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有喜鹊待人来》
为著名诗人、散文家、汉
中日报社原高级编辑李
汉荣散文作品精选集 。
作家以如诗一样富于韵
致的语言、 孩童一般充
满灵性的想象， 追忆了
曾经养育过他的田园村
庄， 那是一个桃花源一
样的小世界， 母性的崇
高、 人对自然的敬畏以
及渐行渐远的乡土中国
气息在那个淳朴的小世
界里熠熠生辉。

在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作者那些关于乡村的
记忆，虽然时间久远，却情意深重。 那骑在黄牛背上
看到的日落，是最好看也最有诗意的风景；那有着
清新空气的野地，带来畅快自由的呼吸；那无师自
通学会编织的柳条帽， 融入了多少春天的气息；扇
动着薄薄羽翼的蝴蝶， 传递了多少浪漫的梦想，那
山那水、那花那草、那夕阳与月色，都仿佛一帧帧图
画，晕染着乡村的宁静与诗意。

在作者笔下，万物有灵更有情，他以独特的视
角和鲜活的语言重现了乡村童话，寄托了他对过往
生命和岁月的虔敬与眷恋。 他获得过百花散文奖、
中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文学奖。

（任雪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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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本土农民诗人柯长安先生的诗集《故
乡流云》，近日，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结集公
开出版。 该诗集收录了柯长安近年来公开发
表的 150 首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主要以颂扬故
乡、礼赞故乡和感恩社会为精神向度。

在旬阳市乡村振兴局门卫室，小小一间屋
子，床铺挨着小书桌，再挨着炊具，再挨着电视
柜，总体呈回字形，书桌上挤满了一层又一层
书刊，摆放得整整齐齐。 他热情地邀请我坐在
床沿上，聊起诗歌创作，他很健谈，瘦弱的胸腔
里仿佛燃着无穷无尽的诗情，放飞着缪斯的情
趣。

柯长安的诗歌，充斥着乡土气息，他写故乡
的人文气象、山水图景。 无论是棕溪镇还是王院
村， 无论是勤政为民的干部还是父老乡亲一样
的至亲，甚至是路边的羊群，村头的“狗娃草”，
袅袅“炊烟”都是柯长安笔下的大小欢喜，他以
不厌其烦地笔触，一遍遍梳理，一次次翻阅这些
眼前的物事，化作胸腔的共鸣和诗情。 他的脚步
深深地扎根于故乡这片热土， 他略带羞怯的字
符带着他怀里的温度，他“手握锄头和犁铧/敲
开土地之门/翻开生活的篇章/用辛勤汗水感动
皇天厚土”，感动自己，也感动着读者。

柯长安的诗写呈现是外向的。 他以客观
世界的坚硬， 磨砺出一个诗人内心的柔软 。
“在田野， 父亲手握的镰刀/正在收割玉米，或
者杂粮/就像把田野零散的诗句/收割 整理
归类//而我在父亲的身后/也走向了田野/接
过父亲用过的镰刀/把父亲没有收割完的五
谷/拾起/就如拾起父亲丢下的诗句”。 纵观他
的文字，也许少了几分文人情怀，但从来不缺
人文关怀。 “老家，老人，孩子/留守的记忆/鸟

儿敲击着季节和农事”。他愿化作故乡的溪流，
山石，草木，牛羊聆听故乡的深情，痛饮故乡的
山水；愿化作炊烟，庄稼等待父亲的镰刀。

他的乡土的厚重与沧桑，是非一般乡土诗
人难以抵达的。 与其说这是柯长安的选择，不
如说这就是柯长安的生活沉淀与积累。他活在
生活苦难之中，他却活在感恩感动之中。 他用
黑色的眼睛，寻找今生来世的宿缘和光明。“我
是乡村的儿子/注定今生也走不出/村头那棵
树，温暖/又慈祥的目光”这是柯长安对故乡最
深情的告白。 他用字符垒出自己的精神巢窠，
故乡仿佛是他的父母， 又仿佛是他的子女，他
依恋着，他深爱着。 他的诗歌带着乡土的袅袅
余音，“屋檐月光已爬上， 在我老家/树梢伸过
来的手臂/奏响了虫儿组成的乐队”，“藏在石
板下的种子/伸张着身子走出来/不小心踩响
了春天的序曲”，这些音符像蝉鸣，像花语，像
蛐蛐的协奏，像鸟雀的叽喳，然而当我把它们
合在一起的时候， 柯长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谱写了乡村振兴的赞歌，汇聚成一个集子《故
乡流云》。

