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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乡约》动笔， 是受一篇网文的启发。
2022 年 7 月，网络上一篇名为《二舅 》的网文

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这位据传因误诊而致残的老
者智慧而艰辛的生存状态， 让我这个穷山村长大
的人，产生了不小的共鸣。我联想到幼年山居的时
候，一位与“二舅”勤劳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邻
居。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嘴唇上有一个因上树
劳动跌落形成的豁口，一年到头、每时每刻都在手
脚不停地“挖抓”，土里刨食，顽强硬朗。 即使如此勤
劳，日子还是过得艰辛异常。

我觉得应该为那位外号叫“耙耙婆”(舅婆)的邻
居老人写点什么， 于是就有了这个长篇开头的那
几千个文字。

我把追忆舅婆的短文， 通过微信发给几位亲
友，那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他们都熟悉，他们读
后也产生了共鸣。 那一段时间，天气酷热难熬，我只
能整日待在书房。 为了消磨时间，就在那篇追忆短
文后面， 漫不经心续了几篇。 写着写着，舅婆就进
了城， 慢慢就有了演绎的成分。 小说的灵动自由，
足以让思绪飞出那间闷热的小屋， 到达任意时空，
在叙事与思考中渐渐安静下来。

连续写了五个月，从盛夏到隆冬，中途只休息
过三天。 犹如那位对我影响至深的舅婆，几个月里，
我像着魔一般，一直在不停地“挖抓”。 直到前天下
午，当我在文字处理页面上，用手指敲出这部长篇
小说的最后一个字时，除了长舒一口气，伸展一下
腰身之外，心里竟然没有预想的那份激动。

因为我清楚，这个一气呵成的作品，还需要一
番打磨和修正。

《乡约》故事发生在信县，一个位于中国西部、
汉江流域的偏僻县份，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交融的
地方。 那里正在经历一场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导
的急剧变革。

西河省洪州市下辖的信县，在激荡的 21 世纪
初期， 由于发生了一起进城拾荒农民捡拾巨款，送
还失主的新闻事件而名声大噪。 信县顺势而为，掀
起一场全方位诚信建设浪潮， 带动经济步入快车
道。 作为主导这场大变局大发展的推动者，当地官
员的品行和能力， 在其中发挥了无形而巨大的作
用。 其后，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信县发展思路变轨，
政府债台高筑，民间高利贷失控，开始走下坡路，发
展陷入低谷。

信县由弱到强，又由盛到衰的经历，就像一个
人，诚信则立，不诚则废。 《乡约》试图通过这个起伏
跌宕过程的具体展开，来解析“县格如人格 ，诚则
兴，不诚则败”这个浅显的道理。 这也可以被称为信
县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规律。

上述故事梗概， 很容易让人做出一个判断，这
是一部官场小说。 我的回应是: 非也!

说到官场小说，在人们的印象里，要么是对权
色金钱交易赤裸裸的揭露、猎奇式的演绎；要么是
不食人间烟火般的高高在上；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在《乡约》身上，这些特征似乎不太明朗。

我更愿意让读者看到和感受到的，是隐藏在官
场叙事背后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在中国传承
几千年的乡约文化。 《乡约》这个书名， 便是有意表
达这种愿望。

《乡约》以农村老人“耙耙婆”进城捡拾垃圾，意
外拾得巨款， 又毫不犹豫交还失主这个寻常事件
为开端和线索， 展开信县跨度十年、 大起大落的
时代画卷。 小说借历史文化学者张修之口，回望中
国乡约制度演变历史， 用卢志濂在云口镇和留侯
村试点推行现代村民自治制度，来阐释乡约制度在
现代的传承。 以乡约文化作为全书的灵魂， 提线牵
偶式的布局方式， 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人群诚信

背后的一个深层次的遗传基因，也可以称之为“密
码”。

这个“密码”，就是从遥远的周朝，一路传承、瓜
瓞绵绵的中国乡村乡约制度、乡约文化。 这种乡约
制度和乡约文化，以协商、订立村规民约的方式，促
进村社邻里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
难相恤。 这种中国独有的乡村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自我管理、 自我监督的制度， 历经各朝各代的传
承、补辑，虽然形态叫法不同，但崇德向善、互助约
束的特性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有大的变动。 直至
今天，它仍是乡村社会的根基，是载入国家宪法的
基本政治制度；仍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毫无疑问，乡约文化是中国传统优
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人群体性格和道德养
成中占有基础性位置。

