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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感悟 追寻秦巴文学的新曙光
□ 杜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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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位于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连江
社区的多家咖啡馆、茶室里发现，几家店里均
设置了不同风格的书架，书架上摆放了文学、
励志等各类书籍，这些“一米书屋”的进驻，获
得顾客和周边市民的一致点赞。

阅读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次，无须再赘言，毕竟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
对于整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生存和
发展，都离不开阅读。 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如何引导更多人爱上阅读，喜欢阅读，并
且拿出书本，真正参与阅读。

不得不说， 近年来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一
直难如人意。虽然背后的原因很多样，也很复
杂，但是短视频的兴起，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网
络游戏，社交媒体等等，确实在客观上占用了
现代人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那么在一个人精

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能够分配给阅读书
籍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 这显然不是一种好
现象，我们并不是说不能浏览短视频，不能玩
手机游戏，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只是希望能够
相对地增加阅读的时间， 毕竟阅读才会让我
们变得更加文明，更有内涵和深度，这是各种
网络短视频和游戏所无法给予我们的。

为了倡导全民阅读， 让更多人参与阅读
活动中来，其中一个积极有效的方式，就是给
市民群众营造出一个便于阅读， 也利于阅读
的环境和空间。这也是当地有关部门，近年来
积极推动“一米书屋”项目在各个公共场所落
地的原因和目的所在。 “一米书屋”项目对辖
区内的平安驿站、咖啡厅、甜品店等场所进行
改造， 根据进驻场所的装修风格设置不同风
格的书架,摆放书籍,供市民休闲阅读。

所谓“一米书屋”，顾名思义，就是在遴选
出的公共空间一平方米左右的方寸天地里，
设置书架， 摆放书籍， 为在这些公共场所消
费、活动的人提供阅读上的便利。通过在这些
公共场所设置书柜放置书籍， 为市民群众提
供触手可及的阅读空间。旨在深化全民阅读，
培育和弘扬全民阅读良好风尚。 希望通过这
个小切口，鼓励和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

而之所以选择咖啡店、甜品店来设置“一
米书屋”，则是因为这些场所均具有较高的市
民接触率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让市民群众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轻松接触到阅读资源， 享受
到阅读的乐趣和益处。 在日常消费中我们也
都知道，不管是去咖啡店喝咖啡，还是去甜品
店吃甜品，我们其实都不仅仅是在喝咖啡，吃
甜品，更是一种消遣，所以我们停留的时间会

比较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有图书为
伴，顺便读上几篇文章，无疑等于是让这种消
遣多了另外一种收获。

短则几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或许无法读完一整本书， 但是哪怕我们只读
了几篇文章，也是一种收获，是一种文化素养
上的提升。 更何况，在“一米书屋”摆放的图
书，市民既可现场阅读，也可借阅回家阅读，
同时又可以向他人推荐书籍， 形成良好的阅
读互动。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很适合自
己，对自己很有启发意义，也可以按图索骥，
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以后继续阅读。

“一米书屋”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优质
的服务，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促进了
社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为推动全民阅读和建
设文明城市发挥积极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岚河两岸的银杏树叶黄了，银杏果也黄
了。 又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

张永华先生又出新书。 付梓之际，他要
我为新书写点文字。 凭着我和他的熟稔，我
是难以推辞这活的；但笔力不逮，又思忖觉得
不够胜任的。 因为，张老先生的这部新书是
一部 30 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而我从未敢涉足
长篇。 一个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人，而要去
为一部长篇小说撮文撰序，犹如未婚伴郎祝
福身旁新郎新婚快乐之尴境，更多的是羡慕
和肃然的敬意。

这部新书名为《巴山曙光》，是张永华继
《秦巴奇兵》《巴山之恋》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
说，为“巴山三部曲”之三。

张永华住在大道河畔，河的上游名千层
河，那是一条把自己交给了汉江的河流。 河
水上游数百米处，有两山相峙的山门，石门的
地名便源自此来。 再溯几十里，便到了“行到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巴山山巅。

