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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个月，我和一名 12 岁的孩子下了一
盘围棋。 这孩子可能有初段的水平。 人很
阳光，棋下得也不错。 复盘的时候，我为他
叹息说：才学棋几个月，下得非常出色，棋
感和棋的领悟力强大， 有极高的天赋，可
惜你精神韧度不够 ， 遇到危机就惊慌失
措，应对不从容，手忙脚乱出了问题，最后
就输了。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使用“精神韧
度”这个词，我不知道汉语语言中有没有
这个词，但它生动形象地表达我的认识和
观点。

我喜欢“精神韧度”这个词，它富有弹
力，可以绵延到人心的任何一个角落。 一
个人的抗压能力、意志力、承受力，那种不
屈不挠于各种打击和耐得住种种煎熬的
能力，似乎都与精神韧度的强弱有关。 如
果我们将精神韧度定义为一种能承受压
力，并将其转化为跳板的能力 ，这种能力
像弹簧，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一个人经受
的挫折越多，生活的信心越坚定 ，生活的
态度越从容，这个人的精神韧度就强大。

精神韧度是一种可贵的品质，需要不
断锤炼。 现代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
大，每个人都需要强大的精神韧度。 遗憾
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特别是青少年 ，大多
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 从小被父母亲人宠
爱 ，成长中大多顺风顺水 ，挫折少 ，磨砺
少，精神没有韧度，经不起一点点打击。 我
这两年主编一个中学的校志，这本校志上
我们专门设了事故启事录，大多是高中学
生自杀的，有跳楼的、有跳河的、也有因校
园欺凌事件杀人的 ， 这些事故是沉甸甸
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逝在生命的花季
里，留给学校和社会沉重的思考……

二

精神韧度这个词，我最早是听女儿说
的。那一年女儿 17 岁。父女俩聊天时，她说
自己的精神韧度不够强。 而她的朋友王小
小有强大的精神韧度。 她举例说自己成绩
没考好，被同桌挖苦，于是自己发奋图强，

超 过 了 同
桌，然后把
成 绩 拿 到
同 桌 面 前
显摆。而王

小小却不会这样做，她也被挖苦过，还被气
哭过，她也是努力超过了挖苦她的同学，然
而，她却什么也没有说，还是和从前一样，
平淡地，友好地对待挖苦过她的人。我说这
是宽容，不是精神韧度。女儿坚持说这就是
精神韧度。她怕我不理解，又说王小小上高
一的时候， 就想参加学校的舞蹈节目，可
她从来没学过舞蹈， 跳得很差， 老师没选
她，可她不气馁，坚持每天都去跳。 虽然经
常被老师吵，虽然经常被同伴挖苦，虽然气
哭过好几次，但她都能忍受。后来舞蹈节目
人数不够，老师终于接收了她。她报考艺术
类，虽然成绩平平，但她很刻苦，终因基本
功扎实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所以她才是精
神韧度强大的人。

那一刻，我眼前浮现出王小小，个子不
高，瘦小，看起来很柔弱。看到她，很容易让
人想起弱不禁风这个词来。 可这个孩子很
善良，经常帮助女儿，女儿有什么事都会找
她。 她常来家里玩， 有时还帮女儿打扫房
间。记得女儿曾告诉我，王小小初三的暑假
里，曾顶着烈日，走了好几里山路接她婆婆
到城里。 她经常帮父母做家务，有时，还在
节假里打零工挣学费。 我突然明白了女儿
的意思 :强大并不是进攻，而是能够忍受，
如同一根头发丝承受千斤之力。 初看起来
柔弱， 但能够承受疾风暴雨， 所以才会有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引得诗人生发
出无限感慨。

三

精神和肌肉一样，都是需要锻炼的。肌
肉不发达，大不了当不成运动员，而精神韧
度不够，则影响人的一生。在人的成长过程
中，困难、失败和挫折总是不离左右，无法
摆脱。人生像钟表一样，总是在滴滴哒哒的
敲打声中运行。 这些敲打可能是一句挖苦
嘲笑的话，可能是一次考试的失败，也可是
一场意外的变故。 一次次抗下来，承受住，
并化为跳板，借力反弹，超越自己，这就是
精神韧度的锤炼。

