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女作家卢慧
君新近出版了又一散
文集 《寒橘柚 》，由北
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
行。 该书收录了作家
近 年 来 的 散 文 作 品
61 篇，逾 20 万字。

《寒橘柚》分 6 个
小辑， 每件作品都是
用心之作。 用纪实的
手法， 散文的形式来
表 达 和 记 录 生 活 点
滴，司空见惯的日常；
发挥丰富的想象 ，运
用多种手法， 虚实结
合， 将生活中的美提

炼成艺术美。 以灵动清新的女性视觉，敏锐捕捉烟
火里的每份诗意。 写自然美景，质朴雅致；写流年
岁月，细腻动人；写日常纪实，饱含哲理。 语言清
丽，意境悠远，字里行间充盈着醇香温暖的生活气
息，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景，跃动着思想
的光芒，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如首辑《丝竹
声声》，用敏锐的笔触，清丽的语言，独特的构思，
细腻的文笔，直抵人心：倚着春的门楣，闲看陌上
花开；立在夏的花径，回味陈年旧事；缱绻秋的烟
雨，静待枫丹入梦；开启冬的轩窗，尽望寒梅争春。
让阅读者沉浸于纤细敏感的文字里， 闪现生活的
多元化和多样性。

这部散文集，以情发声，以暖入心。 尽绽文字
之美， 让生命在变迁中丰盈， 让生活在词语中穿
梭， 让游走的笔尖在大自然的日月山川中达情显
景，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意、思考以及一起向未来
的动力！

（梁真鹏）

这是著名作家李
汉荣的一部散文随笔
集， 所有文本皆围绕
着 “河流” 的母题展
开。 河流是所有人的
出发之地。 而河流的
意义在于它的流淌 ，
因此它同时也意味着
梦想和远方。 作为文
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
之一， 河流拥有其广
阔而丰饶的象征意
义———时光，家园，到
来和离去， 乃至生命
的源头和终极。 在这
部 《河流记———大地
伦理与河流美学》中，
李汉荣先生不仅赋予

河流如上的美学意义， 同时更使之上升为作家思
想甚至理想主义化身， 充满澄澈而谦卑的人格质
地。

“人啊， 倘若不找回你的心灵源头和情感活
水，你们的心灵之河，大地的生命之河，又如何能
重新荡漾，并映照出天地万物的倒影？ ”

上善之水， 是李汉荣先生诗文写作极为重要
的母题性观照。

在写作生涯中， 作家不断地发现与反复地印
证着河流广阔而丰饶的美学象征意义———时光、
家园、人的到来和离去、生命的源头与彼岸。

何谓河流的道路？何谓河流的道理？何谓河流
的道德？

何为人类的纯真？何为大地的良善？何为天宇
的瑰美？

以诗心与思想砥砺而成，《河流记： 大地伦理
与河流美学》，处处熠熠闪烁着作家叩问求索的智
慧霁光。

在李汉荣笔下，河流穿行于大地，向人类谕示
大地的伦理。 通过河流，人类孵育文明，用古老的
禁忌推演出世间的美德。河流如此澄澈、博大而谦
卑，一如行者、哲人与母亲，俯仰天地，启迪众生。

（任雪姣）

作家 书评

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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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花开》这部长篇小说是陕西作家刘
万里推出的又一力作。 小说时间横跨半个多
世纪，从清朝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用三代人
的命运纠葛刻画一位女性成长的跌宕起伏人
生历程。 以时代变迁下的女性成长为母题，前
期聚焦小镇少女梧桐个人成长经历， 写少女
的不幸遭遇和懵懂的爱情； 中期展现梧桐当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的生命体验；后
期伴随时代风云诡谲多变， 身处其中的小人
物被动裹挟迎来思想的觉醒， 从而谱写一曲
可歌可泣的时代赞歌。

