花，它们普普通通，有着各种颜色、
代表着各种品性、散发着各种香气；每种花都代
表着一种类型的人， 花开时赋予他们一段美好
的时光，带给他们一份难得的幸福生活。四季看
着各种花开，日子在花开间而显得格外美丽！每
种草都会开花，每个人都有迷人的闪光点! 愿每
个人在日子里都有花开的美好! 书中处处凡间
花草，世间情爱，温温絮语，如春风暖灵，似春雨
润心。

丁立梅曾斩获第三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这个奖项旨在弘扬叶圣陶文学精神与语文教育
思想，倡导教师文学创作，促进教师文学修养的
提高， 推举出富有文学魅力和文化品位的作家
型教师，倡导“像叶圣陶一样当老师”，最终惠及
广大学生。

（任雪姣）

安康 籍 90
后 作 家 蔡 淼 的
最新诗集 《塞上
风 》， 最近由中
国 科 学 文 化 音
像 出 版 社 有 限
公司出版 ，全国
发行。

诗集 《塞上
风》精选了诗人
近 几 年 发 在 全
国 各 地 文 学 期
刊上的诗作。 诗
集 《塞上风 》全
书 分 为 两 个 部
分 。 第 一 辑 为

《西域辞》立足新疆大地，以边疆地区大好河山、
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等为题材。 以诗歌的笔法将
新疆阔大的面积、庞大的体积、巨大的容积融合
在一起，呈现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诗意新疆。 第
二辑为《故乡情》以情感为主线，以陕西故乡为
背景而创作的抒情诗小辑。 将新时代下故乡的
人文变迁、社会发展、情感变化等诉诸笔端。

诗人常年奔赴在故乡和新疆两地， 怀着一
种炽热的爱去发现去书写， 激荡着火焰般的热
爱，极富感染力。 诗人有效地将他乡和故乡交织
在一起用富有激情和饱满的诗句来讴歌新疆大
地和故乡深情。 诗集《塞上风》在场感鲜明，是新
时代发展和变迁重要里程碑的见证者和记录
者。

（陈曦）

《塞上风》

２０22 年 8 月 26 日 责任编辑 梁真鹏 组版 国芳

多维度展示植物蕴藏的生存智慧
□ 陆俊萍

《巨变———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 是曾德
强先生的一部全面、真实、立体化展现陕西紫
阳县脱贫攻坚战的报告文学， 讲述了 “一场
2204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民战争”， 全方位呈
现出紫阳这片地瘠民贫的群山“敢叫日月换新
天”的变革历程，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上乘佳作。

真：一部可资借鉴的“信史”

《巨变》这部 20 余万字的作品，全景式地
呈现了紫阳县脱贫攻坚战所经历的艰辛和取
得的成就，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一组组数
据、一个个脱贫事件，都成为这部“信史”的一
部分。 《辉煌的成就》一篇中列举了全县脱贫攻
坚战所取得的震古烁今的显著成绩：133 个贫
困村全部脱贫摘帽、紫阳县财政总投资 94.157
亿元、茶叶种植面积 25 万亩、培育 85 个现代
农业园区等等，这一组组数据不仅仅是紫阳县
脱贫成绩的“量化”，更是作者实地调查、走访
实践所获取的真实素材，直观地展现了这场脱
贫攻坚战所取得的恢宏成就。 这些抽象的数据
背后是无数人夜以继日、 艰苦奋战的结果，有
仁和社区安置房的建设、 蒿坪镇的毛绒玩具
厂、茶叶产业的一体化发展、苏陕协作的多措
并举，还有陈威强、罗孝明、赵功习等为紫阳脱
贫战役的胜利做出贡献的一批能人。 这部作品
是紫阳脱贫攻坚战的一部“史志”，能够对紫阳
县以及陕南地区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借
鉴，是一部珍贵的“信史”。

艰：一场所向披靡的“战役”

