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艺术作品集
《岁月如歌》, 是陕西省
“六个一批”人才，安康
著名电视人程云从近
二十多年主创的 400 多
部电视艺术作品中选
择的作品文稿汇集而
成 ,奉献给安康人 ,她也
特别想把自己的一些
心路历程和大家分享。
用她的话说:“这些作品
不仅见证着我的成长 ,
也融入了一方水土一
方人的历史人文风情。
如果通过这本书能为

读者提供一个回味历史、关照时代的小小视角,让大
家能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和一方天地的大进步 ,我
就更加欣喜了。 ”

该书按原节目播出栏目编排，分为《安康印象》
《文化名人与安康》《不老的紫阳民歌》《抗洪英雄谱》
《家园》《故事会》《七色风》6 个部分，有人文风情、有
名家访谈、有安康故事，内容丰富、体例多样，是陕西
业界不可多得的电视艺术作品集。

程云主创的文化节目以新颖的角度， 较高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屡获全国广播影视奖提名奖、 陕西省
广播影视奖一等奖， 成位陕南电视文艺界的领军人
物。 特别是她抢救性地录制了一批有关非遗项目和
传承人的节目， 为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留下了珍贵
的影像。这部书收录了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
展现了她在策划、编导、采访、撰稿等方面的才华，也
表现了她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 为基层
电视工作者树立了标杆。中央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新闻频道制片人王阳在序里写道, 捧起这本书的人,
如果你就是安康人, 你会从中发现安康还有你不知
道的精彩故事。 如果你是外地朋友,你会感叹安康的
人文原来如此美好。如果你是一位新闻的新兵，这部
书就是难得的学习材料。看这部书的时候，千万不要
把自己当读者， 而是要把自己想象成要完成同样采
访任务的记者，边看边琢磨，边看边学习。著名作家、
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说，程云的这部书，是用电视镜头
书写的文学作品集。没有华丽的辞藻，像一幅幅灵动
的人文风情画伴着各色人物从心底发出的声音扑面
而来。 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物，有故事、有情怀、有温
度。他们的故事映照出安康这方山水的气质，折射着
人生百态，就是一篇篇“电视小说”，值得品读。

（梁真鹏）

这是一部百花文
学奖、冰心文学奖得主
李汉荣先生的散文集。
他的作品多次被收录
入选九年义务教育语
文教材，在中考语文阅
读试题中也经常见到
他文章的身影。

感觉他的文章，每
一篇都包含着十足的
热情， 文字流畅跳动，
有点像散文诗的感觉，
他除了是散文作家外，
还是一位诗人。 他的散
文和诗歌适合每一个

年龄段的人阅读，他的文字仿佛饱含着强烈的生命
意识，有人形容他的文字仿佛在云层之上和地表之
下开出的花朵。

当我们在嘈杂的社会中感到烦闷时，不妨翻一
翻这部散文集， 可以让人的思绪在云层之上飘荡，
让人的感知力在泥土之下延伸，他的文字犹如一汪
甘泉，洗涤我们焦躁、疲惫和不安的灵魂，让我们感
受生命的活力和美妙。 他的文章给人带来那种非
常开阔的那种感觉， 仿佛行走在有点逆风的热烈
中，仿佛置身于更为辽阔的时空之中，给人以激情
和美的享受，引人积极向上，向风而行，他的文笔生
动活泼，文章富于诗意和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思索。

这部作品集，总共分为六个篇章，有写古人的，
把李白、 杜甫等人当成了自己亲密的伙伴来写；有
些故人、故乡的，其中有回忆父母、老师、甚至还有
初恋的故事 ；也有些万物生灵的 ，在他笔下 ，小兔
子、小狗 、小猫 ，甚至小蚂蚁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感
情，在他眼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当然也有写花花
草草的，在他笔下，白菜也有菩萨心，和植物也可以
像朋友般相处……

读了李汉荣先生的作品集，让我觉得只要大家
有发现美的眼睛，去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用心和这
个社会相处， 我们就能让自己活得充实而惬意，世
间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任雪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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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作家程根子先生所著长篇小说 《石
榴花》，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榴花》是
一部写实小说。 作者以陕南乡村振兴为题材
和创作背景。 以程家庄程氏、贾氏、冯氏家族
的恩怨情仇为梗概， 向读者展示了新时期陕
南乡村经由贫困落后，走向富裕、美丽、文明
新农村的嬗变。

