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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

诗人姜华散文诗
集《在人间》近日由团
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
《在人间》是姜华所著
第 8 部文学专集 ，文
集精选的 223 件作品
均系诗人近年来在省
级以上报刊发表和收
入各种选本的散文诗
力作。 这些作品集是
姜华近年来创作之大
成， 涵盖普世大爱情
怀， 创作技法成熟通
透。 通篇诗作情感真
挚，风格多元，文字纯
净，体验独特，视角新

颖，值得一读。
姜华，笔名江南雨，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

会会员、省作协会员、旬阳市作协主席。系首届“中国
十佳网络诗人”，“中国新诗百年”全球最具活力华语
诗人。 陕西文学奖诗歌奖、“五个一工程奖”、杜甫诗
歌奖、李白诗歌奖、海子诗歌奖、鲁黎诗歌奖、第 13
届全运会征文文学金奖获得者。

姜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始文学创作， 四十年
来先后在《文艺报》《民族文学》《解放军文艺》《诗刊》
《十月》《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选
刊》《诗潮》《诗林》 等国内外 300 余家报刊发表作品
8000 余件。 部分作品被英译在美国、加拿大、瑞典、
新加坡等及港、澳、台地区发表。 获奖 300 余次，作品
被收入《中国诗歌排行榜》等多种选本。主编《太极城
文化旅游》《秦巴明珠生态安康》（旬阳卷）等多部。

（梁真鹏）

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 我很怀念
那些远去的报刊亭。

我所在的城市不大， 报刊亭星罗棋布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 这些报刊亭， 我几乎都去
过， 它们所在的地方， 也许我不知道叫什么
路，什么街，但是每一次我都会准确无误地找
到它们。

有些报刊亭，我是特意找过去的，可能是
因为这个报刊亭规模比较大，所销售的报纸、
杂志种类也比较多。 有些报刊亭，我是因为其
他事情路过偶尔看到，然后顺便过去看看，买
上一份报纸，或者是一本杂志的。 对我来说，
一个地方的饭店可以不去吃饭， 超市可以不

去购物，但是只要有报刊亭，我一定要过去看
看。

我相信我是报刊亭主人最喜欢的人之
一， 因为我几乎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报刊亭
里，总能找到我心爱的报纸或杂志。

那时候的报刊亭， 所售卖的报刊其实都
差不多，最靠外的位置，往往摆着一大摞《故
事会》《读者》《南方周末》 ……这些都是最受
读者欢迎的报刊，经常是上午刚摆出来，下午
就已经销售一空。

后面的简易书架上， 则摆放着像是 《当
代》《收获》《十月》等纯文学刊物。 作为一种相
对高端的纯文学读物， 它们的读者或许不是

那么多，却十分固定且稳定，这些杂志不愁卖
不出去。

不过也有一些报刊亭，经营者独具慧眼，
会订阅一些难得一见的刊物， 让读者刮目相
看。

居家附近曾经有一家报刊亭， 我自然就
是他的老主顾之一。 去的多了，和报刊亭主人
也就成了朋友。 有时候我出差几天，报刊亭主
人也会主动把我需要的报刊留好， 等我回来
拿。

按照报刊亭主人的话说，每家报刊亭，都
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读者。 我家门口的这家
报刊亭，有一位读者，来的不是很频繁，十天

半个月才来一次，但是每次来，他都会“拾到
篮子都是菜”，五花八门的报刊都要，既有通
俗读物，也有纯文学类的，最后抱着一大摞报
刊满载而归，像是抱着自己最珍爱的宝贝。

每次看到他抱着一大摞的报刊， 笑容满
面，步履坚定地回家，我都像是在欣赏一道动
人的风景。

这些分布在城市各处的报刊亭， 犹如城
市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地标，看似微不足道，却
用报刊的书香与文化的韵味， 装点着这座城
市， 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着精神食
粮，也抚慰着他们的心灵。

后来的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网络来
了，智能手机来了，信息爆炸了，短视频盛行
了，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曾经的报刊亭，
也逐渐“门前冷落车马稀”，乏人问津，直至消
失不见。