河水自在而舒缓，清澈而通透。 水中小
鱼啄弄着水面红叶皴出圈圈画儿，水底黧黑
的河床石泛着白色的斑纹，接映着天空中慢
慢信步着的大朵大朵的白云。 河中近岸处半
卧着方牛状的青石，颈处卓然着一丛墨色的

菖蒲，形似蜡烛的肉穗状花序上，歇着只小小
的蔷薇色的鸟儿，未待细瞅，嫣然而去了。

张永华青年时学过医，干过行政，任过修
建铁路的民兵团宣传干事，后在乡村小学、中
学任教三十年，其间任校长十多年，阅历丰
富，熟悉山乡生活，暇时常读经典，有着较强
的文学驾驭能力。 写作长篇小说前，他曾写
过几篇短篇与中篇小说，有了长篇写作的准
备与积累。

一楼面河的北间小屋是张永华的书房，
三部长篇小说便是在窗前一方板栗色油漆的
写字台上完成的。 他不会电脑，他用着传统
的方法， 用钢笔一画一字地写在备课本上。
写了改，改了抄，誊起了，拿到街上打字店花
钱请人打出来。

我见到他的第三部书《巴山曙光》的书样
是 2022 年秋。从 2013 年第一部长篇面世，九
年间，张永华写作了三部长篇，构筑起了他
“巴山三部曲”的系列巨著。

《巴山曙光》 小说从 1949 年春我第二野
战军十八军组建写到 1950 年初十八军解放
陕南最后一个县城镇坪县结束，里面贯穿了
组建岚皋武装工作队、激战五峰街、占领三皇
寨、光复平利县、血战牛蹄岭、奇袭黑虎岭、解

放岚皋城、强渡汉江水、奔袭紫阳县、铁佛寨
劝降、苏隆道家收枪、征服厥治安、自卫团起
义、攻克鸡石堂等故事与情节。这些故事与情
节多是根据军史和地方县志记载的历史真实
史料，通过艺术剪裁加工而来，人物、部队番
号和故事情节均采用虚构形式， 通篇小说生
动曲圻，人物描写细致，性格各异，特点鲜明，
令人爱不释手。

张永华的 《秦巴奇兵》《巴山之恋》《巴山
曙光》“巴山三部曲”， 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又
精致于真实的生活， 根植于他熟悉的巴山山
地，生发于他熟悉的这方山水，取材于他耳濡
目染的历史或现实。 可以说，他的小说世界，
牵绊着历史的晴雨、 时代的风貌、 价值的游
向，是他对脚下这方土地的热爱与探索，认知
与凝眸。

在张永华的 《秦巴奇兵》《巴山之恋》《巴
山曙光》“巴山三部曲”小说里，盎然着浓郁的
巴山乃至岚皋状貌、风土风情、山寨文化、农
耕场景、匠人技艺、方言俚语、饮食习俗等，这
都源于他对脚下土地的谙熟与痴爱。 最平淡
的也是最疼痛的，最熟悉的也是最喜爱的。小
说鲜有花哨，却直抵巴山的真相，直抵岚皋人
的人心。 这些，足够了。 任何写作都不会是讨

好所有人的写作。
《秦巴奇兵》《巴山之恋》《巴山曙光》“巴

山三部曲”的构筑，为张永华老师他的人生赢
得了声誉， 也为他所处的秦巴文学世界构筑
起了新的高度。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 并不取决于最长
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
叫它木桶效应。而在文学世界上，一位写作者
留给人们并能让人们能记住的， 恐怕便是写
作者最为耀眼的那么一部作品甚至是一篇作
品，抑或是一行诗句一段篇章。如果用木桶效
应来衡定文学，人们记住的，恐怕只是木桶最
长最突兀的那块木板。 岚皋的土地上曾经写
作和正在写作的人不少， 但以巴山乃至岚皋
为背景接连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人， 张永华
是第一人。 这点，张永华会被人们记住的，也
会被岚皋的文学史记住的。

