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采茶季节，茶香已弥漫人间。汉阴
家乡又是新茶品尝佳期， 饮者品鉴又该频
频咂嘴弄舌。

家乡茶，为何而饮。 唐代茶圣陆羽曰：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茶之为用，味至寒，
为饮最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茶是南方
的优良树种，是由先辈人发现，茶的功用，
因为它的性味清寒，作为饮料最适宜。其效果与
醍醐、甘露不相上下。 家乡的先辈人也就这样，
把水烧开再煎煮并试饮后，对身心有益处，而慢
慢传入寻常百姓家。

言说喝茶，自然与人的寻常事。 但从“茶之
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
致清导和。 冲淡闲洁，韵高致静。 则非遑遽之时
可得而好尚矣。 ”宋代赵佶《大观茶论》之言中，
我们可以从中观察、窥见一些生活之道，领悟到
生活中应学会享受过程，品无用之用，体味生活
中的淡然之美。这种美在于：茶作为大自然的产
物，凝聚了山川的灵秀与气韵，蕴含着美好的品
性，它驱除了胸中的郁结，荡涤了心中的愁闷，
带给人们清新而平和的心境。这样饮茶，内心就
会淡泊安闲，气质就会坦然高雅，意态就会镇定
宁静， 这就是我们饮茶所能够得到的追求和情
趣。

品茶为乡言，得推“天宝贡茗”茶。汉阴茶生
秦巴山间的凤凰山脉，茂密的森林覆盖，黑色的
沙石泥土饱含硒元素， 汉江月河两川孕育出色
泽碧绿澄亮，气味清香渗鼻的“天宝贡茗”茶叶。
种茶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年前，《华阳国志·巴志》
等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园茶在西周已成为朝廷
贡品。 陆羽的《茶经》和李肇的《新唐书·地理
志》，录记有“茶芽产于金州汉阴郡。属上品”。在
天宝年间，汉阴郡守携带凤凰山间那“由少女采

摘，茶农瓦片烘烤，中指揉搓制作出的‘茶芽’”，
用快马在清明前送达长安献给宫廷， 宫廷将送
达的贡茶， 于清明之日先荐宗庙， 然后分赐近
臣，并以茶开宴赏赐，成为皇室喜爱的珍品。 又
因长安人把饮茶叫作“茗饮”，故而赐汉阴 “茶
芽”为“天宝贡茗”。传说李白渴饮“天宝贡茗”茶
而醉，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
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
逢……”的千古绝唱《清平调词》三首。如今，“天
宝贡茗” 已通过国家级鉴定， 人们无不在品评
“盛唐气象”之清香情韵中，清醒着民族复兴之
梦。

再言凤堰硒茶， 更为溢香惬口。 人处闲暇
时，相约几个人，去凤堰梯田间喝茶闲聊，在沏茶
中看茶品茶，却有另一番茶趣。 华佗《食论》：提示
“苦茶久食，益意思。 ”即长期饮用苦茶，有益于提
高思考的能力。 浓茶淡水，苦中溢香，细斟慢酌，
看的是茶，饮的是茶，品味的是生活也是人生。 浓
涩人生，是硒质好茶，必然接地力，历寒花，经干
枝雨叶，犹如先苦后甜的磨砺。 清淡日子，也叫二
菀子茶，迎春风，享春雨，收春阳，接受和风细雨
的沐浴；还有一日三餐的五谷，尽是笑看人生的
五味，都在一杯茶中化作浓淡。 正如“三沈”走出
汉阴，在社会变迁的日子里，生活的味道是浓有
浓香，淡有淡趣。 因而“三沈故里”的文人，便在八
小时之外，不是读书就是看报，不在电脑前写作

就是在笔案上书法， 即使在一
个人的空间里，有“凤堰”硒茶
就浅尝，无“凤堰”新茶时，陈茶
“硒质”也会浓酌。

再说平梁太行老树茶，能
品出生活中老道的甘苦况味。
有口话俗语：太行老树，百年枝

聚，“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不管是浅尝还是浓
酌，启示我们应如没有染色的生丝，清净无欲，
守其淳朴，方可现其本真，方能体味到生活自然
之妙味。 行走在人生路上，应淘洗功利的杂念，
喝老树茶除让我们学会去功利，享过程，还可以
让我们懂得品匝生活中一些有无用之大用之物
的滋味。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我们看夕阳，看
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
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
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看风吹云散，听鸡鸣
犬吠，思雨后天晴，游山川城乡，品茗读美文，丰
满厚实和启迪浸润人的精神世界。 由饮老树茶
之观，让我们得知生活之道，从而学会体验人生
淡然美。