有些事物，虽然慢慢消失，却仍旧活在我
们的记忆里，曾经带给我们的温暖，一如远去
的报刊亭。

作家卢慧君是我的师姐， 我们都毕业于
安康农校，都改行做了教师。 在那个充满叛逆
和青春幻想的校园里，我们度过了 4 年时光。
农校是一个注重田野实验的学校， 也许是开
放的校园文化和与自然契合的教育方式，培
养出了自由灵动的思想，在作家的文章里，我
读到了奔走于大地、森林的不羁，也读到了静
坐花树下、独守一枝开的坚定，她以温暖和煦
的笔触， 记录着岁月芳华， 以清新细腻的文
字，铭刻着时光流逝。

山花草木、溪流河谷、陕南烟雨、校园生
活，似一卷卷画轴，看似漫不经心的书写，实
则是诗人情怀的流露。 师姐是爱花的人，一如
宗璞，她的文章里弥漫着花香，有紫薇、蔷薇、
迎春、玉兰、菜花、蜡梅，或是融融春日的一树
摇曳， 或是纷纷暮雪中的一庭傲然， 解读花
语，亦是解读人生。 师姐是通透的人，枯瘦的

梅枝携着春天的信息， 飘落的红叶带着随缘
的心境，洁白的油茶绽放着劳动的喜悦，她欣
赏着花的盛开，一个个文字沁出一瓣瓣花香，
你会从中读出一个热爱生活的倩影， 她永远
有少女的心，有懵懂的热情。 这使我想起农校
的校园，由于专业的原因，农校遍植绿树，教
学楼后的合欢树开出降落伞一样的花絮，实
验楼旁的蔷薇花带着令人惊讶的热情， 几十
亩的试验田，玉米挂满黄色的花絮，桑树结出
紫红色的果实.我们都是农学专业，免不了要
去参加劳动，时常接触到植物、土壤、昆虫，那
些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知识到了试验田里都变
成了活生生的标本。

几十年后，农校诗情画意的校园消失了，
而农校自由浪漫、 追求真知的精神留在了学
生心里。 在卢慧君的文章中，我读到了她写岚
皋实习的经历。 二十多年前，她到花里农技站

实习，去的第一天就哭了一场，实习期间在花
里乡政府机关食堂吃饭， 每天的饭食千篇一
律。 几十年后，师姐再去花里，这里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街道整齐， 政府功能齐
备。 回想当年我在岚皋佐龙农技站实习，遭遇
了和师姐差不多的情景，因为经济条件落后，
乡政府的饭菜经常无法下咽， 不到一个月时
间我就饿出了胃病。 山谷里肆虐的风，还常常
把放在阳台的铁锅吹落谷底。 几十年后，我去
佐龙中学做讲座， 发现整个佐龙镇变化特别
大，不仅吃到了非常好的饭菜，还感受到了佐
龙人的热情。 实习的那段时期，即使贫困，农
技站的夫妻俩还经常给我们这些学生开个小
灶，这种情谊弥足珍贵。

或许文学的最大意义就是唤起共鸣，让
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释放情绪，“相逢何必曾相
识” 的美感经常在阅读的时候出现，“落日故

人情”的契合也经常在阅读的时候生发。 当你
和作者一起回到过去， 那些细节如同生长的
根须抓住了你的内心， 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获
得了新生。 作品和人一样都是会生长的，因为
回望，才能实现我们成长的愿望。

在《寒橘柚》这部散文集里，卢慧君还写
了自己的校园生活，有处理学生矛盾的文章，
有记录教育心得的文章。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
没有经历过专业的教育培训， 而是以一种探
究人性的眼光， 一种实验者的态度去看待教
育。 在《孩子，改了就好》《修正复印件时别忘
了原件》《别让轻信冤枉人》等文章里，我读到
了一个教师的智慧与耐心， 她没有讲让人望
而生畏的教育理论， 而是以鲜活的事例告诉
我们，要善待孩子幼小的心灵，要妥善处理孩
子之间的矛盾。