“弯下去，是一种姿势，一种态度/也是岁
月的积淀/就如一根粟谷， 头低下了/弯下去
了，就成熟了”，柯长安常常在感性和物质之上
超越，在激情与理性之间徘徊。 “棕溪，我的故
乡/我要为你弹奏/我要为你高歌/我要为你放
声歌唱”，这发自肺腑的歌声，尽管还带着一个
时代的印记，但是面对故乡的一往情深，这抒
情来的理直气壮。 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柯长
安都深深地热爱着生活，当他掷地有声地说出
爱来，我无法回避这汹涌的情感浪潮，就像我
无法拒绝继续阅读。

诗与歌也许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也许这正
适合柯长安。因为有些情感无法用确切的语言
传递， 对家乡的一腔热忱常使柯长安流连、驻
足，他怀抱着星月徜徉在乡村归途，走着走着
就唱起来，看着看着就吟哦出来。“长在土壤里
的岁月/每一片土地， 在王院/被村民编织出/
或在春天播下希望/光阴流转， 拔节出/晨光/
父亲在经年岁月里/播下种子/如写下的文字
”。 这个自带着曲调的行吟者 ，对亲情，对故
乡，他有厚重的情感，他有流淌的热血。

生活从没有放过敢于横渡它的人，诗人在
乡村与城市之间跋涉，他成为生活的“蚂蚁”。
“整天忙碌奔波/或在地上树上地下/不停地行
走劳作”；他成为生活的“燕子”，“总在寻找一
年的春季”；他成为生活的“耕牛”，“受尽磨难/
依然/拉不直犁弯/扯不断绳索/挣不掉鼻圈”。
诚然，我们谁不是勇拉生活之犁的耕牛？ 谁不
是追逐黎明的燕子？ 谁不是渺小的蚂蚁呢？ 而
无用、徒劳是人生常态，但诗人没有沉浸在命
运的悲苦之中———“准备迎接那个寒冷的冬
天”；“总是在追随春天”；“一生的忙碌/只为了
奉献”。 诗人回望过去，是为了看向未来，流露
出的是一往无前的豪情壮志， 在这样的情怀
下，一切都成了“一点都不疼”———这要命的句
子。这个消瘦、头发花白，略带佝偻的男人的精
神向度，让人肃穆。

在语言风格上， 柯长安多以方言介入，语
言质地呈现出粗线条的特点“满山架岭”。 “秋
风吹/秋风吹/吹的玉米/黄灿灿/吹的辣椒/红
彤彤”；“古经”、“往年”、“道场”、“连枷”一读就
懂，朗朗上口，直来直去地抒情，畅畅快快地表
达，尽善尽美地讴歌与赞美。从这点来说，柯长
安在诗歌中已完成了他的直抵人心。

也许正如柯长安所言：“我是一个/在春天
里迷失了自己的人/想把自己流浪漂泊中看到
的花朵/用声音表达给大地/让属于自己喂养
的百灵鸟/心不再关闭在鸟笼里”。他只是想把
花朵奉献给大家。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柯
长安把一个农民卑微的、谦恭的内心，毫无保
留地呈现给尘世呈现给读者呈现给诗歌，让人
不由得为长安先生的诗歌味道与情怀大声地
叫一声好。

杜波儿，是一位天使，是一位作家，天使
是她的本职工作，写作是她的业余爱好。 于我
而言，她是天使般的姐姐，是良师，是闺蜜，是
清风，是玉露，是阳光，是无法替代，是今生来
世永永远远的挚爱。

波儿是一位白衣战士， 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笔耕不辍，书写和记录伟大的新时代，孜孜
不倦地追寻诗和远方。 在清香四溢的茶雾中
满怀激情地拿起笔来歌颂家乡， 写下生命中
的感动。 挚爱着文学的她做到了超然于生活
的纯粹美，追求生命至上的极致美，用文字结
合镇坪的人文环境、自然风貌、民俗民风，结
合自身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的特质和文学素
养， 把救死扶伤为生命保驾护航的白衣战士
天使们的工作生活深情地记录下来， 把他们
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出来， 汇集成一部天使风
采，书写美丽的诗和远方。 诗集内容大多是以
镇坪为背景，以医生护士为原型，以诗人独特
的视角，赞颂着这一方山山水水，热情讴歌了
身边的人和事。 情真意切、诗意沛然，有筋骨、
有操守、有温度，体现了医者仁心、勇于担当、
积极向上的奉献精神。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家
乡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她的文字真诚，是发自内心的鲜活，有生
命的质感，彰显了生命的厚度与宽度。 诗集的
开篇《南江河畔的盛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九
行，却让读者感觉到了山中的清风、欢快的江

