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作家程根子先生与我是老朋友。 他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太阳》在西安出版社出
版，我就是责编。 那本书出版之后，陆陆续续
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和肯定， 先后被中国国
家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收藏， 真的为他高
兴。 以后，程根子又不断发表过多篇文章，获
得过不同层次的表彰和荣誉， 很为他的笔耕
不辍而高兴。

2022 年，当程根子电话告诉我，他利用
疫情期间， 又创作了一部反映陕南乡村振兴
的长篇小说后， 我是又惊奇又激动。 惊奇的
是，程根子不受外界的喧嚣所影响，静静地做
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创作这件事情辛苦
而孤独，但他能沉下来，勤奋写作，矢志不移；
激动的是，短短几年未见，他竟然又写出了这
么厚厚的一部长篇，而且还入选了 2022 年度
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要
知道， 能够进入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
作资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靠自己的
实力和勤奋做到了。

当第一时间拿到书稿后 ， 此时我的工
作岗位发生了小小的变动 。 作为出版社副
总编辑， 每天除了忙忙碌碌地审核着全社

一般图书的书稿之外 ， 还有许许多多的日
常杂务要处理。 特别是这个时候，我的工作
着重点已经从一般的图书审稿过渡到全社
的终审。 但当我看到作家的新书稿后，还是
忍不住地要了过来，想仔细阅读。 虽然阅读
时间都是在每天的工作之余 ， 但还是给我
很大的震撼。 虽然小说在文字方面还需要
精细打磨，但在这部书稿里，程根子在对人
物形象的刻画上、故事情节的架构上 、语言
文字的提炼上，整部书的境界和格局 ，已经
与以前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金太阳 》，
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他能以程家庄偏僻
一隅为主角，通过村民辛勤的劳动致富 ，反
映整个陕南地区的乡村振兴 ， 更是让我们
了解到了脱贫攻坚历史大背景下 ， 陕南地
区从物质到精神的巨大变化。

《石榴花》是一部长篇现实小说，它以陕
南程家庄为故事叙述空间，以程家庄程氏、贾
氏、冯氏家族的恩怨情仇为梗概，以陕南乡村
振兴为现实题材和创作背景， 通过讲述军嫂
“石榴花”及退伍军人程盛东共同带领程家庄
村民发展软籽石榴、 打造乡村旅游的感人故
事，为我们刻画了石榴花、冯志立、程盛东等

一系列正面人物群雕， 全面展示了新时期陕
南乡村经由贫困落后走向富裕、美丽、文明新
农村的嬗变， 为我们描绘出了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美好愿景。 不仅如此，通过这部小说，你
还可以感受到陕南真实的地理特色、 独特的
地理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从而让乡
村的人文之美，展现在程氏家训的箴言中，展
现在军功章的熠熠光辉中， 展现在美丽的行
为中，展现在朴实善良的人性中。整篇小说情
节构思细致，人物形象突出，充分彰显了最美
奋斗者与幸福的时代主旋律。

《石榴花》 在人物品质表现上是深刻的。
石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是吉祥的象征，也
是团结的象征。时代的进步需要石榴品质，国
家的富强也需要石榴品质， 凝聚一切进步的
力量更需要石榴品质。 整部小说围绕石榴主
题，讲述了石榴从传统种植到品种改良，到规
模种植，再到品牌打造的全部过程，凝聚了人
心，凝聚了力量，让石榴不仅成了程家庄村民
发家致富的产业， 也成了聚集民心的精神动
力。从另一个侧面，也充分体现了文学作品在
弘扬时代精神上所起的作用， 彰显了经典文
学作品的价值。

从这部书稿里， 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沿袭
上千年的家风家训和孝道文化以及旧时安康
地区的不同社会习俗， 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
的关系等，更让读者对此充满了向往。如古老
的 “程氏家训”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贯穿始
末，在不断的语言变化中、事件冲突中，把“仁
者爱人”“孝悌忠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等众多良好的风尚融
入各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 从而赋予作品
深邃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不仅如此， 更是让
“程举人居”这座屹立百年的地标建筑在文中
多次出现， 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教化育人功
能。 可以说， 程先生通过描写潜移默化的家
风，通过润物无声的道理，让读者在细致的阅
读中，弘扬家教家风，树立家国情怀，提升思
想境界。