读了这部书，我对卢慧君说，你的书适合
中学生读，主题积极向上，文笔细腻唯美，叙
写身边小事，皆有生活情趣。 卢慧君的书带着
人间温暖的烟火气息，适合下雨的日子，燃一
炷香，煮一壶茶来读，体味文字中的情愫。 “人
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书名如此，但我觉得
她笔端流露更多的是青橘挂满枝头的景象，
而不是瑟瑟秋风的凄冷。 这是可以取暖的书，
愿你我在人世间皆有偎依。

安康作家程根子先生的长篇小说 《石榴
花》，他所塑造的现代女性形象不断在脑海中
浮现，不由得想要梳理一番。

主人公石榴花从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
自然与众不同。 她自带光芒，率先垂范，以良
好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安身立命； 她心怀
宽广，大爱无疆，拥军爱军是她生命的魂；她
独当一面， 勇挑重担， 坚守一份纯真无悔的
爱，悉心照顾公婆和母亲；她能成人之美，收
养弃女， 不惜变卖家传珍宝为白血病女孩治
疗；她饱受磨难，却以惊人的毅力顽强拼搏、
永不服输，达观面对生活的磨难，最终走出了
一条精彩的人生之路，石榴花是倔强的，信守
承诺，忠于爱情，捍卫军婚，成为她生命中的
风景，生活中的光环；石榴花是幸运的，虽然
丈夫早早离她而去，但她不缺爱和温暖，来自

家庭、社会、朋友，那份温情始终将她包围，是
她有大爱，才有爱的回报。

小说所描绘的石榴花个性鲜明、 形象丰
满，为新时代农村女性树立了一个标杆，为和
谐的美丽乡村、法治的现代农村、幸福的乐居
农村，描画了一个楷模，也展示当代中国农村
女性良好的精神风貌。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
戏，而石榴花的形象不仅是村人学习的榜样，
更是一面镜子，所以《石榴花》这部书的社会
意义， 在于为新时代的女性树立的一个贤良
样板，并且是可复制、可学习和可实践的。

小说对于冯志美、贾凤等描写，反映了农
村弱势女性群体的处境。 在贾庆光、贾庆仁等
地痞流氓面前，她们选择忍辱、沉默，最后却
含悲自杀。 而石榴花的妹妹程盛艳，虽为一母
所生，但性格大为不同。 她“生性优雅而自恃

清高”，命运却一次次给她教训。 先后有柳海
明、贾庆光、冯志伟等追求者，也曾锒铛入狱，
出狱后竟打起了军功章和母亲陪嫁的五件传
世宝贝的主意。 经历了诸多教训，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终于在商海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
方向。 小说中的金满儿，美丽、沉稳，傲然独
立，但爱情却并非一帆风顺，初恋程盛东的错
失、偶像冯志立的别恋、再遇吴利宝的失望，
让这个多情的姑娘很是让人生怜。 石榴花在
她们之间，就是孝的代表、善的化身、爱的源
泉、勤的典范，堪称完美。 她善于化解矛盾、调
解冲突，她又能善解人意、以德报怨，她还能
不计小利、顾全大局，她就是新时代发展中能
够勇立潮头的女性形象。 时代需要更多的石
榴花，广袤的农村大舞台需要更多的石榴花，
小康路上的中国需要数以万计的石榴花！

小说中的石榴花，她是成功的，成功的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作者也是成
功的， 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农村自强女性的形
象；小说也是成功的，成功地为时代竖起一个
集美貌、贤惠、知书达礼的半边天典型。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
品。 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
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
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
思想共鸣的。 《石榴花》作为反映当代农村改革
巨变的长篇小说，能紧扣时代脉搏，以脱贫攻
坚为时代背景，歌颂共产党、讴歌新时代、树立
新典型，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石榴花》中用了不少篇幅去诠释程氏祖
训，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家风传承的重要性，
这也是现代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现
象，石榴花之所以优秀，与她受到良好的家风
熏陶、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可以相
信，《石榴花》能真正深入读者的精神世界、能
触及人的灵魂、能引起更多人的思想共鸣。 她
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一定会被更多读者
所接受、所喜爱，也一定能教化更多的女性自
立、自强、自爱，真正撑起社会的半边天！