水、千年古盐道、鸽子花香，真是一场盛宴，犹
如我们五味杂陈却又韵含色彩斑斓的美妙人
生。

《墓志铭》是一首圣洁大爱之作 ，言为心
声，作为一名医务人员，诗人把自己将来要离
开这个世界时的内心所想用诗歌的形式表现
出来：“我要慢慢走 \ 我的学生不至于慌张 \
呼吸、心跳慢慢停止 \ 让他们再一次实践……
\ 准确无误 \ 我窃喜 \ 接力棒交了。 捐出所有
可用的器官 \ 眼角膜 \ 肾脏……使命完成了
\ 我安然睡去。 ”在面对死亡的那份坦荡释然，
到生命最后再看看学生们的应急能力，还要把
自己有用的器官都捐献给医学事业，她把自己
一生的使命定性为奉献，令人为之动容，肃然
起敬。

杜波儿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 忙碌之
余还不忘拿起笔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 对生
命的感悟，是值得称道的。 她的作品很多是和她
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如《致医生》《天使》《这一年》
《火凤凰》《日子》等等，这些文字记录着医生护
士们的无私奉献，流淌着心灵的感动，他们对这
个世界，对患者倾注了太多的爱，付出了他们的
青春热血和汗水，在面对委屈、误解、埋怨甚至
是伤害时，医务人员表现的是坚强，是阳光，是
尽责，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而她们的要求仅
仅是只需要一个理解的微笑就够了。

我们的生活中正是因为有这些白衣战士

们用大爱、用耐心、用真情，用他们斩除病魔的
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用柔软
的内心 \ 医者的初心 \ 书写着病历”《日子》；
才让我们体味到医护的每一天：“我们在临床
一线 \ 与病魔殊死搏斗 \ 我们在健康扶贫的
路上 \ 奔忙” 《这一年》； 才明白她为什么由
衷的感叹：“因为热爱，所以无悔”《致医生》；医
护的职业是平凡，却在平凡中铸就了伟大，用
爱、用暖、用情创造了无数个生命的奇迹。 这
是来自心底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这也是一份爱
的誓言。 读罢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医务工作者
的伟大，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油然而生。

她真心热爱着自己工作的单位， 她曾深情
款款地说：“镇坪县医院是我家。 这个家教会我
一生受用的人生哲理，带给我无限的生命力。 确
实，这个家教会我如何为人处事、兢兢业业、为
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更教会我如何珍惜生命、
无私奉献、关爱他人的生命真谛。 ”一切都是她
眼中的最美。 因为懂得，所以深爱；因为深爱，所
以无悔。 医务工作虽然单调枯燥，可她却在单调
中发现了色彩，她在诗中这样慨叹：“一袭白衣 \
轻盈如雪 \ 是一种生命的美 \ 能否释然 \ 当命
运之舟遇上险滩 \ 病床前的嘘寒问暖 \ 感受生
命那份宁静与恬淡 \ 守护你生命的岸 \ 是白色
的浪漫”。 《白色依然浪漫》。

生命要怎样才算完整？ 生活要怎样才算
充实？ 是索取还是奉献？ 是高贵还是低贱？ 去

听她娓娓道来：“南丁格尔的圣灯 \ 指引我们
的双脚 \ 希波拉底的誓言 \ 坚定我们的信念
\ 天使的翼不为高飞 \ 是为生命在行进中遮
挡风寒 \……奉献真情让生命之花绽放得更
加灿烂。 ”《折翼天使》。

杜波儿的作品，是质感而生动的，是纯朴
而厚重的，是生活的真切感悟，是对镇坪的切
身抒写礼赞， 是对医务工作者最真情的描述，
她真挚纯美的文字如一股清新的春风拂面而
来，带给人精神的享受，心灵的愉悦。更多的却
是直抵人心深深的震撼，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
天，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白衣天使们在默默
地付出，奉献他们的青春与热情，生命与汗水，
这是可歌可赞的，是值得弘扬和称道的，更是
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正能量，是我们每个人需要
补充的精神的钙质。