乡约文化的传承演变， 是一个大的学术课题。
对它的深度探讨， 已经超出了这部小说的职责范
围。 我想要做的，是通过信县这个当代乡约文化实
例片段的展示，来诠释古老乡约文化在当代的基本
状态。 所好的是，由于工作岗位的巧合，我曾经直接
参与过这种现代乡约制度的一些实践。 我期望，尽
力把自己知道的、经历过的，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
出来，并争取在本质上不发生大的走样。

如此，我更希望读者把这部小说作为伦理小说
来看待。 希望达到的叙事效果是: 乡约文化和乡约
精神， 是这部小说从头到尾、 一以贯之的一条主
脉。

再说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 统观全篇，卢志濂
无疑是一个主角。 他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叫“乡约”的
农家小院， 恰好又与小说中的拾荒老人是亲戚关
系。 “乡约”院子所在的燕子坪，地名来源于此地那
座被毁的颜回庙。 燕子坪早年出现的一位怀才不遇
的儒林俊杰———卢贡爷，以及他主持制定的族规家
训，还有身边那位善良勤劳的“耙耙婆”，对卢志濂
官场正直性格的养成，有着明显的影响和传承。 居
于陋巷、甘于清贫而不改其志的颜渊，不谙世事变
迁、与宦途擦肩而过、终生教书育人的卢克照，这两
位历史人物的出场， 为道德典型王平银的出现，以
及卢志濂极力在信县推广的基层群众自治，提供了
历史的深度和渊源。 有了这种文化背景，卢志濂竭
力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穷尽方法解债、对失信的焦
虑等，就有了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支撑。

卢志濂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伟光正”形象，而是
一个有血有肉有弱点的人。 有其智慧、开拓、无畏的
一面，也有不愿离开故土的保守，遇到挫折向往隐
居逃避的缺陷， 还有与灵魂伴侣李白云的感情缠
绵。 小说的最后，卢志濂陷入工作环境恶化、精神导
师张修调走、灵魂伴侣李白云黯然离开的多重烦恼
之中。 卢志濂被夹持于传统道德与现代浮躁之间，
精神陷入极度苦闷与空虚。 他与李白云道别的地
点，是桃花源般的留侯村。 茫茫原野、微微落雪中，
失态失魂的卢志濂， 远远望见一袭红衣的李白云，
形单影只伫立寒雪。 此刻，同样形单影只的他，一如
这白茫茫大地，唯余茫茫……

《乡约》里，出场不多，但每到关键点都会出现的
学者张修，以书法赠言的方式，在三个节点，先后给卢
志濂送了三幅字：关学大儒张载关于修身的《西铭》、
孟子的《诚者天之道》篇、老子的《持而盈之》篇。 这种
安排，意在为卢志濂的心绪变化，以至不断适应变化
的环境， 提供一种乡约文化意义的指引。

小说里，从省里下派来的信县县长，一身正气，
有魄力有智慧，又极具忍耐力。 面对新任县委书记
盲目跃进， 他有以大局为重极力补台的豁达之举，
有服从和无奈，也有与老方丈古寺对话里流露出来
的“出世”端倪，最后还动了逃避离开信县的念头。
他也是一个现代意义的矛盾体，心存正义，却在某

些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最后只有一逃了之。
至于作品中的几个 “负面 ”人物塑造 ，总体上

讲着墨不多， 并且多以比较间接、 隐匿的方式处
理，没有典型官场小说那样的大开大合。 这就涉
及我意欲表达的一个看法 :“地方全靠一官” 既是
历史，也是现实。 正如小说中文化学者张修所言，
遇到一个好的官员， 是一个地方的福分， 反之亦
然。官员个人的道德品行是其行为的主导，社会因
素是其做坏事的催化剂。一个有问题的官员，有其
两面性，做好事也做坏事。 也有安的好心，结果做
成了坏事。现实里，十恶不赦坏透顶的人有， 但是
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还要说的是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 这是本人创
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文笔稚嫩，也谈不上文学表
达的诸类技巧。 自我审视，在文学表现形式上有下
述特点。