由安康作家杨才琏、马伯友合著的 70 万
字长篇历史小说《蜀河口》，历时七载打磨，已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可喜可贺。

这部小说， 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透过烽烟滚滚的历史狼烟，向人们展示了
民国时期蜀河口那段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 。
著名作家 、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先生评价这
是一部 “乱世时期的古镇生活画卷 ，蜀河
口历史烽烟的壮美史诗 。 ”茅奖得主、中国
作协副主席陈彦评价“家乡情、家国爱是蜀河
口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与灵魂， 是咏唱历史
恒常演进与生命涌动不息的大地颂歌”；茅奖
得主徐则臣说“一部《蜀河口》，一段民族史，
是蜀河口灵魂与风貌的独特纪念。 ”著名评论
家李星说 “这是一部巴山蜀水两岸百姓的苦
难史， 又是一部劳动者英勇顽强的创造史和
奋斗史。 ”

蜀河口因埋葬周武王派遣西征的蜀王而
出名。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蜀河镇为全省仅
有的四个建制镇之一，有“小汉口”之美誉，为
兵家必争之地和商家必经之路，又有门户“金
三角”之称谓。 我曾在蜀河镇工作，小说里汩
汩滔滔奔涌而出的陈年往事、 传承的商业秘
诀 ，时有所闻 ，读 《蜀河口 》有熟悉的家乡味
道， 书中承载的那段沧桑岁月如梦如幻的画
面萦绕在脑海里。

这是一部汉江航运兴衰史。 3000 里汉江
数千年中，作者只截取了民国战乱期间说事，
一段苦难的汉江航运史。 民国时期，几位重量
级历史人物，在《蜀河口》中悉数登场亮相：陈
树藩、李梦彪、张宝麟、吴新田、张维玺、王文
玉、王光宗、张北鲲、张玉墀等，陕南城头变幻
大王旗。 期间，还有江湖大盗过江龙、劫匪翁
大田，亦官亦匪熊亭义、乱杀无辜的军阀张北
鲲、狐假虎威的钱正彦，他们祸害一方、人神

共愤。 军阀、土匪和地方民团，逐鹿江湖抢占
地盘，狼烟四起鸡犬不宁，航道上层层设卡，
处处盘剥，劫船掠货，民不聊生。 过去千盏桅
杆，万家灯火的蜀河码头，变成了月明星稀，
灯火阑珊。 曾经白帆如云的繁忙汉江航运，只
剩下一江幽怨清水。

《蜀河口》是一部民族融合演进史。 小说
展示了蜀河古镇曾经汇通四海、经纬八方、商
贾云集的盛景： 山西的祁瑞兴、 湖北的正大
恒、河南的周复兴、关中的恒玉公、江西的廖
福春、湖南的符炳林、回帮的源茂号、鸿茂号
以及本地的八大商会、 六十九旺铺等， 有道
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密切活动，有汉
族、回族、维吾尔族的多民族交织，有黄帮、回
帮、赣帮、武帮、徽帮等多路商贾驻扎。 生意场
上相互倾轧， 明争暗抢， 生活中人仍世代相
处，兼容并蓄，达济天下。 由此形成了当今南
北交融、秦楚交汇、东西荟萃的多元文化，使
这里既有三秦文化、中原文化的特征，又有巴
蜀文化、 秦楚文化的基因， 还有羌文化的影
响；其语系既有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
话的形态，其中祠堂文化、汉水文化、航运文
化淋漓尽致地承载着当年繁华的汉江航运历
史记忆， 在这个自然景观轴和历史文化轴的
重叠线上，至今留存着“黄州馆”“江西馆”“武
昌馆”“万寿宫”“杨泗庙”“三义庙”“清真寺”
“火神庙”等众多恢宏大气的人文景观，向世
人宣示着这里民族大融合曾经有的灿烂辉
煌。

《蜀河口》是一部咏唱历史恒常演进与生
命涌动不息的大地颂歌。 作品中散发着浓烈
甘甜的故乡情怀，浸透着深情的赤子之心。 书
中蜀河古镇的街巷、黑沟桥、甜水井是不可更
改的历史坐标。 马家坡、碾子沟、金子沟，三官
殿、晏家庄、象鼻湾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时