人物形象的塑造， 是小说艺术加工的重
点。 在书中，作者先后塑造了 30 余位人物形
象， 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精神
景观。 这为我们了解乡村社会，提供了珍贵的
视角，也为当前乡村治理提供了借鉴。 同时也
提醒了对农村女性群体的关照。

石榴花， 是小说女主人公。 新婚不久的
她， 被迫扛起沉重的家庭负担。 面对村痞骚
扰、他人诽谤、妹妹误解，以及繁重的家庭负
担，她行为端庄，任劳任怨，乐于助人，孝亲敬
老，行善事结善缘，十几年如一日。 捐髓见真
情，善心显道义。 在时光的见证下，她由一名
烈士军属，成长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冯志立，小说二号主人公，村主任。 他爱上
坚强、美丽、勤劳、知性的嫂子。 于公，他积极上
进，带领村民致富，敢于与黑恶势力斗争，虽耿
直冲动，但肩挑道义与责任；于私，他爱憎分明，
面对诱惑，不越雷池，坚守爱的初心。

程盛东，小说四号主人公，石榴花的哥哥，
军功显赫的退伍军人，被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
他正直开明，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立志回报家
乡。 他孝悌忠信，诚俭勤和，以儿子的身份，以军
人的作风，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出资出力。

此外还有：李雅芝，石榴花之母 ，程师爷
遗孀。 她秉持耕读传家，孝悌和家的家训。 在
处理偷军功章、盗传家宝事件中彰显大智慧；
美依然，石榴花养女。 命运待她不公，她却从
未向命运低头，考上名校，传承家训，爱亲敬
长，爱国感恩，是新时代优秀大学生的化身；
金满儿， 贾庆爱， 两个敢爱敢恨的农村女青
年。 对爱情，她们有似火的热情，对丑恶，她们
敢于斗争。

至此，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唯美的精

神长卷。 乡村的人文之美，在程氏家训的箴言
中， 在军功章的熠熠光辉中； 乡村的人性之
美，在美丽的人格，朴实善良的人性中。

而生活总不是完美的， 作者又通过反面
描写，向我们揭示了乡村社会丑恶的一面。

贾庆仁，小说三号主人公，抹黑贾氏家族
的代言人。 人心之恶、人性之恶、乡村恶俗，在
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得不到石榴花，就制
造事端，看石榴花日子红火，就砍树毁园。 坑
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

贾庆光，盗挖国有矿产，为富不仁 ；金菊
嫂，生活不如意，放纵风流，与舅老表贾庆仁
蛇鼠一窝；在石榴花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贾庆
光、贾玽之母恶语中伤；莫喜旺，“红眼病”得
不轻，竟然石灰粉伤人，等等。

善恶到头终有报。 贾庆仁坏事做尽，最终
家破人亡，身陷囹圄，是咎由自取；贾庆光无
法无天，得意忘形，终取祸亡身；金菊嫂，走上
了一条不归路。

作家程根子还通过塑造一系列小人物 ，

使石榴花更显丰盈， 使乡村人文精神更加鲜
活、真实：

贾凤、冯志美，坠入贾庆仁的圈套，一再
被利用，可惜她们选择逆来顺受，不敢与邪恶
抗争，最终，贾凤自杀身亡，冯志美殉情，恶徒
却逍遥法外。

刘书记与姨表妹的不伦之恋； 牛金红与
吴宝利的隐私；冯志伟忘恩负义，图谋倒卖军
功章；柳海明与程盛艳自编自导的盗宝丑剧；
无名保安，明目张胆劫财；贾庆贵见财起意，
欲出卖恋人冯志美……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人
性，竟然是如此的虚伪与卑劣。

所幸的是， 人性的光芒最终点亮了心灯。
贾玽（假狗）变成了真“人”；莫喜旺（末希望）变
得有希望；程盛艳终于迷途知返，成就一番事
业。

凡此种种，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幅
立体的、透视的、真实的乡村人文画面。

总之，《石榴花》向我们展示了新时期陕南
乡村程家庄的嬗变，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多元
的人物群像，揭开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精神景
观的面纱。我们应该看到，在人性的较量中，在
真善美与邪恶丑的战斗中，正义最终战胜了邪
恶。 这是人性的胜利，是理性的胜利。 也因此，
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社会正气得到弘扬。

