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06 文化周末２０24 年 9 月 27 日 编校 梁真鹏 组版 勇军

枕边书

岚 皋 县 作 家 吴
应勇长篇小说《全胜
寨》近日线装书局出
版发行。 小说讲述了
二十世纪初的陕南
各地，军阀混战 。 以
进步青年李寰山 、王
子绍为首的一群陕
南汉子 ， 为保境安
民 ，抵抗匪乱 ，召集
乡亲避匪前山寨。 他
们修寨立卡，加固战
壕 ，兴办学校 ，设市
场、造庙宇、建枪坊，
造枪铸炮 ， 抵御盗
匪，并在大灾之年免
税抗捐， 赈济灾民 ，

一时间周边百姓悉数响应，势力逐步扩大。 官府
为拔掉这颗眼中钉，多次暗中教唆陕南巨匪成锭
安率上万土匪对前山寨进行了多次围攻，以图借
刀杀人。

李寰山和成锭安都出生在前山寨下的无瑕
河，本是一对表兄弟，虽亲情血浓于水，幼年亲密
无间 ，但少年各奔东西 ，善恶不相融 ，终互为仇
敌。 从 1929 年开始，成锭安率上万土匪为打下前
山寨，前山寨民众在李寰山的领导下，克服了各
种困难 ，他们加固寨墙 、造枪铸炮 ，农忙下山耕
种、农闲练兵备战，双方斗智斗勇，各出奇招，各
显神通，一个个惊险曲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
故事，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人间壮歌。

数年间， 前山寨的百姓在李寰山的带领下，
抵抗了各路土匪数十次的围攻，沉重地打击了土
匪的嚣张气焰，保持了全胜的记录，也保全了当
地的父老乡亲。 前山寨的老百姓终于可以下山种
地，安居乐业，正常地生活。 当地百姓为纪念此
寨，特将“前山寨”改名为“全胜寨”。

著名作家李春平、王晓云、陈益鹏倾情作序
推介此书。

（梁真鹏）

读唐玉梅的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
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故乡的炽热感情，对亲人的
怀念，对乡村生活的深切眷恋。 植根于故乡那
片土地， 她用文字为家乡编织出锦绣画卷，倾
诉绿叶对根的深情。

作家在创作中充分调动知识储备，挥洒文
学才情，激活过往记忆；倾心张扬审美主体的
潜质， 使得饱满的感情与奇幻的神思交错叠
映，大大拓宽了作品的边界，使之臻于跌宕与
深厚。《我的故乡我的根》一文中她对故乡低吟
浅唱：“我在这片土地的每处流连忘返，在这片
土地我所熟悉的无数阡陌中徜徉徘徊。远处青
山如屏，近处绿草如茵，树林的枝叶浓密，阳光
透过树叶洒在草地的间隙里、 溪流的波光里。
我眼里的景象简直像是一幅自然天成的油画
铺展在面前，我在这油画上仔细查看、触摸，感
知油画上如梦如幻的色彩和气息，感知它熟悉
又令我陌生的安静和清凉。 ”

故乡滋养了这里的人，她笔下的故乡历史
厚重，生长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父亲勤劳

正直，母亲善良慈爱；她笔下的六爷爷和六婆
婆如岩石缝隙中的两株火棘，冲破重重障碍也
终身相依，不离不弃，最后在古稀之年，选择
“七七”这天安安静静，欢欢喜喜地走了。

她饱含深情地赞颂着那片土地和土地上
的一切， 六婆婆的槐花饼和槐花饺子香甜可
口，父亲的菜园豆角最是含蓄，葫芦最是张扬
……她的回忆总是这样唯美：“那些蔬菜的不
同叶片大大小 ，有尖有圆 ，亦卷亦舒 ，或阔
然 ， 或缱绻 ， 在我面前仿佛一幅幅油画 ，
它们有的如唐诗般豪放 ，有的如宋词般婉
约 。 我会冲一朵花微笑 ，会弯腰扶起雨后
跌倒的藤萝， 会小心夹走一只偷吃蔬菜的虫
子。 自此，不再有蔬菜被我混淆。 看翠绿的黄
瓜，毛茸茸的葫芦，带着水珠的嫩韭，肥嘟嘟
的、 硕大的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孕妇肚皮的冬
瓜。 它们也的确骄傲，肥硕块茎尖上还顶着粉
嫩粉嫩的花蕾。 ”