叙事节奏紧凑明快。 这部小说述说的内容，时
间跨度接近十年。 这么长的时段，最容易犯的毛病
是拖拉和松散。 为了避免这个致命缺陷，我在行文
中有意掐去了枝叶，突出故事主线，适度加快叙述
的速度和语言节奏。 各个事件之间的过渡也做了跳
远式的处理，以利于在所谓宏大叙事里承载更多的
信息量。 当然，这种跳跃不是以牺牲小说的文学性
为代价的。 所幸的是，叙事风格没有落入我一度熟
悉的史志体和政论体的窠臼。

注重对现代乡约人文背景的勾勒。 乡约这个主
题主线， 其背后场景应该是传统意义的田园牧歌、
安然恬静，又不失人文底蕴。 《乡约》以贯串信县的
汉江和库河为轴， 在信县南北两山各安排了一条
河、 一个村的场景。 位于北边的是鹘岭之下的水洞
河、留侯村。 有高耸云端、横亘南北的鹘岭山和大草
甸；有犹如世外桃源的张良隐居地留侯村；还有发
源于溶洞、清澈幽深的水洞河。 与世隔绝又与时俱
进的状态， 使这个古老而遥远的村落， 有着洁净、
隐世的象征，也有着排除纷扰、 恪守乡约文化定力
的意蕴。 它代表了陷入困局的信县骨子里，蕴藏着
强大的转进重生能量与希望。 位于汉江以南的燕子
坪， 是乡约院子的所在地，也是这部小说的地域轴
心。 道德高洁的颜回， 清朝儒林才子卢克照及他所
撰堪称范本的家训，现代道德楷模王平银，形成了
一组具有传承链的道德高地， 也是乡约文化的高
地。 此处，也不得不提及那个处于信县城郊，产生过
文豪、大吏、巨商的洄水湾古村落。 它最后被一堆烂
尾楼和渣土所包围，昭示盲目激进的城市化和权力
异化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吞噬和瓦解。 小说中对这三
个村子的景色都有细腻而带有情感的描写。

力求展现一个更接近现实的县域 “行政生
态 ” 。 《乡约》以一组彼此关联的行政事件为故事主
干， 表现信县快速步入工业化、 城镇化的不凡历
程。 通过对各行业各阶层信用故事的演绎，对行政
行为典型场景的描绘，各色行政人物的塑造，以至
不厌其烦的行政仪礼展示， 意在全方位勾画大变
革时代县域官员的生存空间和状态。 展示其推进和
解决诸多复杂“行政事件”的具体过程，映射其以诚
为本的“行政智慧”和行政能力。

与之相关联的一点也不得不说。 财政经济是
一个县域发展的“命门”和基础，《乡约》用了较多篇
幅，展示了信县诸多的财经故事，其间也不可避免
需要若干组枯燥的财经数字作为支撑。 这样做的目
的， 一方面是基于县域这个经济体的现实;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使小说对县域“行政生态”的描绘达到
有血有肉的表达效果。

以上几个方面的自我评说， 权当是小说基本
完工后个人的心得汇报， 难免有点先入为主的味
道。 作品推出后，评判的权力就交给了读者和众多
的前辈大家，多说下去有害无益，就此打住吧。

散文是文学百花园中的“常青树”，写的是亲情、友情、人情、
稻麦田、万花筒，讲的是生活中的故事、市井里的图腾，一事、一
景、一思、一得皆成文。以其题材广泛，内涵丰富，篇幅短小，形式
多样来观察生活，记录现实，启发心智，愉悦灵魂，深受读者朋友
的青睐。

“我手写我心，我思故我在”。自由自在地写作，因为门槛低，
参与者众，大家都乐意在这块芳草地勤耕细作，坦露心声，展现
才华。 以叙事、记人、状物、写景为主要特征的散文创作，如果没
有对生活对人性对社会深刻地洞察和独特见解， 是很难引起读
者共情共鸣的。 笔者写作四十年，幸得各路编辑错爱，迄今已在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和安康日报等报刊发
表散文随笔千余篇。