通过这部 28 万余字的写实作品， 作者为
我们揭示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伦理，也
揭示出乡村治理的新途径。面对新时期中国乡
村社会的精神景观，我们需要探寻思考的价值
观和伦理道德还有很多很多。

陈德智先生是家乡走出的官声卓著的领
导和知名的历史文化学者。 30 多年来，我都是
从诸多的著作中了解他的人品、官声和情怀。
先是由他任执行主编的《旬阳县志》，再有他
最近公开出版发行的散文集《追影记》。 《追影
记》 前半部分记述作家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文
章里，大河南、山涧河很多山川地名、历史遗
迹、风俗方言都是我们共同的“场域”，作为同
龄人，诸多生活场景、很多童年的苦与乐都有
带入式的感同身受， 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
个懵懂又亲切的世界。

通读《追影记》后，最深的感受还是浸润
在其中浓浓的人文情怀， 他的心灵是贴近人
民大众的，他的历史观是实事求是的，他对于
旬阳历史文化和人物的研究， 都是本着对历
史负责求实的精神追求。

读《追影记》反映作家过往生活的诸多篇
章，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时光。 山上有金
钱豹，水中支有列石，背着“大柴”坐着咯吱划
桨的渡船“过河”。 这场景与著名作家沈从文
先生笔下的《边城》何其相似，我们在享受田
园美景的愉悦， 也在为身在其中的人苦巴巴
的生活而揪心，起五更出发，深夜赶回，沉重
的行李压得脖子伸得老长，嘴里一声声叹息，
火辣辣的阳光下衣服被汗湿透，来程背柴，回
程“背脚”，一个来回 40 公里。 这样的艰苦与

遭罪，遍尝苦日子卖柴归来的父亲，也会给我
们带来的小小的甜蜜和惊喜。

作者描写饥饿的感受是那样地真实。 树
叶、麻根、烂红苕粑粑我们都吃过，上顿下顿
都是红苕，到了后半天“心里犁”（胃痛）嘴里
返酸水日子还不算艰难；整天吃着瓜菜，媳妇
怀孕想从锅底“捞”一点纯苞谷稀糊，现在听
起来不可思议。 饥饿的不行摘软柿子吃常被
胡峰蛰的每年都有。 有几年连年大旱，生产队
连续几年都到旬阳大河南买红苕干， 煮着吃
最省，但一锅黑汤，难以下咽。 我的奶奶那个
时候正病重， 就单独给她碗里放几颗糖精就
算“病号饭”了。 因为土地贫瘠，收成少又靠天
吃饭，遇到灾年公购粮一缴，分到农户头上就
没有多少了，年年青黄不接，“七八月吃苕秧”
的生活图景，在《追影记》中有很生动地描写，
原生态地再现场景。

家庭成分是记述那个时期绕不开的话
题。 作者说他的家乡颜坡是个苦焦地方，只
有一户新中国成立前有 10 来亩地 ， 勉强评
了个富农，就是这位和雇工一同下地一同吃
饭 ，怕浪费了一桶苞谷糊糊 ，连一只掉进去
的死老鼠都偷偷吞下去的主儿，成了生产队
唯一的批斗对象，见大小人都小心地赔着笑
脸。就连作者的父亲，一位退伍军人、民兵连
长也遭批斗，说是乱开“石板儿地”。作者说，

其实这些运动中的 “积极分子 ”与 “阶级敌
人 ”都是亲戚关系 ，正因为农村盘根错节的
亲戚关系 ，大家都在与贫穷苦斗 ，故意借运
动整人的人，也被人暗地报复，制造“保管室
失窃 ”案狠整了一把 ，还被编成戏剧在全公
社演。作者这样的叙述是深刻的、公允的，也
是值得深思的。