在生活中， 成功的人士都有磨砺成长
的过程，苦难是生活的老师，没有经过苦难
和困惑的人难以懂得生活， 也难以铸造一
颗充满韧度的心。人生没有坦途。文王拘而
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
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
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先贤其所以为先
贤，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们比常人
的精神更有韧度。

也许有人会说， 我没有成为名人志士
的想法，我只想当一个普通人。只要精神正
常就好，精神韧度不强大就不强大吧，反正
我也不想去艰苦的环境，做辛劳的事。然而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成长的经历总会伴
随撕心裂肺的阵痛， 这是谁都不可能绕过
的。 这个时候，有人咽下委屈，擦干眼泪继
续前行；有人从此消沉，得过且过，还有的
干脆以死了之，毁灭了人生。我编校志事故
启事录时， 看到一个女生因为老师收缴了
她考试时的夹带，居然从教学楼一跃而下，
16 岁的花季就此香消玉殒。 这是多么脆弱
的心灵，精神的韧度不像弹簧，仅仅只有橡
皮筋的韧度，令人扼腕叹息！

普通人在学习上、事业上、情感上、职
场上，或竞争败北，或工作出错，或情感迷
惘，家庭困惑等，心灵受冲击，精神被打击。
有的人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打造精
神韧度和心灵的缓冲场； 有的人被困苦冲
垮，心灵变得脆弱，因此一蹶不振。 人的成
长过程，岁月犹如一块磨刀石，它可以磨掉
人不够成熟、不够坚强的部分，去掉人的骄
气和娇气，构建心灵的支撑点，促使人们活
得更踏实、更坚定。

我们往往抱怨环境艰苦，怨天尤人；抱
怨命运不公，自暴自弃。 然而不经历风雨，
又怎能见彩虹？ 只有在风雨中磨砺人生才
能调制心灵的空间， 才能在生活的炼击下
放射出光彩。 韧度是坚守力、意志力、抗压
力。把抱怨心情化作进取的力量，才有成功
的可能。阳光总在风雨后，当我们回顾曾经

面对困境时的心态、耐力和处置方式，会为
自己心灵的韧度而喝彩。

那些精神强大的人， 是金子， 藏于内
心，他们不显露，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
地点，会闪现出动人的光芒。

四

我的精神韧度也不够强大， 也需要锤
炼。 然而我的精神韧度绝不只是橡皮筋的
韧度，不会轻易折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遭遇过高考落选， 遭遇过分配到边远山
村，遭遇家庭变故，遭遇创业失利，也曾于
困苦之中迷失方向，于不公之中愤世嫉俗。
每当身陷逆境， 我总是在心中默念：“天将
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

以此来坚定自己的信念。 孟子的这段
话成了我的精神灯塔， 抚平我的忧伤和痛
苦，伴我攻克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这让
我很感慨， 一个人的精神韧度往往需要文
学来滋养的。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意义之一。
有个朋友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和看法， 不同
的是他在困难时反复吟诵：“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他坚信道路虽然曲
折，但前途光明。刘禹锡的诗成了他的精神
寄托，他就用这句诗来增强精神的韧度。其
实有很多诗词能滋养我们的精神，“野火烧
不尽， 春风吹又生” 用小草顽强的生命力
来激励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
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
风。 ”用竹子的韧性来彰显生命的顽强，来
鼓舞我们。 这世间，必有一种榜样，穿越灵
魂，幽幽而来。 可能是古人的诗，也可能是
今人的文字，他们能滋养我们的精神，增长
我们精神的韧度。

近年， 我一直看重写作者的人文情怀
和作品能否滋养人类的精神。 其实作者的
人文情怀，作者所表达的精神力量，正是文
学强大的活性。接纳文学的活性，吸收文学
的养分，获得顽强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如
阳光雨露，滋养个体成长，滋养人类进步。

有文学、 有阳光的内心就必然有强大
的精神韧度，而精神韧度支撑着内心，缺少
精神韧度，生命就会黯然失色。一个人如果
想拥有强大的精神韧度，读书吧！勇敢地生
活吧！ 接受文学的滋养，承受岁月的磨砺，
不远处，一个强大的你正微笑地招手。

行走于 1921 年的春阳之下，正值春风
得意，恰逢青春年华的陈树藩，怎么也不
会想到秋季会以被驱赶的方式逃离古城
西安，更不会想到此生所留的好名声是因
为远在北京的一座园林。

这年初春， 北京传来书信和口信：身
为美国传教士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博士请求登门拜会，商讨办学之事！