散文是一种“易写难工”的文学体裁。真可谓人人皆可为，却
不一定皆成华美之章。只能是大众参与，少数出众；广种薄收，偶
尔出彩；冗庸居多，精品乏陈。比如：见啥写啥，浮在表象；辞藻华
丽，实则肤浅；摹古仿洋，东施效颦；小景小情，没有意蕴；冗长不
炼，言多必败；故作高深，惹人讨厌为文之乱象，都是散文创作过
程中需要规避的大忌。

人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在个人多年学习实践中，力
求语言平实，表达精炼，意蕴深厚，仍不失为散文写作核心要义
所在。

平实：语言无华，文风质朴，拙中见奇，随风潜入，忌哗众取
宠。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美在文风正，不求华丽，不加修饰，平实明
快，直抵人心。 他的诸多散文行文自由，结构简单，京腔口语，一
字、二字、三五字皆可成句。提笔成趣，凝句约束，平实灵动，不乏
幽雅。 一字一句，抑扬顿挫，浅吟低唱，如泉水汩汩流淌，让普普
通通的语言在读者心间缓缓润流。“平实”的背后，蕴含着无尽的
生活和生命之美，给读者留下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

汪曾祺老创作题材都是日常凡景，没有轰轰烈烈大事件，都
是街树餐馆、萝卜白菜、山水云雀之类，吃土豆、挖野菜，唠嗑儿，
亲和恬淡，不惊不乍。看似平实无华的语言，娓娓道来，平淡而不
平庸，优美不见浮华，浅拙中透出韵味悠长。 浓浓人情味和生活
哲理，尽在言简意赅篇章里。平中见奇，匠心独运，彰显先生深厚
的文学功底。 拙作《石泉之味》里：我常常一人一车一背包，徜徉
在小城的山水之间，看秦岭色彩斑斓，汉江清秀潇洒，石泉温婉
灵动。这里的泉水，春天滋润勃发，夏天充盈丰满，秋天清澈甘洌，冬天雾气袅袅，一年
四季都有着图画般的美感。因石泉水电站、喜河水电站而形成的汉江库区，风光旖旎，
碧波荡漾。 跋涉于云雾高山，可以看云蒸霞蔚，暮霭烟岚。 探幽中坝峡谷，可以感受天
地静谧，浓荫流泉。 绿叶荷塘，蛙鸣蝉噪，田垄丰饶……总是让我陶醉其间。 文章、照
片、视频，我用自己的方式，默默记录着小城的美丽时光。

精练：篇章凝练，绝不冗杂，简洁生动，精准表达。 一字一句行文，力求准确无误，
拒绝拐弯抹角，字到言尽意达。 著名作家史铁生的散文作品炼字、炼句、炼篇、炼意达
到了美好境界。 他的诸多名篇佳作精炼清新，生动传神，富有诗情画意和文学亲和力
感染力。

文学治愈身疾，精神决定高度。 身残疾病反而激发史铁生蓬勃旺盛的创作欲望，
他用一支如椽之笔“写我心、写我事、写我情”，多纪实、接地气、有温度，一个坐在轮椅
上的作家靠着绵绵情思与病痛折磨进行顽强抗争， 用智慧和文学把一个栩栩如生返
乡知青的形象高高树立在读者心目中。他的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高于生活，使他赢
得无数人尊重和爱戴。 《秋天的怀念》《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作品，让我们看到他生
命的坚强和高贵。 精练的语言艺术表达出对生命、对人生的思索和感慨，悲怆无奈不
改对生活的热爱、对亲人的眷念、对人性光辉的向往。

每每读他的作品，看到史铁生散文写作的妙手巧工，触摸灵魂的抚慰，溢满篇章。
用精准炼达的语境深度剖析了人活着的意义，语言的优美，真挚情感的奔涌，比喻、拟
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感人。读他的作品，如同在冬日阳
光下散步，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希望。记录自我，励志众人，满满当当正能量。拙作《汉江
四季》的结尾：看千山读万水，汉江让人如痴如醉。 窗前的汉江，讲述着源远流长的山
河故事：日子依然温和，岁月仍在流淌。 悠哉，美哉。