莫言曾说：“真正的创作是老老实实地写
自己熟悉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程先生做得
很好，我相信，在今后的创作中，希望程先生
能够继续踏踏实实地站在脚下的大地上，继
续关注现实题材， 用饱满的激情和不断创新
的精神， 努力为广大读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
具有陕南浓郁乡土气息的小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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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瘾。 这个瘾与酒瘾、烟瘾、打游戏
的瘾别无二致。遇到想看的书，恨不得一头钻
进去，边吃饭边看，边走路边读，听会没精神，
睡觉没心思。少年读书的时候，在门口站一两
个小时都不觉得，在被窝里面打手电，看得双
眼通红。钻进小说中出不来的情况常有，读到
内心孤独寂寞时，泪流婆娑，觉得唯有这书能
理解自己，书中的人引以为知己。

瘾是习惯使然。 到一定程度， 几天不读
书，思想上犯困发麻，看人不顺眼，看事不顺
心，看己不满意。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虚感充斥
浮躁内心，就好像蚂蚁咬噬灵魂，空落落无处
找到安魂曲。 这才发现，心灵的千疮百孔，有
时候也是文字钻出来的， 读书人的心窍本来

要多几分，不时时去修补、梳理，会情志郁结，
那种郁闷无人能说，唯有遇到一部好书，将这
心思倾诉出来， 聊到簌簌泪下或者直抿人心
坎处。

但书并非是都能体察心意的， 有时候很
长时间遇不到一部适合的疗愈心灵之书，上
穷碧落下黄泉去找，也找不到。那种感觉和千
里茫茫寻知己没什么两样。读书到一定程度，
能解开心结的书愈来愈少，很多书读了，也没
什么感觉，于是更觉空虚。 写书的人，有种种
原因，有的为在世博得名声，有的去世后才被
发现。有的书读一部便知大概，有的书籍部部
出新出彩，方知此类人是天才，放在任何环境
任何位置， 都是卓尔不群可堪崇敬的大方之

家。 而某些书索然无味，读完之后，也许你一
无所获，也许你仍旧失落。

还有一种考验是，有的书你看不懂，压根
不知道对方说什么。但偏偏这书又是经典，又
是智慧的巅峰。 读这种书，似在峡谷中穿行，
脚底是深渊，头顶是巨石。 你稍不留神，滑落
深谷。看书看得令人沮丧的情况并不少见，你
感觉到思维被扯断，思想被拉伸，就好像第一
次去练习瑜伽的人， 筋骨断裂的疼痛在思维
领域中也会发生。当思维被拉扯成橡皮筋时，
弹回来的力量也大得惊人。此时，你会感到自
己智力的局限，感到大脑区域的狭窄，感到理
解力的不足，感到知识的匮乏。这种沮丧的心
情，与学习工作没有成就感是相同的。

当经过痛苦的探索之后， 你或者有一点
开悟， 或者有一点认知的变化， 顿觉眼前明
朗。读书的苦差事可以带来暂时的快乐，如同
运动对人肢体的训练一样， 思维的锻炼也是
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伴随着舒畅感。这种舒畅
感是其他经验无法提供的。 你的思维的骨骼
在拉伸之后疏通了，变得灵活有力。你好像打
败了一头狮子， 即使是和对方只是较量了一
番， 你没有被吓跑， 这种经历也足以让人自
豪。

读书人的执念是不满足于悠闲的漫步，
爱好艰难的攀援。 即使在攀援的过程中摔得
鼻青脸肿， 也无悔无怨。 经常去挨思想的拳
头，头脑就比较结实了。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 古人吟诗
作词是很有讲究的，苦思冥想，反复推敲，“两
句三年得，一吟泪长流”。 诗到语言为止，说
到底，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即使现代诗歌亦
不例外。 反复阅读安康籍作家陈益鹏先生的
诗歌，每读必有新的感悟或感动。 纵观整部
诗集《花香满径》，诗人满怀深情，赞美故乡，
歌咏祖国，且行且歌，山也是诗，水也是诗，花
草树木，虫鱼鸟兽，无处不漫漶着诗意之美。
书分四辑：故乡情愫、边走边唱、说东道西、诗
意散章，纵深几千年，横跨数万里，题涉宽泛，
内涵丰富，颇值一读。