对于这个请求，陈树藩暗自高兴。 办
学嘛，当然是好事，自己得益于文武双学，
也就热衷于兴文办学，在西安就办有承德
中学。 况且，一位洋人校长来与自己商讨
办学大计，自是一件有面子的好事 ，陈树
藩既是欢迎又很重视。

此时才 36 岁的陈树藩，已做陕西督军
5 年。 他于 1885 年生于安康县大同镇的一
个丝绸商人之家，父亲陈兴德亦农亦工亦
商， 既有月河川道大片田地植桑养蚕，又
有家族企业产丝织绸，还在汉水流域和省
城西安开有多家绸庄。 因而，陈树藩从小
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又于 1905 年入了陕
西陆军学校，第二年被保送保定陆军速成
学堂，读炮科。 1910 年毕业返陕，被分配到
陕西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炮兵营当排长，
不久调任军械官。 1911 年 10 月 22 日参加
西安起义， 因为引导起义军冲抢军械，促
使战争大获全胜，为陕西的辛亥革命立下
奇功。 从此，他平步青云，数年便为旅长、
师长，1916 年 6 月即任陕西督军， 且兼省
长多年。 在此期间，大他 40 岁的父亲虽身
体健康，但年过七旬，作为孝子的陈树藩
在军阀割据、内外战乱的时局中看不清前
程何在、明日何如，便于 1919 年在京城买
下一座园林，备作父亲养老享用。

这座园子是明代米万钟创建的勺园，
清初收为清廷所有，称为淑春园 ，也叫十
笏园。 后来，乾隆皇帝把淑春园赏给宠臣
和珅。 凭借雄厚的财力，会玩的和珅把淑

春园装扮成京城屈指可数的私人园林。 和
珅被嘉庆皇帝问罪赐死后， 淑春园属内务
府管辖。再后，道光皇帝又把淑春园赏给了
多尔衮的后人睿亲王仁寿。 因此 ，淑春园
又被称为睿王园 。 1860 年 ，英法联军火
烧圆明园 ， 殃及与之毗邻的睿王园 ，昔
日冠绝京华的园林被破坏殆尽， 只留下山
形水系和石舫基座，几近荒置。 民国年间，
贫困潦倒的亲王后人为了活命， 贱价变卖
庭院、园林乃至祖宗陵园。陕西督军陈树藩
闻讯后， 便以两万银元从睿亲王后人德七
手中买下这处颓败的园林旧址， 修建了别
墅和家庙，改名为“肄勤农园”，意在供其父
亲安享晚年。

曾因毛泽东主席一篇 《别了， 司徒雷
登》，而在中国名声大噪的美国驻华大使司
徒雷登，在当大使前长期担任传教士，1919
年初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 受命创办一
所“一流的综合大学”。当时的燕大，是由华
北协和大学、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三所已支撑不下去的教会大学合并而成
的，学校只有五间教室，符合大学教书条件
的教师只有两名中国博士，学生不足百人。
上任月余，他拿出两招：一是亲自选址，扩
建校舍； 二是招聘齐鲁大学创办人、 美国
《时代》 周刊创始人卢斯之子亨利·卢斯担
任副校长，专司赴美募捐之事。 两年时间，
二人合计募集 250 万美元， 折合中国货币
2000 万大洋，且获得一笔价值 200 万美元
的遗产作为教育基金。

此时，他有财力扩地建校了，便把盯了
好久的这块毗邻园林的购买之事推上了议
事日程。

司徒雷登是中国通，既通地理，又通人
情。 作为传教士之子，他出生于杭州，自幼
中英文双修， 且对中国政治及政治人物了
然于胸， 建校募捐过程中就与中国高官多
有交道，曾从蒋介石、孔祥熙、杜月笙等风

云人物手上募
得捐款 。 为买
陈树藩名下的
园子 ， 他先请
京城高官捎书
带信 ， 在探得
陕西已有 “驱
陈出陕 ”风声 ，
陈在京城及各
路军阀中密求
保护的 “陈氏
危机 ” 尚未成
灾之时 ， 他不
失时机地向陈
树 藩 伸 手 相
握。

