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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文化出版
社出版辞赋家孙传
志的 《中华辞赋精
品选读———桑榆情
怀》，是作家第 7 部
作品集。 著名作家
尚凌云高度概括和
赞扬了作家的才学
和气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孙传志陆
续在《中国青年报》
《陕西日报 》《光明
日报》 等报发表数
百篇文学作品 ，其
阅历丰富， 笔耕不

辍。 退休后，有更多时间畅游书海并寄情于文字，
用精品力作体现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
真谛。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桑榆情怀》收录的
赋作内容丰富，色彩斑斓，意境深远，感情充沛，文
字优美，格调高雅，风格独特。 体现出作家的山海
胸襟、家国情怀和人生历练。 作品师古而不泥古，
创新而不离经；华而不涩，铺而不冗；褒而不媚，贬
而不毁；骈散结合，文白相间 ；清新自然 ，畅达易
懂。 从作品中，可以认识辞赋家的心路与人生，品
读《桑榆情怀》亦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作家思想情感
之真纯，性情品格之深厚。

孙传志，从教从政 42 年，成为知名作家、金笔
诗人、当代诗歌豪放派诗人代表和“中国十大优秀
辞赋家”。

（王莉）

《桑榆情怀》

石泉县唐锡富
先生诗集 《山水诗
三百首》，近日由西
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唐锡富的 《山
水诗三百首》，缘于
所选诗作中景物诗
《山》《水》。其诗作，
摒除矫揉， 弃抛虚
浮，皆为事而吟，有
感肺腑。 300 首诗，
依类归之。 依体五
绝 54 首 ， 五律 20
首，七绝 144 首，七
律 82 首。缘意景物

杂咏，农园新曲，即事感怀，时代吟诵，岁时节庆。
诸类文字，或借物喻人，崇心灵之静洁；或托物言
志，追境界之高远。

著名诗人、 中华诗词学会副秘书长李群杰先
生为诗集作序，称唐锡富此诗集：“句句精雕细琢，
篇篇经典绝妙。咏山水之壮美，让人油然而生一股
家国情怀；咏人生四季，让人顿感心胸坦荡、意气
风发。 唐锡富先生给人的感觉很谦和、低调。 细读
《山水诗三百首》, 宛如在欣赏一幅美妙绝伦的山
水画。 再读《山水诗三百首》,又恰似在倾听一首优
雅动人的流行歌曲。作为一位成熟的诗人词家，他
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也有着自己在诗词艺
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
写诗后，配上图片，用微信即时发表。 他在旧体诗
的传统格律限制下，非但不觉得有阻碍，反倒有一
种进入古典境界的满足。 可以说他把诗与画紧密
结合， 增加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之探索与创新是
值得肯定的。 这三百首作品是他辛勤创作的丰硕
成果，情以物牵、心物相印、情景交融、含蓄蕴藉、
气韵深远。其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是当今
诗坛格律诗创作的精品力作，可喜可贺。 ”

唐锡富，陕西石泉人，历任乡长、区长、局长、
副县长等职。业余爱好读书、音乐、书法。系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已著有诗集《忙
种》、散文集《放牧初心》。 《山水诗三百首》是他的
第 3 部著作。

（胡树勇）

《山水诗三百首》

《戎马祁连》

《戎马祁连》是
一 部 纪 实 性 散 文
集，按时间顺序，回
顾了 20 世纪 60 年
代末至本世纪初 ，
作者所在部队的军
营生活、战备工作、
军事训练、 演习拉
练、重大事件、重大
活动等。 是一部集
思想性、 趣味性与
可读性为一体的好
作品。

全书还通过参
与编写军战史 、负
责筹建师史馆 、组

织编写 《喜马拉雅的凯歌》、50 周年师庆等活动，
又将其对 55 师部队的了解追溯到 1937 年部队组
建以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剿匪平叛。使作
者有了穿越时空，与各个时期首长、英模人物对话
的机会；有了既了解自己当兵时期，又了解部队在
各个历史时期光辉历程的机会。

