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地人生》是著名作家王蒙以天地人为
源头，以人的生活为本体，以文化为汹涌奔腾
的巨流。 生活来自天地大千世界，文化是大千
经验、大千学问、大千智慧。 本书秉持亲切生
动的文笔、率真幽默的风格、深情积极的人生
态度，全面解读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

论语、道德经、逍遥游、尚书、周易、春秋、
史记、传习录……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作者
潜心研习数十载，深入浅出，系统解读五千年
传统文化。 一书在手，全面领会传统文化核心
要义，迅速提升个人综合国学修养。

传奇人生，历经风雨，作家、学者、官员，
多重身份，事业、家庭、生活，事事圆满。 生死、
天地、风度……贤能智者的人生态度。 如何面
对欲望和遗憾？ 如何看待生死、得失？ 如何提
升人生的境界与格局？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药
引，治愈精神焦虑，摆脱“躺平”心态，超越“内
卷”竞争，从容应对当下生活各种挑战。

（郭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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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 著名作家刘亮程前往新疆和
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旅行， 这是英雄江格尔
的故乡。 该地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羊
道遍布每一片山谷草原， 那是羊走了几千几
万年的路，深嵌在大地”，他深受震撼，跑遍草
原和山区，认识了许多牧民。

自那时起，刘亮程开始读《江格尔》，他念
念不忘这片草原，“在那些古代的夜晚， 在茫
茫大草原上，一群人围坐，听着这些说唱，一
直听到月落星稀，东方发白，都毫无倦意”。 他
感动于史诗的天真带给部落的希望与力量，
感慨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对时间的绚丽想象，
自此他萌发出一个念头 ，“写一部天真的小
说”，十余年来，这个念头由初生渐至扩大，最
终成为长篇小说《本巴》。

广袤的北疆大地上， 白雪皑皑， 万物苍
凉，一群身着黑衣、神情肃穆的塑像静默挺立
于此，仿佛已走过千年万年。 这些塑像被刘亮
程称为“莽古斯”，出自史诗《江格尔》，也是中
无数战士为保卫家园与之战斗的妖魔强敌。
《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
开，在史诗驻足的地方，《本巴》开始讲述。 《本
巴》有着《巨人传》式的狂欢，《堂吉诃德》般的
天真，以及卡尔维诺式的轻盈。

（梁真鹏）

秋阳从甘蔗林的叶缝里射过来， 落在庭院
里。 庭院前的花丛边坐着一位一头浅银发的老
者，捧着一本书，在认真阅读。 阳光照在他沧桑
的脸上，厚厚的书也被照耀得洁白。庭院前是来
为我出阁的堂妹祝贺的众乡亲， 热闹非凡的人
声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全身心地阅读， 读到高兴
处情不自禁地笑出声， 读到悲伤处亮眼窝噙着
泪花，他是我的堂爹张立怀。

我知道怀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年轻时候
的怀爹就爱读书、说书，月明星稀的夏夜，在生
产队的打谷场上，大家围着他席地而坐，嚷嚷着
叫他给大家讲《西游记》的故事，今年 80 高龄的
怀爹还能阅读字体非常小的古龙的长篇小说
《大旗英雄传》？ 我和他攀谈起来。

“爹，您现在还能读书吗？ ”
“朝林啊，爹这一生就是有三个爱好，读书、

喝茶、走路啊！ 这三个爱好好不好？ ”爹放下书

本， 抱起粗粗的塑料茶缸子咕咚咕咚喝几口老
茶。

“您这爱好高雅！不知道爹从您读第一本书
到现在，能读多少本书了？ ”

他沉思了一会，掐手估摸着算了算，给我等
出一个手指头。

“一百本？ ”
他摇摇头。
“一千本？ ”
他又摇摇头。
“一万本？ ”
他这才点点头。
我惊讶地张口结舌，脸上布满疑惑的阴云。

爹看出来疑惑，打开了话匣子。
“朝林， 给你算三笔大账吧， 在部队当兵三

年，部队图书馆的书全部读过一遍，再说近几年
吧，咱们村里的图书室，第一茬收藏的书全读完，

又读了第二茬新添的书。 这不，最近没书可读了，
听说五里镇上有个读书吧，在吧里读。 还到五里
镇文化站的图书馆里去读书，不算零头读的大书
和小人书，就算这三笔大账，你估摸着看。 ”