一杯“天宝贡茗 ”茶 ，取天地之灵气 ；一杯
“凤堰硒茶”，汲日月之精华；一杯“老树茶”，采
新绿之嫩芽；饮茶阅读写作，书品人生之余味，
让我们感悟自然与生活的朴素和浓淡。 在茶的
潜移默化中，冲刷一些虚华的雕饰，镇静一些焦
虑的浮躁，固牢一些张扬的底线，正所谓：海居
低处纳百川，淡极始知花更艳。

言道是 ： 茶亦醉
人何必酒， 书能香我
无须花。 生活本是清
淡色， 人间原味自然
茶。

家 乡 茶 话
陈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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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历史小说 《西域英雄传 》面向
全国读者发行已经年余，所见到的评价
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为了让更多的读
者深入了解这部作品的创作思想、创作
过程， 笔者将从两个方面予以略述：一
是关于这部作品的哲学思维、一是创作
札记。

这里先从作品的哲学思维说起。
我认为，在精神世界里，哲学思维并

不那么奥秘。 但凡一个有思想有判断力
的人， 是没必要引经据典为自己呐喊助
威。 虽然我们可以从汉文化所熟知的老
庄哲学、 王阳明心学以及德国的尼采、
叔本华、瑞士的荣格、法国的卢梭、奥地
利的弗洛伊德等诸多哲学大师那里获得
分析问题的钥匙， 但是总没有自己对问
题认知来得自由。 所以， 对于这部作品
的哲学思维， 完全是个人认知， 供大家
评说。

为了叙述方便， 文章将此列为若干
个问题予以分解。

先从缘分的流动、 确立与记忆选择
来说一些开场白。 自有人类起，人与人、
族群与族群之间便产生了缘分， 或者说
关系。

最早的生存竞争时期， 缘分只存在
于食物与繁衍之中。 与动物相较，仅在智
能高下和语言交流的区别。 人的本性属
于动物性。

私有制产生，缘分随之有了分野。 群
体有区分，性质有了差别，行动也有了选
择。 文明与野蛮相互对立存在。

这里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西域英雄
传》 不是受西方人追捧的那种著名作家
所写的“返祖文学”，专注于食物和生殖
的描写，以夸张民族的劣根性为目标，充
满了恶缘、孽缘和匪气之缘。 《西》中涉及
的缘分成分非常复杂， 缘分的效力与时
序也纷繁不一。 为了厘清其中的头绪，给
人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 下面予以分题
叙述。

（一）缘分的偶然与必然
这部作品描写了无数个场景， 在这

无数个场景中， 充满了人物之间相遇相
识的偶然性。 在这偶然的缘分中，展开了
对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描写。

以张骞为例。 如果张骞只生活在白
崖村， 那他终生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众
乡亲和同学师长给他的缘分。 而自他从
从军那天起， 他与他人的缘分边界便开
始逐渐扩大，缘分的偶然性也逐渐加量。
在 150 余万字的作品中如何把控好这条
线，无疑是一巨大考验，稍一不慎，节奏
便难掌控，露出破绽。

张骞与他人缘分的偶然性， 最早出
现在第六回。 为筹措赴长安的资费，与父
亲一道乘船赴汉江运货去汉口， 因沉船
落难巴人部落。 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人：
一是部落酋长，一是巴人姑娘山梨花。 这
里不讲山梨花的感情纠葛， 对张骞影响
最大的是那个酋长。 当张骞为失去父亲、
学友、船工而放声号啕时，不料全体巴人
也跟着大哭。 张骞不解，询问酋长，缘何
如此？ 孰料酋长说道：

“不为什么，人生皆有缘分。 父子缘
尽，便永远做不得父子；朋友缘尽，便永
远做不得朋友。 财帛缘尽即净，财帛本为
身外之物。 尔与吾族因缘相敬，即神人的
快乐便是吾等的快乐， 神人的悲伤是吾
等的悲伤。 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

