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的洪流永不停歇地向前。 蓦然驻足，
回首，才发现那藏在时光深处的，竟是温暖；
那生命中不期而遇的， 皆为美好———只是我
们常常会忽视，我们一直沐浴在阳光下，被爱
包围着。

那晚的讲座，我听得入了神。 全班同学静
静地坐在教室里， 聆听一位智者讲述着关于
他的故事。 他温和的话语中，蕴藏着强大的力
量，掷地有声，我不禁对他坚强的灵魂心生崇
敬。

捧读石昌林先生的赠书 《时光深处的温
暖》，在他生动的笔墨下，我看到了与病魔斗
争的勇士，看到了和谐友爱的家庭，看到了体
贴善良的白衣天使， 看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作家拾起这些往往会被忽视遗落的生活
碎片，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每一个爱的瞬间，
字字句句，都触动着我的心灵深处。

作者在查出肾功能衰竭时， 这对于家中
顶梁柱的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加之经
济条件的困难， 每做一次治疗就会多一笔外
债，虽然亲戚朋友都伸手援助，可沉重的手术
费、透析费还是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病痛
使他的身体愈发虚弱，身体骨瘦如柴，仿佛一
阵风便能将他吹走。

治疗的过程是艰辛的，痛苦的，但他始终
没有放弃，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次次地承受
透析时钻心的疼痛。 病情加重时，他也不知何
时就会突然晕厥过去，人事不知；他也不知何
时就会鼻血不止，生命垂危。 他能做的，只是
等待，等待肾源，等待手术。 值得庆幸的是，他
从不是孤身一人，身后的亲人一直都在默默守
护着。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作家的母亲。
老人患有肺癌， 却舍不得花一分钱治自己的
病， 而把所有生的希望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儿
子，平日里尽心尽力照顾儿子，病重时只是默
不作声地忍受痛苦，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曾为
自己考虑， 争着要把自己的一颗肾脏捐给儿
子，儿子的健康便是她唯一的牵绊了。“可怜天
下父母心”。 这位母亲，将母爱的伟大诠释得
那样淋漓尽致，当她柔弱的身躯被病痛侵蚀时
她是那样的坚强。“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书中
有这样一句话：“她坚持不去医院花掉一分钱，
趁弟妹们不在的时候，唤我到床前，将弟妹们
筹集给她救命的几千块钱，硬是塞进了我的怀
里……”当我读到这里时，那薄纸上的文字仿
佛是炽热跳动的， 直击心灵， 使我潸然泪下
……泪光中，是对勇士坚守生命的崇敬，更是
对那至真至贵的亲情的感动。

治病期间，作家由于求生心切，多次陷入
无良之人的骗局，导致钱打了水漂，病情没有
好转，反而差点丢了性命。 但有祸也有福，在
他生命最艰难的时期， 也遇到了许多生命中
的贵人，是心怀仁慈的大夫，是相濡以沫的妻
子，是情深义重的好兄弟。 正是因为这些美好
的相遇，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千等万等，最终，
老天终于心软，让作家等到了手术成功，第二
次拥抱了生命。 我想，他之所以能重获新生，
离不开家人朋友的关怀， 更重要的是他对生
命的执着与坚定的信念， 是他顽强的意志吓
退了病魔。

作家的生命中所遇到的坎坷， 是常人难
以想象和承受的，但他确实坚定地走到了“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一日。 在如此大的困难面
前，他说“生命中的遇见，有明媚也有阴霾，有
高尚也有卑劣，有美好也有丑恶。 世界如此真
实，生活充满期待。 ”他说：“为了理想中的远
方，为了心中那一片大海，即使只是一股涓涓
细流， 即使下一秒可能会被冻成冰凌也要拼
尽全力，努力向前。 ”如此豁达坚定的人生态
度，怎会不幸福呢？ 回想自己，只是因为日常
学习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得不值一提的小事，
便能抱怨好久，是多么狭隘愚蠢之举啊！ 到头

来，毁了一天的心情，时光也就此浪费，实在太
不应该，人们常说“人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想看
到的”。既然生活没办法一帆风顺，便把所谓坎
坷当作是生活的点缀吧，毕竟不加任何调味剂
的生活总是索然无味的。只要心中所想皆是美
好，眼前便是美好。 有时生活可能会跟我们开
开玩笑，但是时间不会停，多往前看一看，日子
总是快乐的。 我决心与自己和解，不要再做那
可怜可悲之人了。