《戎马祁连》不求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只求客
观真实，原汁原味。本着对历史、对部队、对后人负
责的精神，曾将相关文章发送给一起工作的首长、
战友、当事人，一起共事的搭档和班子成员审阅。
选择部分章节，在《老战士》杂志、《老战士天地》杂
志、《西安晚报》，“今日头条”“老战士网”以及“群
英谷”“永远的 55 师”“拂晓哨位” 等媒体平台和
公众号发表。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反复核实史
实。

《戎马祁连》作者陈启军，陕西泾阳人，大校军
衔。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现为
西安市杨家村第三军干所军休干部。 《戎马祁连》
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梁真鹏）

收到老首长陈启军先生寄来的纪实性散
文集《戎马祁连》，第一反应是倍感亲切，仿佛
一下子又回到了 30 多年前祁连山下那座军营
里。

读着读着， 眼前就浮现出一位两条裤腿
一长一短，瘦骨嶙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
长者，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还不时指
指点点，窃窃私语着……对，他就是那位出使
西域的功臣张骞，他不辱使命，“凿空”西域历
经磨难回朝复命来了。 这个光辉高大的形象，
早已镌刻在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心中。 这是多
年以前电视屏幕上留下的英雄形象。

与此同时， 另一位眉清目秀后来成为著
名电视主持人的倪萍， 也不由自主地跃进脑
海深处。 那是我刚刚入伍不久，在部队大礼堂
观看到的第一部军事题材的电影 《祁连山的
回声》。 影片讲述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妇女
独立团得知阻击师全军覆没的消息， 必须要
火速撤离到安全地带。 部队首长决定妇女团
留下来，担任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
任务。 女战士们为了完成任务，纷纷剪掉心爱
的长发，与敌人斗智斗勇，在身陷绝境之际，
她们围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谱写了一曲
为了战友，为了胜利的悲壮之歌。 还有霍去病
打败匈奴，收复失地，断臂张掖，打通联结西
域各国古丝绸之路传美谈。 左宗棠新栽杨柳
万千条，收复新疆，拓土开疆建家园。 人民解
放军进军大西北，建设新边疆，赓续社会主义
事业崭新篇章。

《戎马祁连》的出版，又添新长征路上人
民军队奉献社会精彩华章。 由此可见，英雄的
祁连山， 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浴血奋战的场
所，也是一个孕育无数英雄的神奇地方。

这部散发着军旅情怀的散文集， 采用时
空顺序纪实写作手法，丝丝入扣，入目即是恢
弘，整部作品围绕统兵打仗层层展开，洋溢着
浓厚的爱军习武气息。 全书不仅仅是作者对

军旅荣光的深情回眸， 也是传承创新的激情
眷念，更是励志感化后来人的生动教材。 从参
军入伍写起，无论担任军械员兼文书、新闻报
道员、作训参谋，还是任职连到正师职各个岗
位，奋战祁连山下 37 年。训练演习、野营拉练、
营建施工、 边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抓班
子、带队伍、创佳绩；入国防大学深造，出国访
问， 为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奉
献青春年华倾注毕生精力； 感念生命中的亲
人、贵人和良师益友。 深深战友情、浓烈感恩
心，一片痴心一片真情……情真为文，意切有
趣，成就一部有看点有故事的散文集。 全书融
军事、政治、科学、人文和文学艺术于一体，故
事精彩，内容丰富，编排精当，集实践性、指导
性与文学性于一身， 堪称军旅文学的经典之
作。 不仅对现役军人、军人家庭有非常大的现
实教益和激励作用， 同时对广大民兵预备役
人员和每个家庭来说， 都是值得拥有和珍藏
的一部好书。 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认真
拜读，都能获得正向激励和积极性人生导引。