这段充满禅意哲理的对话， 是这部
作品对于缘分的诠释， 为后来使节队的
苦难遭遇作何对待做了铺垫。

第八回与库录缘分偶然性的补写 ，

有着明与暗的两个缀联关系。 首先是对
第一回出现库录的伏笔， 做了完满的回
应， 而重要的是对第十回与堂邑父这一
关键人物的缘分做了预示。 可以说，没有
张骞与库录短暂的结交， 就没有张骞与
堂邑父的生死之缘。

当然，张骞与呼日勒 ，也是 “生死之
缘”。 不过，这是恶缘。 使节队和张骞后来
在匈奴的种种磨难，都与此人相关。 如果
从作品塑造人物的情节需要去看， 这个
人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堂邑父和呼
日勒同张骞的缘分反差对立， 始终贯串
于这部作品。

两种互相背离的缘分， 也暴露了张
骞的个性特点：对人坦荡而不设防。 这既
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弱点。

所谓缘分的必然性， 需从大背景宏
观上去认定。 从地缘政治分析，汉与匈奴
国土相连，人们往来频密；从社会制度文
化差异看，汉为封建社会农耕文化，而匈
奴则是奴隶制度游牧文化； 从民族民风
对比，汉民多礼让敬从，而匈奴人则剽悍
好斗。 总体来说，人到了陌生地域，各种
陌生的缘分必定撞面相遇。 何况汉匈之
间民族差异如此之大。

这就注定了张骞一行只要踏上西域
征程， 与各类人物的缘分交往就必然摆
在未知的地方。

事例太多，不必一一叙及。 但要说的
是，这是哲学的认定，是铁律，无从避免。
身临其境的人，只能采取相应对策。

（二）缘分于族群、团体、个体中的宿
命

由于族群有大小强弱之分， 则霸凌
与依附便是其宿命。 即使有和平相处的
时光，也只是假象，表现的短暂。 真正的
和平， 只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被拥
有。

《西》这部作品总体上讲了在汉匈之
争背景下， 张骞使团出使西域的凿空之
旅 ， 但 在 叙 述 上 穿 插 了 两 个 重 要 情
节———大月氏西迁原因与托力鲁对突阿
贺发动的灭族战争。

大月氏兴盛时期，匈奴不与之为敌。
自冒顿单于登上匈奴大位，匈奴日强，遂
大肆劫掠大月氏。 争战十余年，大月氏不
敌， 为避灭族之祸， 由河西走廊举族西
迁，越葱岭，定居于西域，即现在的土库
曼斯坦一带。 大月氏以逃离的方式，企望
结束恶缘的宿命。

而托力鲁发动的战争， 是为了土地
和女人。 突阿贺弱小，只能屈辱以对。 而
在作品的内涵中， 隐示了汉初至汉景帝
时期对匈奴和亲政策的屈辱性。

弱小与恶缘相遇，依附是其宿命。 要
摆脱这种恶缘，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使自
身强大，或者与另一族群抱团取暖。

这在作品第四卷张骞的外交活动
中，有警醒式的描述。

如果某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 譬如
张骞之使节队， 其缘分的边界则取决于
头领的品格与智慧。 或良缘或恶缘，当其
不期而至的时候，便显得至关重要。 作品
中最显著的事例，如第二十八回“使节队
陷落峦芳洲”和第二十九回“启民智峦芳
洲归汉”，若非张骞下令不许伤人 ，其结
局将很难料想。 可以推测，在两败俱伤的
景况下，误会能否得以解除。 那么，也将
不会有秦自乐生死追随张骞的结果。 所
以，无论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或者某一个
人， 有时候缘分的宿命其实掌握在自己
手中。

当然，这是指“有时候”。 当双方死磕
时，恶缘便是其必然。 第三十一回“因突

部落恶战骑痞”一节，便是如此。 使节队
在小沙丘遭匈奴骑痞突袭，29 人殉国，余
众亦被打散，张骞等人被俘，作品也由此
展开了又一种一系列情节的描写。

对这次决定使节队命运的恶缘 ，看
似偶然， 实则早已隐伏。 而在张骞的内
心，做了深刻的自省：不该违背天道，让
使节队进行昼伏夜行之举， 致使大家梦
中遭袭、仓促应战。 但是人无完人，作者
和读者谅解了他。

至于个人的各种缘分，又有不同。 作
品对重要人物如张骞、堂邑父、秦自乐、
杨柏、由天际、王兼、塔丽版宓赤、孙治瑾
等都做了各自不同的情节贯通。 这里有
情缘，有友缘、恩缘、仇缘等。 不管其缘分
是纯粹的、 阴谋的、 利益的或者被利用
的，每份缘分的出现，都有它的宿命。