书中的作者还是个名副其实的书迷，他儿
时在小镇书摊上看小人书， 一看就是整天，直
到摊主要收摊了催促着他才离开，伴着夕阳依
依不舍地朝家走去。 当他看完了所有小人书
时，又对各种名著产生兴趣，为了买书去捡塑
料瓶，甚至还偷拿了父亲小店铺里的钱才如愿
以偿买到了心仪已久的《三国演义》。 病重时，
他依旧没有忘记读书。 疫情期间，作家带领着
一家人在这段难熬的时光里共同读书，在书中
寻找知识的力量和生活乐趣，因此，他们家中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沉郁与埋怨，只有浓厚的书
香，其乐融融，不亦乐乎。 的确，生活不能没有
书，我们需要在书中去寻找生活的真谛，需要
汲取精神食粮，充实自己，才不至于被时代淘
汰，稀里糊涂地度日，不会落得“书到用时方恨
少”的境地。 作家在疫情期间的阅读与感悟也
点醒了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然我期待
着去到远方， 那么以书为伴定会是最好的选
择，也唯有书，不会辜负我。

合上书，我的心慢慢沉静下来，望向窗外，
阳光灿烂，绿叶斑驳，泛起金色的涟漪，那是生
命的脉搏在跳动。

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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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 作家

《渭河笔记》

《小说便条》

《蜀河古镇词话》

安康 书评

捧读《蜀河古镇词话》，心为之喜悦。
因为“蜀河古镇”是大题材，历史悠久，口

岸繁华， 文化厚积而特色多元， 是任何一部
书、 一部影片或一台戏都无法完整表达的重
点工程，何况社会关注度越高越难着笔。 也正
因如此，大智慧的仔润先生采取了小镜头、散
点式与各个击破的办法，以诗领画，以画达意
传情， 让旧体诗词与古典建筑在古意悠悠中
相逢，读之如展画屏，如入其境，如数家珍，如
品赏佳茗，可谓抚今追昔，一咏三叹。 然而作
者终是意犹未尽，除了注释，又以散文笔法一
一介绍相关景点，娓娓道来和精彩描绘，让诗
词与散文配伍、辞赋与图案结合，从图展示到
古镇游览导视，从全镇概览到景点分说，次第
徐来，石堡、古街、幽巷、老宅、店铺、古洞、馆
舍、寺庙、沟、桥、井、碥，呼之欲出，构成古镇
风情大观、建筑档案、古籍写真与江河记忆的
壮观诗话文本，取名为《蜀河古镇词话》。 在我
看来， 这是目前研究蜀河古镇与诗性表达最
为完备、 又随时都能当作典籍来查阅与欣赏
的优秀著作， 也是人们从美育之门进入蜀河
古镇的一把金钥匙， 更是汉水文化研究与文
学创作中的重要收获。

卢仔润本名卢从军，但他没有从军，却从
文了。 他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蜀河中学任
教，从政多年以后又回到蜀河古镇任领导，血
液里始终滚动着蜀河的文化激情， 在修复古
镇旧貌、开发古镇资源、培育旅游产业的过程
中，仔润先生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利

用繁忙之余， 展开富有创意与特色的艰辛劳
作，回顾发掘旧蜀河，创新勾画新蜀河，词话推
介美蜀河，苦思冥想与激情澎湃、夜读朝闻与
灵感迸发，他不想简单或一般化地表达，而是
结合自己的诗词创作爱好与专业特长，以匍匐
乡土的情怀、至真至诚的赤子心愿，使那些优
美的诗词激荡在胸中，流泻在笔端，他不仅希
望别人能够感知秦巴与汉水、蜀河与古镇、旅
游与产业的脉络律动，而且让蜀河古镇文脉与
遗风乘坐他诗词的木舟，沿着时间的河流顺风
而下，抵达汪洋的“脑海”。