我惊喜地直点头，对这位老读者钦佩有加。
怀爹读书面涉猎得十分广泛，四大名著、古

今中外的书籍他都读，特别喜欢侦探、破案、武
侠、科幻等方面的书籍。 得到一书，总是爱不释
手地读完方才罢休。 20 世纪的六十年代，生活
困难，为了买书，他偷了自己家苕窖里的红苕卖
了买了四本《西游记》被他父亲发现了，差点挨
顿打。

1960 年， 他在五里铁业社当打铁学徒工，
他自费订阅一份《安康日报》，每天读完报纸，晚
上还要把报纸上好文章再抄写一遍。 抄写的文
章有的他自己保管，报纸在工友间传阅。他好读
书，也宣讲书，就像旧时职业说书人，一说就是

大半夜，屋里围满了听书的大人、小孩，听得大
家都久久不愿离去。

问到他读书时， 有什么高兴地和伤心的事
吗？

怀爹顿了顿说：“说高兴的事， 读书时跟着
书走，书里笑，我笑，书里哭，我哭，可哭过后心
里舒坦着哩。 给大家说书， 大家给我一阵阵掌
声，我高兴。我也喜欢藏书，上世纪 60 年代藏了
许多古书，破四旧时被一把火烧了，我跑到背人
的河湾里，哭了多半天。 新时代多好啊！ 我的养
老金、军人补贴除了生活费用，余下的钱都买书
了。 ”怀爹的脸上堆满笑容，自信的目光亮在新
书上。

每天吃完早饭的怀爹，夹一本书，挎一塑料
壶老茶水，走走读读，读读走走，张营村前的柳
树林，村东大坡梁的桃树林，村西长梁桑树园都
是他读书的好场所。有时候带上干粮，走更远的
地方读书， 月河的大树下， 南山斜岭沟的松林
里，滴水岩的小溪边，他都读过书，饿了，就着茶
水啃几口干粮，累了，就躺在草丛里看看太阳，
看看飞云，听听溪流和鸟鸣。

他喜欢读书的事也影响着他的子女， 他的
儿子、女子也成了读书迷，他的孙儿孙女更是读
书迷，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都上了大学里爱读
书的“状元榜”。

安康作家柯贤会先生说过他要把灵魂安放
到散文里，他的一篇创作谈也是这么写的。一个
人能把灵魂安放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对他而
言非常重要，他会付出辛劳汗水，用汗水心血浇
灌出来的草木，一定会绽放出鲜艳的花朵，一定
会风生水起，一定会有美丽的风景。把灵魂安放
在散文里，所以，柯贤会的散文便自然而然地有
了生活的灵气，继而精彩纷呈。

柯贤会是个细心做事作文的人， 对生活中
所遇见的人和事，他都会善观察善分析善总结，
从中理顺出条条道道，框框罗罗，用文字一咕噜
道出来，形成文章，筑绣起美文。 特别是童年在
乡村生活的那段时光，他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
昨天。那里的山水，一草一木，亲情友情，都在他
脑海里存放，现在他一声令下，那些事那些人都
已整装出发，通过他的精心筛选、体检、政审，最
后都跑到他的散文里集合报到宿营， 成为他的
一支精神部队。

大凡称之美文的都是散文， 美文是散文的
衣裳。柯贤会的散文，那娓娓道来的是不紧不慢
的生活态度，叙述的是那些乡村沟壑山水自然，
村庄院落，亲情友情，花草树木，风土人情，世态
万象，小人物小命运不折不挠的大精神，以及对
家乡过往尘世无限追忆， 绵延的爱和无限的憧
憬。