仅举一例， 张骞与昆古丽玛月伦的
情缘。 表面看去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实
则在作品中早已做了铺垫， 从五十八回
到五十九回，完整地描写了这一过程，一
对佳偶的形成， 水到渠成地呈现在读者
面前。

（三）缘分的认定与记忆选择
若对缘分加以区分 ，有所求和所遇

之论，有共缘与私缘之别。 所求是主动
接近，所遇是被动接受；共缘属公共性，
私缘是个体性。 有时候私缘和共缘发生
冲突的时候，就有了对缘分的选择和认
定。

张骞率领使节队去西域寻找大月
氏，目的是寻求盟友，共同对付匈奴，是
公共性质的国家之缘、民族之缘。 缘分是
互惠互利，是大方向，总目标。 因为这份
缘分是双向的，所以需要双方确认，或者
说认定，所以才有张骞忍辱十余年，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和毅力。

在认定这份缘分的过程中， 张骞等
人预想到了种种艰难与险情， 但没有想
到付出的生命代价如此沉重。 作品在后
续简述中做了这样的交代： 公元前 114
年春，在张骞病重时拒绝服药，以致于在
3 月 18 日病逝。他为什么拒绝医治？想想
看，一百余人的使节队，至此仅他一人存
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作品中涉及的种种缘分， 无论是公
共的还是个人的， 都不是孤立的、 游离
的。

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彼此就有交往，
有交往就有缘分和对缘分的认定和管
理。 不管是公共性质个人性质，缘分都有
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分，有私密性、互
利性、纯粹性、毁灭性的差异。 在《西》这
部作品中， 都有不同的呈现将人性的本
质推向到极致。

除了人类之间， 人类与动物与自然
之间，也是缘分互接的共同体。 作品中亦
有充分的体现。

围绕这一问题， 可以列出一长串事
例。 但读者的时间有限，所以只能用典型
故事阐释这一哲学观点。

第三十五回， 使节队余众在赵信城
英风客栈遭敌暗算，全体被俘，这一对抗
性缘分，到第五十五回以毁灭性结束。 其
毁灭性的过程写得详尽生动。 堂邑父先
以陶片击杀胖老二一干宿敌， 接着又用
羊骨解决了千里追杀他的恶徒， 为团体
也为自己结束了这一恶缘。

写姻缘必然要写到情爱， 这是文学
作品回避不了的事实。 对于一个有道德
底线（准则）的作者，就必须遵从缘分的
私密性， 决不可以作器官展览式的描写
博取读者的眼球，做到干净、动情有欣赏
价值。 当然，团体性的缘分也具有它的私

密性， 譬如张骞为西域各国所定的篱笆
计，只能仅限于各国上层知晓，不能透露
给匈奴一方。 事实上在生活之中，任何缘
分都具有私密性。

世间存在的缘分，互利性是其通常现
象。无论是友缘情缘，是公共性或个体性，
既需要争取，更需要经营。 例如在《西》这
部作品中，第七十二回“使节队异国成邦
国”， 在因国礼轻微引起误会产生绝缘时
刻， 是张骞以其诚恳大度将缘分挽回，并
对这一缘分进行了着眼于长远目标的经
营和管理———着力培养以帕卡为首的克
里泊尔、别孜勃等大宛国王卫士。

作品对人与自然的缘分关系，作了大
量篇幅的描写。雪山、大漠、荒原、森林、河
泽、白毛风等，惊心动魄到如身临其境，强
烈的压迫感使人喘不过气。而人与动物的
撞面之缘，主要写了狼缘。 全书有八次写
到了狼事，而以第七十九回和八十五回最
具代表性。

第七十九回的人狼大战，描写的惨烈
情状，使人不忍卒读。 使节队行至克里雅
河岸边，由天际不知狼性，杀掉一只母狼，
由此惹下祸端，与狼王结下死缘。 彼时白
毛风之灾刚过，狼群正在饥饿之中，狼王
由此向使节队发起攻击，殿后尚未渡河的
苏疾、由天际首当其冲，人狼恶斗瞬间展
开， 于是惨烈血腥的场景出现在读者面
前：“狼眼狰狞，狼毛奓撒，狼爪锐利，狼牙
森森，狼群飞跃纵跳之势，并不逊于由天
际的轻功。 胯下的汗血马几次配合主人，
欲逃出包围，均未奏效……。终于，一匹狼
被戳马下时，汗血马避让不及，后蹄一绊，
侧身栽倒。 随即，由天际只觉眼前黑影一
闪， 左手的小钩钩便被一狼死死咬住，他
挥起小尖尖，刚刚插下狼的肚皮，后颈即
被一狼噙住……”