革命军队来自人民，当兵习武职责神圣。
作者当兵到青海，接受严格训练教育，一步步
从“能参善谋”优秀参谋，成长为一名军政兼
优的中高级指挥员。 我当兵到 55 师直工科任
新闻报道员时，陈启军已是师里副参谋长了，
分管师直属队工作，经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时常在《军事工作》《人民军队报》《解放军报》
等众多军事刊物上， 拜读到他撰写的各类军
事理论研究文章和文学作品， 他是知名军旅
作家。 作家学养丰富，严管厚爱，带出了战斗
力和现代化建设都过硬的部队， 深得官兵信
任和爱戴。 他在连营团师各岗位任职期间，很
多工作走在了原兰州军区前列， 多项工作闻
名于全军，多次受到上级通报表彰。 囫囵吞枣
读完《戎马祁连》，觉得这是一部堪称现实主
义英雄主义史实般的作品， 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主义思想， 是新形势下倡导革命

英雄主义、 爱国主义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精美之作， 具有浓郁的爱党爱国爱军
队、爱家乡爱亲人爱战友的家国情怀。

《戎马祁连》 第二个特点是文字优美简
洁，叙述生动逼真，人物形象鲜明，编排精当，
色彩斑斓，现场感、画面感满满。 好的著作，必
有好的人物， 好的细节描写。 全书十三个篇
章，首尾贯通，一气呵成。 军事、政治、经济研
究融会贯通， 深谙洞察文字、 文学和人情世
故，不仅是军事领域的专家行家，也是社会学
文学方面的大家学者，且艺术造诣深厚。 陈启
军长期从事军事、 政治、 社会学领域实践活
动，长期担任着领导职务，社会接触面广，积
淀深厚，理论联系实际，勤思锐学，创文研学
一丝不苟，追求大道至简，境界自然。 写出来
的作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让读者易于理
解，便于认同，也激发出同志们对革命工作的
高昂热情和对火热生活的无比热爱。

整部作品写作技巧比较娴熟，运用自如。
不管是军事理论探讨、组织战备施工，还是个
人婚恋趣闻、 抒发思亲念旧， 抑或是战友情
怀、回忆录式的各类散文，都是有理有据，观
点清晰，思维缜密，表达到位。 于平实中见睿
智，于叙事中见情怀，一言一行见真情实感。
朴实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描写，都给读者以身
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文学滋润，让读者得到视
觉和心灵盛宴的熏染，读完整个作品，视觉、
思想、灵魂都非常地享受和陶醉。

《戎马祁连》的付梓出版，更为难得的是
弘扬了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底，奉献智慧的
师德风范。 陈启军能文能武，儒家武将，建功
立业，令人钦佩。 一个人写几篇文章容易，长
期坚持写下去， 而且写出了普遍性的社会意
义就不平凡就是大不易。 这好比一个人，做一
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做好事。 陈启
军一辈子爱军习武，文武双全，德艺双馨。 军
中享盛誉，为人是楷模。 承传好作风，常献精

品文。他笔下的《一帮一，一对红》《四个兜》《婚
恋》《军农生产的旗帜》《最后的军礼》《“武常
委”》 《战友情谊地久天长》《一位军嫂的国防
情结》《不朽的丰碑》等篇章，平凡中见情见精
神，感动无数人。 泪目是常情，慈心一脉传，滔
滔军旅情难割舍。

轻松阅读，细心品味，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
作家的精心布局， 进入到环环相扣的文学世界
里，一步步“走深”，一步步去“看个究竟”。走深又
走心的作品，就是让人有兴趣读下去的好书。 收
录书中的所有篇章，叙写血肉丰满，个性飞扬，
既不脸谱化，也不一般化。 既有男女之间的儿女
情长，又有军中往事的妙趣横生。 整部作品人物
刻画真实感人，情节描写入情合理，人物内心活
动把捏细致，符合每个人的身份特征。