柯贤会善于从寻常生活中去发现美。 比如
东家的羊、西家的狗、路边的草、村前的树、空中
的飞鸟、奶奶的小脚、母亲的牙齿、父亲的篾凉
席、家乡的小河、老屋、泥土、粉条、柿子、甜秆酒
……，都能入他的眼进他的文字里，这是功底，
不服是不行的， 不然会把一根草一棵树写得那
么好。 他发表在《安康日报》的《人间圣果八月
炸》《菇香飘飘润陕南》《神奇的葛麻》等，这些篇
章是作家深度走进自然，体悟自然，与大自然对
话留下的笔记。 这些虽不华丽， 也不张扬的文
字，但很雅致素朴。 再如他写的那篇《家在黄龙

沟》，所表现出那种端庄沉稳的叙述姿态，让人
看得出他的风度， 更让人愿意走进他的文字世
界里。凡此种种，你我在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的
寻常事物， 在他的笔下却都洋溢出了别样的芬
芳，感知出了生命本真的美。 写的细腻真切，是
站在被叙述者的角度深度揭示剖析，所以，笔法
入木三分，让人读来感觉亲近翔实，朴实自然，
没有佯装故态。

我会惊诧于柯贤会生活得恬淡雅致， 许多
人与事的阐释都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那些寻常
生活的场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有多少时候，我
已经忘记他们的存在，忘记他们的风景，但他却
能敏感地抓住它们，然后汇集于笔端，酿制出寻
常生活的美。他的文字是朴素、干净、温馨的，不
施粉黛，真情流露，让所叙的人和事保持原汁原
味而显得更加完美无缺。

散文写作始终有一条线在 “拴” 着， 一个
“魂”在牵着，好的散文浑身洋溢着“真性情”，在

通篇文章中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某种思想感情，
散文的标题要新颖、内容要充实、段落要清晰、
结尾要自然，把握好韵律、掌握好节奏，好的散
文是一幅画，意蕴丰富、含蓄隽永，是一枝月季，
生命旺盛、永不衰败，是一首音乐，直抵心扉、拨
动心弦。

写作是件苦差事，“费神、费力、费心”，要耐
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才能守得住繁华。 他之所
以长期坚持散文创作，源于他的热爱。他说：“自
从与散文接触以后，就被她迷惑的神魂颠倒、如
醉如痴，以至于白天从事与散文有关的事，晚上
还做着与文学有关的梦。 ” 正是这份执着与热
爱，让他不停地看、不停地写、不停地思考，从而
坚持散文写作几十年， 并对散文创作有了深刻
的认识。他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带着发现
美的眼睛，如猎手般寻找素材，如厨师般生产加
工，如画家般精心描摹，要多写多学多练多改，
积累写作经验，掌握写作规律，才能找到写作的
窍门，然后才能笔下生花”。

他以对写作的热爱坚守、 对生活的真情实
感为基础，情涌笔端，童年往事、乡间烟火、风物
人情、草木春秋……一一在他笔下绚烂绽放，文
笔散淡蕴藉、闲逸从容、娓娓道来，似山风拂过
秦巴腹地，文字干净明亮、温润幽静、意蕴深远，
似大山伏起的晨光。柯贤会把过往的尘事，把灵
魂安放在散文里， 他的散文就一定能放射出一
道亮丽照人的光芒！

刘明琪的长篇小说 《五狼关 》，1990 年初
稿，前后三稿，最终凝练成 30 万字，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前后历时 30 年，令人刮目相看。 谈到
《五狼关》的语言，陕西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刘路教授的观点是，《五狼关》“之所以扎实耐
读，文字的打磨居功至伟”。

刘明琪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 留母校任
教，文学院教授。 近十部作品面世的同时，学者
兼作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长篇《五狼关》的写
作上，语言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处处流露
着性灵小品般的语言艺术特色。

试看“太乙书院碑记”的一段文字：“书院之
以太乙名者，镇之南有太乙山，与豹林谷相近，
即摩诘终南山诗所云太乙近天都是也。 山之名
奚起于太乙？ 其以山秀而耸，上矗云霄，与太乙