这是怎样的一曲田园牧歌，读来令人荡气
回肠，让人不禁想起作家萧红笔下祖父的菜园

子，充溢着瓜果蔬菜独有的香味，清新淡雅，总
能给人以抚慰。

作家笔下也不乏对时代变迁的思考和迷
茫、隔膜，《缁衣蹒跚的乡村》一文运用反衬、象
征和隐喻的手法写了一群苦苦坚守的乡村老
人，二姑婆、三表婆等人的生活现状，写出了今
日乡村的阵痛。 作家对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
有着切割不断的情思 ，她写出了我们很多
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和痛惜 。 我甚至巴望
着自己就是一棵生长在故乡的植物 ，听得
懂树们的语言 ， 了解树们生长的秘密 ，风
轻时倾听喁喁低语，风狂时倾听朗声大笑。 我
再也回不去那样的故乡了，那曾经熟悉的令我
朝思暮想的故乡。 ”

玉梅是抒情的圣手，她善于营造意境。《麦
溪的树》《春在杏花俏》等作品想象丰富，虚实
相生，主体意识较强，融情于景，融情于事，有
散文诗的韵律美，清雅恬静。

玉梅的文字很美， 不是那种炫法的华美，
而是饱含乡土深情的朴素之美，如山花，清秀

素雅；如山溪，清澈甘洌；如山鸟，栖于乡间草
木，翔于阔野高天。 她的文字，是不分行的诗，
有泥土深处的香，有岁月积淀的厚，有乡土赤
子的真，有古朴村落的魂，品之，不燥不烈，其
味甘醇，余味绵长。捧读她的散文集《凝望霜红
里的村庄》，宛然离开了久居的城市，在乡间漫
步、呼吸，你能读出泥土气和人间烟火气。

读作家的书，能看到她的成长轨迹，她由
一个乡村苦读的苦孩子成长为一位作家，期间
经历的坎坷苦痛都令人唏嘘不已。 她执着坚
韧，童年冒着严寒和大雪独自跋涉在积雪覆盖
的山路上，毫不畏缩；中学时在乡村中学遇到
热爱文学的语文教师， 引导他们赏雪写雪，在
她的心灵播下文学的种子；青年时从西安外院
毕业后曾经到南方的工厂打工。 苦难磨砺了
她，也锻造了她，她成长为一个有独立人格、才
情过人的女作家好老师。 读《凝望霜红里的村
庄》， 你会和作家一起沉浸在饱蘸着真情和泪
水的、热辣滚烫的文字里，陶醉其中，回味无
穷。

或许父亲曾是一名教师的缘故，平日里喜
欢读书看报，我也耳濡目染。儿时，家里日子过
得拮据，没有像样的家具，却攒下一箱经典名
著和各类报刊。 也正是这些书籍报刊，让原本
贫瘠的山村小屋有了精神的高地，从那里不断
散发出阵阵书香，就像袅袅炊烟伴随着晨雾暮
霭，弥漫天际，梦幻般地充盈着整个童年时光，
滋养着我的一生。

时间如江水般流淌。孩童已是二十多年前
的记忆。 似乎有关乡土生活的那些人和事，相
距那么遥远，却又感觉那么贴近。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旬阳农村，每年春节前
夕，为了让屋子看起来有点新意，多点辞旧迎
新的年味， 找来报纸粘贴墙面便成为一种潮
流。

在我的印象中，报纸贴墙是一件很有仪式
感的事。 不论贫富，家家户户都把屋里屋外清
扫得干干净净，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未曾想到，
报纸墙对我来说有着无穷的知识魔力，文字如

鬼魅让我产生极大的好奇心。 有时倚在墙边
看，有时蹲在角落读，有时躺在地板上瞅着顶
棚上的报纸图画发呆，通常一个人都能瞅上大
半天。

当然，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常有的事，瞅着
满墙的报纸，头晕眼花犯困，干脆就不管不顾，
趴在地板上呼呼大睡。 年少的梦像风，呼啸而
来，呼啸而去，自由自在，无惧无忧。 仿佛一觉
醒来，就长大了。

