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谷雨》是一部
散文随笔集，以回望、感
恩为主旨，立足陕南，题
材广泛，内容丰富，视野
开阔。旅行见闻，雪泥鸿
爪； 生活琐忆， 妙趣天
成； 悼亡忆旧， 情深意
长； 工作回望， 自省省
人； 人生观照， 引人遐
思。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
者对长期工作、生活，有
“北方的小江南”之誉的
陕南地区的一山一水 、
一草一木之深沉情感 。
作者刘建明 ， 男 ，1953
年生，陕西省安康市人，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
1970 年 8 月参加工作 ，
曾任工人、战士，后任公
务员，一直工作、生活在
陕南地区。 长期坚持创
作， 著有 《心中的太平
河》《明天谷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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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抵分两类。 一类是修辞华丽，看
时惊叹，合卷即忘，概无真情也；另一类是
全说的家常话，写人记事生动真切，处处烟
火暖人。 刘建明先生新著《明天谷雨》（九州
出版社 2022 年版）属于后一类，令我喜悦，
不赞不由人。

开篇文章写的是傅妈妈， 年长母亲十
岁，二人友爱胜过亲生姐妹。 母亲进城后，
傅妈妈经常托人捎来乡下的土特产， 母亲
当然也必定回赠。 两地并不远，却因主妇捆
绑于各自家庭，致使三十年里只见了一面。
傅妈妈见不上母亲， 就对母亲的娘家人无
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 这种爱屋及乌，便是
仁者、爱人也，爱之扩展版也。 孔子仁爱思
想之于民间，一直这么存在着。 何况中国妇
女原本就有着珍重友情、 甘于奉献的美好
品德。

而《芳楠姐》里写的则是妇女作为第二
性的被动生存典型。 芳楠姐幼年丧父，由乡
下考进县城中学，寄宿作者家，备受作者母
亲疼爱。 但她被订了娃娃亲，急盼招工远走
高飞，却被家人阻拦，强婚。 幸运的是后来
结局也还不错。

刘建明笔下，都是普通众生，诸如同学
老师、乡男村女，街坊邻里、伯叔姑姨，军人
职员、贩夫走卒……套用一句俗话说，作品
很接地气， 没有丝毫地发现了什么真理的
样子， 并以此来 “谆谆教导”“启示读者”
———而他原本是有这个资格的。

14 年前我去汉阴县挂职副县长， 刘建
明刚上任安康市委书记。 时任组织部部长
鲍永能来汉阴看望我， 同时转达刘书记建
议我不要拘于一县，应到各县走走。 期间只
跟他吃过一次饭；倒是他退休后的这几年，
往来较多。 每次见面他都是坐公交车，因为
修长清俊，弓腰下车时满脸微笑，颇为自然
自适，丝毫看不出曾是地方大员。 我羡他望
七之年了，竟生活自理得如同小伙，没有比
这更好的事了。

《明天谷雨》读得亲切的另一原因是乡
音弥漫， 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到遥远的往昔
岁月。 如这类方言词语：戳瓢，二万子，丢了
（夭折 ），淘神 （顽劣 ），叶子 （茶 ），瓢把 （兄
长），作礼（过分客气）……等等 ，这些都是
我的家乡话。 他是汉江之南的巴山平利人，
我是汉江之北的秦岭镇安人， 二者饮用与
玩耍的流水，最终都汇入了汉江。 加之祖辈
都是湖北上来的， 我母亲娘家又是安康旬

阳人，也姓刘，因此
我们的交流天然无
障碍，倍感亲切。

建公书记的政
绩自存民间口碑 ，
轮不上我来评点 。
他的主线生活是从
政， 但在 《明天谷
雨》里，却几乎没有
涉及， 更不要说自
誉了。 书里仅一篇
文章 《永不磨灭的
怀念》，写安康地委
任职最长的老革命
书记闫西贤。 文章
深情记录了闫书记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
干 部 的 才 识 与 胆
略、 简朴亲民与廉
洁自律。 “我与闫书
记有了师生般的交
流”,“他曾声色俱厉
地告诫我， 有些东
西你根本学不会 ，
教 导 我 要 洁 身 自
好 ”———此 文 品 出
作者的虔敬心态与
师承渊源， 不难推
导出作者自身的为
官与做人。