老人星应，未可知也。 书院为诸生读书而设，以
镇之山，额镇之书院，而并于刘向校书天禄，老
人星燃藜照读之义，有足比附。 诸生肄业期间，
果能顾名思义，争自奋发，百尺楼头，三更漏下，
囊萤映雪，横经呫哔，安知藜光煜煜，不复从天
而下也？ 以太乙名之，其属望于诸生者，意深远
矣。 诸生勉乎哉！ ”

这一段作者执笔、 托名早年宁县县太爷为
修书院而撰写的碑记， 其饱学之士的学识和老
到的文字修炼功夫，于兹可见一斑。同样的还有
一则，是左焕然为抗日前线捐献大批粮食以后，
是夜心潮激荡，夜不能寐，灯下六尺徽宣写下的
16 句铿锵感言，其诗家情怀，一泻千里，满卷珠
玑，文采斐然。

和当下众多所谓的小说通卷只会叙述不

同，《五狼关》中的景物描写十分出彩。试看：“后
来，翡翠岭上渐渐有了熹微的亮色，晨曦和朝霞
一经漫漶、渲染开来，下河川所有的山峰、流水、
泥土、树木、稼穑，以及所有天赋灵性的东西，都
在时间的律动中睁开眼来。只待一颗鲜润、璀璨
的太阳喷薄而出。”这些描写，其语言的散淡、灵
动、鲜活，完全可以当性灵小品的散文来读，而
这些正和作者的修养及驾驭语言的文字功夫紧
密相关。

谈到文学作品的语言， 清代戏剧家李渔提
出过“语求肖似”的要求。 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刻
画上，高手常常善于用一段人物自己的话语，寥
寥几句，便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先看看主家的长工曹二。 主家当年救过曹二
母亲一命，曹二跪拜泣曰：“左先生呀，我给先生当

牛做马，今生永世、永世今生报答先生的大恩大
德！ ”“从今往后我还是先生的一条狗，永远听先
生和先生一家使唤！”“先生呀，我曹二生是花屋的
人，死是花屋的鬼！ ……”这就是忠实的长工曹
二，让人想起《白鹿原》中的长工鹿三来。

再看左焕然的三太太。 习惯高声说话、朗声
大笑的三太太聪明伶俐。 她还说：“你把啥事都想
做好，你做啥事都想做到最好，你的心性太高了
你知道不？”“可是世上的事情哪里有个完满，你顾
了一头，顾不了一头，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总要落
下遗憾的！”聪明机敏，心直口快，只几句就将丈夫
说透彻了，而且直逼全书的文眼和要旨。

三言两语，写活一个人物，这就是作者的文
字功夫。

第四，诗化的浪漫笔法。 通观全书，作者诗化
的浪漫笔法俯拾皆是。 比如，豆伢子看到他娘跳
崖的那一节； 秋月姐为豆伢子讲革命理想信仰
时；新娘子连香心情大好时眼里的美好景色……

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小说使读
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
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
文化的。 ”学者型的刘明琪，既有很高的文学理
论修养，又有出众的文学创作才能，《五狼关》的
语言高度，正是其学养与才华的集中体现。

陈和强先生一部 34 万余字分 65 个章节记
叙体的长篇纪实小说———《伎陵城》，由陕西旅
游出版社出版逾四年， 一直被家乡读者看好。
这是一部激越历史沉疴的霞光、在历史厚重中
迸发人性绝唱的长篇大作。 如今，《伎陵城》一
路俏热，正在安康的文学星空熠熠生辉。

作品中的伎陵城， 位于旬阳县城的大河
南，是三国时期著名蜀国反将孟达所建。 它从
6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中走来，在南北朝
军事对峙、明清农民起义、白莲教风起云涌中
崛起 ，在湖广移民 、汉江航运 、山货交易中壮
大，但又随着朝代更替、城池变迁、汉江水运衰
落而黯然落幕。