时唤醒人们对古风古镇的怀旧与留恋。
《蜀河口》是一部地域文化的民俗史。 恰

如其分地使用了犹如珍珠般散落在井巷之中
的方言俚语，朗朗上口、乡音乡愁意犹未尽，
袅袅不散。 作品中民间社火“烧狮子”描写地
酣畅淋漓： 大王庄地主陶老爷与蜀河口的财
主柳东家豪赌 “烧狮子”，“只见金花万树，红
彤彤一片火光，期间神狮数只，起舞蹁跹，直
似老君倒了炼丹炉，金睛兽过了火焰山。 ”将
“元宵节社火”推向高潮。

风景如画的汉江与船工被描写得惟妙惟
肖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雪天
的汉江似一条碧链，九曲回肠，在银白的丛山
之中缠绕，两岸崇山怪林如魅，顶着朵朵白蘑
菇似的向身后倒退而去，积雪的山顶，似白头
翁一般安坐在两岸”“清晨汉江上的水雾一退
三进，迟迟不愿消去，江风一吹，它逃向东边，
逃向西边，调皮得像个孩子”……船为家，商
为业，水为命，鱼米之乡。 逆水行舟，纤夫用尽
全力一字一字蹦出的闷雷一般的号子声，让
人揪心。 涉足险滩 “全靠纤夫一双脚，千百年
来，不知磨烂了多少脚板，磨破了多少肩背，
丧失了几多性命。 不看别的，但看那沿途岩石
上一道道深深勒痕 ， 便知这纤夫的艰难之
处。 ”

作品中的特色饮食清香四溢。 鸿升楼的
回汉八大件，“班代”屠宰户的鲜羊肉，甜水井
的菜豆腐，老农家的两掺面、浆水面、豆腐条、
麻叶子、七花子、油饼子，集中展示了传承至
今的蜀河口饮食文化。

《蜀河口》 是一部秦巴子民的苦难史，作
品直击苛捐杂税重负压榨下，商业凋零惨淡，
百姓生活艰辛和无助与挣扎； 整部小说是一
部惩恶扬善的正气史， 在揭露民国历史中的
假丑恶和讴歌推进社会进步的真善美方面，

主题鲜明，站位不凡。 故事中急公好义的航会
会长陈六爷，勇敢担当的陈三儿、嫉恶如仇的
镖局会长吉运昌、 精明耿直的回帮首领马兆
武、豪气冲天的孙长林、抱打不平的二太爷、
心善重义的田守功等都是弘扬正气的血性
人物 ，让作品徐徐散发出一种气贯长虹的
凛然正气 。当然 ，让作品光芒四射的 ，还是
隐藏在故事链条中一条救国救民的红色
暗线 ：在跌宕起伏的军阀混战 、商场鏖战 、
情场暗战中，若隐若现的小董郎中、陈三儿、
二太爷、 马兆武以及鄂北农民自卫军项成荣
等，他们带着“不分贵贱，人人平等，没有恃强
凌弱，没有贫寒疾苦”的理想追求，以秘密共
产党员的身份，播撒着共产主义的星火，践行
者共产党人的诺言，通过言传身教，引导蜀河
口的劳苦大众加入红色阵营， 去推翻万恶的
旧社会。

作品在增强趣味性和可读性方面也下足
了功夫。 描写的“王八程的暗门子、杨泗爷的
赌场、栗麻子的大烟馆、黄州馆的戏楼子”除
了主线人物外， 陆陆续续粉墨登场的三岔河
富甲一方的杨牡丹、 黑沟甜水井的林家麻名
泼妇母夜叉、豆腐西施包玲儿、贤惠孝义的徐
兰芝、杨泗庙看门老头瘸子李、老婆偷人的吕
秃子、放高利贷的于拔毛、陶文章的麻迷媳妇
陶吕氏、时来运转的景玉、见利忘义的索县长
等等， 让作品更加灵动与饱满， 人物个性鲜
明，神气活现。