几十年写作我
悟出一个道理 ：作
家不论写什么，写人物写动物，写情绪还是
写风景，即使没有丝毫的出现自我，说到底
依然还是写的自我。 何以这么讲？ 因为生活
包罗万象、美丑并存，那你为什么写这个不
写那个？ 为什么写美不写丑， 或者专拣丑
写、却对美无动于衷？ 人心是镜，不同质的
镜子自然折射出不同质的外物。

由此结论《明天谷雨 》所写 ，折射出作
者刘建明先生的人生旅程与审美情操 ，便
是：他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个普通百姓，因而
笔下全是普通人，并且全是美好的普通人。
或者说他只乐意选择记录普通人身上最美
好的一面， 因而不自觉地为读者呈现出作
者是一位谦谦君子的形象。

（作者系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

《明天谷雨》是刘建明先生的第二部散文集，
书名意蕴深长，封面设计非常雅致。 “谷雨”者，中
国二十四节气之一， 是农人非常珍惜的一个时
节。此时田中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
滋润，而降雨量充足而及时，可以促进谷类作物
茁壮成长。

通读散文集，“谷雨”作为一种情感意象贯通
全书。 首篇《明天谷雨》中，作者在深情怀念了和
母亲不似姐妹胜似姐妹的傅妈妈之后，写道：“告
别了傅妈妈，下了山，心情还沉浸在深深的缅怀
之中，我默不作声地走着。到了过风楼桥上，丰盈
的太平河水从那古老的麻柳树下深情地流过 ，
我说了句‘这场透雨正好灌田’，长乐哥回应道
‘明天谷雨’。 ”显然，这里的“谷雨”不仅仅指自
然的降水 ，还寓意着美好的亲情和友情 ：人生
在世，美好亲情和友情正如灌溉农田的谷雨一
样 ，会化作我们人生的 “明天谷雨 ”，赋予我们
不断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书末《潇潇谷雨 》中 ，
作者再次提到谷雨 ：“只要用心耕耘 ， 诚实劳
动，必是潇潇谷雨，静好岁月。 ”在这里，作者赋
予了“谷雨”另一层寓意，它不再指美好亲情和
友情 ，而是意指 “用心耕耘 、诚实劳动 ”的人生
哲学 。 换言之 ，只要今日 “用心耕耘 、诚实劳
动”，明天它们就会变成人生的“谷雨”，推动我
们生命的充实、事业的精进。

从整书布局看 ，散文集以 《明天谷雨 》起 ，
以《潇潇谷雨》终，很好地概括了该书的基本内
容和情感倾向。 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 ，散文集
一共收录了 44 篇散文 ， 记录亲情和友情的
24 篇，阐扬“用心耕耘、诚实劳动”人生哲学的
8 篇，合计 32 篇。 在记录亲情和友情的 24 篇
中，又有多篇既记录亲情友情，又阐扬 “用心耕
耘、诚实劳动”的人生哲学。 作者曾担任安康市
委书记多年，他从基层做起，逐渐主政一方 ，对
安康的山水和人情具有很深的感情 ； 而上面
32 篇描写亲情和友情 ，阐扬 “用心耕耘 、诚实
劳动 ”人生哲学的散文 ，都关涉到安康 。 可以
说 ，这些篇章既是他个人的生命感悟 ，也是其
对安康这片土地的独特观察 。 在后记中 ，他说
写作是为了 “记录下自己不想忘的人 ，不敢忘
的事，不能忘的地方”；在《潇潇谷雨》中，他说：
“回望逝去的岁月， 这方山水这方人对我何以
如此的滋润和厚爱！ ”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 ， 生存环境是艰苦的 。
对此，作者采取了正视的态度。 在《心中的太平
河》中，他在回望舅母的爽朗时，记下了小表姐
“因口粮所迫 ，不得不回到乡下去 ，寄人篱下 。
回去后不久，在打猪草过链子桥时，跌倒桥下 ，
被水冲走”的苦涩；在《山里教书人》中，他在描
写治新校长的办学业绩时 ，记下了基层办学的
艰辛：“正当他准备来个小循环，回头再带初一
时， 学校决定让他随着初中毕业班 ‘齐步走 ’
———带高中 。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从未上过高
中，毫无底气和资本，而且‘学中师，教高中’也
与教学规范相悖。 此时 ，他在学校的重托和学
生的期待之外 ，看到了更加严酷的现实 ，就是
高中无人 ！ ”当然 ，作者正视艰苦并不渲染艰
苦 ，随着时代发展 ，带走小表姐的太平河上最
终修好了一座桥，而曾经“高中无人 ”的宁陕中
学后来成了全县教育的骄傲。