当司徒 雷
登带一仆人从
北 京 出 发 ， 经
陇海线乘火车
赴陕 ， 陈树藩
闻讯即派一个

班的兵力，带着一辆驴拉的木车前去迎接。
7 天之后，二人见面，司徒雷登按时价报出
20 万大洋，且声明是带着银票和诚意而来
的。 陈树藩一听此人此行欲谋自己为父亲
所置的养老之地， 便只回答了两个字：“不
卖！ ”

提前已知陈父交际、爱好的司徒雷登，
并不因陈树藩的不卖、不悦而影响心情，他
依着自己行前的计划， 去找在西安中学任
校长的牧师董健吾。 因为董健吾与水利专
家李仪祉之父李桐轩、 陈树藩之父陈兴德
都是秦腔票友， 他就动员董健吾去找李桐
轩与陈父面谈。 当日午宴，酒过三巡之时，
李桐轩探问陈父：“柏生（陈树藩的字）为你
在北平置购的花园别墅， 眼下是谁在享用
呀？”陈父说：“我没有去住，柏生也去不成，
只是雇了几个园丁，打扫清洁，保护树木，
费用倒不少，不如卖了，反而去掉我的一桩
心事。 ”李桐轩接话：“正好呀，燕京大学的
校长来到西安，要与勺园的主人见面，愿出
20 万大洋购买。 你若把勺园让给燕大做校
址，也是利国利民的一大善事呀。 ”作为儒
商，陈父自知教育是兴国大计，当即表态：
“这是好事，可与柏生商量！ 至于园子价格
嘛，我看 20 万大洋可以；如果加上这两年
的园子保养、人工费用，合起来也不过 30
万大洋。 ”便宴结束后，董健吾就到司徒雷
登下榻酒店做了通报。二人密谋一番，即派
人去与陈树藩约见。

当晚，董健吾领着司徒雷登，如约来到
西大街的督军府。在此迎候者，除了陈树藩
督军、李桐轩先生，还有李桐轩与陈树藩出
资兴建的承德中学校长董雨陆。 陈树藩幼
读诗书， 文武双全， 其欢迎辞自是华丽动
人。 司徒雷登精通中英语言、中美国情，其
答谢辞也是精彩感人。二人致辞刚毕，陈树
藩正要请酒，其父出来了。 众人纷纷起立，
以示尊重。一番礼让之后，陈树藩开门见山
地说：“本人购置勺园，是为家父养老之用，
绝无出售之意，也无谋利之图。有人劝我作
价卖给燕京大学， 违反了我聊尽孝道的初
衷，这是坚决不肯的，毫无商量的余地！”话
说至此，他连声干咳，便急急端杯喝茶。 司
徒雷登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身子凉了
半截。 他见陈在喝茶， 急用眼神示意董牧
师，希望董能插个言，以救危局。谁知，董和
众人一样，大吃一惊，低头不语。 陈树藩连
喝三口热茶，止了咳嗽，便重开金口，大声
讲道：“我遵循家父意愿， 把这园子让给燕
京大学。”说完之后，见无人反应，他提高声
音，再次强调：“不是卖给，而是让给！ ”此
时，呆若木鸡的董健吾们才反应过来，呵呵
呵地称好，啪啪啪地鼓掌。 而司徒雷登，不
禁欢呼雀跃，更是热泪盈眶。

眼见众人称好，父亲面露喜色。陈树藩
提议喝下一杯喜酒， 便说出具体让法：“卖
有卖价，让有让价。 我看，建校办学是利国
利民的百年大计，就定个‘六六大顺’的六
万大洋吧。不过，战乱年间，兴建如此大业，
着实不易，我再捐出两万，只收你个‘四季

平安’的四万大洋吧！ ”众人称好，又是鼓
掌。精明的司徒雷登却站起身来，微笑着请
教：“那么，您是怎么个捐法呢？ ”

陈树藩收敛笑容，伸出三个指头，一字
一板地说出三个条件 ：“一是设立一笔基
金，资助贫寒家庭学生；二是将我在西安创
办的承德中学变为燕大的附属中学， 给予
智力支持；三是承德中学有权每年保送 50
名毕业生到燕大上学，一律享受免费待遇。
当然，我所说的捐法，实为家父愿望。 希望
燕京大学立碑记事， 以谢家父让园建校之
情！”听了这话，众人起身鼓掌，就连陈父也
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司徒雷登起身之后， 先向众人作揖致
敬， 再向陈氏父子行了西方的旋转式鞠躬
礼。