那年夏天，打破了村里多年的魔咒，成为
十里八村第一个考进城， 读重点学校的山里
娃，成为乡邻之间茶余饭后，交口称赞的对象。

带着一种压力和使命感，格外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求学机遇。好在县城里学校的读书氛围
特浓，图书馆为读书提供了大量资源，大家相
互借阅传看书籍，也常会在宿舍熄灯后，跑到
走廊通道里，借光看书也乐此不疲。

那年，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周末学校
图书馆闭馆，就兴冲冲地跑到书店去读书。 依

然清晰地记得，那家店叫教育书店，紧邻学校，
书籍种类繁多，生意火爆，常常拥挤不堪。看着
琳琅满目的图书，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苦于没有钱买书， 只能踅进书店里蹭书阅读，
好几次书店准备打烊了，老板来提醒我，才怅
然若失，原来自己半天都没吃饭，肚子饥饿内
心充实，却成为岁月经年里永存的记忆。

追随书香的脚步，我不仅走进一幅幅山河
胜景，也唤醒了心底最亲近，最温暖的一份回
忆。 忘不了在《诗经》中，我感受到“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浪漫，也曾
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豪迈而热血澎湃；
在《唐诗》中，年少时为“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感到不解，成家后终能体会“复恐匆匆说不
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那份牵挂。在《与妻书》
中，那跃然眼前的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让我不
能释怀。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语言或许是不同的，
但人们总会被同一种精神所打动，久久难以忘

怀。今夏，组织安排我赴欧洲出差，工作期间结
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外国友人阿尔乔姆，我不
止一次被他的正直与善良所触动，为此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在穆哈维茨河畔，我们席地而坐，谈理想
聊人生，得知我也偏爱读书，坐在我身边的阿
尔乔姆，嘴角上扬，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世间百
味、人情冷暖，总能在阅读中觅得知音。

回国前夕，在登机口，阿尔乔姆把他最爱
看的书 《战争与和平》， 买了一套塞到我的手
里，眼含热泪转身离去。飞机起飞后，我翻开这
本书，惊喜地发现扉页写着这样一句话：“祝我
遥远的中国好朋友，永远好运！ ”我合上书，扭
头向窗外， 望着落日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彩，
湿润了眼眶。

转眼间，我三十而立。如今的我逢人便说读
书好读好书。 读书于我而言，是希望，是出口，是
陪伴，我在文字中仰望苍穹，感受时空无限的延
伸，岁月有了书香浸润，因此幸福而珍贵。

读紫阳县胡坪诗集《深蓝》之后，觉得遇见
了一位真正的诗人。 他将生活中的所有遇见，
列队收拢， 在他命令中一一出现在他的诗歌
中，构建出了自己的诗歌王国。 他的诗歌语言
是那样的洗练，那样的真挚，那样的干净。我读
其人之诗，就像掬起一捧泉水，饮之，沁人心
脾，甘、甜、美。 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胡坪当如
是。

胡坪与我不曾谋面。 因为他的诗，让我记
住他的名字。

读胡坪的诗，就是在听他对生活的诗意流
露与倾诉。真实、贴切、真挚，接地气，有温度有
哲思，他的诗颇值多读。 他的诗歌多以记事叙
情为主，事记得真真切切，情叙述得感人至深。
诗语表达得地地道道，让人读后总觉得对自己
的胃口，土而不俗，如同一杯土曲酒，度数不
大，入口舒缓，余味悠长。 也正因如此，我在这
样的诗歌里品味到的一种情怀，一种掏出自己
的心去体恤和温暖别人的情怀，一种对微小的
美好倾注了全部的真情和爱意的情怀。所以诗

人写诗就是让情感燃烧，像一颗蜡烛牺牲自己
的肉身而换来微弱的光芒一样。让我们读诗的
时候，总是小心翼翼，这是诗人总是为美好祈
愿，祈愿生活少一点颠簸，祈愿回暖的大地不
再有倒春寒。

真正的诗歌应该根植入大地里，沾着雨露
和阳光，带着花香鸟语，流着汗水，溢出泥土的
芳香之味，甚至是生活中的辛酸苦辣等方方面
面。 诗人胡坪做得到位，由不得让人佩服诗人
对诗歌的敏感，以及对语言的掌控力。 这需要
一种状态，一种长久的经常的对诗歌的痴迷性
和灵敏度。 当然,更需要有一颗诗心，还要有一
双无邪的天真的清澈的眼睛。 这样，诗人就能
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营造出不平凡的诗
歌句子来。 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见，看到了诗
歌都在那里，并抓住不放。 把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请进自己的诗歌里入座，成为自己诗歌中的
座上宾。