无论纪实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都有一
个共同的责任使命，那就是回应社会，服务现
实，服务人民，引导生活。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
品都不是“空中楼阁”，亦不是“无病呻吟”，必
定有其彰显的核心要义在里面。 如尊崇信仰，
拜敬英雄，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等等，这就
是社会主义文学职责目标任务之所系。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新时代是成
就英雄的时代。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抑或是和
平建设时期，我们都有无数的爱国仁人志士，都
有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 他们共同谱
写出伟大时代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 《戎马祁
连》 带给我们文学欣赏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感
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也应该是鼓舞人心的。 始
终与英雄与人民站在一起， 坚持文艺来源于人
民，服务于人民，让英雄的力量薪火相传、让时
代精神照亮中华复兴的伟大征程。

读过陈启军的心血之作《戎马祁连》，一个
武能上马击狂胡， 文能下马草军书，“枪杆子、
笔杆子、嘴皮子”样样精通的高大形象跃然纸
上。 读一部好书，能够让人体验到收获的惬意
和心灵的快慰，当然还有精神上的富足滋养。

剪 不 断 的 军 旅 情
———读《戎马祁连》有感

□ 余佑学

作家 感悟

一个人最高贵的气质，是书香气。 三毛在
《送你一匹马》中说过：“许多时候，自己可能
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 不复记
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
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
文字中。 ”

谈到关于读书的话题，思绪万千。 我们儿时
是在无书可读的时代中度过的， 记得那时最奢
侈的是小人书，上课时拿出来偷看，被老师凶神
恶煞般地揪出来，生气地撕了个粉碎。 那可是我
向别人借的书，为此我为赔不上别人的书苦恼，
伤心难过好一阵子。 直到参加了工作，听同事讲
《读者》是一本好书，果然一读就喜欢。 几十年坚
持订阅、购买其他书籍，书架上也存放了不少的
书。 现在虽然电子书很方便，我还是觉得纸质书
捧在手里踏实安心一些， 我如果几天不读书总
觉得少了点什么， 读书总能让自己空寂的心灵
找到安放的地方。

渐渐地， 女儿爱上了书籍， 我必须支持
她，凡是她爱读的书，只要想看，我都会尽力
买回来。 她钟爱外国书籍，她对我说外国的书

籍细节描写太细腻了，很容易让人入情入景，
她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能有与书为友的好习
惯，我为此窃喜。 我告诉孩子读书不一定为了
写作，博览群书可以充实那颗浮躁的心灵，会
让自己越变越聪慧， 那种潜在的作用不能用
量来衡量。

我身边也不乏很多喜欢书籍的人， 他们
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与书为友的乐趣。 我
的二姐李爱霞作为一位知名作家， 出版了诗
集《李子不苦了》，散文集《花在飞翔》，在全国
各级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 还有更多没有整
理的作品， 每次我都是作为第一个读者来欣
赏，她能如此热爱文字，得益于厚积薄发的阅
读历程。 同校的夏老师，淳朴优美的文章，是
我每晚睡觉前必须拜读的精神食粮， 他的笔
下把我们最熟悉的生活描绘出来， 显得无比
静美。

想起才参加工作时老校长让我们每年完
成一本读书笔记的任务， 当初我极不情愿地
坚持了几年，如今翻阅以前的读书笔记，竟然
惊叹于那些优美词句带来精神上的饕餮大

餐。 某日和年轻的曾老师谈起此事，第二日她
也带来了她做的读书笔记，更让我赞叹不已，
她娟秀的字体，摘录的诗词歌赋，名言佳句，文
学常识不胜枚举，她用不同颜色不同方式进行
整理，看她的读书笔记更让我耳目一新。 也为
之欣然，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们不能停
留在仅教会学生学会语文，更要教学生会学语
文。 我经常给孩子们说学语文是一件很快乐
的事，因为生活就是语文。 从泼墨飘香的文字
里，收获内心的宁静；从流转千年的智慧中，窥
探人生的真理。