至此，宴会到了高潮，人们即兴诵诗唱
戏。陈树藩唱了一段高亢的秦腔，其父先是
放声高唱秦腔， 再是唱了家乡那婉转动听
的汉调二黄。 司徒雷登一听这汉调近似京
腔，就唱了一折京剧，听得陈氏父子眉飞色
舞。 歌酒皆为和气之桥，宴会后期，陈树藩
已与司徒雷登亲如兄弟，不分宾主。宴会尾
声，司徒雷登致答谢辞。 他端举酒杯，深情
讲道：“中国古时有句圣言， 叫作 ‘为善最
乐’！ 今天，督军与尊翁所行善举，一举多
得，其善无限，其乐无穷！ ”司徒雷登的赞
语，表达了大家的心意，赢得了满堂喝彩。

从西安返回之后， 司徒雷登召集众人
着手规划设计，几经考察、论证，他定下了
建设基调： 中式园林风格， 紫禁城的缩小
版，定名燕园。 土建工程跨越 1922 至 1929
年，长达 8 个年头，但在 1926 年已投入使
用。后来，燕大与北大合并，统称北大之后，
燕大的正门即为北大的西门， 燕园即为如
今的未名湖。

燕园兴建当中和建成之后， 司徒雷登
多次感慨：“多亏在 1921 年春末赴陕拜见
了陈树藩，否则，待到当年的多事之秋，陈
树藩被驱出陕，燕大则无这阔达 240 多亩、
如此美丽的燕园！ ”

据说，陈树藩在遥远的逃亡生涯中，曾
有回乡祭祖、 探视燕园两大愿望。 头一心
愿，他于 1938 年实现了。抗战爆发时，他躲
在天津当“寓公”，一方面痛斥蒋介石及其
无能政府，一方面拒绝日伪的权、利引诱，
声明决不当汉奸、走狗、卖国贼、亡国奴！眼
见山河破碎，国难临头，他扮作灾民，潜行
河北、河南、湖北等数省，历经 1 年时间，回
到陕南安康， 到其大同镇王彪店老家祭祖
探亲，了却敬孝心愿。 之后经汉中到四川，
在友人家住了半年，逃至杭州，亦以“寓公”
方式终老。

陈树藩探视燕园的愿望虽没实现，但
其子陈少默后在西安亲友护佑之下长大，
被保送上了燕京大学， 成为名振三秦的书
法、文史大家，实为一大幸事！如今，融入北
大的燕园，已是中国一流大学、世界著名大
学的靓丽校园，疏财仗义的陈树藩将军，定
会因为当年的善举而含笑九泉。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 通讯员 陈静华）8 月 24 日，由陕西
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市图书馆合办的“安康女作家散文朗诵会”，
用文学朗读的方式致敬女作家。

安康是陕西的散文重镇， 辖区的中省市作协会员八成从事散
文创作，新世纪以来出版散文专著 200 多部，女作家作品占据半壁
江山。 为了宣传成就、总结经验，传播作品、促进创作，他们推出了
中国作协会员王晓云、郭华丽、李爱霞和青年骨干杜韦慰、张妍等
8 位女作家的纪实、抒情、游记、生活随笔类散文代表作，同时以开
放的心态选择走出安康的女作家李娟、蒋书萍的散文获奖作品，采
用单诵、对诵、合诵等方式，用有声艺术进行二度创作与悦耳呈现，
让大家得到了听觉与视觉相融的艺术享受。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侯红艳、朗诵艺术家任金尺，分别从
散文作品的写作特点、朗诵作品的表达效果两方面作了客观点评。

7 月 8 日 ，
陕 西 省 散 文 学
会 安 康 分 会 成
立时 , 我受邀忝

列其中。本来那天临时通知有个比较重要的会
议，但为了散文的挚爱与尊敬，我毅然决然地
决定从旬阳上安康参会。

在偌大的安康日报社会议室，如我执意要
来的初心所愿，终于见到了仰慕多年，或者在
文字里神交已久的散文前辈和文友。 照着座
牌，我恭敬虔诚地弯着腰与他们握手致意。 我
能清晰无误地说着他们某篇散文的名字，有幸
的是，他们有的还记着我的几篇只言片语。 无
须恭维客套，在这个洁净的朋友圈里，文章就
是最简洁的名片。

