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河南省驻马店
市汝南县老君庙镇闫
寨村小郭庄的淘气少
年到普林斯顿大学终
身教授，再到致力于培
养科技人才的教育工
作者，施一公在自我成
长之路上从未停下脚
步。

2008 年 ， 正处于
事业上升期的施一公
放弃美国终身教职，全
职回母校清华大学发
展生命学科，在海内外
引起极大关注。 他后来
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

职务，全力创办西湖大学。 他在 56 年的人生历程中，
总是做出让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抉择。 是什么促使他
一次次突破自我？ 如何发挥理想的力量，实现人生理
想的路径又是什么？ 相信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
案。

这是一本关于成长 、求学 、教育 、家庭 、友谊 、理
想之书，既写给自己 ，也写给教育科研工作者 ，更是
写给青年学子，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步履不停，共同
前行。在《自我突围》中，施一公院士回顾了与多位学
术前辈、同事的情谊。 他讲述了与亦师亦友的杨振宁
先生交流、相处的往事，感受到大师级科学家的关爱
与帮助， 更体现出杨振宁先生对于科学家精神传承
的期冀。 作为教育工作者，他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呼
吁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科学研
究中没有绝对的真理， 只有不断改进的人类对自然
的认识。

《自我突围》是施一公院士的首部作品，这本书写
给教育科研工作者，写给青年学子，在追求理想的道
路上步履不停，共同前行。 该书汇集了施一公的 50 多
篇文章，包括童年与父亲、爷爷的故事，出国留学时在
中餐馆打工的经历，与儿女相处的趣事，和杨振宁、饶
毅等的师友情谊，还有“我们为什么上大学？ ”“‘起跑
线’重要吗？ ”等育人之思和“中美两国科学之我见”等
科教心得。 本书首次公开 40 张珍贵私人照片，横跨 50
多年个人成长之路：1972 年至 2022 年，完整记录了他
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走过的每一步。

（高桂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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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边 书

周平松的散文集《瓦房店记》终于出版
了，这虽说是一本薄薄的集子，但它凝聚了
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的虔诚与梦想。 他用清
纯的文字，浓烈的情感，将一份对故乡的挚
爱诗意般描绘出来，文章虽短，却含蓄内敛，
细品宛如佳茗入口，舌齿生香。

散文集《瓦房店记》是以一篇文章作为书
名的，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篇文
章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和荣誉，更大的意义则在
于，他坚定了平松对文学的信心和憧憬。 事实
也正是如此，这篇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作
品”副刊上的美文———《瓦房店记》，它确实为
初出茅庐的周平松， 赚来了满盆满钵的美誉。
我曾私下以为，外来名家写紫阳的，至今难以
越过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那篇《紫阳城记》。 那
么本土文人写紫阳的呢，细数起来也有好几十
篇，但与《瓦房店记》相比较，还是逊色不少。

但并不是所有上了 《人民日报 》的文章
都能让人记住，好文章犹如好口碑，它是与
时间一同被延续的，就像《紫阳城记》，紫阳
人说到贾平凹先生， 就会提及那篇文章，那
种溢于言表的自豪，不亚于对一个英雄的崇
敬和仰望。 平松先生的《瓦房店记》，倘若放
在另一位名家身上，自然就可以与平凹先生
的《紫阳城记》，作等量齐观了。 其实，抛开各
自的身份不论，单就两篇文章来看，应该说

是各有千秋，各有风韵特色。平松是地道的瓦
房店人，熟悉瓦房店、了解瓦房店这是他的优
势，但优势利用不好，又可能成为他的绑缚，
成为视野限制的屏障， 好在平松没有囿于其
中，他是不自觉地跳出了圈子，完全是一副信
步闲庭的心态、看花赏景的心态。他的文章的
取法，你能依稀感觉到有沈从文《边城》的味
道，林语堂、周作人等闲适小品的味道，但又
都不是，他搅拌了他们、中和了他们美文佳作
的优点。一句话，他将这些吸收的营养统统化
在了自己的优美文字里，于是，《瓦房店记》便
与当下紫阳文人写紫阳就有了显著的不同，
它的超越是本质的超越，更具体一点，则是文
化的超越、 历史纵深感的超越。 平松在他的
《瓦房店记》中，文字的优雅已初露端倪，它那
表现在叙述中的绵密的针脚， 以及精致的带