她还有医院以外其他方面的很多作品，倾
一颗心爱一座城，为美好时光注入墨香，虽然
是业余的文学爱好者，但她愿意去尝试，收获
的是历程，无憾的是执着。 有《盐道·味道》《美
女山》《写给中考前的孩子》《在黄安坝》 等等，
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 在平淡中寻找美妙，显
现文韵，在白色依然浪漫的静美中，彰显出智
慧与境界，是成长过程浴火涅槃的收获，是一
场化茧成蝶的蜕变。我们祝福并期待美丽的天
使张开爱的翅膀怀抱美好，怀抱辽阔，振翅远
翔，走向未来。

在周围的朋友当中， 我算是读书比较多
的人，一年下来，连自己买，带从图书馆借阅，
总要阅读两百本左右。 不过我读书比较随性，
也可以说比较任性。 如果一本书读上十页八
页还没有打动我，或者是读了半天，总感觉不
对自己的“胃口”，我就会果断放弃。

对我这样的读书方式，有人说好，也有人
说不好，至少现在我还没有改变的打算。 我的
理由也很简单， 读书如吃饭， 自己喜欢的食
物，总会多吃上几口，自己不喜欢的食物，哪
怕有人告诉你它多么有营养，有价值，却总是
不想伸筷子。 再说，现在读书多是为了放松，
为了兴趣，不是像中学生、大学生那样为了学
习，所以还是让自己轻松点吧，别把自己搞得
那么累。

凭兴趣与爱好选择图书， 也就决定了我
会和一些作家越走越近， 同时也会和一些作
家越走越远。

近年来我读的最多的是散文作品， 我们
常说的“作文如做人”“文品如人品”等等，在

散文作品中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因为作家在
一些散文作品中， 不可避免地会写到自己，写
到他的亲朋好友，写到他的生活和故事，通过
作家笔下所写，你就会知道作家现实中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也会知道自己和他是否知趣相
似、脾性相投。

我先是通过一些零散的作品，知道了作家
汪曾祺，一读之下，甚是喜欢，尤其是他那些语
言精练又优美，风格轻松朴素，同时也十分贴
近生活，接地气的散文，深得我心，于是买了几
本他的散文集，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趁着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全集》的契机，花了
上千元，买进了一套。

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慢慢就在心中勾画出他
的形象。后来又读了一本其他人专门写他的书，赫
然发现，自己心目中勾画的汪曾祺的形象，和书中
的描写，简直没有二致。 我常想，如果有幸能和汪
老坐在一起聊聊天该多好，可惜的是，汪老早已驾
鹤西去，这样的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

本地有一位很有实力的作家， 以前写小
说，近年来也开始涉足散文。 他的小说，散文，
我都读过，挺喜欢，也觉得是和自己志趣相投

的人。 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慢慢就在心里给他
做了一份素描。 后来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得
以见到作家本人，发现他的举手投足，和我想
象中的作家简直神似。后来我们也交换了联系
方式，成了很好的朋友，从他的身上，我也学习
到了很多东西。

书中觅知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
几年，读书很多，因为读书喜欢上的作家，并不
多。一位是山东籍老作家孙少山，文风朴实，功
力深厚，以前以小说见长，其成名作《八百米深
处》， 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阅读他的作
品，能够获得阅读的快感。 一位是江西散文作
家傅菲，这是近年来崛起的散文名家，尤以写
作自然散文见长，文风恬淡、自然，让人读来如
自己也跟随他的脚步走进了大自然，走进田野
乡间，真的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知音难觅，即便觅得知音，此生也未必能
够相认相识，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读者
打开作者的作品，一种最纯粹的精神交流就开
始了，这就足够了。

我和作家马士琦先生聚少离多，但是，即
便长时间不见面，也忘不了他，正是“相见亦
无事，不来忽忆君 ”。

与马士琦相识， 是在 1981 年 2 月的一次
会议上。 那次紫阳县文艺创作座谈会，聚集了
近三十名作家和文艺爱好者， 其中一位身着
警服、中等个头、方面大耳的青年，显得十分
精干和抢眼，他是马士琦，来自安康铁路公安
处紫阳火车站公安派出所。 我作为来自基层
学校的一个文学青年， 对会议的一切都感到
新鲜，与会者的名字都记下了，但与马士琦仅
仅是相识，并没有单独深入交流什么。 会后，
我们天各一方，没有联系。

我知道他后来调至安康， 继而又调至西
安工作了。 不是因为他“走高”而惦记，而是因
为一位作家、 评论家、 书法家不定向发出的
“名片”。 譬如，紫阳县老龄委办的《南山报》是
他题署的报头，文友田先进的《幸运宝鉴》是
他题写的书名……这样一位到处发热发光的
人，咋能忘记呀！