我的床头几案每天都放着我喜欢的书籍，
这么多年来断断续续的阅读让我也嗅到了淡淡
的书香。 给自己列一张阅读清单， 领域尽量交
叉，内容尽量多样：可以读历史、哲学。 虽然看似
深奥，但反复琢磨，能够净化心灵，提升境界。 可
以选诗词，散文。 那些动人的辞藻，足以治愈烦
躁，陶冶性情，让内心从容优雅。 可以是小说、传
记。 从故事里看清人间百态，体验多重人生，从
而对现实更清醒。 可以有工具书、专业书籍。 也
许其中一个技巧，知识点，便能解决我们当下的

困惑。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阅读方式。无须
执念于纸质书，如果出门在外，时间零散，手机
阅读反而更合适。 有时不方便盯着屏幕，打开软
件听听书，也是高效阅读的好办法。 时间紧张不
够用，那就选择一些优质的书籍提炼和精讲，一
样能获得认知提升。 生活中精简无用的社交，摒
弃低级的消遣，在书本中收获高级的快乐。 胸藏
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不要低估阅读的
力量，哪怕每天十分钟，累积起来，都足以让生
活发生惊人的改变。

去阅读，去学习，用书籍来开启充满不确
定性的未来吧。 正如毕淑敏所说：“书不是棍
棒，却会使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人
飞翔。”作为一名教师、一位母亲、一位女性，我
的后半生，决定与书为伴，免得闲来无事，瞎折
腾。 静下心，潜心阅读，充实自我的精神世界，
与手边名家名作共度余生之乐。一个人最好的
状态是：既有思想的高地，又沾点烟火气。手执
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身带书香以谋
远。 让书香伴着饭香，让红尘俗世有温暖而笃
定的幸福！

书 香 以 谋 远
□ 李爱春

作家 书评

著名诗人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 ，像
交了一个益友。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 ”莎士比亚也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
的营养品。 ”或许对我而言，读书只是一个爱
好，但在不知不觉间，它却浸润了我的心灵，
深深影响了我。

书是尺子， 以它的轨迹不断修正我 “成
长”的长线。 从《别着急吃棉花糖》里，我开始

学着抱着耐心 ，付出努力 ，静待花开 ；从 《哈
利·波特》七个神奇的魔法征途里，我开始逐
渐坚强，永怀勇气；从《天蓝色的彼岸》里，我
领悟了生命的可贵，懂得了珍惜，释然……也
许除了“实践出真知”，一本能够震撼心灵的
书籍，也能带来真理。

书是大海， 以它的包罗万象指引我迎难
而上，无畏生活中的浪涛，记得那次我正和一

道难题“抗衡”，手中紧紧攥着钢笔，抿着嘴，
重重地再一次划掉了错误的思路。 窗外的蝉
鸣伴着骄阳，正像我闷燥不堪的心情。 “唉，又
错了！ 我不管了！ 明明每次都离正确答案只差
一点.。 ”我嘴里抱怨着，将本子落在一边，一下
塌坐在吵发上，随手抄起一本书，想分散些心
情。 百无聊赖地划拉着薄薄的书页，可却不知
不觉间看得入了神，“路好不好走， 也许我不

能决定，但走不走，却只有我能决定。 ”合上书
思绪微明……“啊，计算错误！ 房间里回荡着
我的大叫声。 ”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
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在书
里，我看到了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新世界。 书籍
深深地影响了我， 也让我的生活更丰富更多
彩！

我喜欢旅游，更爱读书。 尤其喜欢有导游
讲解的旅游，独爱书里描写那些自然与人文相
融的风光景点，时常购买一些想去的地方旅游
书籍。有人当导游则是有声导游，愉快身心；有
书当导游则是无言的导游，心动神往也!