有画卷般的历史回放，的确带给人一种难以
抹杀的美妙：

古镇依山傍水，镇北是茶山，千亩茶园漫
山遍野，氤氲着山水的灵气，佳山美水自古以
来就是贡茶的产地。 各会馆散落山梁，簇拥
着泰山庙，山上山下有小巷与镇街相通，惟有
武昌馆伴在山下瓦房沟旁，真是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 每到金秋，会馆里数十棵丹桂，都有
几人合围，熏得满镇飘香。

平松笔下的美是浸透在历史的况味中
的， 有况味的文字当然就有了一种厚实的感
觉。 同时也不难看出，平松的文字中对小说
叙事的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它不仅鲜活了文
字，且在不经意中呈现了一幅沧桑悲壮的人
物雕塑：

水手们往来任河上下，学得一身浪里白

条的本事。性情也极为豪爽。七百里河道水流
湍急处十之八九。 这些苦人儿过着简单而快
乐的生活。他们冲波斩浪逆流而上，要把一船
船山货送到川蜀途中， 往往还要充当纤夫角
色，在湍陡浪高的地方，伛偻了身子，扣着纤
绳，攀爬在古栈道上。 年去岁来。 相偎相依的
只有那船。

酣畅淋漓的文字中， 却又回荡着气壮山
河的豪放，它像镌刻在石头上的字符，人触摸
到的除了刺痛，还有一种岁月的糙粝……

《瓦房店记》之后，平松一发而不可收，他
陆续发表了很多质量不菲的散文佳品，如《野
叫叫儿》《母亲做的茶》《和渣清香》《屋顶上的
树》……这些散文都延续了《瓦房店记》的风
格，但行文上更趋于稳健。 平松的散文，大多
是慢工出细活的作品，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
至情至性之作，不草率、不敷衍，可读性强。在
安康，他没有被太多的人注意，但金子总有发
光的时候，我相信平松！

散文集《瓦房店记》，是平松近十年散文
创作的一个总汇， 它相对全面地反映了平松
的创作历程。 在这部 15 万字的作品中，我们
能深切感受到一个赤子的爱， 这份爱在故乡
的烟火中缠绕、交融，这是超越文字的朴实。
如此， 这本书在我们的阅读中它的厚度自然
会渐渐增高。

杜光辉 40 年前在
安康大巴山深处的小
火车站开始文学起步，
多年的业余时间全部
用于读书写作。 在杜光
辉真挚的话语中，感受
着这位来自安康籍著
名作家 “闯海南人”热
忱的爱，以及数十年来
笔耕不辍，不断带给读
者新惊喜。 著名评论家
雷达称其是“中国文坛
的劳动模范”。

在其散文集《都是
人生 》中 ，著名作家杜
光辉坦言，他从事文学

创作中，重点以小说创作为主，但多年来确实想多尝
试不同的文学体裁，将自己所想尽数表达，寻找更多
的共鸣。 早在安康的小车站，他已创作了散文集，选了
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大量购买并阅读名家散文集，
研究他们的创作风格，寻找自己散文写作的道路。

《都是人生 》 作为华语文坛百年名家散文自选
集，共收录《读书：对抗抛弃的坚盾 》《感激苦难 》《消
失的村庄》等 35 篇散文。 全书分为思睿篇、观通篇、
桑梓篇、敦善篇 、琼崖篇五辑 ，内容涵盖社会 、历史 、
现实等多个领域。 作者以一种沉实厚重的目光审视
人生 ，情感独特 ，思想深刻 ，充满了朴素的人文主义
关怀。 洋洋洒洒的文字中细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对
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比比皆是触动心扉的文
字。