他写《八声甘州·蜀河建置记》：“荡悠悠古
镇已年头，好一派风流。 数国都古蜀，益州牧
首，霸业追求。 此设兴晋县守，黄土淯阳楼。 唯
有长冈郡，无语春秋。 不见千帆竞渡，未马
骡负运，思绪难收。 觅遗存郡县，点点史文留。
梦藏猫大街小巷，难出南来北往人流。 惊回首
万城风景，喜去消愁。 ”

———精练概括历史，诗话前朝古代，易观
易记易相传。

他写《清平乐·三义庙》：“义归何处？ 义想
情同路。 请问谁知情去处， 兴汉义情同住。
天涯商海茫茫，归来何处无妨。秦晋经商庙宿，
传承情义荣光。 ”

———历史留下一段佳话，更是一段漫长的
空白，随时都可以引起怀古的庙堂，却在百舸
争流中接受朝拜，庙堂英雄，各领风骚，情义至
上，撩人心怀！

他写《浪淘沙·杨泗庙前汉江水文题刻》：

“云卷浪昂扬，电闪雷狂，风拔山体斗儿郎。 雨
扫汉中吞古堡，夜溺安康。 寻觅水文方，字
泪悲伤，三十年忆梦沧桑。 无语叹蛙声却起，
来日风光。 ”

———这是多么精练的历史事件与诗句的
结合，是可以镌刻在岩石上的文字，以示后世
铭记，洪水也是猛兽。

他写 《踏莎行·西门》：“故垒西边， 临崖东
耸，西门石拱天穹孔。 万千骡马道通间，参天古
木相迎送。 春雨潇潇，燕妮众众。桃花献媚一
城宠。 石砖无语寸方长，石阶落雨春花诵。 ”

他写《酒泉子·古巷》：“街巷千年，目睹深
幽迷恋处。 斑驳苔藓美容族， 山虎老藤图。
饰今演古红尘舞，步巷深知浓酒煮。 抱舒一座
酒一壶，畅饮巷中屋。 ”

———他让人们想起蜀河古镇就想了那些
美妙的诗词， 在朗诵那些美妙的诗词时就向
往着蜀河古镇，二者相因，以诗词载镇，以诗
词名镇，以诗词化人，以诗词育人，用诗词给
古镇蜀河插上新飞翔的翅膀！

仔润是我多年来的文朋诗友。 他为人低
调谦和，做起事来却是拼命三郎，其胆大心细
的特点很像诸葛亮，不光每临大事不糊涂，而
且做人处事唯谨慎，他虽然年龄比我小，但一
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们同时参与过 20 世纪
90 年代《旬阳县志》修编工作，也同时参与创
刊编辑过行业协会的刊物编撰， 他从不计较
人生地位的高下，也不羡慕别人金钱的多少，
每次交谈最多的话题，总是太极城文化、蜀河

古镇文化、中外传统文化、治学、创作、健身与
人生妙悟之类的话题。 古人讲诗言志，如果他
胸中无“志”，哪会有诗词可言？如果心中无爱，
哪有这么多的诗情流淌？尤其是那些诗词背后
的古镇家底，他盘得那么清楚，用得那么灵活，
大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感
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既是这座古镇的史学
家，又是其地理学家，更是古镇的考古学家和
诗词作家。 他的诗词在网上走红，点击与好评
不绝，是他艰辛努力的结果。 他的诗词中有生
动描绘与慷慨激昂的一面，也有婉约悲凉的另
一面，构成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例如他在《行
香子·碾子沟巷》 中写道：“山绣白云， 天草连
茵。宴执杯，旧事重温。斜阳万点，小鸟归群。数
度沟巷，留情处，古琴吟。今昔寻觅，古井藤存。
忆销魂，几处留痕。 一番风雨，烦惹衣巾。 满城
灯火，碾沟口，已黄昏。”既是一幅风景画，又一
曲怅惋歌，词中的“滕存”与“留痕”“风雨”与
“泪巾”“灯火”与“黄昏”，这渡船沟口，是他寻
觅与探求之津？还是他渴望启航的明天？总之，
他一方面在热切推介点染着古镇的大美，同时
也在反思着历史的沉重包袱，古镇留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一堆待开发的金子，还有糟粕，还有
垃圾，还有精神锁链，这是《蜀河古镇词话》留
给我们思考的精神财富。