有声者导你游陪你看，其乐无穷。 无声者
你读它伴你游，思绪万千。 在浩瀚的旅游书海
中，有一种作品，它以诗的语言，词的形式，描
写景观，表情达意，引导读者进入一个陌生的
世界，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那是一本非虚构
文学作品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
是卢仔润先生用时 15 载，查阅资料，走访有关
的专家学者、贤达长辈和风景守护人，写出《蜀
河古镇词话》。 这部书不仅是一个镇历史的记
录， 也是一本镇域风光景点分布地理图册，更
是一座镇古今现实的写照，它是一个无言的导
游者，带我们走进了蜀河古镇的深处，感受那
里的古韵与魅力。

《蜀河古镇词话》 的魅力在于它对古镇风
貌的细致描绘。 它像一部有色彩的地图册，一
幅风光人文景点画卷， 一首首优美的新词，一
篇篇风情大观美文。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指南或

历史书籍，这部书并没有简单地罗列蜀河古镇
的景点或历史， 而是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深
入的调查和细细的体味，将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道风景都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这部
书，就像跟着作者的脚步，漫步在蜀河古镇的
大街小巷，听着古镇的故事，感受着古镇的气
息，寻觅诗与远方。

阅读《蜀河古镇词话》，感知风土人情，为
旅游者游览蜀河提供一把钥匙。诗人倾情为一
座古镇，花费十五年的光阴，以一种古词新韵
的形式，试图还原古镇古韵风貌，写出煌煌六
百余首词，由此感知他的精神意志。 他踏遍了
蜀河的山山水水，寻遍古镇的风光景点，游遍
了大街小巷，访遍座座会馆庙宇，登上处处亭
台楼阁，乘着木舟畅游汉江与蜀河，游走码头
港口，踏访骡马古道，真有踏遍蜀河风景处，唯
有古镇水最佳。 汉江与蜀河交汇于此，智慧的
人们依山傍水建起了这座城镇。 江河码头港
口，繁忙船帆骡马，南来北往商贾，繁华古镇商
市，都被融进了这座古镇，形成独具特色的古
镇文化。

阅读《蜀河古镇词话》，了解古镇景点，听

其往昔故事。 追古寻今，穿越历史，记录时事，
描写风景，探寻文化，首首新词都融情于景点
之中，记录蜀河古镇的一景一点、一事一物，配
以优美的散文来介绍景点来龙去脉，弘扬古镇
历史文化，言表爱恋古镇之深情，于情于理于
景融镇之中。可见作者匠心独运、用心良苦，其
历史价值、文学价值不言而喻。巍巍之群山，滔
滔之江河，千帆竞渡三千里，商贾荟萃一座城，
古堡长街万家店，一队骡马千万匹。 层次高楼
商贾地，一水蜀河千年镇，将历史时事、古镇商
贸与风光人文融为一体。

《蜀河古镇词话》 对古镇文化的挖掘和传
承。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而《蜀河古镇词
话》恰恰抓住了这一灵魂。 通过对蜀河古镇的
历史、古迹、民俗、美食等方面的详细介绍，这
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 多维的蜀河古
镇，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景点，书里“古镇名
片”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变幻。在这里，我们可以
了解到古镇的历史渊源、民俗传统、美食特色
等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了“词话”二字。

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蜀河古镇词话》具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书中引经据典，对蜀河古

镇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这
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旅游指南或文学作
品，更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通过阅读
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对蜀河古镇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还可以对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技巧和学
术研究方法有所领悟。

在阅读《蜀河古镇词话》的过程中，我深感
作者对蜀河古镇的热爱和敬意。这种情感贯穿
全书， 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更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
感，这本书才有了生命力和感染力，让读者能
够真正地走进蜀河古镇，感受那里的美好。 情
满一座古镇，情满人的一生！

总的来说，《蜀河古镇词话 》是一部颇值
得一读的好书。 它用诗的语言、生动地描绘、
深入地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
蜀河古镇。 作为一部无言的导游，它带领我
们走进蜀河古镇的深处 ， 聆听古镇人文历
史，感受那里的古韵与魅力。 我相信，每一个
读过这部书的人，都会被蜀河古镇的美景和
文化所吸引，想要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份
独特的魅力。

聆听古镇人文史 化作无言导游词
□ 卢螓黎

安康 书评

读书 时光 书 籍 浸 润 心 灵
□ 王一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