诗歌要有阳光， 温暖让文字热烈又明媚，
让人热忱而宽广。也让那些庸常的、琐屑的、不

规则甚至有点阴冷的事物都变得俏丽完整，且
有了曲线美和暖洋洋的光辉。于是诗人发现了
“母亲用手掌揉搓爆裂的豆角/几粒黑仁聚首/
紧紧簇拥/圆润而闪耀着太阳的光泽/母亲出
神地默读/这尘世和自然的杰作/她用能握住
整个乡村的双手/抚着我的眼睛和额头/那浓
烈的泥土和青草气息/仿佛是我永世的归途
（《乡村的母亲》）”“想念一个人时/要在冬天的
山坡/向上时盘旋/向下时滑行/或者坐在漂着
冰凌和桃花的河流上//用冬天大地清晨的霜
花想念/想念一个人/就是透过她苍茫的眼睛/
分担孤独/制造体温（《在冬天想念一个人》”胡
坪这首诗，显然是渴望春天，追求阳光，在冬天
想里萌发青春火焰，在向上沸扬，一切都是那
么鲜活又生机勃勃， 这昂扬而善美的人生态
度，让诗歌有了热度和力度。

诗歌里面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五谷
杂粮，泥土，露水，花草，空中的白云，飞鸟，河
里的游鱼，小蝌蚪，人体的汗味，世间万象。 可
以只写其中某一件事物， 但要写得入微入细，

写进事物的骨髓里，写出血液来。 诗人就如同
是一个漫画家，把观察到的事物用画笔勾画出
来，看上去相仿，但本质真切，就是一幅好画也
是一首好诗。 “不出我所料，这里/有一个陕南
一样的山坳/一左一右两条河流/灵气汩汩地
冒着水泡/青石板街道，木板阁楼/挑起来的花
窗镶嵌在天空/有位老者站在街头/白发迎风，
时光超凡脱俗（《线装的双河口》）”其实，这就
是一幅画，也是一首诗。

阅读中我深切感悟到，只要有心，与生活
擦下肩，情感便会被点燃，这擦出的激情火花，
凝结下来之后，就是一行行诗。 “很多的鸟儿，
聚集而来/在一丛林里，头挨着头/千万只鸟儿
在里面密谈/还有一只鸟儿在外面大声叫喊
（《春天的鸟儿》）” 这说明诗人的内心装满了
干柴，与生活中事物的邂逅，就是火柴头在磷
片上擦了一下， 于是这情感的烈火开始燃烧，
并逐渐放大且成为一种图景，给灰暗的生活以
灿烂的一击， 也让寒风中的心有了温暖和沉
醉。

石泉籍知名作家蒋书蓱出版长篇小说《怀
香河》，看到那古朴典雅的封面，我就急不可待
地捧书在手，一连几天读得津津有味。 读后禁
不住掩卷长思，感慨多多。

《怀香河》以返乡知识青年、乡村小学教师
伊兰懿为主要人物， 通过她与摄影家楚子旭、
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山白之间的爱情纠葛为主
线，以楚子旭寻找失踪的父亲为辅线，叙述了
怀香河近几十年的生活变迁。作品的时间跨度
大，由世纪初写到疫情蔓延，人物众多，却各有
特色。

作品一开始，描写了 21 世纪初，楚子旭
为了寻找父亲失踪之谜，来到了怀香河，遭遇
了天崩地裂似的泥石流，作品对泥石流的描写
极显功力，如“大家跑着跑着，听见一声巨响，
惊疑间发现对面的山上，一整块长着红薯的地
迅疾地滑向山谷。 地里的一棵杮子树被带倒，
惊飞树上的一群鸟雀……继而又是一片巨响，
与之相邻的一块荒地也滑坡了， 像是连锁反
应，附近几块地都脱离山体，带着亘古暗黑的
光与天崩地坼的啸吼，奔向深不可测的山谷与
咆哮的怀香河。 野兽奔逃，禽鸟哀鸣。 人在尖
叫，要逃离没有安全感的地面。雾幔漂移，大河
奔腾，山体滑落，变幻出的都是龙的形态……”
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的活灵活现。小说
的故事由此缓缓拉开帷幕。