《追影记》 中对文化的观照是多角度和
与时俱进的。 作者描写的山涧河流域算不上
好山好水，但这里的文化基因源远流长。 故
居颜坡就是因为有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庙而
得名，佛教道教的庙观从无梁殿到玉皇庙星
罗棋布， 山民从不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传
统文化有很多精华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以资
镜鉴。 作者描写少年的时候，农村文化生活
是贫乏的 ，抢着看 “画儿书 ”，追着看电影的
情形，都是我们同龄人所经历过的。 作者也
深感那时农村教育的落后，教育教学常常被
生产劳动中断 ，乡村教师东拼西凑 ，还有老
师认不到 “吃二茬苦 ，受二茬罪 ”的 “茬 ”字 ，
分不清火车是“呜呜”叫或是“鸣鸣”叫的。在
作品中，作家也深刻铭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因为抢救落水同学而牺牲的小英雄何
香娇等 ，刻骨锥心 ，几十年一直把改善乡村
教育放在心上 ，念兹在兹 ，颜坡村小和龙头
学校建设 、 跨河大桥修建等一系列民生实

事 ，体现了作家作为一位地方父母官 ，牵挂
民情民心的浓浓公仆情怀。

《追影记》绝大多数篇目短小精悍，过目难
忘。但《方志今忆》《念安故里记》两篇历史文化
内容的文章是篇幅比较长的，体现了他对文化
的重视，考据的严谨，对历史人物的挖掘都是
令人动容的。特别是他记述编志过程中与一众
“民国老人”的交集，从而对民国历史和人物有
了更清晰的把握和认知。 蓦然回首的生命历
程，更显得斑驳、丰富和多面，因而也更具有精
神重量和认识价值。

《追影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史
家要言不烦、精准简约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
一幅幅异彩纷呈的画面，特别是对巴山深处传
统农耕文明那些“活化石”的描述，勾起了我们
浓浓的乡愁，记录了渐行渐远的文化星火。 作
家淡化写景，注重以“我”带入故事的写作技
巧，让文章更加鲜活耐读；那些反映历史文化
的史话，既向我们传授了知识，对有志于这方
面研究的人士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于了解
渐渐湮灭的那段历史弥足珍贵。

《追影记》是一部精美的散文集，也可以说
是作者跨入县级领导岗位前的自叙传记，也是
作者回望过去浓淡相宜的乡愁记忆。我们期待
德智先生能继续讲述更多精彩往事与更加美
好的旬阳故事。

烟花三月，有一位女子要出嫁了，婚期就
在桃花盛开的季节。 女子脸上的云霞比陌上
的桃花还要艳丽。 再资质平平的女子，一生中
总有这一天是艳若桃花的吧。

陌上桃花开遍， 桃林深处走来一支送亲
的队伍，老人牵着孩子，小伙子推着车子，人
人面带喜气。 车上装满新娘的嫁妆，从家具、
被褥到锅碗瓢盆， 无一例外都贴上一个大红
的“喜”字，像是过年时候蒸的大白馒头，每一
个馒头上顶着一个红圆点， 透着俗世的喜悦
与和美。 坐在车上的新娘子一定也是喜悦如
莲吧， 仿佛人生二十来年漫长的等待就是为
了这一天。 此刻，她破蛹化蝶，犹如一只艳丽
的蝴蝶沐浴在春光里。

童年的时候在乡下， 有一位长我十几岁

的堂姐，堂姐出嫁的时候，也是烟花三月，微风
拂面，桃花遍野，我的衣袋里装满香甜的糖果。
幼年的我，跟随着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从桃
花林中走过，内心的喜悦如冲天的喜鹊。

桃花盛开的时节，父母送她出嫁。 从此，
她仿佛一只大雁，垂下一双飞翔的翅膀，落了
下来，落到了泥土中，在泥土中生根、发芽、开
枝散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
室家。 ”此后，她不再做梦，即使在梦里也没有
了飞翔的翅膀，她放下梦，放下浪漫，和他踏实
地过起寻常百姓的日子，早出晚归，细心照料，
一双勤劳的手操持一家人的生活，直到花样容
颜在岁月的河流中褪去颜色，乌黑的秀发有了
根根银丝。 时光是一把多么凛冽的雕刻刀，任
红颜老去，白发如霜。