同为湖广移民的后裔，同为汉江老人的子
孙，同为蜀河古镇的热望者，我们把敬畏藏在
心中，把希望寄予未来。 愿蜀河古镇伴随着作
者这字字珠玑的诗词一同升华！

安康知名作家李焕龙先生的纪实散文集
《行善者》， 以我国当代慈善事业三十多年来的
发展概况为背景， 以陕西二十多年来实施的主
要慈善项目为脉络， 以安康慈善工作中的人物
故事为内容，采用纪实文学的表现手法，富含文
学性和哲理性。 该书真实再现了爱心人士开展
慈善活动的感人故事、 慈善组织实施各类项目
的精彩过程，文字生动，情感丰富。全书把助农、
助残、助学、助医、慈安桥、关爱留守儿童、慈善
幸福家园等行善内容， 用文学艺术形式描绘出
来，为我们展现了一部慈善事业的光彩史迹，具
有记史、铭恩和育人、励志的重要作用。

用哲理性传播慈善理念

全书 50 万字、138篇文章，分编于 14 辑之
中。 每一辑都用具体的慈善工作、慈善项目为
名称，朴实生动，真实有力。 而每一辑的引言，
则高度凝练了项目内涵，准确表达了指向明确
的慈善精神。

第一辑，名为“助农”，他的引言是这样写
的：“当慈善的车轮把爱心送进山村，我们欣喜

地看到：农民朋友收到的不仅是物质扶助、生
活救助，更多的是扶智与扶志，是技能与素质，
是信心和力量。 于是，我们发现：慈善助农，是
以心换心的联心工程 ， 以情增情的共情事
业！ ”

每一辑的引言，都情感饱满，富含哲理。
他用这种朴素的哲理，明晰了慈善是什么

和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基本概念，简明
扼要而又形象生动地为社会大众传播了慈善
理念。

用故事性弘扬慈善精神

作者在《情暖家园》一文中，通过省政府原
常务副省长、 省慈善协会时任会长徐山林 ，
2007 年 8 月为支援安康抗洪救灾， 在西安紧
急组织广场义演募捐的故事。 文中描写了老
省长的精心谋划、热心劝募，刻画了老省长情
系百姓、亲力亲为的公仆形象。 当手捧着几十
万元的现场捐款，向来自家乡的代表转交时，
老省长看着台下几百名 “在西安创业的安康
人，在安康工作过的西安人”，非常激动地说：

“一个不热爱家乡的人， 很难说他是一个爱国
者！ ”

这句话，振聋发聩！
他以家国情怀，号召人们：爱国，当从爱家

园、爱家乡做起；行善，当从脚下做起，从细微
做起！

由此，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弘扬慈善
精神，不是喊口号，而是做实事！

用真实性强化慈善意识

该书除了大量宣传企业家们回报社会的
奉献精神，还广泛讲述了普通人如何力所能及
做慈善、公职人员怎样立足岗位行善举的爱心
故事。

现任安康市政协民宗委主任的王应珍，几
十年来坚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党
性去服务百姓，奉献爱心。她包抓贫困户，一包
十几年。她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钱来帮人买籽
种、化肥、猪仔，帮人家的老人治病、孩子上学。
后来，又相继帮助了 3 名贫困大学生。然而，到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时，却因所帮的大学生尚未

毕业，致使家庭生活出现了暂时困难，以致他
们两口子 5 年没添新衣服。 但她的精神，却感
染了身边的同事。

用艺术性彰显慈善力量

作为一名爷爷辈儿的慈善工作者，我认为
书中最感人的， 是关爱留守儿童的系列故事。
因为一个个人物形象饱满，一个个细节扣人心
弦，该书读来让人眼热心动，手不释卷。

《师情画意》 一文， 用三组画面的画意解
析，为我们解读了一位“留守儿童总代理家长”
的师者情怀。年近五旬的岚皋县石门小学教师
包芳，师范毕业后就扎根家乡，一直担任中小
学教师，因而深知留守儿童的生活艰辛、内心
孤独。 她在精心教他们学文化的同时，一心想
为他们当好生活护理师、心理抚育师。为此，她
晚上帮住宿的小学生洗澡、洗脚、洗衣服，半夜
去给学生查铺、盖被子，清早去帮学生穿衣服、
叠被子、梳头，有时还要替学生晾晒尿湿的被
褥，有时还要帮学生洗衣服、补衣服。正因为无
微不至的奉献母爱，她才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发自肺腑的称为“包妈妈”