张永华今年 79 岁了， 但他文学的世界里
依然年轻。 也许，他又会写作出一部关于秦巴
山、关于岚皋的长篇小说续篇。因为，他深爱着
脚下的这片土地，爱着带给他欢乐的文学。 这
点，我对他是有希冀有信心的！ 请允许让我以
岚皋的名义， 以岚皋一名文学写作人的名义，
向张永华先生致以深深的文学敬意！

安康作家陈绪伟诗
歌集《花开，想起母亲》，
近日由南方出版社出版
发行。

诗歌集收录诗人近
20 年创作的 165 首诗
歌。 是作者以人类最普
遍、最本质的情感，抒发
对母亲的爱和思念 ，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热
恋； 全集诗歌均发表在
中省市报纸杂志的作
品，共计 15 万多字。 全
书由“花开想起母亲、白
兰花开、春的脚步、刻在
生命最疼一笔、 行走在
凤堰梯田中、爱诗的人、

恋、秋天的眼睛”8 辑组成。 在这些献给母亲与家乡的
诗中，所呈现的大爱、善良、真诚，给这个世界增加了温
暖和光亮。 本部诗歌集，充分体现了现代诗歌的想象、
意境、抒情、自由、跳跃、灵动、含蓄、朦胧等方面，而且
还有许多创新。 正如诗人自己所言： 从少年开始学写
诗，切肤之感“写诗难”，写出像样的诗更难；最难的还
是否定自己。

整部诗歌，无论是怀念母亲，绘家乡山水，还是诉
生命爱情，刻思想灵魂，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丰盈浓烈的
人性情愫，澎湃着健康向上的思绪浪潮，激昂着生机活
力的乡村生活，充满着百姓美好的期待向往，意蕴着浪
漫真切的人间真爱，磅礴着名副其实的时代赞歌！诗人
妙笔的诗篇，能让人心灵净化，情感陶冶，思想升华，人
性向美。

陈绪伟系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 他曾在《延河》《陕西日报》《散文选刊》等
报纸杂志发表作品近千篇，390 多万字。 曾获得各种文
学大赛奖 50 余次。 曾出版散文集《乡村的牛》《以爱的
名义》《泥土人生》，诗歌集《月亮的背影》，小说集《草医
肖老爷》等。

（梁真鹏）

翻阅陈绪伟先生的诗集 《花开， 想起母
亲》， 一股清新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行
走在砖墙世界里的我瞬间，恍如走在湿漉漉、
绿茵茵的大地上， 这里的一切都是质朴而纯
净的：太阳是明媚的，花开是鲜艳的，村庄是
丰盈的，记忆是美好的，即便有苦难，想想也
是温暖的。

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华丽词语的铺陈，没
有冗杂拖沓的叙述， 而是通过寻找人们共有
的精神价值取向， 采集最生动的富有感染力
的生活及其生命细节， 通过直指人心的抒写
方式与阅读者建立起丰沛的情感通道， 让自
己的情感表达有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存在。

家乡土房顶上 \ 袅袅升腾的炊烟 \ 那是
我心中最美的画卷 \ 它飘过滔滔大汉江 \ 飘
过巍巍凤凰山 \ 飘过清清月河水 \ 直接飘进
我的心田 \ 我听到了父亲亲切的叮嘱 \ 见到
了母亲慈祥的笑脸

花开， 想起母亲 \ 知道了乡亲们真切的
呼唤 \ 家乡土房顶上 \ 袅袅升腾的炊烟 \ 那
是我人生最亲密的伙伴 \ 真真切切保存在我

心间 \ 家乡山野一草一木 \ 乡亲们一语一言
\ 时时刻刻都是我的思念 \ 清晨鸡鸣， 晚霞
犬吠 \ 田野勤耕的牛哞声 \ 还有那今生今世
\ 永久跟随的 \ 最美好最甜蜜的 \ 爱意初
恋。