江南的人家，若是生了女儿，一定要酿几
坛女儿红， 深埋在酒窖里， 待到女儿面如桃
花，长大成人，将要出嫁之时，才取出深埋二
十年的女儿红，盛情款待好友宾朋。 那尘封二
十年的是酒，还是芬芳浓郁的血脉亲情？ 父母
举起酒杯， 看见女儿脸上的烟霞比波光潋滟
的酒还要艳丽。 此时，父母的眼中有了点点泪
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宜，即和顺美满。
此后，你不再是父母膝下任性撒娇的女儿，你
成为人妇，要端庄贤淑，勤俭持家，相夫教子，
与他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他们期待女儿的生
活，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幸福画卷。

桃之夭夭，繁花一场，人间一场盛大喜悦
的婚礼。 人生的幸福从今天开始吗？ 我宁愿相
信是。

最长久的幸福，莫过于平凡人家的幸福，
那柴米油盐里相濡以沫的深情，抵得上多少花
前月下，海誓山盟。 相爱至深的一对人儿，能
够白首不相离的太少太少。古人说，情深不寿，
过于情深的两个人往往爱得太苦，太艰难。 而
一粥一饭里的恩情，则是细水长流的幸福。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契，是聚合，阔，
乃离散。 死生契阔，我们将它交给命运，离合
聚散哪是我们能做主的？ 可是，苦苦深爱的两
个人，偏偏还要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怕
光阴老去。

《诗经》三百篇，关乎男女情爱的故事，占
篇幅不少。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是的，《诗经》三百篇中，情思绵
绵，却了无邪念。 美好的情感，如三月的桃花，
芬芳、纯净、无瑕。

《诗经》是一首千年的歌谣，一百次读它，
就有一百种滋味，一百次心醉。 一部《诗经》，
写尽人世的喜悦团圆，悲欢离合。 如馥郁嫣然
的桃花，铺满尘世的每一个角落。 让我在烟花
三月翻开这部时光书简，读“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 看桃花开遍陌上，将春天藏在心里。

读完一部小说，尤其是一部沉甸甸的长篇
小说，其中的人物形象会久久地浮现在读者眼
前，人物命运会久久地牵动读者的心，他们往
往为人物喜剧的命运鼓与呼，为人物坎坷或者
凄凉的命运唏嘘或遗憾。 读完陕西知名小说
家刘小玲女士的长篇小说《守土》，这种感觉更
加明显。

夏小寒，夏茂源的小儿子。 夏茂源一共有两
男三女五个孩子。 夏小寒的双亲都是普普通通
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陕北，吃着贫瘠土
地出产的粮食，住在狭小破旧的窑洞里，小时候
的夏小寒调皮、贪玩、不爱学习。 然而，这样的一
位农村青年，凭借自己特别的个性和努力奋斗，
最终到达了财富的顶峰， 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
的高度，后来过起了连空气质量都讲究的生活。
无论如何，夏小寒是成功的，他是夏氏家族的骄
傲，读者对他的赞是一个接一个。

相较夏小寒，夏小草就有些让人想不通：
小草是夏茂源的小女儿，她乖巧、听话、懂事，
从小就喜欢学习，且成绩优异，因此深得全家
人的疼爱。 小草的文科突出，三年级开始，她
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念与其他同学听，

这样一棵好苗苗，按理说能够走上一条通过考
学来改变命运之路。 然而，命运却和夏小草开
了玩笑———高考前的一月， 她患了神经衰弱，
不得不回家休息。 病情好转后，她决定计划第
二年复读以东山再起，却遇到了北蒿塬小学招
聘教师，年少不经事的她就做了一名偏远荒凉
学校的山村教师。

俗语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更让人
想不到的是，夏小草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出
落的如一株耀可人眼的山丹丹花。 按理说，凭着
姣好的容貌， 夏小草应该收获一桩美满幸福的
爱情。 然而，漂亮对夏小草来说，又好像成了绊
脚石。 因为漂亮， 在招来很多男同学追求的同
时，又招来部分高中女生们的嫉妒，其中贺小强
和徐晓明因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最终被学校
开除。 这件事对夏小草的影响很大，某种程度上
说，这件事直接断送了夏小草的大学梦。

漂亮与善良是把双刃剑。 夏小草虽未圆
梦大学，但她每到一处，都有人爱她，有人喜欢
她。在河川湾中学时，有贺小强和徐晓明深爱；
在北蒿塬小学， 又有沈天宝和招娣保护照顾。
生活上是这样，爱情之路也这样。 夏小草很珍