当包芳的故事， 被作者以蒙太奇的手法，
用一幅幅素雅的画面直击人心， 我心豁然开
朗：慈善，就是以心换心；纯洁的爱心，就是党
性与人性的交相辉映！

由此，我深切地感到：《行善者》既是一部
颂扬善行的佳作，更是一部教人行善的好书。

冬天的生活，寒冷得漫无边际，适合无所事
事，又适合做一切事。有人忙烹食，有人懒消闲，
有人念故人，有人等雪来。 而我此刻，只想生起
一炉火，美美地喝一壶清茶。 火炉旁的岁月，总
是既暖且慢。科技早已快捷地解决了取暖问题，
围炉取暖的情景越来越少了。 不过，小火慢煮，
细嗅茶香，其中的醇味、雅趣与仪式感依然不可
取代，仍为懂茶、懂生活的人恋恋不舍。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
有味是清欢。 ”这是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
晓寒》中的一句。 一盏清浅好茶，一盘鲜嫩时

蔬，人间真正有味道的还是清淡的欢愉。 捧起
茶杯，舍掉一切不需之物，断绝一切尘世杂念，
享受片刻的宁静和纯真。 沏一壶清茶，赏一帘
秋雨，读一叶知秋，心染尘香，夏花绚烂，秋叶
静美。一几，一壶，一人，浅酌慢品，名利浮华似
眼前升腾不绝的水雾，氤氲缭绕，随风飘散，却
不沾衣，茶罢起身，神清气爽。 古人云“行到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处绝境时不失望，淡然处
之，便是希望的开始。

人生如茶，苦涩甘甜皆有，苦辣酸甜，心会
懂得，悲喜过往，岁月懂得。 让生活淡一缕浮

华，让世界留一半清新，让心境明如水、淡如
茶。 喧嚣中，安定一颗纷杂的心，浮世里，弹去
尘埃。 淡然生活，历经沧桑，才知生活之美；淡
然于心，方懂世界之大：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
悲有喜，岁月会沉淀过往，流年会斑驳记忆，淡
然会拥抱快乐。 懂不懂茶并不重要，喝什么茶
也不重要，适合自己的茶才是好茶。 千利休禅
师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每个
爱茶人心中都有一方清雅净土， 可容花木，可
纳雅音。日日在此间醒来，不问凡尘，静心享受
其中！

月色朦胧，将尘世喧嚣冲泡成手中的一杯
茶，任汤色一点点淡去，慢慢读懂茶的品格与
韵味。 守一怀净土，盈一眸恬淡，因为懂得，所
以慈悲。 这一刻，茶与禅是如此默契。 茶，融水
之润,纳木之萃，解茶之旷达随心，释茶之圆融
自在，乃至真至拙至天然……

生一炉火，坐一把壶 ，摊一卷书 ，茶香淡
淡，空气暖暖，言谈缓缓。 风雅的况味里，总会
生出不经意的感动。 再冷冽的天，也要过得暖
意融融。 起炉火，是冬天里一项具有仪式感的
事情，饮茶亦然。每当此时，总是不由得想起白
居易的 《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
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茫茫雪夜，与无
话不谈的朋友守着火炉，把酒谈心，是何等畅
快？ 知己无需多，三两个足矣，莫逆之交，围炉
相聚，夜话诗文，最得雅趣。

冬天来了，围着炉火，美美地喝一壶清茶，
静等雪来。 一切温暖可亲，久久在心。

作家 书评

《蜀河古镇词
话》一书，作者卢仔
润先生利用 15 年
时间， 完成一部以
蜀河古镇为题材的
诗词作品， 讲述了
古镇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以及人们
的生活故事。 该书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蜀河古镇词
话》 全书以诗的语
言，词的形式，描写
一座芬芳绚丽 、恢
弘 大 气 的 千 年 古