只要一个人怀揣爱心，那么，这个世界一
定是有温度的。陈绪伟有爱，再冷再苦焦的日
子，内心世界都能流淌出温暖明快的歌。陈绪
伟通过简单而充满生命张力的诗句， 勾画出
曾经拥有过的乡村欢乐场景， 回归质朴的自
由自在的生存场景，让活在灰暗、嘈杂、喧嚣、
尔虞我诈、 蝇营狗苟世界里的人们重新回归
到简单、淳朴、温暖的乡间，暂时得到精神抚
慰。

在当下，关于诗歌，现实的人们把更多的
心思放在彼此 “高低”的权衡上，放在好与
坏、优秀与拙劣的评判上。 陈绪伟没有，他一
心投入对生活的用心体味与感怀， 并把自己
对生命与生活的态度化成火热的诗行， 呈现
出来，给自己也给关爱自己的人。 命若琴弦，
陈绪伟一直在用心演绎，也许，弹奏出的声音

并不是丝丝入耳，但是真诚的，怀着赤子之心
拥抱这个世界。

枝头走过四季的绿 \ 摇曳成了一身黄金
甲 \ 就那样轻轻摇曳 \ 心情总不想离开阳光
雨露 \ 一阵风带着冷霜 \ 似乎搅乱了深秋的
阵脚 \ 恋恋不舍地漫舞 \ 又轻轻落地荣归故
里 \ 深情吻着泥土

任由大地轻轻怀抱 \ 话语安慰渴望 \ 既
然爱情季节已经凋零 \ 选择离开不叹息 \ 花
儿早已回归大地 \ 成熟的日子总会有舍弃 \
赴约冬天翩然飞舞 \ 承载着美梦而铿锵落地
\ 履行诺言化作春泥 \ 将生命机理藏在根下
\ 借一宿小雪至大寒 \ 变身重走来时路 \ 去
迎接春风吹又生。

一片叶，就是一场生命的激情演绎，就是
一段生命存在的透视。陈绪伟在叶的世界里，
体悟到更深层次的花开， 想起母亲精神价值
存在，面对生死荣辱的从容与自在，不抱怨、
不仇视、不敌对，对这个世界只有爱与回馈。

窗外一冬风景 \ 收下无数过往人的眸珠
\ 风留下一些背影 \ 雪留下一些痕迹 \ 消瘦

在真诚爱情的眼里 \ 心，流出感动的泪。 我
在寻找着 \ 小城人的自信 \ 大伯大妈告诉我
\ 冷冬暖心 \ 中国人秉性。

生活在这大地、村庄的人们，除了思考如
何活着， 再就是追思回忆已经过去的和即将
过去的。 陈绪伟就是在这普通而又不能普通
中， 巧妙地运用意象与物象之间的因果与关
联性，让石磨这个物件，既有直观入眼的荒凉
和陈旧，又有了耐人寻味的回忆和思索。见证
的是时代变迁，体悟的是人生情 ／形态。 斗转
星移是不可逆转的自在， 但人类温和善良的
情感却是永恒。

耕耘 \ 春天的路上 \ 留下诗意 \ 永不后
退的足音 \ 目视天下 \ 昂首耸肩力奔 \ 坚实
的脚步 \ 无须豪言壮语。 足音 \ 留下过去
美好心情 \ 踏着阳光 \ 向着春华秋实 “哞”
吟 \……

陈绪伟就这样走在自己的诗歌路上，一
路 “哞”吟，温暖自己，也温暖世人。

（作者系陕西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

作家 书评

孙犁是著名作家，是“荷花淀派”的创始
人。他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戏曲诗歌，都给
人以淡雅明净、素朴纯美的感觉，绝没有金刚
怒目式的颐指气使， 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
故作清高，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深得中国文
章古朴清明之气韵，达到了新的高度，读来使
人难以释手。

我爱读孙犁， 敬重他胜过了现当代任何
一位作家。 他的书，我几乎都买到了，有早期
出版的《文艺学习》《荷花淀》，有新中国成立
后出版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也有新时
期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还有出版社近年
编选的散文选、小说选，仅《书衣文录》就有三
四个版本。我以为，孙犁是当之无愧的二十世
纪中国经典作家之一。