纸上还乡就是在滚滚红尘寻找一处灵魂
的安放之地。 随着时代发展，城乡差异越来
越小，异乡即故乡，很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走
南闯北，随遇而安。 还有很多人生于流浪之
途，长于奔波之旅，居无定所，更不知故乡为
何方。 诗人荷尔德林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 而诗人陈益
鹏深得其中奥妙，反复吟唱故乡山水、人物、
草木、庄稼……一遍遍在纸上诗意还乡，留下
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 诗人陈益鹏生于陕

南巴山深处的岚皋县，那里有被《水经注》称
为岚谷的岚河、洞河、晓道河、大道河，有神奇
美丽的南宫山，有被贾平凹赞为陕南小九寨
沟的千层河，还有神河源、花里镇，无不秘境
若画，美不胜收。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诗人自小便浸淫于如诗似画般的仙境里，诗
意审美与生俱来。

诗人陈益鹏身处十三朝古都西安闹市中
心，却能守住初心，安静读书写作，视滚滚红
尘为无物，实为难能可贵。 细读诗人诗作《金
州大地》《乡情缕缕》《南望故乡》《乡村记忆》
《与母亲相处的日子》等等，整组整组地抒写
心中对故乡的深情与大爱，其情之深，意之
切，颇具感染力。 自走出秦巴山后，诗人的视
域得到扩展，如组诗《文学陕军再出征：沙场
秋点兵》，诗意再现了陕西十大地市旨涉文学
的诸多神韵与大美，读后甚为震撼。 此组诗
歌在“文学陕军再出发”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得
银奖，名副其实。

视诗歌为信仰，用文字修筑精神的庙堂。
放眼当下诗坛，有一部分人诗行不端，或东抄
西拼，生编硬造，或东拉西扯，鬼话连篇，或似

曾相识， 毫无新意， 或自立门派， 尽情游戏
……不一而足，致诗坛混乱失序。创新不可脱
离传承，传承必须敢于创新。“或简言以达旨，
或博文以该情， 或明理以立体， 或隐义以藏
用。”要用最美的语言，表达最美的感情。诗乃
言之寺也。 陈益鹏就是一个视诗歌为信仰的
真诗人， 满怀着对诗歌的敬畏之心， 每写一
诗，必反复打磨修润，直至圆润精致为止。 特
别是“诗意散章”里收录的散文诗，在我看来，
几乎章章都很精致，甚至堪称经典。年前在张
家界学院， 有幸参与了刘年诗歌弹唱会，读
到、看到、听到的，皆为用生命和血泪写作的
震撼之作， 从中感受到了来自诗人内心深处
的孤独与疼痛。在益鹏这部诗集里，我也常常
会有同样的感受。

纵观整部诗集， 语言简约质朴， 佳句频
现；诗意开阔内敛，张弛有度；意蕴丰盈饱满，
繁而不乱。诗人基本练就了自己的语言、语感
和叙述方式， 从而摆脱了现代诗写作的同质
化问题，为自己的诗歌打上了个性徽记，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非优秀的成熟诗写者不
能达此境界。

在诗写中完成诗人的使命与担当。 诗以
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歌诗合为时而著。
在陈益鹏诗歌里， 还可感受到诗人满满的家
国情怀和悲悯情怀。细读陈益鹏诗歌，或关注
故乡，或关注时事，或抒写爱国情怀，或诗写
人间大爱，几乎每首诗歌都情真意切，言之有
物。 诗忌说理，但诗人隐义以藏用，喻哲思于
意象之中，宛如读禅，给读者以感悟与力量。
诗忌滥情，宜发乎情而止乎礼。陈益鹏诗歌中
绝大多数皆为抒情诗歌，内敛而节制，饱满而
真诚。 诗忌太满，诗人总在该满时满，该留白
处留白，给读者留下再创作和回味的空间，当
为上品。

现在各地都在打造旅游景点， 行吟诗歌
成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山水明
志， 风月怡情。 本书收录了诗人大量行吟诗
歌，比如《触摸延安》《古镇诗情》《椰风海浪》
《蜀河情思》《宁陕诗草》等组诗，都寄托了诗
人的梦想与情趣。 胸中有山水，诗书气自华。
赏读陈益鹏诗歌， 用心感受诗人超凡脱俗的
静逸情怀，实为不可多得的一桩阅读享受。