通阅全书 ，不难发现伴随安康的时代变迁
涌现出了一批实干家。 如 《永不磨灭的怀念 》
中的原地委闫西贤书记，“崇尚实事求是 ，是闫
书记的政治品格和官德人品 ， 他厌恶胡吹冒
撂 ，不懂装懂 ；鄙视好大喜功 ，做表面文章 ；不
能容忍假政绩 、假数字 、说假话 ”“讲台上放着
一杯茶，他落座后，掏出一包烟放在桌上 ，左手
随时都握着一盒火柴，桌上有讲稿 ，但很少看 ，
语速略慢 ，但极流畅 ，从抑扬顿挫中可以领会
其轻重缓急， 尤其是他的脱稿阐发 ， 明理 ，解
惑 ，支招 ，管用 ，由表及里 ，环环紧扣 ，入木三
分，深入浅出，毫无哗众取宠的卖弄 ，全是真金
白银的干货”。 又如《明苑文稿 》中的文化人张
永强：“当永强同志将百万字的 《明苑文稿 》清
样交付于我时，我是受到了震撼的 。 首先是他
和他团队的职业精神令人钦佩 ，让我感动 。 现
在一说精神，就是奉献、拼搏，调子很高 。 我以
为， 每一个人首要的是把自己的本职做好 ，做
啥的务啥，务啥的像啥，在自己的本行内 ，不投
机取巧 ，不花拳绣腿 ，严谨 、耐心 、专业 、求精 ，
在做事中把人做好 ， 这才是修身立业的根本 ，
这就是职业精神 。 ”还如 《惊蛰 》中的干部 “那
哥 ”：“他身高一米八 ，体重一百八 ，酒量八两 ，
就凭这块头，就是一条老黄牛的命。 所以，无论
抢险救灾、拆迁安置，还是应对突发事件 ，调处
扯皮顿筋，都不能少了这头牛。 ”再如 《山里教
书人》中的中学校长治新：“他信奉一步一个脚
印，不坐等天上馅饼，也不怨天尤人 ，反对把陈
账记在历史的头上 ， 把责任推到生源头上 ，把
功夫耗费在虚张声势上，而是采取 ‘走出去 ，请
进来 ，力倡三苦 ’的办法 ，开发优质资源 ，激发
内在活力，聚焦翻身目标，打好高考总体战 。 ”
这是一批真正 “埋头苦干的人 ”“拼命硬干的
人”，他们在工作中以“用心耕耘、诚实劳动 ”的
人生哲学推动着安康的发展 ，刻度着安康人民
的一种精神高标。