2022 年，是孙犁先生逝世 20 周年，天津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孙犁丛书”，一共五
本，包括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 》、谢大光的
《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
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宋曙光的《忆前
辈孙犁》。这些作者，都与孙犁过从甚密，亲炙
其教诲，感情深厚，写出的孙犁故事，自然亲
切感人，他的为人处事，他的性格、人品和身
影，更显真实，更具史的价值。 这套书甫一出
版，我便委托上海书友纳兰泽芸，从作者手里
购得了签名本。

2023 年， 是孙犁先生 110 周年诞辰，天
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侯军先生的 《报人孙
犁———重读孙犁随笔》。这是一本以全新视角
阅读孙犁、研究孙犁的专著，是一介后生对长
者孙犁先生的深情告慰之作。这本书，我也买
了，通过辽宁书友王志，我联系到了作者，得
到了他的珍贵的签名。

孙犁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 他还是
一位合格的记者、一位高超的编辑家，一位出
众的报人。 在他长达 60 多年的写作实践中，
他很好地把这几种角色融入一身， 做出了卓
越的成绩。 本书《报人孙犁》就是从记者、编
辑、报人的角度，对孙犁的编采实践、办报实
践、写作实践做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试图从
中全面展现出记者孙犁、编辑孙犁、报人孙犁
的独特精神风貌。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读者·记者”，第
二辑“编者·作者”，第三辑“学者·报人”，第四
辑“我与孙犁”，从各个方面、各个时期，勾勒
了孙犁在新闻采编战线上的 “摸爬滚打”和
“栉风沐雨”，表现了报人孙犁的光辉形象，揭
示了他的诸多新闻作品的时代背景和 “背后
的故事”，展现了孙犁作为一代报人在文字背
后所显现的长者风范。

孙犁是一位有鲜明个性和风骨的作家，
他对文章，精益求精；他对稿件，爱护备至；他

对编辑，认真严格。他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不以文章作为个人谋取名利
之工具 ，不做违心之语 ，不言虚妄之事 。
他写文章 ，提倡说实话 ，不拿架子，不故作
高深。

孙犁在青少年时代就订阅报纸，1937 年
参加抗战工作，1939 年调到晋察冀通讯社，
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出生入死，以笔为枪，写
过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编过副刊、杂志，写出
了许多鼓舞士气、反映民众抗战斗志的作品，
诸如《冬天，战斗的外围》《王凤岗坑杀抗属》
《光复唐官屯之战》《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等。
这些新闻作品，以激昂的文字、炽热的感情、
精彩的白描、粗犷的线条，勾画出那激越的年
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下，革命群众勇敢、坚强、
善良的精神面貌，这是报人孙犁柔中有刚、刚
中寓柔的美学力量， 是他丰沛的记者笔墨的
历史见证。

经过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锻造， 孙犁的
作品更见纯熟，尤其是新时期“复出”以来，他
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 以无私无畏的抱负 ，
投入到 “耕堂劫后十种 ”的写作之中 ，从
1979 年 《晚华集 》 出版到 1995 年 《曲终
集 》 出版 ， 历时 16 年 ， 写出一部历久弥
新 、香远益清的大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孙
犁因为给一位逝去的老友写了《远的怀念》而

受到指责， 因为给一位老友的诗集作序而受
到非难， 因为指出一位作家文章里的病句而
受到他人的人身攻击，这些“友情的责难”“序
的教训”“病句的纠缠”，使他对难说实话的文
坛环境日益生厌，他毅然决然宣布封笔，表现
出他进退从容、得失泰然的独立人格，给后人
留下了“功成而不居，名彰而身退”的高尚人
格形象。 这一点，在当代作家中，尤其显得珍
贵与不易。

本书作者侯军先生，上世纪 70 年代进入
《天津日报》工作，与孙犁有过短暂而紧密的
交往，从 1988 年参加首届孙犁作品研讨会上
提出“报人孙犁”的观点，35 年来，他为此孜
孜不倦地研究、探索、笔耕不辍，其间有与孙
犁的亲切交流，但更多的是从阅读孙犁作品、
查找资料入手，焚膏继晷，由点到面，层层深
入，到今天终于出版《报人孙犁》，既填补了国
内孙犁研究的空白， 又告慰了孙犁先生的奖
掖之心、期许之心，真是“满头乌发已皤然，一
卷书成堪告慰”。