杜光辉，国家一级作家。 迄今有 6 部长篇小说出
版———“高原三部曲”（《大车帮》《可可西里狼》《大高
原》）及《涌动的糨糊》《闯海南》《适天石》；曾获“辽宁
省期刊优秀作品奖”“全国铁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
年奖”“南海文艺奖”等 29 次文学创作奖。

（任雪姣）

《都是人生》

《自我突围》

《层叠的印象》

石泉作家刘培英女士有着医生和作家的
双重身份，在她新近问世的长篇小说《高高山
上一树槐》的创作中，自然地将医生的仁爱之
心与文学的想象巧妙结合起来，在实际的现
实与虚构的现实中寻求艺术的叙事路径，在
隐喻与伤痛中进行文学的反思和呈现。

“高高山上一树槐”的隐喻性

“高高山上一树槐” 取自于陕南地方民
歌，在小说中出现频次较高，据不完全统计大
概 4 次， 其中 3 次是在讲述小说主要人物的
凄美爱情故事时出现， 第 4 次是在小说的结
尾处。 可以说“高高山上一树槐”是贯穿小说
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读者探索小说主题的
一个关键点，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具有
很强的隐喻性。 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歌词
内容：“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
问女儿望么子，奴望槐花几时开。”语言质朴、
简洁，情感细腻、真挚，充满了诗情画意，通过
情景化的描述表现了女子对情郎的期盼，对
美好爱情的期待，但情感基调伴有淡淡的哀
怨与凄婉。 民歌的大量引用，将民俗、民情、
民生天然地融为一体，委婉、真切在而富于乐
感，使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性和民间性，恰
到好处地控制了小说的行进节奏。 小说《高
高山上一树槐》共 21 个章节 26 万字，它将笔
触伸向了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

我国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史， 通过讲述妇产
科医生、计划生育干部云丹凝、田桂枝，农家
妇女桃花、喜儿等秦巴山女人的悲苦经历，反
映了特殊时代女性的无奈处境和不幸遭遇。
虽然小说围绕计划生育而写， 但始终在生活
场景的流转、人事的变幻中，透视并呈现出对
女性命运的关注，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从这个
角度讲，《高高山上一树槐》 包含了作者对生
命的思考，对秦巴山女性命运的关注。正如小
说《自序》中所言：“山里女人的坚毅、吃苦耐
劳、生命力的顽强、对极端苦难的承受、对爱
情的追求、对家庭的爱、忠诚奉献、极端负责
任的精神，以及为了孕育生命、繁衍生命的那
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精神，那么的拼命，那样
的智慧，令我永生难忘、魂牵梦萦……她们是
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

秦巴自然环境的淋漓尽现

在《高高山上一树槐》中不乏对秦巴自然
美景的展现，如开篇对鹞子岩的介绍：“盛夏，
红彤彤的夕阳像一张圆圆的婴儿脸庞俯贴在
山巅， 给山山卯卯都镀上了一层彩缎般的金
色，伴随着鸟儿归巢的清脆鸣叫声，生产队里
干活儿的社员们快收工了。一座险峻的大山，
像一头飞腾的雄狮，高耸入云。 ”第三章中汉
江夜景的描绘：“天边好似火烧云， 山花翠林
尽染，上下的船只披着金光，扯起的白帆如晚

霞般灿烂，落霞与倦鸟齐飞，蝉声波涛汹涌。”
作者善于叠词 “一串串”“一簇簇”“红彤彤”
“金灿灿”，也好用比喻“像一头飞腾的雄狮”
“好似火烧云”等，不仅朗朗上口，且栩栩如
生， 富有画面感， 有利于触动读者的感官世
界。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文学如何立心》中
强调：“在作品中, 作家必须向我们呈现一个
活跃的感官世界。 好的散文,往往能使我们感
受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
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
在他们的作品,看到花的开放、田野的颜色,听
到鸟的鸣叫,人心的呢喃,甚至能够闻到气息,
尝到味道”同时，他指出：“现在的小说为何单
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忙于讲故事，对物质世
界、感官世界的忽略。 ”在《高高山上一树槐》
中， 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感官
世界，让读者在品读人物故事的同时，领略了
秦巴山区的自然之美。