结局是堂邑父射杀狼王之后狼群退
却，9 名使节队员两人殉国两人重伤两人
轻伤，汗血马全部损失。

而八十五回的人狼之缘却完全另
样 。 怀孕的卡帖娜发现受伤的狼母子 ，
与丈夫秦自乐一道，将其救起，予以疗伤
喂养直至痊愈后， 赠予羊肉放归。 自后
再无狼群袭扰 。 在卡帖娜遭匪身亡 ，秦
自乐埋葬爱妻时， 狼王率领群狼恭伏四
围，无声默哀，狼母率其子直至秦自乐身
边，低头而立。

人对缘分的记忆，有恒有选择性。 尤
其在特殊条件下，更是如此。所谓“过去的
事就过去了”，完全不可信。 或恩或仇，是
终生难忘的。 大恩大仇的缘分，可以世代
延续。 即使在热血动物那里，也存在这种
现象。 有人做过试验，三十年前一个拿针
刺过一只大象象鼻的人，三十年后大象仍
记着那人，进行了报复。 在《西》这部作品
中，亦作了同样记述，一是第五回张骞与
小牛“飞黄”的亲密关系 ，张骞离家多年
后，已长成大牛的“飞黄”一见到他，仍“哞
哞”欢叫，依依不舍。二是前边提到的第八
十五回狼母子和群狼哀悼卡帖娜之事。说
明人与生灵对缘分的记忆，都有强烈的选
择。

但是，利他行为的纯粹性缘分，只存
在于人类活动，而且只在心地善良，心灵
守正的人中。 这种人，受惠者必然尊敬，
深刻铭记，予以回报 。 这在 《西 》这部作
品中， 有着充分的描写。 第七十四回结
尾一段， 便是典型一例。 张骞帮大月氏
女子库娅莎搬运蔬菜车辆， 只是偶遇之
缘，却被四处传颂，甚至大月氏国王也都
知晓。 张骞人格魅力的伟大， 再次震撼
读者。 总之， 好的缘分会成为一种友谊
和情谊 。

《西域英雄传》哲学思维分解
李茂询

春色美景（油画） 陈益鹏 作

生平注定为此痴，唯哀一梦醒来迟。 幸有
心田三两亩，他种前程我种诗。 ———《自嘲》

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 连夜
读完刘晓勇博士的诗集《神河汤汤》，感人至深
的佳句很多，最能产生共鸣的当属浓浓的“故
乡情愫深似海”。 诗集以作者的散文《母亲的
“两掺面”》代序。 打开诗集，一碗热气腾腾的
“萝卜缨子”酸菜两掺面，瞬间让人“食欲”大
增，半晌回味于安康老家的“味道 ”。 由于高
中毕业后，20 多年的外乡生活，亲人的离别，
土生土长的旬阳市神河老家便成为常常眷
顾的“故乡”。 如同作者在“神河小镇组诗”中
所写：常忆除夜灯阑珊，陪母路旁烧纸钱。 跃
跃火苗映白发，喃喃细语挂嘴边 。 女出家门
恩情断，子求功名天涯远。 宁愿此身全如梦，
惟留小丫小敝轩。 还有《怀路翁》《婶娘》《二
姑》《故乡的冬》《与姑婆翻老相册》， 亲情感
人肺腑 、记忆永恒 ，乡情跃然纸上 、溢于言
表 。 细数诗集中有近百首诗要么写于神河
镇 ，要么与故乡的人和事有关 ，毕竟无论走
得多远，最难忘的还是亲人和童年。 《神河汤
汤 》犹如一部老相册 ，尘封着作者对老家神
河的浓浓思乡之情、思亲之意。