小说情节设计巧妙， 以陕南汉阴县漩涡
街马、金、牛三大家族的斗争为背景，将家族
斗争下的权利领导融入大环境下的政治演
变：起初“马家”作为清末斗争的先行者成为
漩涡街的首富； 而后随着清帝退位， 民国建
立，牛家后代牛德益傍上民国大总统，牛家一
夜门庭若市，成为漩涡街的老大；后各地军阀
割据，马家后人重回汉阴县，攻占县城，马家
重建威风；当形势突变，国民党围剿红军，已
成为一名光荣共产党人的马家三少带领星星
火种重返故里， 谋划解放大业……以一隅貌
似世外桃源的玲珑小镇数年变化， 反映出时

代风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 所以“新中国诞生了，老百姓的好日
子开始了。 ”

小说叙事贵在将人物的性格发展过程 ，
呈现在行动与事件之中。 作家写梧桐与三个
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写梧桐遭遇的非正常
的重重苦难， 最终成长为秦南地区首富的传
奇经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般逼真感觉，也体
悟到清末民国时期乱世之中弱女子的不易与
心酸。 作品叙事视角多变，零聚焦和内聚焦、
外聚焦多元结构与小说情节有机结合， 将故
事内容讲述得松弛有度，引人入胜，读者心绪
随着主人公的跌宕经历或喜或悲。 同时外聚
焦视角的利用， 通过商战权谋的布局与时代
斗争的剧情设定，如：“党参事迹”沉重打击牛
家经济，以至于差点破产；“阿毛反叛”；“牛德
益诈募捐”等情节，故事情节紧凑，一波三折，
且有厚度， 让读者在最后真相揭晓时忍不住
拍案叫绝。

作家的小说既有对美的讴歌 ，也有对丑
的鞭挞。 即使是塑造的非正面人物也能在直
觉中蕴含理性，刻画得栩栩如生间接呈现在
审美形象世界，给人以艺术享受。 梧桐的女

主形象塑造 ，智慧勇敢 ，品行高洁却有不服
输的韧劲。 容易与其他文本产生交互性，给
读者带来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从而增加艺术
价值。

作家格外注重拒绝扁平人物， 不论是良
善之人或是邪恶之人他都避免极端善恶的人
物描写。 即使是小说的绝对主角梧桐也没有
勾勒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她既有优点，又有
缺点，展现出复杂又独特的个性特点。 又如文
本中引起较大争议的马啸天， 作为女主的初
恋带给她最初的悸动， 是她寂寞岁月中的人
间四月。 小说伊始是少男少女的懵懂爱恋，而
后纯良少年随着他的出走 “消失” 在读者视
野，文本篇幅中大段的人物缺席，无形中激起
读者阅读期待。 读者期待落空， 梧桐青春梦
碎，终于“她彻底认清马啸天的嘴脸，看到了
他的残暴和淫乱……”“这一天，马啸天疯了，
彻底疯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失望透顶
的恶人， 作家并没有抹去他骨肉里的男儿血
性，带领汉阴三千勇士慷慨抗日，最后战死沙
场，为国捐躯。 一波三折，悲壮式结局显示其
性格的矛盾性从而产生足够张力， 体现生活
本真面貌。

家乡是承载每个人美好回忆的地方，作家
对于文本的景物描写和大段饮食、民俗文化的
刻画极具地域特色，以拳拳爱国之心展现陕南
地区风土人情， 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对家乡的眷恋，对故事细节的细腻把握。“只有
热爱生活的作家，才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有
价值的东西。”因此关于家乡汉阴的回忆，在作
家落笔瞬间纷至沓来。 当年“陕南人民抗日第
一军”部队主要指战员何振亚、沈启贤、杨弃都
是汉阴人，先后被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以现
实中真实存在的地名汉阴县、漩涡镇作为时代
的背景版， 以主人公传奇故事为水墨挥洒其
上，渲染描画———何尝不是作家向更多人介绍
家乡的良苦用心。

刘万里的长篇力作《梧桐花开》，以马家、
牛家、金家三个家族的兴衰起落为线索，并把
人物命运起伏变化放在清末民初、 太平天国、
辛亥革命大背景之下，以两三代人的命运发展
为线索，将家族的兴衰消长和人物历史命运相
结合， 以小见大反映特定时代的风云变幻，折
射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
起承转合。 这种家族小说由于历史跨度长、故
事容量大，这种史诗性的场景描绘与对人物如
梧桐、马少秋、马啸天、牛得益、庞光远等个人
形象的精心刻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处处蕴
含着丰富的传统、地域和民俗文化，让读者读
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种家族小说、历
史小说已经成为承载陕西文化的一种载体，它
极大地宣传和推广了陕西地方文化。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生在红旗下，长
在春风里，可见落日余晖，可观星河璀璨。站在
时代的浪潮，沿着先辈们的足迹坚定不移地前
行，心怀党恩，不忘来时路。