周涛是西部著名作
家，向以散文著称文坛。
新疆的雪山 、 戈壁 、荒
漠、草原、湖泊等山川地
貌、 四季气候、 风俗人
情， 都深刻地影响着他
的人格和文风， 形成了
其散文作品苍凉浑厚 、
粗砥沉郁的风格， 深受
读者喜爱。

本书精选周涛散文
五十余篇，包括《阳光容
器》《二十四片犁铧》《巩
乃斯的马》《天似穹庐 》
《伊犁秋天的札记 》《博
尔塔拉冬天的惶惑》《吉
木萨尔纪事》等，配以作

者不同时期照片和新疆风光二十余幅，图文并茂，全面
展示作者对自然的敬畏、 对生命的礼赞、 对土地的膜
拜，以及对人生的感悟等作品主题和人生风采。

周涛祖籍山西， 在京启蒙 ， 少年随父亲迁徙新
疆。 在新疆生活了一个甲子，所爱是天山，知音漫野
草。 周涛是“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他转向散文创作，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
一；其诗文恢宏浩大，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在自然景
色的描写中融入了理性的思索和寻找人类文明的宏
大命题 ，具有庄严的生命色彩 ，雄浑 、苍凉的文字中
不失细腻敏锐的灵性和智者的幽默， 构成了中国当
代散文创作中蔚为壮观的一幕。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
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思
想感情，可读性强，值得欣赏。在当代，周涛是少见的
将诗的想象逻辑和诗的情感结构运用于散文创作 ，
即“以诗为文”的作家。 他的散文充满诗意的激情和
强烈的理性精神，以及独具个性的文化思索，体现出
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

（王莉）

安康籍著名作家杜光辉以小说名世，近
年来，他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散文。《都是人生》
是继《浪迹巴山》后，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成功
入选了“文学百年·名家散文自选集”书系。在
散文名手如过江之鲫的现当代， 杜光辉的散
文何以备受推崇？ 带着疑问，我细读了《都是
人生》中的 35 篇散文。总的感觉是，有自家面
目，情、理、识俱佳，神、趣、韵兼备，文章不属
于标“新”立“范”的潮流之作，却牢牢依附在
千年文脉的主干上。

《读书：对抗抛弃的坚盾》一文，着意于生
命本相的凝视与勘探， 叙写了作者人生困局
中的心灵挣扎与命运蝶变。 在精力旺盛的青
春年华，仄身大巴山深处的毛坝关火车站，单
调，无聊，放纵，自戕，使不甘堕落的杜光辉绝
望得要自杀。只是为了父母体面地活下去，才
没有干出傻事。杜光辉命运的重大转机，始于
《新体育》杂志上的一篇小说。 被作家张洁的
这篇《含羞草》深深打动后，他决定用写作把
自己拽出身陷的泥淖。在本该读书的年龄，杜
光辉驾驶军车奔驰在青藏高原， 如今想要写
作，唯有拼命读书别无他途。 志如磐石。 渐渐
地，读书之乐战胜了读书之苦，读书收获代替
了生活困惑，写作成功确证了读书价值。与命
运的角斗， 书籍是制胜的不二神器。 有了书
籍， 一位写出了大作品的知名作家兼大学教
授，神奇地淬炼而成。 读书改变命运，一条清
晰地跋涉之路，蜿蜒在杜光辉的身后。本文列
为第一辑“思睿篇”之首，看重的正是读书能
使人从逼仄中，涤荡出了辽阔的新境，在倡导
全民阅读的今天，励志意义不言而喻。

胸藏历史，笔有丘壑。《情思古战场》是一

篇反刍历史与呵护生命的厚重之作， 透射出
强烈的悲悯情怀。 文章触景生思，以物系人，
从武侯墓之于诸葛亮、 定军山之于黄忠和夏
侯渊，到褒河之于“衮雪”喻赞、死后七十二遗
冢的曹操，将勾取手法提挈的历史事件串联，
一部魏蜀相争的历史徐徐展开。 考量这些历
史人物，作者发出胜败又如何的喟叹。文章剑
指这些因战争而留名史册的人物， 害惨了遭
受涂炭的百姓兵丁。杜光辉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用知识和慧眼，用经历和感悟，积淀出对
历史与生命的思考。 他甚至认为， 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是数百万兵丁百姓的骨山血海化
成的精灵。思绪仍在蔓延。据此，反思战争，串
联古今，思考宏大而深邃。从说服嘉靖皇帝不
要征伐的唐胄， 想到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人
口锐减，从个人战争观的滥觞，想到理想文学
必备的反战功能， 正面强攻之下， 又旁敲侧
击，隐晦的生命至上道理被阐明，振聋发聩。
开阔的视野和多方位的观照， 文章不仅生动
践行了 “作家的责任是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
洞察”，更是呼吁在社会文明进步中，人类应
该持有博大的胸襟。