文章的女主人公伊兰懿，她在十四岁时迷
上了来怀香河寻找父亲足迹的摄影家楚子旭，
写了二人的相识相知相恋，因种种原因又相互

疏离，经历种种误会、错位等等，最后摈弃种种
阻碍，又彼此走近对方，重归于好。小说结尾是
很新奇巧妙的，二人为了对方，竟不约而同地
卖了自己的房子， 买下了对方卖出的房子，这
种结尾即圆了读者的梦又精妙奇巧， 令人深
思，颇有意味。

伊兰懿作为全书的主人公， 她聪明善良、
纯朴厚道，感情真挚，性格坚韧、外柔内刚，是
秦巴山中优秀女子的一个代表。 虽然她在进入
“桃原铅锌冶炼厂”之后，为了名利违心地做了
一些违背原则的事，但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危
害，并且很快离开了冶炼厂。 在漫长的人生道
路上，兰懿一心向善。 任民办老师时，对学生尽
职尽责，传道授业之余，为他们热饭做汤，回不
了家时，她耐心照顾学生的吃喝；收养侄子童
儿；修楼房时，不仅给爸妈、同时给几个哥哥一
人建一层，从不计较钱财，无论是亲人还是外
人，她一律温厚宽容大度；虽然自己处境困窘，
在城门洞里，她仍然先后给几个叫花子施舍钱
财，做生意厚道讲信用不贪不占不赚昧心钱等
等，说明了兰懿的心地善良，做人坦诚真挚，待
人宽厚。 然而，这个女主人公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她对爱情的纯真执着、热烈深情，全身心的
投入，书中写道：“这感觉让她神魂颠倒，又痛
苦不堪。 她知道自己与楚子旭的差距太大了。
她是乡下人，他是城里人。 她高中未毕业，他却
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 但她已不能自拔，全身
心地向他奔赴。 即便不能与她长相厮守，她的
生命也要为他燃烧一次，哪怕匆匆寂灭。 她甚

至做好了为他独身的打算。 ”自此，她满心满肺
就是楚子旭， 只因楚子旭说：“我只想来找你。
我要和你谈一辈子恋爱。 ”单纯的伊兰懿因为
这句话，“以为楚子旭是要和她结婚的， 任由她
爱抚。在那张小床上，他们只有更加疯狂的拥抱
和亲吻。 ”“她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哪怕付出生
命。 ”因为刻骨的相思，为了见楚子旭一面，她独
自从荒僻蛮荒的怀香河赶到省城隆岸， 只为见
心上人一面。母亲坚决不让，她哀求母亲说：“我
下车见见楚旭，然后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那个
时候，从怀香河到省城，可是千里迢迢，车马劳
顿，兰懿不辞辛苦，到底去了。结果，因为楚旭不
在省城，她和母亲在省城下车后，仅在火车站吃
了一碗凉面，当天又返回自己的老家，真不怕折
腾啊。 甚至于伤心之至时兰懿还想为楚子旭殉
情，只是因为要为父母养老才打消这个念头。类
似这样的情景描写还有很多很多， 心理描写也
很细腻，我被兰懿的痴情、纯情、真情、深情深深
感动，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不就是这般模样吗？ 这种没
有任何功利目的、 只为了爱情而舍弃一切的情
如今还有吗？ 令人喟然长叹，不知为啥，我倒希
望这种爱、这种情是真的，不仅存在小说里，也
会出现在生活中。这个唯美、略带悲凉的爱情故
事深深打动了我。

《怀香河》又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具有浓
郁的时代特色。作品紧扣时代，比如：乡村昔日
的热闹与辉煌，乡村儿童求学艰难、乡村青年
进城谋职受挫，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农村建

设发展过程中的污染与环保，官场腐败，如今
的农村因为遭遇城镇化而不可避免的凋零，农
民是否搬迁进城的两难选择，等等，作品中都
有了很好的体现。

在语言上，全书既清丽婉约，又充满了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作者运用了很多方
言，一股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十分亲切，就像书
中人物和自己聊天，就像吃着陕南的特色菜一
样津津有味。