镇，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山水田园，商贸繁华、风
情万象的水陆重镇。 该书语言优美，内容丰富，通
过细腻的描绘，饱蘸深情的笔墨，以古镇为核心，
以蜀河、汉江为主线，以古镇商贸为中心，集山水
风光、人文历史、景点简介、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为
一体，试图再现昔日“小汉口”的繁华景象，托衬古
镇神韵之美，为古镇量身打造新的文化名片，方便
旅游者使用的旅游文化书籍。书收录 600 余首词，
近五十个词牌，90 余处“古镇名片”，近二百处古
镇遗迹景点，涵盖古镇名镇、港口洞桥、古街古巷、
古建遗迹、文化美食和山水村韵等。让读者从中感
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和地方特色。 如果您对古镇
文化感兴趣，本书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正如著名作家、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张孔明
先生所说：“作者以创作诗词见长，又曾长期生活、
工作在蜀河古镇， 深受古镇人文历史及文化遗迹
的浸润、熏染，对古镇有着特殊的情感和感悟。 他
以古镇为创作根据地，以诗词刻画、描写、反映古
镇人文底蕴与特色，既抒发个人情怀，又展现古镇
历史魅力，使古镇风情、风貌、风华跃然纸上，扑面
而来，一些诗词可圈可点，一些诗词颇可玩味。 此
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诗词阅读延伸，既以注释解
读诗词中所涉及的山川、地理、人物等名词，又以
‘古镇名片’呈现名胜古迹的前世今生，使诗词有
了根底依托， 使读者的阅读有了活水源头的感
觉。 ”

一座古镇，首首新词，情满古镇，情满人生，留
下相思一座城。 （梁真鹏）

陕西作家张斌
峰先生散文集 《渭
河笔记》，近日由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出
版社出版。 该书是
张斌峰继 《秦岭笔
记》 之后的第二本
散文集， 历时两年
多创作完成。

作家出生于渭
河之畔， 工作于渭
河之畔， 并曾历时
40 多天，从甘肃省
渭源县鸟鼠山的渭
河发源处， 到陕西
省潼关县的渭河汇
入黄河处， 专程探

访了渭河沿岸数十处历史文化遗迹。每到一处，作
者都记录下自己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遗产
的评价与思考。

《渭河笔记》共收录散文 29 篇。 作者从一通碑
石、一堆枯冢、一片湖泊、一尊雕塑等细微处入手，
在对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和发散性的想象中，以
独特的视角、朴实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
感。

《渭河笔记》是对《秦岭笔记》精神上的继续，
也是对《秦岭笔记》创作手法上的否定。在创作《秦
岭笔记》时，作者努力在隐去事物具体性中，由内
而外探求普遍的存在。在创作《渭河笔记》时，作者
力图完全摆脱《秦岭笔记》的模式，从具体的人物
和地点入手， 由外而内探求民族精神与人文传
承。 （任雪姣）

近日， 陕西青
年作家范墩子长篇
随笔新作 《小说便
条》 由广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

据了解，《小说
便条》 是范墩子的
长 篇 写 作 理 论 随
笔，共分五个部分，
分别为 “状态”“故
事”“现实 ”“阅书 ”
“梦境”， 作者用典
雅诙谐而又不失精
准的语言， 分享他
的写作秘密， 以及
对小说艺术的深层
理解， 详细探究小

说写作与状态、故事、现实、阅书、梦境等方面的关
系，提供了大量实用的写作技巧，带领我们穿过瑰
丽多变的梦境，激发写作者的写作动力和创造力。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评价：
“作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墩子的《小说便条》
我看了，很新颖。 作为一个年轻人，对小说能有这
么独到的见解是很难得的， 我想他会在作小说这
条路上走得更远更长。 ”

著名作家杨争光评价：“范墩子的随笔和他的
小说一样，拒绝平庸，有思想的锐度，有情感的锐
度，有文字的锐度。 我看好他。 ”

范墩子，1992 年生于陕西永寿。 现为西安市
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已出版《我从未见
过麻雀》《虎面》《去贝加尔》《抒情时代》《也傍桑阴
书华年》 等多部作品， 曾入选全国中小学图书馆
（室）推荐书目，曾获《滇池》文学奖、长安散文奖
等。 （王莉）

诗意在千年古镇中律动
□ 吴建华

《行善者》是教人行善的好书
□ 钟家强

享受阳光下的大爱
□ 周梦源

围炉煮茶慢读书
□ 陈祖金

读书 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