安康的发展既需要实干家们 “用心耕耘 、
诚实劳动”， 也需要美好亲情和友情的情感浸
润。 毋庸讳言，作者描写亲情和友情的篇章呈
现出更多个人经历的色彩 。 在作者与亲人 、朋
友的交往中 ，无论长辈对 “我 ”的关爱 ，还是朋
友间互助的至诚，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纯粹
情感的美好。 而更重要的是 ，作者在对亲情和
友情的描写中， 渗透着一种人生哲理的透悟 。
从 《妈妈的怀抱 》《潇潇谷雨 》等篇目中 ，我们
看到长辈们的关爱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 ，而
“我”的关爱又影响着孙女的人生态度。 在这种
个体生命的代际传承中，作者突然顿悟 ：“我急
速打开电脑 ，点开文件 ，《我的被偏爱 》映入眼
眶 ，没想到这个标题与方英文老师为 《明天谷
雨 》点睛的 ‘捡拾逝去的脚印 ，感念山水的滋
养’，竟是如此契合。 楠楠成长在爱的怀抱中 ，
是何等嘚瑟呀！ 回望逝去的岁月 ，这方山水这
方人对我何以如此的滋润和厚爱！ ”如此，个体
亲情和友情的描绘，就成了对安康一方水土的刻
画，是安康这片土地的爱造就了自己！ 在这种情
感抒发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的主政者对安康的感
恩，它显示了作者可贵的品质。同时，从这种情感
抒发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安康一方水土重视亲情
和友情的人情世态。 如果说“用心耕耘、诚实劳

动” 的人生哲学是安康人民的一种精神高度，那
么重视亲情和友情则是安康人民的一种精神底
色。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学而优则仕，很多官员
同时也是文人，官员文学因此异常发达。 官员作
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阅历的独特性，往往能
从一个开阔的视角揭示地方别样的人文风情，从
而留下可贵的历史人文资料。 作者作为安康曾经
的主政者，他在《明天谷雨》中对安康人事风情的
描写亦可如是观之。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我和建明先生是交往多年的朋友，平日过往
不多，每每相见总有扯不完的话题。 他工作认真、
做事周全、处事低调、待人热诚，有情怀、有智慧、
接地气……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建明退休
以后，“工作目标”彻底转变，全心全意地经营文
字，全情投入，著述甚丰，令人刮目。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明天谷雨》，是他的
第二部书。 这部书既是旅游随笔、生活随笔，又是
工作札记、生命札记。 建明退而不休，深情地寻访
生活，倾情地梳理山水，虔诚地回望职场、真诚地
反思人生，退休成了他人生的新起点，过得有滋
有味、有模有样、有情有致、有声有色。 也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建明。

深情地寻访生活。 从他的文字中，我看到生
活曾经的给予，生活曾经的磨砺，生活曾经的温
暖，生活曾经的感动。 他去寻找傅妈妈，那个儿时
曾给予他无私的关爱和不求回报的牵挂的乡间
老人，老人不在了，但老人所给予的爱却历历在
目。 这些爱是老人在生活困难的年月里给他的独
食，是托人带给他的“香嘴”，是当兵平安归来时
那个热烈的拥抱。 他深情地回忆父母，在他心中
父亲是一个“迷”，他对家族闭口不谈自己，当这
个迷慢慢解开时，他才发现父亲是座山，这座山
是那样的巍峨。 母亲从乡下搬到城里，努力适应
城里人的生活，不因病痛而厌世，对生活始终充
满着热望。 父亲的坚韧不拔、母亲的乐观向上，成
就了现在的建明。 他带着甜蜜观察妻子，眼科手
术中的神闲气定，“512”地震时淡定地做晚饭，那
份从容与优雅让建明刮目相看。 书中还记述了他
与诸多友人的点点滴滴， 这些苦难中的温情，成
长中的记忆和感受。 温暖成为他笔下生活的基本
底色，它是亲切的、生动的、鲜活的。 这底色就有
了意味深长的味道。

倾情地梳理山水。 建明生在陕南， 长在陕
南，工作在陕南，深情眷恋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
退休了，寄情山水就有了实现的基本条件，有了