关于生命的文学叙事

《高高山上一树槐》以计划生育为题材，是
一部关于生命的文学作品，选材具有独特的社
会意义。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曾经是
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减少的有限资源
之间矛盾最有效、最便捷的可行性选择，具有
十分的必要性。 我们说生命是伟大的，是至高
无上的，之所以伟大、至高无上，那是源于孕育

生命、繁衍生命的弥足珍贵。然而在《高高山上
一树槐》中我们看到了因为诞育生命而遭受摧
残折磨的桂花、月月等，他们被赋予了传统伦
理中的工具理性，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2004
年，美国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文化创伤理
论” 中指出：“当个人和群体经历了可怕的事
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
永久的记忆并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
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文学叙事如何把这种
创伤表达，并得到群体性认同是值得作家深思
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刘培英的《高高山上一树
槐》可以借鉴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莫
言的《蛙》。这两部小说共同将选题锁定在了计
划生育国策在农村的落地过程，既反映了乡村
医疗环境的落后，又揭露了特殊时期人性的畸
变，成功塑造了脑膜炎医生万泉和与“一手芬
芳，一手腥臭” 的妇科医生姑姑形象，成为中
国当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高高山上一树槐》
中主要人物也是乡村妇科医生，也是计划生育
政策的执行大使，在小说中也多次反映农村医
疗水平的滞后， 民众医学生理常识的匮乏，以
及一系列荒唐无知的言行，尤其是在人物塑造
上，不仅要表现他们在执行国家政策过程中的
坚决，对女性生存的关注，还要表达其内心的
矛盾与复杂。因为医者仁心，特别是作为女性，
作为母亲，在面对遏制新生命的诞生时那种内
心的挣扎矛盾，这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
真实、丰满。

关注平利县作家、县文联主席王建春的小说已
经很久了，这么说吧，网络还不发达、手机还没有普
及的时候，我就在《安康日报》读过他的小小说。 那
时候是零碎式、消遣式的阅读，没有系统地去慢读
细研，但不管怎么读，我得承认建春先生的小说，给
我带来了一段美好的快乐时光。

当今天带着审视探究的目光，再次阅读王建春
的系列小说时， 阅读欲望被他设置构思的人物、富
有个性的语言、独具匠心的故事、升腾跌宕的情节
所点燃。 吸引我的不光是他的叙事风格，更有透过
他对人物白描式的刻画，以及准确把握人物内心活
动的轨迹，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窥视活跃
在小说里的各色人物身上所折射的闪光点，这些闪
光点在切入生活任何一个横断面、 纵深处的时候，
无论是干部、平头百姓，还是懵懂的孩童等等，他们
给我们的社会的生活所带来的震撼人心、触及灵魂
的力量，常常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扼腕感叹！

小小说《谎言》以脱贫攻坚为大背景，讲的是动
员智障老人栓娃子看病、住敬老院养老的事，道出
了扶贫干部徐明人性化的工作，以及家人情感上的
配合和支持。 小说语言风趣幽默，恰当的口语化运
用，一下子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中徐明、栓娃子及徐
明妻儿的距离，给人一种无障碍阅读的快感。 小说
对栓娃子这个人物的刻画非常成功，很显然，作者
抓住了栓娃子带有几分傻气却又孝顺父母的个性
特征，叫人对这个弱势人物生出既爱又怜的悲悯情
怀。 小说充盈出积极进取、向着阳光前行的正能量，
给基层干部们提供了徐明式的工作范本。