第二次见面， 是 2007 年 6 月我在市人大
机关工作的时候。 这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自
我介绍说是马士琦。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
乎！ 我当即表示欢迎。 虽然二十多年没有见
面，但是毫无生疏感，叙谈过往，交流读书心
得、文学创作经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我将
自己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心中有个太阳》等 3
本书赠他，他叮咛道：要签名，而且不要写“雅
正”一类的话语，要写得有针对性、有纪念意
义一些。 呵呵，此前我给别人赠书，还没遇到

过对赠言内容提出特别要求的主儿，这马老师
倒是挺有意思的，不过，要求不高，就遵命吧。
稍作思虑，我在报告文学集《生命之巅》的扉页
写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发万件作品”，在长
篇报告文学《中国之痛———医疗行业内幕大揭
秘》的扉页写上“拙作赠好友，礼轻情意重”。
交谈得知，他是一位学习勤奋、博览群书、善于
思考和总结的作家，同时也感到，他是一位待
人非常热心、真诚的好朋友。

一个多月后 ，士琦先生 ，说他已经阅读
了我送的书 ，并对 《中国之痛———医疗行业
内幕大揭秘 》大加赞赏 ，同时指出书中校对
等方面存在的瑕疵 ，说如果再版 ，得好好校
对修改一下。 他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不得不
叹服他对文友的极端热心和真诚。 我赠给别
人的书不少 ，有的读者反馈了意见 ，极少数
高水平文友还写了评论 ，但是 ，像马士琦这
样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并纠出错误予以改
正 、有感而发便记下予以点评的读者 ，实在
少如凤毛麟角！

登门拜访马士琦的意念，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强烈。 2012 年 11 月，我乘出差到西安
的机会，给他带了我的新书，电话打去，他即说
请到家里一谝，我也求之不得。 他那位于洪庆
的家不算宽大，给人的感觉，家里最多的东西
就是图书资料，琳琅满目，显得有些拥挤。 这
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之家，这才是书香之家！ 我
俩又是无所不谈。 那时他临近退休，但是省上
几家出版社经常请他审读志书等，加之盛名之
下求之者众，业余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怕
耽误他宝贵的时间，他却毫不在乎，还为我书
了一幅四尺整张的“神融笔畅”。又赠我 3 本书
和一箱包装讲究的苹果。 其中一本是编辑家、
漫画家、诗人曹彦著的《漫语漫画文坛陕军风
情录》。 我即打开就读，见有为他画的传神漫
像和赋的诗：“耀州马士琦，书协副主席。 作品
三千幅，名家多赞誉。 和墨铸利剑，展纸挥巨
笔。 道德有风骨，质朴于雄奇。 ”

此后，我每有新书问世，便给马士琦寄去。
不敢奢望他给我写书评，只是觉得书应该送给
真正的爱书人、读书人。 为了尊重这位不一般
的文友，签名赠书时力求写上“不一般”的话

语。 例如对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的《曾德
强文学作品评鉴 》一书 ，就写的是 “交换 、交
流、交情、交友”；对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路在
脚上》， 写的就是 “德艺双馨亦师亦友是士
琦”。

光阴荏苒，一晃又是将近十年没见面了，
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我以手机微信为桥梁，
联通了安康与西安的信息高速公路， 关注着
他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特别是他在“麦
田书院”等群里关于文学、书法作品的情况。
他是个大忙人，但是，当得知我的《安康市赋》
在市委宣传部面向全国征文大赛中荣获第一
名后，他说要点评一下。果然，很快一篇近百字
的四言“诗评”《喜诵 &lt;安康市赋 &gt;》就发
来了。全诗是这样的：“德强秉笔，赋颂安康。通
篇吟诵，荡气回肠。 高坐巴山，豪饮汉江。 历史
渊源，厚重绵长。 文化传承，古鼎今昌。 人文山
水，尽显华章。先贤俊杰，耀眼星光。立意宏阔，
正能灿放。 精辞美韵，文采飞扬。 荣夺魁首，神
州称强。 恭贺先生，大赋呈祥。 安康精神，永放
光芒。”从“诗评”中，不难看出他对作品的准确
理解和把握，对文友的热情鼓励和期望，仿佛
一股暖流涌来，令人感动。