想走就走的“任性”、想留就留的“嚣张”。他认真
地体味山水的灵动，山水的生命 ，山水的哲思 ，
就有了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是山
的“飞跃”。从西安到宁陕的路，几十年来建明不
知道走过多少次了，但唯有这次是“悠然”而过，
以前官身不由己，只知道赶路，错过了无边的风
景，退休后才发现这条路上的美，才感到了诗与
远方原来触手可及。在塞罕坝，看着沙漠变绿洲
的绿色奇迹，建明一行人不断地感怀着两代人、
50 年 、110 万亩坝上森林 ，感叹着 “也只有这两
代人舍得付出 50 年的苦难”， 感慨着今天面对
着各种诱惑的坚守的难能可贵。行进在山水中，
他由山及水及人，升华着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特别是贵州的清凉之旅， 让建明有了别具一格
的感悟 :旅游图的就是个心情，人对路，路顺畅，
走到哪里都是风景。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虔诚地回望职场 。 建明是一名公务员 ，几
十年服务安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即使退休
了，仍然保有着一腔热诚和情怀。 夜宿甘泉县，
当他看到古时甘泉县令孟其瑞为减轻民众常
年给朝廷送贡水的苦痛 ， 用玉印堵塞泉眼 ，冒
着杀头的危险谎报泉水干涸时 ， 竟然夜不能
寐。 他想到了欧阳修、焦裕禄，由此感悟所谓公
仆就是为民担当 、为民请命 。 他感怀老同事何
俊明不牢骚和不抱怨 、只知道工作奉献 ，并反
观当下官场种种不正常的做派 ，由此生发出对
张载横渠四句的现实理解 。 在 《永不磨灭的怀
念》中，深情地怀念安康地委老书记闫西贤 ，他
的 “只有上级对下级担当 、オ有下级对上级负
责”，深深地影响了建明的职业生涯。 建明对职
场的思考是铅华洗尽后的宁静致远 ，返璞归真
后的气定神闲 ，这种沉淀式的反思在当下便有
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真诚地关照人生。 建明面对人生的态度是
严肃的 。 他对人生的关照与思考 ，不是久居高
位自觉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俯视 ，而是真诚地

放下身段的平民的认知与审视。 退居二线的办
公室 ，虽然少了往日的热闹 ，但多了随缘达意
的安静，坐在这里有风吹过 、有花开过 、有人经
过，却“可以回闻萧萧竹声 、品味日月冷暖 ”，于
是也就慢慢有了人生的真滋味。 在《明苑文稿》
中，他说，时下有一种倾向 ，一提到精神就拔得
很高 ，实际上大可不必 ，每个人首要的是做好
本职工作，不投机取巧 、不花拳绣腿 ，这才是修
身立业的根本 ，这也是精神 。 我对建明的观点
高度赞同 ，没有脚踏实地 ，哪来的风光无限 ?退
休的他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很多常人的麻烦 ，公
交车上不给老年人让座 、 小区里物业人员蛮
横 ，这种市井生活的不尽人意 ，他都能平和待
之 ，并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基本看法 。 当建明
站在清凉山上放声朗诵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
景这边独好 ”时 ，我想他对人生的感悟又有了
升华。 在建明的眼中生活是美好的。 无论是对
生活的寻访 ，对山水的梳理 ，还是对职场的回
望 ，对人生的关照洋溢着浓浓的暖意 ，充盈着
浓浓的感恩的情愫。 感谢生活、感谢师长、感谢
同事 、感谢苦难 、感谢父老乡亲······这种感
谢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

前晚我俩聊天，说起十年前，我们一同访问
台湾的所见所闻。 他竟然将我们分别拜会曾仕强
与余光中先生描述得绘声绘色。 末了来了一句 :
“你和他们两位交流得最多、最尽兴! ”“是吗？ ”我
吃了一惊。 “当然，有我的日记为证。 ”他自信地答
道。 我惭愧，访台归来后写了两篇文章后，将这些
全抛到脑后了。 他处处“留心”的勤奋，让人心生
羨慕。 功夫不负有心人，无疑，这本书是他多年来
“有心”的结晶。

《明天谷雨》就要出版了。 感受一下它带给你
的温暖与温馨， 体味一下它带给你的感恩与哲
思，体会一下它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精神的清凉。

（作者系著名作家、诗人，现任陕西省记协主席）

一种特殊的安康人文风情观察
———读刘建明先生的《明天谷雨》

朱云

平凡生活的诗意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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