杜光辉早年的人生苦难我略知一二。 读
了这篇《感激苦难》后，震撼超出了预期。他的
苦难堪称天花板级的，任何一点闪失，都有可
能将他变成苦鬼冤魂。文章坦露、掰开并祭出
苦难的伤疤，还原了从遭受重击、鲜血淋漓到
缝合结痂、反哺肌体的全过程。 换言之，就是
将遭受、承受、享受、感恩苦难一线贯穿，让人
们看到， 是怎样的苦尽甘来。 只有真诚的作
家，才会如此毫无隐瞒。 不在苦难中灭亡，就
在苦难中爆发。杜光辉选择的爆发不是硬刚，

在最困厄时，虽曾有卖掉一个肾的考虑，但取
径上却是一种四两拨千斤式的转化， 他将所
有的苦难化作文学创作的丰厚滋养， 身体力
行地证明，苦难的确是作家的一笔宝贵财富。
基于此，不惜反驳他尊敬的文学大家的观点。
杜光辉不跟风时髦的题材， 不追随流行的意
趣，只写自己想写且能写好的，原因正在于一
己生命的体验， 是散文强劲表现力的最好源
头。文章感激苦难，也是希望给那些在苦难中
挣扎的人们看到希望，不大困者不大亨，艰难
困苦成就的不仅仅是作家。

杜光辉审视社会的目光笃实厚重， 处处
闪现出哲思的光芒。《阅读：谋善的基座》可与
《读书：对抗抛弃的坚盾》对照着读，以便体会
两篇文章视角的差异。这篇说理散文，辩证地
指出读书也只能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围绕
读书提升德与善的否定之否定， 告诫世人读
书不是万能的，唯有夯实书籍劝善的基座，读
书才更有价值。《仰头望珠峰，低头用抹布》一
文，在对比中碰撞火花，得出观点，颇具杂文
特色。文章认为当代主流道德观的社会倡导，
所定目标如珠峰般高不可攀， 是不切实际的
虚伪做法。类似于生活中擦拭脏污的抹布，人
人皆可用之的普通广适标准， 却被视为不值
一提。 文章反对精英思维导致的社会道德宣
扬不接地气，深含哲理的力量。明白杜光辉身
上的诸多优良品德，源自良好的家风家教，是
读了《父端子正》《母慈子善》两篇触痛心扉的
亲情散文后。在饥馑的年月，父亲省吃俭用让
一家人挺过难关， 自己却病倒于长期饥饿和
过度劳累， 而他居然是掌管省会城市粮食调
拨的主官。 母亲勤劳慈爱至极，宁可亏己，不

愿亏人，熬过凄苦的年代，好人好报的母亲得
享高寿。可以想见，父母的高贵灵魂与人格光
辉，是杜光辉一生奋斗进取的无穷动力。

用真诚的散文之眼， 放大视角， 升华题
材， 杜光辉走了一条守正与突破并重的散文
创作之路。他恪守意为文之帅的传统，每篇文
章都围绕核心要义铺展开来，将他对历史、自
然、现实、人生的认知与洞察靶向其内，情趣、
神采和气韵氤氲其中。 说理散文有思想的高
度。直面现实或透析历史，总是站在理性的层
面理解事物，尽可能地调动考证资源，展开哲
学层面的演绎归纳，即使有的极具撕裂感，但
打开了格局，贯通了知识、经验和思考，严肃
负责地拷问，断然难免这样的兔起鹘落。抒情
散文有生命的惊喜。直面荆棘丛生的来时路，
将对人生的辩证思考，对生命的智慧感悟，对
生活的感恩博爱，和盘托出，内心奇景一目了
然。完全有别于画饼充饥、虚假励志的心灵鸡
汤，有力回击了一股消解文学崇高性的逆流。
亲情散文有精神力量。杜光辉对亲情的书写，
满溢着返璞归真的味道，他用最朴实的语言、
最真挚的情感、最贴近人心的方式，攫取生活
中复活的横截面，沉浸式地展示给读者，让人
不得不情感共鸣、身受激励。