这部优秀之作， 是献给曾经多灾多难的
蜀河人民的精神大餐， 是歌唱无数汉江儿女
的激情赞歌。 作者用厚重的古典文学素养进
行结构归纳和创作， 用现代汉语字词句段激
情表达，彰显出深厚的文学功底。 如今的蜀河
镇，不负大家的热血期待，在新时代，成为当
今名副其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读书 时光

作家 感悟

安康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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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与半棵树》

《星空与半棵树》
是一部 2023 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
书， 作者是茅盾文学
获奖者陈彦。 该小说
凝聚着作家经年累月
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哲
学。

在地球这颗宇宙
微尘上， 一个大雪之
夜， 猫头鹰一声接着
一声地鸣叫提醒着村
庄的人们即将发生巨
变， 坐落在秦岭大山
深处的北斗镇北斗
村， 一棵长在两家地

畔子中间的百年老树被偷， 旋即引发数个人物之间
的矛盾冲突……斗转星移，人事更替，半棵树事件滚
雪球一样，将各色人物、多个家庭、众多事件牵连其
中，揭开了十余年间基层社会的复杂面相，广涉乡村
具体的山川地貌、人情物理、众生万象，以及经济形
态和文化观念等丰富复杂的内容， 展示出植根于传
统文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进而以中国式的审
美表达方式表征人与自然这一现时代人类的共同命
题，形成了这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生态主义和荒
诞主义多重合奏的磅礴交响史诗。

有评论家评价《星空与半棵树》：“此为全书极为
重要的一笔， 乃是种种矛盾种种问题多个层面复杂
交织之后最具观念和现实意涵的重要选择。 ”缠绕在
“星空”与“半棵树”上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此时
徐徐舒展开了， 开始沿着具有整体性的生态观念向
未来延伸，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触角相互勾连，带
领人类重新思考“自然”的命运。

（黎明智）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古籍原来这么
好看》一书，近日由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
行。 本书用轻松诙谐
的语言， 生动讲解了
古籍基础知识和阅读
古籍的方法技巧 ，化
繁为简，可谓“极简古
籍入门攻略”。大浪淘
沙后，经典永流传。中
华古籍带着历史的厚
重一路走来， 表现出
非常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 无论从记载其上
的文字， 还是从印烙
其中的精神， 都能读
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传

统和文化积淀， 从中可以充分汲取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内篇为“古籍通例”，讲述了古籍的目录、校勘、
版本、避讳、辨伪等基础知识；外篇为“子曰诗云”，介
绍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源流及 30 余部经典著
作，如《诗经》《史记》《孟子》《山海经》等。 内、外篇共
53 个小专题经纬交错，覆盖阅读古籍可能碰到的各
类问题。 此外，在正文之外，每个专题的文末均附有
“小贴士”，介绍与专题相关的专业、经典、可读性强
的研究著作，供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阅读，起到提供
桥梁的作用。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一书采用与古籍呼应的
“裸背锁线”装帧方式，仿古的同时方便读者平铺打
开；在内文加入“祥云”“画像石”等元素，突出中国古
典韵味；封皮选取古朴、典雅的中国传统色，在封面
“书脑”一侧还有一些纹路装饰，使本书虽非线装，却
饶有古籍线装书的味道。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是熊建讲给大众的古籍知
识和典故，都是专业、准确、经典的，书中所举的例子
广泛而典型，足以让读者对中国古籍有全面、系统的
认知。作者把一个门槛如此高的领域的书，写得对于
读者来说非常友好，宛若时代的靓丽浪花，顺应时代
潮流扑面而来。 作者将丰厚的学养和修养贯通成简
白晓畅的文字惠及读者， 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典
籍的庞大命题写出了趣味性。

（高桂琴）

《在人间》

好书可取暖 莫如常偎依
□ 王娅莉

江河滔滔的古镇画卷 烽烟滚滚的壮美史诗
———品读长篇历史小说《蜀河口》

□ 丁天

远去的报刊亭
□ 苑广阔

撑起女性自立自强自爱的半边天
□ 肖正银

作家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