作家在描写动物或人物时也是栩栩如生，
如写两只燕子吵架，“听见人吵，一只燕子和一
只麻雀也吵。 燕子在伊万图家的屋檐下垒窝，
飞出去衔泥回来，发现即将筑成的窝被麻雀占
了，站在房前的树上吵麻雀。 麻雀在窝里探出
头还嘴，两只鸟吵得不可开交。 ”读着生动活
泼，令人忍俊不禁。不仅是写人描物，就是一河
两岸四季的风景，农村乡民的待人接物也写得
活色生香，生动优美。

该作品人物形象鲜明， 对话语言朴实，想
象奇特，思想内涵深刻，构思巧妙，现实与浪漫
水乳交融，展现了怀香河特有的风貌，增加了
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厚重、大气，历时十年笔
耕不辍的巨著，让人禁不住为蒋书蓱老师这种
对文学执着精神所打动。这样一部宏大的长篇
小说的完成，无疑是蒋书蓱创作生涯中的里程
碑，是她对生活细致观察、认真思索的结晶，是
厚积薄发的佳作，也是蒋书蓱老师献给家乡的
一首深情的歌。作家很年轻，在今后的日子里，
相信她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美文和惊喜！

作家 感悟

读书 时光

作家 书评

安康 书评

《安康书法史稿》

汉滨 区 文 史 资
料《安康书法史稿 》，
近日由西安出版社
出版发行。 此书由安
康日报社老报人 、安
康市书协原副主席 、
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李大斌，省妇女书画
协会副主席王爱萍
共同编著，著名书法
家、陕西省书协名誉
主席陈建贡先生题
笺书名。

汉 滨 区 政 协 立
足发挥文史资料 “存
史、 资政、 团结 、育

人”的重要作用，重视文史资料编纂工作，将文史
工作纳入政协工作全局， 融入服务党政工作大
局，着眼安康文脉精心策划选题，打造文史精品，
将《安康书法史稿》编辑出版列入汉滨区政协年
度重要工作内容，邀请安康书法名家李大斌和王
爱萍两位先生负责编著。 该书收录了安康书法文
物 7 件，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安康书家，在
域外奋斗的安康书家，与安康有过往的书家以及
现当代书法家共 268 人的作品。 从安康紫阳白马
石遗址出土的新石器后期铭文戈，到安康古人王
戒所书的中国古代隶书代表作之一《石门颂》，到
旬阳出土的稀世珍宝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
印，再到古都西安书院门大门上汉阴书家沈兰华
的书法对联，无不彰显着安康书法文化的历史久
远、成就巨大、人物众多。

李大斌、 王爱萍伉俪历时 5 年半的整理、分
类、编辑、校对、修改，《安康书法史稿》终于从一
页一页的书稿变成安康书法文化领域的第一部
文化史料书籍。 该书的出版，梳理了安康书法演
进的脉络， 不仅展示了安康书法的辉煌成就，更
是填补了安康书法文化史料书籍的空白，不仅有
益于安康书法的研究者、爱好者、收藏者，对于弘
扬和传承安康书法文化，更是有着意义深远的影
响。

（黄冬梅）

《我为什么爱科学———
院士讲给孩子的故事》

院士可谓科学征
程上的灯塔， 他们深
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
验引领科学前行的方
向。 从创新思维到人
工智能， 从探月工程
到太阳观测， 从原子
能应用到高铁发展 ，
院士们以追求卓越中
曲折的科研经历 ，以
通俗易懂、 风趣的科
普语言， 在青少年心
中撒播科学的种子 ，
发挥科学家在 “激发
青少年好奇心、 想象
力、探求欲，培育具有
科学家潜质、 愿意献
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
少年群体” 中的标杆

作用。
本书由新京报社策划并组织采编人员采写，

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院士专家讲科学”
活动为基础素材， 以院士的亲身经历勾勒出科技
成果在创新、应用方面取得的阶段性进展。他们的
深厚学养与独到见解， 照亮我们对科学的认知之
路。第二部分以访谈的形式将院士的生活、学习经
历以及波澜壮阔的科研旅程一一展现。 院士的故
事中充满了坚韧、智慧与勇气，不仅仅具有教育意
义，更犹如一盏盏明灯，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激励
作用。

（王莉）

《全胜寨》

从生活中擦出诗意火花
□ 柯常安

怀香河上的历史风云
□ 刘培英

深情吟唱的乡村诗篇
□ 陈静华

书香可抵岁月漫长
□ 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