《都是人生》写出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深情，
是历经磨难、好学善思的杜光辉，收获的一枚
沉甸甸的文学之果。 文章连缀起人生的片片风
景，看似驻足独白，灵魂叩问，显然于己于人均
有所寄托。 作家的清醒慧思、强大心智、宽广胸
襟，撑起了作品的厚重力量。 只有阅尽沧桑，才
有资格如此长袖善舞，输出大爱与温暖。 当信，
阅读这些文字，必有新奇的收益。

作家 书评

《周涛散文》

适值孙犁诞辰 110
周年， 为纪念这位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
重要影响的作家， 天津
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
《报人孙犁：重读孙犁随
笔》。

《报人孙犁：重读孙
犁随笔》是侯军的新作，
主要围绕孙犁的报人身
份展开研究， 展现了孙
犁不为读者所熟知的另
一面。 全书分为“读者·
记者”“编者·作者”“学
者·报人”“我与孙犁”四
辑， 记录了孙犁步入报
人之路的身影足迹。 在

介绍孙犁的记者、编辑经历的同时，也分析其不同时期
新闻作品的特点， 对作为编辑的孙犁的职业操守和文
学造诣，给予了充分的介绍。书中还收录了作者近年来
研究孙犁的论文及怀念孙犁的散文。本书情感饱满，观
点鲜明，资料丰富翔实，论述细密透辟，堪称一部内容
充实、新意迭出之作。

《报人孙犁》的顺利出版，离不开著名文艺评论家、
学者和资深报人侯军先生真诚感人的精心创作， 也得
益于孙犁先生绵延至今的深刻影响。 孙犁在文学创作
上形成的独特风格有着深深的办报人印痕， 正如南开
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孙德宏所说，“报人” 和 “作
家”哪里有什么高下之分？ 事实上尽人所知的“作家孙
犁”和少有人知的“报人孙犁”的职业生命故事，很好地
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没有“报人孙犁”哪有“作家孙
犁”！

（高桂琴）

《报人孙犁》

紫阳作家陈平军评
论集 《心语与谁———陈
平军散文诗评鉴》，近日
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心语与谁———陈
平军散文诗评鉴》 是一
部散文诗评论集。 书中
收录了全国知名散文诗
人、评论家、教授 、文学
博士等对作家陈平军创
作的散文诗的评论文章
三十余篇， 从各个角度
对陈平军散文诗作品
《边走边唱》《好好爱我》
《心语风影》《紫阳书》等
的特色进行深入摘要剖
析，挖掘出其艺术特色、
创作路径、思想主旨，为

作者的散文诗创作把脉指路， 也为从事散文诗写作的
业余作者们提供创作借鉴。 书中还收入了作者陈平军
的创作手记，以及《全国散文诗人百家访谈》，是一本不
可多得的散文诗创作指导读本。

陈平军，1971 年出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9
年开始散文诗写作，在《诗刊》《星星》《诗选刊》《散文选
刊》《散文诗》等报刊发表散文诗百万字。出版散文诗集
《边走边唱》《好好爱我》《心语风影》《紫阳书》，其中《心
语风影》入选 2016 中国散文诗排行榜。 作品入选《中国
当代诗库 2008 卷》《中国散文诗人》《中国散文诗》《中
国散文诗年选》《中国年度散文诗》等 50 多个选本。 获
省级以上征文奖十余次， 参加第十五届全国散文诗笔
会。 陈平军主编《紫阳县志 1986—2010》等 5 部二轮县
志，主编《紫阳年鉴》等 20 余卷，《紫阳年鉴》两次获得
陕西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一等奖、二等奖。出版
地方志论文集《续志编修实践与探索》。 地方志论文发
表于《中国地方志》《陕西地方志》等国家、省级 30 余家
刊物近百篇。系陕西省第二届修志技能比赛优秀选手，
陕西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安康市修志专家，省二
轮市县志审稿专家，省地情专家库专家，中国地方志专
家库地方志专家。

（梁真鹏）

《心语与谁———
陈平军散文诗评鉴》

彰显奋斗者与幸福时代主旋律
□ 李宗保

读书人的执念
□ 王娅莉

在 沧 桑 回 望 中 寄 望
———读杜光辉散文集《都是人生》

□ 姚 祥

诗意还乡守初心
□ 白公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