《尚书 》云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
和声。 从小背古诗起，律诗给我的感觉总是
那么的高雅、高远、高深。 律诗除了讲求联句
对仗 、平仄押韵 ，更注重借景抒情 、托物言
志。 很多情况下，若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心性，
读完之后也是云里雾里 ，还真有 “都云作者
痴，谁解其中味”的感觉。 有幸的是《神河汤
汤》中很多诗的创作过程、描绘情景，我是见
证者和参与者，是其“朋友圈”新诗第一个点
赞者。记得 2017 年端午节上午，雨过天晴，作
者说他在南坡割了很多艾蒿，邀我去拿。 待我见到他时，他边擦脸上
汗水，边抖落衣襟的露水，指着几堆“战果”，让我随便挑。 我抓了一
把，一闻，觉得气味不对，便笑他是“城里住时间长了”或是“书读傻
啦”，竟然错把“臭蒿”当成艾蒿。他笑着回答：“就当为民除害啦！”后
来我们找到了一片真的艾蒿地，他割得更起劲。 说笑中，我才获悉，
前一天他刚被提拔为学院副院长。如他《采艾蒿》所写：采艾南山下，
雨停草木新。荒原杜鹃唱，蒿野楚骚吟。和露香盈袖，掬芬绿染襟。青
青怀桂馥，郁郁慰吾心。 “郁郁慰吾心”就是他长期奋斗、不懈努力、
得到组织认可的畅快表达。 还有《文章登<人民日报>感赋》《乘车过
秦岭》《感怀杜工部 144 韵》，都或多或少隐藏了作者历经种种考验、
终得所愿后的心情。 《神河汤汤》又似一部小传记，标注着作者自强
自立、奋斗不息的生动事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者大学本科学的是历史，博士选择
生态马克思主义，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多年 ，博古通今的学养
和丰富的工作阅历，使其早已将马列主义的政治立场内化为一种信
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一种自觉。 从
他的 《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读列宁<论我国革命>》 等诗文
里，洋溢着其对人类解放真理的不懈追求。 尤其是 184 言律诗《赞恩
格斯》，起承转合，叙议交融，把恩格斯的一生转折起伏、革命功绩写
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精髓的褒扬和传承。 晓勇教授出版格
律诗集，以中华传统诗歌的方式弘扬科学理论真理之光 ，歌颂盛世
伟业，弘扬时代主旋律，无愧为践行“两个结合”的先进典型。 《读科
威尔<自然的敌人>》《读水浒传 》等 50 多首 “读书观影 ”感怀诗 ，虚
实结合，亦真亦幻，表现出作者宏阔的视野和独到的体悟。 《神河汤
汤 》犹如一个日记本 ，清晰地记录者学习真理 、体悟原理的心路历
程。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作者生在陕南，学习工作在陕
北和关中，历经多个单位和岗位，读书阅人无数，但其侠肝义胆之秉
性、悲天悯人的善良本性始终未改。 一些朋友找他帮忙，他很少推辞，
即使倒贴人情也要化解难事、成全好事。他崇拜功勋昭著的英雄人物，
盛赞班固、马援、诸葛亮、林则徐等人物的担当作为，确又看淡功名利
禄。 如其在《过路遥墓》中所写：伟业从来同炼狱，功名自古付凡尘。 山
桃漫野花开遍，坐看春风化彩云。作者同样十分关注身边的同事同学、
市井人物，关照亲情友情、儿女情长。 “夫君擀面向寒夜，妻子摊饼映晓
窗。携手即成人间世，盈眸就是梦里郎”写出了街角夫妻小店的惬意生
活。 “耕耘只为修泥土，割刈何妨忘姓名”是作者跑步时对道旁开荒老
者生活的感慨。 《接妻下夜班》《为儿子做枪》十分生活化地写出了丈夫
和父亲的家庭责任。还有《旬阳逢叶鹏》《赠上官青云》等 40 多首“酬唱
答谢”，句句真挚，饱含深情，道出了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友人的美
好祝福。如其在《送亚刚之贵阳》中写道：自古男儿多别离，临行不必又
凄凄。我心常住一轮月，何处人生不佳期？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朋
友之间难免聚少离多，多一次离别，便多一份思念和眷顾。 《神河汤汤》
宛如一面镜子，映照着作者的悲悯情怀、文人气节。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通读《神河汤汤》九个
专辑所收录的 300 多首古体诗，作者以诗激发情志、以诗观察社会、以
诗交往朋友、以诗抒发不平的文思才情着实令人回味。 即便他工作再
忙，总能挤出时间和心思，将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写成诗作。 这种“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和“任尔东西南
北风”的定力，着实令人钦佩。 每每翻
阅《神河汤汤》，对刘院长的敬佩之情
便“汤汤乎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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