陈平军先生的散文诗集《紫阳书》在求变
求新中，处处彰显出自己的个性风格。 在这部
散文诗集里， 诗人虽然对故乡一事一物或歌
咏，或赞叹，或叙述，或表达。但在情感表达上，
理性认识多于感性认识，诗人对私空见惯的事
物，都有自己新颖的表达，独特的发现，别致的
诗歌技巧，构建出自己的诗歌高地。

在《紫阳书》中，诗人对自己诗歌体征的构
造，伸展，早已成竹在胸。 语言的舒缓与激越，
拿捏得颇有分寸，常常于平淡之中见神奇，普
通之中显俊俏。 譬如说在《大排档》中有感情
深一口闷的俗语，有肝旺相照，水乳交融成语
界定的友谊之情。 但在作品结尾，诗人写道：
“酒杯斟满的无边夜色， 把若隐若现的激情重
新提起，翻滚的波涛与时光的厚度争奇斗艳，
它会不会成为停在杯口的那一声叹息！ 夜色
逐步起身打着饱嗝，出门，那趔趄的脚步与正
在步入门店的饥饿灯光撞了个满怀。 ”读到这

里，忍不住叫人拍案叫绝！好个陈平军，将虚化
的意象写成具象，将具象的事物写成抽象。 并
用夸张的修辞手法， 把醉酒后的人生百态，描
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而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将会在激情冷却之后，在酩酊大醉中，又一
次重新考量？ 一批醉汉走了，另一批寻欢作乐
的人又将步入一场酒局，会不会将人之友情喝
光，良知醉倒？ 会不会让虚度的光阴多留下几
声叹息？

《登文笔山》的起笔就不同凡响。 “一峰高
耸直入天际，高不过我头顶的思想，不用怀疑，
我的双脚就是山高人为峰的两支笔。 ”笔力峭
拔，语含哲理，韵味十足。 开篇就叫人读来，有
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结尾，“意蕴可以流畅些，
但不能信马由缰，可以引用紫阳民歌，山歌，号
子，小调都能入诗，只要不远离朴实而拼搏的
内心，都是好文章。”由此可见，诗人对文笔山，
对地方文化，对自己内心修炼和坚守，跃然纸

上，对朴素而拼搏内心的执着，常常唤起读者
击节而歌。

对亲情自然而然的宣泄，是歌咏不衰的话
题。但要在方寸之间，两三百字的短章中，透彻
地表达出对母亲衰老多病的无奈，以及母亲对
自己的照顾无力的躲避与推开， 都让作者在
《送母亲看病》的作品中，将情感的隐忍，徐徐
释放与控制，都将分寸掌握得十分到位。譬如，
“再多的不情愿也要迈出这一步。 你无法推开
我，不愿推开我，不能推开我。是你竭力逃离的
禁锢，还是，你一辈子都没有积攒够推开我的
力气。”这几行诗句，把体弱多病的母亲对儿子
既无比依赖，又不愿拖累儿子，离不开亲人的
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最后一句看似
简单的句子， 却是引爆读者黯然泪下的引爆
点。 母亲为我们付出的爱比天阔，比海深。

诗人对自己的诗歌语言表达风格做了新
的尝试，语言构建上，逐渐抽象内敛，对诗歌语

言的走向，在自己固有的诗歌创作模式中跳了
出来，作出了大胆的创新，很多抒情手法变成
了冷抒情。譬如，在《刘霞：茉莉花开》诗人没有
直抒胸臆，直接赞美主人翁，如何助学，敬老，
助残医疗援助，而是用对茉莉花的香；用歌声
中的阳光、 月光、 星光这种无私奉献温暖，光
亮，缕缕清香的传递。 诗人借物喻人，不动声
色，巧妙地讴歌了这些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