意蕴：文采丰富，境界深远，韵疆辽阔，精神高瞻。 文学三个层面：语言、结构、意
蕴。 只有意蕴悠长，方能耐人寻味。 好的散文语言既平实、又优美，既生动、又丰富，既
有情趣、又有魅力，既吸引人、又感染人。 即有思想内涵，又有悠远意境。 有所见，有所
思，有联想，有昭示，既让人视野开阔，又让人观念迭变。一句话：能打动人心感人肺腑
的作品就是最高级的精神阅读。

著名作家迟子建的散文意蕴深厚，视界新鲜，文采留神，堪称经典。 朴素语言，实
在有力。 清新文笔,自然流畅。 妙在谋篇，匠心独具。 她善于写本心，写真情，坦诚面对
读者，赤心著美文。 读者不傻，眼明心镜。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欣赏鉴别水平同步
提高。 好的文章，必有出彩语言作嫁衣，必有好的结构作框架，必有好的文蕴做支撑，
使文章肌体充实，结构丰满，意境深邃。美文必是“人人所见笔下无，大家都写笔下殊”
的独特见识与思量。拙作《清凌凌的汉江水，流过安康城》里，在安康城，每当我伫立江
边，看汉水流淌，总会真切地体会到，“幸福安康”不仅是一句普通的祝福言语，更是我
居在安康的真实写照。愿这座城带给人们更多幸福安康的感受，让这份安康留驻在每
一个安康人的心中！

看山心静，看水心宽。 秦岭汉江，不仅滋养灵魂，也生长蓬勃文学。 安康文学尤其
是散文创作，已呈方兴未艾态势。向人民和生活挖掘艺术的乳汁，用自己的语言习惯，
用自己的结构设计，用自己的价值取向，写出有深度、有新意、能够触动人心的散文，
当是我们的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方向；扎根于生
活的写作，才会拥有艺术的灵魂，才会生动有
趣；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向生活致敬，正是我们
永远追求的艺术最高境界。

《安康文学》获全国文化馆期刊
“优秀主编奖”

近日，2024 年中国文化馆年会在广州举行，市群众艺术馆主办
的《安康文学》杂志荣获“优秀主编奖”。

《安康文学》杂志创办于 1973 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刊 130
期，刊发文艺作品两千余万字。 2016 年被评为“陕西省群文优秀期
刊”，2017 年荣获第二届全国文化（群艺）馆期刊“优秀编辑奖”。

《安康文学》杂志立足安康文化，以文学为主阵地，开设了“小
说方阵”“散文视野”“诗歌月台”“新苗吐蕊”固定栏目，同时不定期
出版《剧坛》《安康文艺》《安康文学·文艺专号》等专刊，以文学为主
阵地，以杂志、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全面推介安康戏剧、曲
艺、音乐、舞蹈等各类文艺创研作品和文化信息，形成了独特而鲜
明的风格。51 年来，从《安康文学》杂志平台走出了中省市级文艺家
协会会员、文艺创研骨干数千名，服务读者达数百万之众。

（通讯员 文轩）

我市多名作家荣获
第二届今古传奇奖项

11 月 9 日，第二届今古传奇文学奖在岳阳楼记 2024 文艺大典
暨第十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创作交流研讨会上揭晓。 经评审委员会
严格审议，第二届今古传奇文学奖共有 34 位诗人、作家、评论家榜
上有名。 其中，安康胭脂小马获诗歌奖、邹卫鹏获文化贡献奖、张国
远获优秀剧本奖、周厚明获岳阳楼记同题诗大奖赛优秀作品奖、易
好金获岳阳楼记同题诗大奖赛优秀作品奖， 镇坪县文联荣获优秀
组织奖。

今古传奇文学奖设立于 2021 年，每两年一届，是面向全国的
综合性重要文学奖项。 《今古传奇》创刊于 1981 年，坚持“中国气
派、民族风格、大众意识、时代精神”的办刊方针，推出了《玉娇龙》
《春雪瓶》《亮剑》《烟花三月》《人间正道是沧桑》 等众多的优秀作
品，享誉海内外，曾获得湖北省十大名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等荣誉，2009 年被认定为新中国最具影响力 60 种期刊之一。 今古
传奇文学奖的设立，旨在发现、培养、推荐更多的优秀作家作品，打
造新时代今古传奇新品牌。