伎陵城中曾经的历史名人 ， 都有悲剧色
彩，似乎验证了“伎”字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
本意。 其中的三国名将孟达唱了个身首异处身
败名裂， 但建于木栏寨的孟达塔仍然英气逼
人，威武不屈。 而一代文学大家、明朝高官张凤
翔英年早逝昙花一现于此。 在伎陵城一度出现
武盛文衰的情况中，朝廷及时修建纪念张凤翔
的文峰塔、文星塔，与孟达墓隔江相望。 从此，
在文武双雄的故乡中，伎陵城人杰地灵，名人
辈出。 及至民国时期，便涌现出了既有阶级立
场、又有人性光芒的陈中模、李梦彪等众多文
化名人以及张鹤鸣、陈中勇、王一山、张丹屏等
众多军事将领。

作为一名读者，我从《伎陵城》川流不息的
人物过往和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从连绵起
伏的秦巴深处和滔滔不绝的汉江之畔，搜寻到
了伎陵城多维度的历史空间。 那就是：

《伎陵城》是一部近代战争史。 作品以伎陵城
为故事原点，把伎陵城的历史名人镶嵌到国内近
代半个多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描写了清王朝

风雨飘落、革命风暴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大浪淘
沙、北伐战争波澜壮阔、抗日救亡惊心动魄、军阀
割据的乱云飞渡、 解放战争摧枯拉朽的宏大场
景。 《伎陵城》中的主线人物陈中烈，步入青红帮
会，与杜月笙结缘，后战死沙场；陈中勇英勇果
敢，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帝反袁，成为北伐名将；
张鹤鸣胆识过人，屡建奇功，深得西安事变主将
杨虎城赏识；陈中虞人生颠簸，追随革命将领廖
乾五，成为共产党员。 还有伊利起义的发动者、陕
西省代省长、副议长李梦彪、陕西省代主席王一
山、陕军名将张丹屏都威震三秦，一生传奇。 他们
每个人在书写自己光华灿烂的戎马生涯的同时，
也都书写了那段壮怀激烈的战争史诗。 因而，他
们的名字都载入了县志，进入了史册，为后人所
传唱，流芳千古。

《伎陵城》是一部家族奋进史。 在《伎陵城》
纷繁复杂的人物结构中，陈氏家族中的人老四
代始终是一条交织和缠绕在各个故事情节中金
黄色长线。 故事开遍交代了陈中模父辈兄弟二
人的简况，其中父亲一心科举，屡试不中，便改
名为陈日新，及至中年与敏而好学的陈中模一
道考取了秀才，正准备参加乡试期间，科举制度
废除了，老父亲靠文入仕的一生夙愿终结了，而
陈中模却成为民国高小学堂的教员，从此开启
了他振兴家族和旬阳教育事业的辉煌人生。 陈
中模的堂兄陈中勇投笔从戎、陈中烈混迹江湖，
成为伎陵城故事中最爆红的人物。 陈中模的儿
子陈守虞、陈克之都是家族精英，时代标杆。 特
别是陈克之，在家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荡漩涡中，始终释放智慧人生的才情，成为推动
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 陈中模家族中的女人们
和孙子辈，也都点缀在故事的各个情节中，表现
出应有的家族素养和忠孝美德。 守望家族，传