在家谱记中，诗人将《千年龟》《碎锅析庄》
《舔目复明》《醉鸽和酒》 等传说故事， 高度浓
缩，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舔目复明》中，有这样
的句子：“佐以岁月清香，作为药引，加上温度
十足的舌尖，抵达病变的晶体，方可循序渐进
地痊愈，直至康复。 药方名，至孝至诚膏，或曰
至仁至义液，有效期，永恒。 ”在《醉鸽和酒》作
品的结尾：“这味，绵延至今，从未消散。 ”这些
诗句，看似没有散发滚烫的体温，却通过文字
的多重含义中，暗藏燃烧的火焰。叫人读来，情
感发酵，热血沸腾，唤醒灵魂的力量。

《紫阳书》 是诗人陈平军从万花筒一般的
角度，写给生育他，养育他的故乡情愫饱满的
咏叹，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但透过山城紫阳
这个小小的窗口，它向外辐射和传递的思想内
蕴，远远超过了作品的本身，向人们呈现了立
体的地方志，也是一个热爱家乡的诗人向外宣
传紫阳，扩大紫阳的影响力，具有标志性的文
化名片！

“小人物”的英雄赞歌
□ 梅慧晴

跟着传统走，跟着感觉走
———肖照越诗集《顺着山梁走》读后

□ 方晓蕾

读书 时光

书海茫茫，聚散是缘。 有的书，如美人勾
魂，哪怕只看一眼，却再也难以忘却了。

我喜欢读书。 上学时，没钱买书，到处借
书、找书看。 上世纪 80 年代，姐姐哥哥们正上
初中，每周末总会从学校带一些书刊回来。 记
得有登着贾平凹小说的《收获》杂志。 那时候，
山村闭塞， 并不知道能从哪里弄到更多的书
来读。 所以，姐姐哥哥们的周末，就成了我的
节日———读书节。

多年后， 在报上读到儿童文学作家安武
林的散文《像猎狗一样去找书》，我恍然大悟，
原来作为 70 后的同龄人，我们的经历何其相
似奈尔。

参加工作后，就再也不满足于借书看了，
虽然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 但对自己喜

欢的书，我觉得还是买来读比较过瘾。 起初是
通过邮局邮购。印象中我邮购过鲁迅、贾平凹、
沈从文等名家的诸多书籍，也邮购过《名家写
景 100 篇》等这样的工具书。

现在想想，20 多年前在山村学校教书的
那段日子，感觉还是蛮充实的。 白天，与学生
一起学习，教他们知识，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晚上，在昏黄的电灯下，读自己喜欢的书。 偌
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 正是读书学习的好时
光。 有时候，读到兴头上，也会“诗兴大发”，随
手涂鸦，写上几行，如此日积月累，几年里我的
文章也零零星星在报刊上露了脸。

进城后，买书的机会多了，也便捷了，书籍
越买越多，虽然一再告诫自己，“读日无多慎买
书”，但每每见了喜爱的书，还是忍不住驻足、

翻阅、 购买。 家里的书柜也从一个扩展到两
个、三个……好在，自己读书之余，喜好写文
章，“出卖文章为买书”， 散碎的稿费收入，抵
消了买书的耗资，也就哄得老婆大人的高兴。

更多的时候，面对堆积如山的书册，有的
充其量翻过而已，就有点惭愧。 给《水浒传》画
插图的陈老莲有一句诗是“略翻书数则，便不
愧三餐。 ”这几年，对我而言也就是多读了几
本书而已。

读书，是教人长知识的过程，也是识人知
世的过程。

某年，我的乡党、诗人田玉川先生 ，从北
京给我邮寄来他的著作《礼记与百姓生活》签
名本，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部签名本。 过了几
天，这部书就被一位同事借走了。 半年之后，