王建春擅长在小说中抓住每一个角色的特征，
来塑造他的人物个性。 他常常让这些人物在各自
的生活环境 、成长年代 、不同年龄段 ，说出符合各

自身份的话语 ，他小说中的人物 ，个个血肉丰满 ，
骨骼硬朗，独具气象。 小小说《灵灵吃橘子》属于儿
童小说，简单得就是吃橘子这件事，但抓住了儿童
心理，通过母子对话，把妈妈对儿子的启蒙教育描
述得细致入微。 妈妈教儿子讲从小不能自己一人
独占， 要与大家共同分享的道理，“橘子圆， 橘子
甜，你一瓣，我一瓣，一人一瓣吃得欢。 ”通过逗趣，
说橘子长出那么多橘瓣不光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
让大家分着吃 ，让儿子领悟 ，做人不能太自私 ，要
互敬互爱。

熟悉生活，提炼生活，艺术地呈现生活中触动
灵魂的元素，在王建春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施展，让熟悉身边芸芸众生、人生百态的人，在
读到他笔下描绘的人物时，不由自主地会“对号入
座”， 仿佛他书中的人物在某个街口、 某个乡村院
落、某条曲曲弯弯的小路上与我们擦肩而过。

防疫题材小说《督察》，讲的是副镇长大茂与柳
镇长驱车到达各村去督察疫情防控落实这件事，作
品没有直接落笔叙述疫情的紧迫性与严重性，而是
用一辆督察车辆为针头，用所见所闻为丝线，不忘
向村民灌输疫情防控知识等等细节穿针引线，叫人
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上下一心防疫情、众志成城打好
疫情阻击战的浓烈氛围。 我们在宽松愉悦、深情款
款地铺陈中，无时无刻不感慨乡镇干部与基层百姓
建立的亲密无间、休戚与共的鱼水情谊。 小说中没
有豪言壮语，有的是日常琐碎中碰到的丁丁点点的
细枝末节。 譬如张婶热情地同大茂和柳镇长打招
呼， 歪起头笑眯眯地说：“你们戴着口罩， 我也认
得。 ”就这简单的一句话，它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量
是巨大的。 由此可见，这种亲密的干群关系，是干部
和百姓朝夕相处、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唯有真正

做到了生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间，时刻关心百姓的
冷暖，随时随地解决百姓困难，才会让老百姓刻骨
铭心、终生难忘。

平和的语言，流畅的叙事，无疑增添了读者与
人物的紧密联系，读来亲切感人。 阅读《交警高峰》，
我深深被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交警高峰所吸引。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高
峰在交通执勤中为百姓所作的好事实事，但正是这
些或惊险或平淡的故事， 像一串五彩斑斓的珠玑，
串起了一个璀璨夺目的光环，这光环照射出高峰矮
小中的高大、普通中的不凡。

小说《鲤儿》是拟人化写作，以主人公“鲤儿”这
条小鲤鱼的口吻和视觉，叙述了“鲤儿”与爸妈一家
人的遭遇， 揭示了环境污染给江河湖海带来的污
染，给一切生物包括鱼类带来的灾难，导致大批鱼
类被迫迁徙。 在迁徙途中，依然有毒害鱼、垂钓鱼的
事件发生，最终，“鲤儿”爸爸为了保护孩子，明知不
为而为之，用自己最后的犯险，得到一条鲜嫩的蚯
蚓，解决“鲤儿”和母亲的饥饿，自己却成了人家俘
虏囊中物。 小说顺势赞颂了人们对汉江河流保护管
理取得的成就，赞美汉水之滨的安康是一座宜居宜
业城市，这与干净清爽、绿水剔透、草木繁茂、百鸟
合鸣、优美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全方位诠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赏读了王建春的好几篇小说作品后， 掩卷之
余，受益多多。 他在多年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形成了
自己鲜明、成熟的创作风格，其作品语言朗朗上口，
画面感强，可圈可点的地方多。 希望作家不断深入
生活、体验生活，多多挖掘和发现新时代中涌现出
的典型人物，为人民群众不断创作出更多脍炙人口
的佳作。