承家训，是一份责任。 这也许是推动作者书写
本书以激励家族继往开来的一种强烈愿望吧！

《伎陵城》是一部经济发展史。 作品散发着强
烈的百姓情怀，张扬教育兴国，暗怼穷兵黩武，力
主发展社会经济。 时掌民国安康军政大权的张鹤
鸣，当看到曾经白帆如云、长水如歌的汉江被各
路土匪、黑帮势力及其地方机构横征暴敛的共同
盘剥中，航运中断，贸易凋零，民不聊生，财源枯
竭，便亲自奔波于汉中、武汉、襄阳等地建立贸易
大通道保障机制，恢复被阻断的汉江水运；当看
到按户收取税负不断加重百姓负担时，果断探索
改为按土地亩数收取税负，从而实现了平均税负
的目标。 助政旬阳政务的陈克之，正气凛然，惩恶
扬善，在棕溪侦破了帮派黑势力绑架何德彰的撕
票案件；在力家打击了黄大个子强行收取汉江过
往船只码头费的不法行为；在吕河街铲除了何邦
雄粮食交易中大斗进、 小斗出的欺行霸市行为；
在北区赵湾收拾了朱勋臣大量隐瞒土地亩数不
据实交税的暴力行为；在甘溪整顿了杨潼卿垄断
金矿开采和黑市交易的恶霸行为。 由此，伎陵城
书写的历史，就是书写闭塞的秦巴山区一部农耕
文明的艰难发展史，这在当下的社会治理和乡村
振兴中，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伎陵城》是一部红色励志史。 《伎陵城》中
的故事是以主线人物陈中模参加旬阳解放政权
成立大会开篇的，又以陈中模之子陈克之梦想
伎陵城解放后再次崛起而收尾的。 中间有大量
章节描述红军和解放军星火燎原的活动轨迹。
其中的“中烈进苏区，巧遇耳疯子；鹤鸣上平利，
三请张惠民”“共产党成立军特支，红三军过境
安康地”“过汉中，赵寿山主动让路；在闽西，陈
中烈携侄急行”“师生二人话红军，民工十万聚
安康”“何振亚起义投红军，杨虎城整编警二旅”

“陈克之棕溪征兵抗战， 共产党发展星火燎原”
等章节， 都详细呈现了红军和解放军等红色基
因在旬阳传播、 发展和壮大过程以及陈氏家族
追随历史变迁那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在人民
创造历史和英雄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能中，
旬阳最终建立了人民政权。可以说，《伎陵城》里
始终有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 像一轮喷薄而出
的太阳，在旬阳大地上光芒万丈，映红天地。 而
今， 留在旬阳红色土地上的红军镇所传承的红
军精神，依然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伎陵城》是一部纪传体的“纪实小说”。 或
者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
文学，呈现出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点，做到
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而呈现出对客观环
境和主观意境相互照应的一种完美艺术表达。

应该讲， 一个人的文字风格就是他灵魂的
样子。 陈和强先生高大威猛， 忠厚耿直，《伎陵
城》自然映射了他的灵魂与精神的思辨。这也是
这部作品对得起读者品读、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最好诠释了。 但作品中陈氏家族中的主线人物
在时代变迁中的激烈思想碰撞和激烈人生反
转，也映射了作者思想和灵魂的挣扎。 由此，他
尽量放大处世的中庸，而不放大个性的张扬，这
又使故事在推进情节发展，包括正反对比，就显
得有些平面化布局。另外，如果人物对话有必要
的肢体语言搭配和策应， 章回体表现形式的回
目讲究语句的统一和修饰， 那就会为这部作品
的文学包间增色不少。当然，这也是一名读者的
闲言碎语，不必过于在意，因为它并不影响这部
作品的思想深邃和文学厚重。

我欣赏这部作品， 让我们一起聆听它带着
隆隆的历史回声，散发着汩汩的江河大爱情怀，
驶向安康文学洪流的远方和未来！

《我与一座城》

本书精选《人民日报》副刊“我与一座城”
栏目的散文 75 篇。 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一
个人与一座城市相遇、相伴、相知、相依的情
缘故事， 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发
展与变迁。 文章作者既有王蒙、高洪波、叶辛
等文坛大家，也有近年涌现出来的文坛新锐。
文章描写细腻，文笔生动，情感真实，读者在
获得美好阅读体验的同时， 也能领略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几十年间， 中国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行各业和城乡面貌
实现逆袭。

翻开本书， 走进一个个城市风光旖旎的
散文世界， 筑一方清新雅静， 奉一份真实情
怀。 裸背锁线胶订，180 度平铺打开，翻越更
方便；设计典雅，富有文艺气息；纸张舒适，阅
读体验更轻松。安康青年作家沈奕君散文《在
平利的时光》收录其中。

（任雪姣）

《天地人生》

《本巴》

聆听历史回声 胸怀故乡情怀
———品陈和强长篇小说《伎陵城》

□ 市直 丁天

性灵小品般的语言艺术特色
□ 陈嘉瑞

把灵魂安放在散文里
□ 旬阳 柯常安

学到老的读书迷
□ 汉滨 张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