在《〈孙犁文集〉自序》中，孙犁说：“文章
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
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我这篇小文，不是
吹捧，只是读侯军《报人孙犁》的粗浅感受 ，
《报人孙犁》自身的价值和分量，我相信，一定
会在孙犁研究中留下鲜明的印记的。

《花开想起母亲》

紫阳作家周平松的
散文集 《瓦房店记》，近
日由陕西新华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瓦房店记》是以作
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的记叙故乡瓦房店的一
篇散文为代表作的同名
散文集。 全书收录了作
者近十年发表在各类报
刊上的散文作品， 全面
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历
程。 内容以表现故乡风
物为主，兼以写人叙事。
其中大多作品篇幅精
短，以小见大，写小事 ，
书真情。 作者说： 故乡

谚云“山歌无假戏无真”，散文也当如此，由此表达了作
者对文学的虔诚与敬畏之情。

该书共分两辑。 第一辑乡土篇以表现故乡风物为
主，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任河边的古镇
瓦房店的风貌、人物、故事、传说。第二辑学思篇记载了
作者所思所悟，大部分篇幅精短，含蓄隽永。 紫阳是有
名的茶乡、歌乡。 瓦房店更是陕甘茶马古道的源头地，
明清时期的茶叶贸易等商业活动盛极一时。 依山临水
而建的长街，苍翠蓊郁的皂荚树，散落山梁的古老的会
馆，家门前奔流不息的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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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周平松，曾当过教师，做过县志编辑。参与编写《紫
阳县志（1986-2010）》《紫阳纪事》《紫阳年鉴》，地方党
史读物《红色记忆》《砥砺前行》，安康文化旅游丛书《汉
江画廊茶歌紫阳》等。 《瓦房店记》《屋顶上的树》《母亲
做的茶》等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新民晚报》《中
国电视报》《中国工商报》等多家报刊。

（高桂琴）

《瓦房店记》

《乌鸦不会道歉》是
张之路的一部儿童科普
小说。 小说以一场有关
动物的演讲比赛开场 ，
由此展开一个个有关动
物和人的小故事。 故事
的讲述者主要有三个
人：三三妈、刘爷爷 、罗
老师。 他们讲述的科普
故事生动有趣、 内容丰
富， 但小说的意图不止
于此，在故事的讲述中，
作者还为读者暗藏了一
个尘封多年的往事 ，这
件往事的讲述直接把小
说的走向推向高潮。 故
事扣故事，暗环衬暗环，

从这本书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很多有关动物的知识，
而且对于动物和人的关系以及生命的规律也会有更深
层次的感知。

一场演讲比赛使刘爷爷和三三妈相遇， 巧的是刘
爷爷的孙子和三三妈的儿子刚好是同班同学， 两家的
故事就此开始。 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一步步推动情
节发展，珍妮·古道尔、法布尔、挖蚯蚓、飞机、雷达、罗
老师、小猴子、无人机、乌鸦......一个个的科普故事串联
起了全书，并引出全书的高潮和主题。

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 正在于这种不断地讲述之
间，给读者带来的一种奇妙的体验。 同时，作家想要赋
予小说以内核， 这个内核一方面是通过人物讲出的科
普知识， 一方面是故事和知识背后表达出的人与动物
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与纠结！人类研究动
物，从动物身上不断学习，获得启发，创造出各种发明
促进了社会进步。

张之路，作家，剧作家，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国
际林格伦文学奖提名，中国安徒生奖获得者。文学作品
有《霹雳贝贝》《第三军团》《非法智慧》《吉祥时光》等，
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
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

（王莉）

《乌鸦不会道歉》

用心热恋着这一方水土
□ 李晓恒

一卷书成慰孙老
□ 胡忠伟

“一米书屋”倡导全民阅读
□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