《巨变》 全面讲述了紫阳县发生巨变的整
个过程，作为读者，切实感受到这场脱贫战役
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也被这一克服了千难万
险的变迁史所震撼。 首先是巨变发生之前，书
中提到，历史上的陕南地区“一山未了一山迎，
百里都无半里平”，受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
影响 ，紫阳地区人口稀少 ，地瘠民贫 ，再加上
“叫花子型”的县财政，紫阳县要想摆脱贫困确
实是难上加难。 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这场巨
变如何发生呢？2015 年 12 月，紫阳县召开了脱
贫攻坚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省、市脱贫攻
坚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精神，安排部署了“十三五”脱贫攻坚
决胜工作， 确保 2020 年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场脱贫攻坚的大决战宣
告开始。 面对这场“难于上青天”的战役，紫阳
县成立专门机构，提出一系列相关要求和保障
措施，例如 “五级书记抓扶贫 ”的要求 、“三个
一”包抓机制、“四级攻坚体系”，等，全县上下
众志成城，倾尽全力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 在整场扶贫战役中，紫阳县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场“巨变”就是在
这样数不胜数的日夜奋战中悄然发生的。 经历
了血与火的战役，紫阳县终于完成了亘古未有
的巨变，正如书中写道：“仿佛一夜之间，天翻
地覆，阳光普照，境纳千祥，青壮乐业，老幼舒
畅。 ”

宏：一幅精美绝伦的“宏图”

《巨变》向读者描绘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宏
图”。 这部作品正文部分由十二章构成，第一章
“沉重与惊喜” 总论这场巨变从艰难的起步到
政策的落实， 再到所获得的成就和最后的荣
誉，之后的内容都是分述，从记事和记人两个
方面来述说这场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章至
第十章以叙事为主，主要记录在这场脱贫攻坚
战期间发生的一个个鲜活的真实事件，第十一
章和第十二章将焦点聚集在具体的人身上，以
脱贫干部和贫困户中的先进典型为中心，记录
这些脱贫英雄的奋斗史，整部作品的整体框架
协调而又精巧。 这部作品围绕着四大“巨变”徐
徐展开，有生态和谐的安居之变、多业联动的
增收之变、惠民关爱的保障之变和自立自强的
精神之变。 整部作品关注到了脱贫攻坚工作的
各个层面，可谓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宏图”。

精：一支超超玄箸的“妙笔”

《巨变》 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极大地增
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在于
文章标题的选取， 第三章的章节标题 《“梦工
厂”在身旁》，这一章的四篇文章主要围绕紫阳
县的产业脱贫展开，毛绒玩具厂的成立使得老
百姓在当地可实现就近就业，成了广大居民身
旁的“梦工厂”，这也是能够实现老百姓增收致
富之梦的工厂， 饱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 作者还用“毛细血管”比喻村道交通，形象
生动，准确而完美地诠释了乡村公路对于一个
地区脱贫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想富，先修路”，
交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 “先行官”。 作品还有
“一龙带九蛟”“红娘”和“保姆”等等，生动而又
富有趣味，仿佛能从这些词句中看到作者手上
的那支超超玄箸的“妙笔”。

善:一曲感心动耳的“弦歌”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
足珍贵。 ”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坎坷波折才能
显示出一个人的勇敢坚毅的品格，只有经历过
困难艰险的打磨才能像块玉石一样琢磨成器，
显示出非凡的美丽。 这场巨变，实质上是紫阳
人民勇于抗争、顽强拼搏的坚毅品格，其作品
的内核是真、善、美人性精神的抒发。 这部作品
书写了一个个帮扶干部和困难群体和这大山
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苦苦斗争的故事，他们鞠躬
尽瘁、艰苦奋斗，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造就了
这一“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促使这场巨变发生
的，正是勇敢坚毅的伟大人民，这场翻天覆地
的斗争史，是无数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而
不懈奋斗共同书写的篇章。 如今，紫阳县的每
一寸土地、 每一个角落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它
“必将彪炳史册，为后世子孙铭记、传唱。 ”

这部作品就像一曲感心动耳的“弦歌”，带
我们看到“淋雨的翅膀”如何成为如今腾飞的
紫阳，更体验到人性的美好和生命的力量！

从“淋雨的翅膀”到腾飞的紫阳
□ 市直 谭志轩

汉 水 情 深 亮 剑 锋
□ 陈志越

在阅读中找寻诗和远方
□ 市直 毛雅莉

安康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