好友难寻，知己难觅，在安康与西安这片
热土能够认识书友们真是我的缘分。书籍是我
们彼此共同的慰藉，书友情深似海。 不仅因为
文学、书法作品时常撞入眼帘，而且因为博学
多才、古道热肠、重情重义、笃诚为人、担当负
责的优秀品德和人格魅力，马士琦令人难以忘
却。

读书

安康 书评

书 友 情 深 似 海
□ 市直 曾德强

作家 书评

读书 时光

作家 感悟

《总有喜鹊待人来》

书中觅知音
□ 苑广阔

《植物 不说话的邻居》

近日，科普作家，漫
画家， 陕西省植物研究
所、 西安植物园研究员
祁云枝的首部生态文学
著作《植物 不说话的邻
居》，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和以往不同的是 ，
这本书里，植物专家、著
名科普作家祁云枝把创
作视角投放到生态领
域。 这是她在植物园经
历了 30 年的工作和科
普书写的积淀后， 首次
出版的生态散文作品。

全书 25 万字，收录
了近三年发表在各大文学期刊上的生态散文和自
然散文作品，作家站在邻居的角度，从植物所遭受
的生态环境问题切入， 以科学的视角引入生态理
念，展开解读、审美及文化反思。 多视角、多维度展
示植物在环境中遭受的伤害，展示植物蕴藏的生存
智慧，展示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惊
醒、启发和潜移默化中，唤醒读者对身边一草一木
的热爱，激发读者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

《植物 不说话的邻居》，分为四个小辑，第一辑
“把心交给草木”，一方面，作者运用专业的知识储
备、细腻的观察和生动的文笔，对生态环境的变化
和植物所遭受的生态灾害真实呈现。 另一方面，作
者书写了良性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生活品质和精神
面貌上的变化。

第二小辑“听 草木在尖叫”，是一辑关于生态
忧思的文章， 祁云枝并没有直接举起观念作为武
器，批判人的欲望如何切割植物的命运，而是从事
例和数字出发， 从人与树木命运交集的细节出发，
呈现那些失衡的关系和内容。 正如散文批评家楚些
教授在序中所说：“行文中藏着母性的感伤与低语，
情感的沉浸使得其笔下的树木生发出柔软而悲伤
的色调，无论是红豆杉、甘草，还是崖柏与杜仲，它
们急速损伤的命运，无不令人陡生同情之心。 作家
的生态自觉在这两部分的表现相当地充分。 ”

第三辑“草木甘甜”和第四辑“向绿而生”， 串连
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历史、地理等知识，将植物之美与
哲学之美、生命之美、自然之美完美结合，融入作者对
生命的思考和敬畏，渗透着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
精神，带给读者沉稳绵密、回味无穷的感受。

作家曾出版 《我的植物闺蜜》《低眉俯首阅草
木》《植物智慧》《枝言草语》等十余部著作。 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曾授予其 “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荣
誉称号。

（梁真鹏）

省作协会员 、镇坪
县作协主席杜韦慰的
散文集 《美丽镇坪》近
日由山东齐鲁出版公
司出版。 该书主要选录
了作家近年创作和发
表的文章 ， 共 20 余万
字。 该著书名由著名作
家、省作协副主席方英
文先生题签；由著名作
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虹作序。

杜韦 慰 工 作 之 余
勤于思考， 开拓视野，
不断增强自己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用心

用情用力书写新时代。 用文字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她擅长以写景来抒情、以诗意的笔触写人。 美由
心生、情从景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以
情感人，触动心灵。 该散文集内容真实鲜活、绮丽多
姿、文笔优美、文字洗练、赏心悦目、韵味无穷。 从她
的作品里看出一个此心光明积极向上的追梦人。 字
里行间散发着温暖与真诚，充满着诗意和花香，一个
头戴草帽， 忙碌于田间地头为农民开展农业科技技
术指导的农业工作者浮现在读者眼前。

张虹在序言中说：“这是一部歌颂镇坪、 颂扬友
情和亲情的温暖之书。 书中所写，皆美地、美物、美
人，可谓一个枝繁叶茂的‘爱的花园’。作者的笔触几
乎伸到了镇坪的每一个角落， 深情款款地为每一座
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村庄而歌唱。”在这些情深意切
充满正能量的文字中带给人感动思考和踔厉奋发的
精神力量， 该散文集是新时代奋进中的美丽镇坪一
部文字版缩略图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推进文化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杜波儿）

《美丽镇坪》

乡村的味道与歌者
———柯长安诗歌印象

□ 旬阳 叶鹏

白衣天使的诗和远方
□ 镇坪 杜韦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