惜别人对她的好， 对于别人抛来的丘比特之
箭，她不轻易接受，，她心里始终在意那个最在
乎她的人。 由于种种原因，夏小草与徐晓明两
个有情人的婚姻之路历尽坎坷，人们在遗憾唏
嘘的同时，因有情人终成眷属，又让读者觉得
心生慰藉。

《守土》 中的众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
形象，一个个人物浮现在眼前，一个个情节在
眼前上演。然而，掩卷遐思，一个命题又浮现在
脑际：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教导？之所
以会有这种思考，我觉得在夏小寒的成长道路
上，父亲夏茂源堪称其人生导师———

夏小寒上小学时，因为经常逃学、不完成
作业等， 夏茂源三天两头带着小寒去学校认
错。 最让夏茂源生气的是，有天一个陌生老农
拿着两颗生西瓜蛋子当着夏茂源的面，撂下一
句“娃娃可不能这样惯，再让我捉住，腿把子给
掰断！ ”向来好强且要面子的夏茂源哪受得了
这气，顿时脸就气成青紫。 于是在羊摊场上捡
起一根软柳条，一把扯住小寒的胳膊，狠劲儿
一阵抽打。 直把那根柳条打断了，才罢手。

面对孩子犯下的大错，夏茂源大怒，于是

用最严厉的家教惩罚。但夏茂源绝不鲁莽，他
的心很细， 他知道他的惩罚在孩子身上留有
痕迹，于是“次日清晨，夏茂源骑了自行车下
坡了，不多时，他又回来，悄悄塞给常艾莲一
瓶紫药水”。这种惩罚在夏小寒的记忆中扎了
根，注定今后他不会再做苟且之事，而是堂堂
正正做人做事。

小寒有个性有思想，他肯动脑筋，也吃苦
耐劳，但他对上学就是不上心。不等初三毕业，
小寒就私自辍学。夏茂源虽然希望小寒能成人
之龙凤光耀门庭，但面对现状，他的想法也只
得改变。 一天，一个亲戚找夏茂源挪几千块钱
做水孵小鸡的营生，夏茂源当即就产生了跟亲
戚做合伙生意的想法，想让小寒学点本事。 然
而最终，生意赔钱了，亲戚脸上无光，小寒的心
情不好，老婆常艾莲也不高兴，可夏茂源却没
表现出任何不高兴来，反而异常淡定，异常豪
爽，甚至于逢人就夸奖小寒能吃苦。

夏茂源不同常人的做法，彰显了他的智慧
和眼光。夏茂源对课本上的大道理或许懂得不
多，但生活经历让老夏明白，社会也是一部大
书，读好这部书作用也大的了不得。但要读好，
就要走进它，就要经风冒雨，就有得有失。由于
有父亲的支持鼓励和正确引导，小寒没有丧失
创业的热情与信心，所以才有了后期巅峰的事
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夏茂源是一位伟大的父
亲，是一位称职的家庭教师。

其实，一部小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评论
一部小说或一篇文章的价值，看你从哪个视角
去思考去品评，角度不同，结论自然有异。

乡村嬗变过程中的精神景观
□ 叶鹏

勾起浓浓的乡愁 记录文化的星火
□ 陈和强

《诗经》里的婚礼
□ 李娟

值得借鉴的家庭教育
□ 李永恩

《文化的根脉》 是一
本 2023 年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出版的图书，作
者是著名作家熊召政。

围绕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 需要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
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
软实力”。 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首先要明白中
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了解
中华文化的 发 展 脉 络 。
《文化的根脉》 精选著名
作家、历史文化学者熊召

政近 3 年， 围绕中华传统文化主题的演讲录 20 余
篇，包括“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武汉抗疫与我
们的文化自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张骞与丝绸
之路”“阅读让我人生丰富”等。 演讲内容丰富，文中
的文化掌故会使读者不觉枯燥。 期望该书有助于各
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读者真正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作用。

作家曾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大金王
朝》等等。 其中，《张居正》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第十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姚雪垠历史小
说奖等大奖。 （高桂琴）

安康 书评

作家 感悟

《在更热烈的风里相遇》

《岁月如歌》

《文化的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