（记者 张妍）

11 月 5 日至 8 日，市群艺馆开展了电吹管公益教学
活动，职业音乐人、音乐兄弟电吹管培训中心夏小芳受
邀讲课，广大电吹管爱好者踊跃参加。

本次电吹管教学内容丰富，夏小芳对电吹管的基础
知识、演奏技巧进行了讲解，他们还把课堂搬到了高新
区桃花源，在芳草清新的大自然中练习曲目，通过乐曲
演奏，培养学员的音乐感受力和表现力。

电吹管是一种电子化的吹奏乐器，它模拟了传统萨
克斯、单簧管等木管乐器的演奏方式和音色，又在此基
础上加入了更多电子化的功能和效果。 它轻便易携，音
色丰富多变，无论是爵士乐的即兴演奏，还是现代流行
音乐的独特音效，电吹管都能轻松驾驭，成为越来越多
音乐人的新宠。

“夏老师细致入微地讲解， 从电吹管的基本构造到
指法，让零基础的我们迅速入门。 她对音乐的热情深深
感染了我。 学习电吹管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原本单调
的日子有了灵动的旋律。 每当吹奏起电吹管，生活的压
力仿佛都随之而去，心情变得无比舒畅。 在和众多同学
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感受到音乐强大的凝聚力，希望
更多人能有机会像我一样从中受益，爱上这为生活增光
添彩的乐器。 ”水电三局退休职工徐黎明收获多多。

曾经是安康铁路局播音员的退休职工刘新华神采
奕奕，她说：“我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电吹管，说实话很费
劲。 经过一段时间艰难的学习后，人从精神上发生了变
化，每天曲不离口，家里人都说我比上班时年轻了。 我要
感谢老师和管友们，让我的生活充实快乐。 ”

“我学电吹管两年多了，也是夏老师的学生，夏老师
擅长电吹管、钢琴、打击乐、弦乐、键盘乐等多种乐器的
教学，她的教学风格严谨认真 ，方法灵活多样 ，因材施
教，特别受中老年朋友的喜爱。 ”国庆期间，我们几位朋
友去徐州参加线下学习电吹管，这次受市群艺馆领导和
团队兄弟姐妹们的委托，邀请到了夏老师、许岚老师前

来安康公益教学，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杨华平时教大家
吹管，这次看到有 100 多名爱好者前来学习，他高兴得合
不拢嘴：“一个人学不如大家一起学，一人快乐不如大家
都快乐，能为安康电吹管事业做一点事情，是一件有意
义的事情。 ”

紫阳县卫健局退休职工詹世友，年初在网上了解到
电吹管乐器，就买了一支回来试着吹奏，通过对简谱知
识和电吹管同步学习，掌
握了电吹管乐器基础知
识。他感受颇多：“电吹管
易学，只要学会基本乐理
知识，吹奏就不难了。 经
常练习吹奏可以提升气
息 ，有利心肺健康 ，我今
年都没感过冒。学习音乐
也是高雅的生活方式之
一嘛，对退休老年人很适
合。 ”

“这次和安康的管友
认识交流，很感怀安康的
文化氛围，他们的学习热
忱，也激发了我要更深入
地研究电教学。他们热爱
生活， 热爱电吹管艺术，
对人生、对音乐都有深刻
地理解，相信他们都能领
悟和有所提升。 ”杨小芳
对学员们赞赏有加。

“我们把老师请来给
安康的管友们上上课，小
众的爱好就成了为大众
服务的公益课堂，看到大

家的学习热情高涨，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近两年电吹
管乐器特别受中老年朋友的青睐， 估计会成为一种潮
流。 ”市交通局退休干部李光福总结道。

几天的公益课结束，而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温暖的
冬阳中，大片大片的粉黛乱子草如梦似幻，一曲曲悠扬悦
耳的音乐随风飘荡着， 一张张执着学习的笑脸灿烂着
……一幅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画面温馨又从容。

乡 约 乡 情 不 了 情
———长篇小说《乡约》创作札记

陈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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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未晚霞满天
记者 张妍

电电吹吹管管爱爱好好者者在在室室外外练练习习吹吹管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