8 月 25 日晚，在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道
尤李社区龙港小区的党群服务驿站内， 十几
名居民正在新设立的图书角阅读书籍， 这个
图书角是由小区居民提出、 共同捐书并管理
的“共享图书角”。

现在的居民小区越来越大， 小区内部或
周边的各类商业服务场所、 设施也越来越齐
备， 为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小区内外的基础设
施、商业场所，主要满足的是小区居民物质生
活方面的需求，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却被

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更加凸显出武汉

市洪山区这个小区 “共享图书角” 的难能可
贵。在这个或许简易，但是却因为弥漫着书香
而让人倍感温馨的地方， 小区居民可以安静
地阅读，也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开展读书活动，
以及书法比赛、演讲比赛等等。而这样的一方
书香之地，不但满足了小区居民阅读图书、学
习文化的需要， 同时也是推动小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当越来越多
喜欢读书的小区居民在“共享图书角”相遇，

相识，也会促进小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有利于小区自治工作的开展。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绝大多数的城
市居民，都处于“小区化生活”的状态，所以推
进小区精神文化建设， 也是建设和谐小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期待着
每一个居民小区， 都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共享图书角”，或者是有一个图书阅览室。

最关键的是， 拥有这样一个 “共享图书
角”并不是一件门槛多么高，多么难以实现的
事情。就以武汉洪山区的这个小区为例，小区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物业公司主动让出办公
场所，为小区建设了党群服务驿站、幸福食堂
以及乒乓球场地。 而“共享图书角”就设立在
党群服务驿站内。而对于大多数的小区来说，
都能够找到这样的闲置房屋， 或者是充分利
用物业办公场地，开辟“共享图书角”。

而“共享图书角”的图书，可以鼓励一些
单位、机构或市民个人捐赠，也可以倡导本小
区的居民捐赠。 尤其是对于家里有很多藏书
的小区居民来说， 把闲置不看的图书拿出来
供大家共享阅读， 既可以给自家书柜腾出更
多的地方， 同时也是文化资源的一种有效利
用，可以说一举多得。

而伴随着小区“共享图书角”得到越来越
多小区居民的认可，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可以
由单纯地提供阅读服务， 变为可以为小区居
民开展更多的文化活动， 包括为建设小区出
谋划策的征文比赛， 也包括各类节庆活动的
书法比赛等等， 都可以极大丰富小区居民的
业余文化生活， 同时也为小区居民的沟通交
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隐喻与伤痛中的文学回眸
□ 侯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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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小区都有一个“共享图书角”
□ 苑广阔

诗意般描绘故乡的挚爱
□ 碧水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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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紫阳散文作
家张斌的散文集 《层叠
的印象 》， 由太白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
主要基调是书写生活
的丰富多彩以及个人
对人性和命运的洞察 、
理解和追问 。 分怀想 、
屐痕 、行走 、序跋 4 个
专辑计 47 篇文 章 ，18
万字 。 其中 《深山觅古
建 》 《祖父从档案中爬
起来 》等文章或通过物
像 ， 或通过鲜活的人
物，描述了时代的变迁
和普通人命运的曲折 ，

历史的苍凉和深邃之感跃然纸上 。 《草木陪伴的童
年》《奶茶随着岁月飘香》等又以优美的笔调，把作者
少年时代的边疆生活写得豪迈洒脱， 形神具备；《打
鼠小记》《长假小记》等用笔触动最真实的生活，即写
出生活的情趣，又展示生活的温馨，把丰富多彩的生
活层层叠叠的奉献给读者，

张斌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作协会员。
在省市各类报刊发表散文作品约一百余万字， 多篇散
文作品被选入高考或中考模拟阅读试题。已出版《天外
的村落》《岁月的回声》 两部散文集。 作者当过乡镇干
部、下海经商十余年后，又重回体制内从事史志编纂工
作。即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又具备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渊
博的知识。 《层叠的印象》以独特的视角，丰厚的艺术表
现力把个人对生活的感悟， 对历史和人性的追问奉献
给读者。

（梁真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