我想起此书，问同事讨要，被告知丢失。 这回，
轮到我自己尴尬了。 有此尴尬的借书“教训”，
此后买了好书，便只能躲进书房里，独自欣赏
起来。

每每独坐书房，就常常想起那些“曾在我
家”的书来，像董桥的《今朝风日好》、扬之水的
《采绿小辑》、谷林的《书简三叠》、孙犁的《书林
秋草》等，光是书名，就那么美好。 这不，这几
日又想读它了，没办法，只好去网上搜求。 这
些书，我曾翻阅过，给过我美好的体验，它们像
一束束光，照亮了我生活的路。

最近看到有人晒谷林的一部文集 《觉有
情》，谷林的文字清淡有味，颇得知堂之风韵，
我很喜欢。 以前买过他的《书边杂写》《书简三
叠》《谷林书简》等，这次又勾起了我读他的欲
望。 这一类读书人，他们的文字，是小众的，但
总有极少喜欢这个调儿的读者会关注他们 。
斯人已逝，喜欢着他的读书人，偶尔会想起他，
阅读他的文字，在作者一方，也许是一种人生
的价值与意义罢。

如今，那些“曾在我家”的书，又陆续回到
我的手上，读着它们，让它们再赐给我阅读的
力量吧。

书籍照亮生活的路
□ 胡忠伟

在求变求新中构筑诗歌高地
□ 叶柏成

近日，安康作家杨志
勇的报告文学《我不输给
命运》由陕西旅游出版社
出版发行。 这是一部被称
为新时代鼓舞人克难奋
进 、 勇于追梦的励志作
品，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思想性，深受广大读者喜
爱。 著名作家白阿莹在序
言中称 ：“杨志勇笔下的
残疾人身残志坚，个个都
是大写的人。 我从他充满
深情的笔触间感受到，那
些人的奋斗经历深深地
感染了他，让他感受到人
世的苦痛，也感受到人间

的爱，谁读过之后都会产生洗礼般的感受！ ”
该书由西安市 10 名在全国有影响的自强模

范、劳动模范的人生故事构成。 他们抗争命运、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追求理想之历程，虽不及唐僧西天
取经之惊险曲折， 但其传奇色彩同样令人震撼，令
人鼓舞。 他们的自强精神证明———生命是用来奋斗
的，而不是用来挥霍和抱怨的。

《我不输给命运》 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励志报告
文学集，书中所写的主人公自强不息、热爱生活、勇
敢追梦的故事，真实感人，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
的崇高追求和生命尊严。 作者用心用力，感情真挚，
字里行间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所以，这部作品
不仅是适合残障人阅读的励志读物，更是送给健全
人享受的一份精神大餐。

杨志勇，陕西文艺创作百人计划人才，省作协
会员。 先后获得陕西柳青创业文学奖、陕西省五一
文艺奖和第三届丝路散文奖等奖项。

（张妍）

安康 书评

作家 感悟

《河流记：
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

《寒橘柚》

《我不输给命运》

肖照越先生的诗集《顺着山梁走》，我先睹
为快。 说是先睹，也不全是，准确说应该是重
读。 这些诗歌，当年甫一发表，或者发表之前，
我都学习过，现在又集中欣赏，感受愈深。

阅读《顺着山梁走》，我至少有以下感受：
跟着传统走， 诗歌大有可为。 什么是诗

歌？大家都知道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
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
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不合
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 “诗言志，歌咏
言，声依永，律和声。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
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诗歌就是人类工作
之余发自内心的需求。她当然高大上，但绝对
不会脱离民众的需求。 我个人也是学诗起步
的， 翻阅诗歌类刊物或栏目， 故弄玄虚者有
之，云里雾里者有之，空洞无物者有之，不求
甚解这有之，口水者有之……总之，所谓的这
些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写不出的。
这些是诗吗？ 文学，即使小到诗歌这个门类，
当然允许百花齐放，也允许各种实验和创新，
但诗歌的主流绝对还是传统的，言之有物的，
言志咏言的，通畅晓白的……例如《咏鹅》，例
如《登鹳雀楼》，张口就来，一生难忘。 即使晦
涩如李商隐， 你照样能感受到诗歌的美好与

美妙。 就是现代诗，就是现代朦胧诗，舒婷的
《致橡树》不美好吗？不朗朗上口吗？不让人难
忘吗？说这么多，我其实就是想说肖照越的诗
与传统非常近， 没有花里胡哨， 没有取奇猎
怪，没有故弄玄虚。 有的是常见的景象，平常
的事物，真实的情感，朴实的词语。 举个例子
《棉花糖》：“我小的时候/白云飘在蓝天上/如
今的孩子/想要，云朵就到了自己手里”。 四
行诗，有意象，有情感，非常好。 当年读过一
遍，至今出口能颂。肖照越的诗大抵都是如此
吧。非常传统，但又诗意盎然。从这部诗集里，
你不难看出，传统出好诗。 跟着传统走，诗歌
大有作为。

跟着感觉走，好诗自然来。诗是什么？是心
田里流出来的歌。 感觉是什么？ 是发自内心的
感受，是我们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和需求。 有感
觉了，才能发乎于情；触动心弦了，才会出好
诗。 感觉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我们对
这个世间的认知。 跟着感觉走，也并不是放任
感觉自流，感觉到位了，感情饱满了，诗意自然
流露。 阅读肖照越的诗集《顺着山梁走》，处处
见真情，字字有感觉。可以说，他的诗是他感觉
的文字化，是他感情的诗意化，是他感受的纸
上云烟。 我们看他的《晚水》：“蒹葭苍苍。 父亲

早生华发/我也是//江流尽头，余晖将近/我并
不急于走入/那是横亘于他乡的一堵墙啊/一
旦过去，我就难以回头/而一片秋叶/无法缝补
整个春天//不远处，晚霞与流水/相拥而泣/江
面上/伫立着落日的喟叹”。 再看书名同题诗
《顺着山梁走》：“故乡的秋雨像鞭子/抽打在身
上/有些隐痛难以言说， 却又真实而确切//一
位农民工兄弟的苦难史/伫立在大巴山上。 顺
着山梁走/你就会找到青云小筑/像路碑 ，又
像/一位沧桑行者/筚路蓝缕， 俯瞰/山川//此
刻，眼前云雾缭绕/似梦似幻/如同当年远行的
愁绪//沿着秋雨的足音/桂香做伴，心灵/回到
故乡/一座山的腰杆/刚刚挺直”。 很真实的感
受，很朴实的感觉，但留在纸上的却是让人咏
叹的诗歌。

世事万物有情义，一草一木皆入诗。 肖照
越的诗歌题材很广泛，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
次旅行，一次偶遇，一场风，一场雨，一个闪电，
一夜伤心……在他的眼里心里，没有什么不是
诗。这不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吗？入
得法眼，满心诗意。这本诗集分“大地行吟”“故
土苍茫”“凡尘碎语”“心湖微澜”四辑，从辑名
你就不难看出他诗歌题材的广阔。如果再仔细
看看每首诗的题目，更是包罗万象。 我与先生

接触颇多，先生不仅是性情中人，也是个非常
感性的人。 人说愤怒出诗人，其实情义也出诗
人。 肖先生爱旅游，爱摄影，游遍祖国大好河
山，所到之处皆有诗。诗人是安康市白河县人，
白河为汉江边小城，水色养人，白河出美女，也
出先生这样的诗人。先生写白河：“于天池岭上
背光而坐/远处的汉江， 像一道孤烟在天边升
起/崖下，疯长的楼群/已齐山腰深/江城茂盛，
爨薪之皿/盛满陕南丰腴的烟火”。 多好啊，爱
之切，诗之深。

诗歌不排斥忧国忧民，但我以为其本质就
是歌颂美好事物。 人生不过百年，用优美的诗
歌歌颂万物，净化心灵，善莫大焉。就我个人而
言，我从不苛求诗歌的社会功能，文体很多，又
何必强求诗歌呢？ 从这个意义而言，肖照越的
诗歌，肖先生的这部诗集是非常成功地。 她记
录了先生几十年的心情、心得、生活，她回顾与
记录了先生的羁旅痕迹。 同时，她也带给我们
无限的积极意义。

我很喜欢这部诗集。 虽然我不知道肖先
生为什么选择《顺着山梁走》这首诗题作为诗
集名，但我知道一定有着特殊意义。 因为顺着
山梁走，一定能走上艺术的山峰，山峰之上一
定又是一片迥异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