会务中，有个微胖的长者，总是谦逊地笑
着，忙着。一问，就是那位退休后写过多篇散文
的作者，已经有多篇佳作亮相《人民日报》《陕
西日报》和《西安晚报》副刊；那个斯文浅笑，藏
不住潇洒英俊的人，就是多年写汉江月河水系
的作家；提着水壶，一圈圈为我们添茶续水的
朋友，竟然就是我要打听的某人，高产作者，几
家报刊，隔几天，就有他的散文新作……

还有一位，戴着白色鸭舌帽，细高个子，清
癯的面容，忙着招呼我们签名，落座，不时调整
着座牌，试着音响。 我认识他，石昌林老师。 新
近出版散文《时光深处的温暖》。也是我们入会
的联络人。 想想他们，为了这次只有一天的会
议，背后不知付出多少辛劳和牺牲，我们参会
的 60 多名会员，都心怀感激，心里暖暖的。

最期待的当然是， 省市散文界专家大佬的讲授和安康日报社
领导们为我们散文爱好者提供的平台。著名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
副会长、陕西散文学会会长陈长吟先生，他的精美散文，是高度是
标杆，是我们的范文。 而我们最为感激的是，他对家乡文学爱好者
的鼓励和提携。冒着酷暑，他相携另外四位大家，到会指导，为我们
作了“只有群木向上，才能蔚然成林”的精彩演讲。 著名作家、市文
联主席李春平教授勉励大家“共同研究散文之美，创造散文之美”，
安康日报总编辑谭迎春深情回顾了安康日报在推进安康散文发展
中的情怀与担当。是啊，正因为几十年开办了“山茶花”“山花烂漫”
“金州”“香溪”“瀛湖”等，直到现在的“文化周末”文学副刊，才有我
们安康散文作者的众多“小荷”们，有机会露出文学的“尖尖角”。同
时，也感恩安康日报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支持，我们文友们，才会在
这个平台上，相互学习与交流。还有，我多年的挚友，回望安康作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刊登在大报大刊，特别是《人民日报》副刊的所有
散文佳作，作了“站在文学的高地上放歌”主题发言。 作为职业编
辑，他默默无闻，为人作嫁衣。 作为散文文友，他“站在文学的高地
上”摇旗呐喊，大声地吆喝着我们“携手前行，奋力抵达文学高原与
高峰”，情殷殷，意切切。 这是文化的守望与担当，这又是人性的友
谊与善良。

在为到会的 10 名出版散文专辑的作者作品， 进行现场点评
时，有一幕，特别感人。《时光深处的温暖》的作者石昌林老师，是一
位肾移植术后病人。 陈长吟老师为他书评“虽然有病痛折磨，但从
未向命运低头,我们从他的文字中,看到的不是低沉悲伤,而是一颗
渴望生活的信心。 作者用感恩的心记录了他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人
物故事,以及自己的内心思考。 世界是温暖的,文字是温暖的,那种
生生不息的热情,隐藏在时光深处从未离去。 ”中国散文学会副秘
书长、著名青年作家王洁女士，现场作评，她用几乎哽咽的语音，娓
娓讲述，她的也是肾衰竭需要透析的师傅、著名散文作家红孩儿，
与病魔顽强斗争的感人故事，以及她帮助师父战胜病魔的经历。她
鼓励石昌林老师要坚强， 并倡议我们为文友做些力所能及的精神
支持和帮助。我分明看见，坐在前排的昌林老师，把头勾下去，俯在
座位下，瘦弱的肩膀在不停地抖动。 我从兜里掏出一叠纸巾，从三
排递给他身边的那位不知名的女士， 那位女士轻轻地拍着昌林的
背。 用手抹着热乎乎的泪，从指缝间，我看见主席台上的陈长吟老
师，也在抹泪。 在静默的气氛中，我悄悄环顾，热泪者众矣。 成人的
世界里，是不会轻易流泪的。 是对病人顽强地敬重，是对王洁女士
照顾病人侠肝义胆的由衷礼赞，是我们大家因文字结缘，而形成的
友谊，更是文人因敏感而滋生的善良和真情流露。

在晶莹的泪珠中，在隐隐作痛的心的深处，我在看着听着想着
台上几位大咖的散文讲座。 是的，散文是人生的行囊，是自由的告
白，是一缕清风，是一杯红酒。而在这次会议期间，安康日报东道主
的热情，老师们提携新人的温情，会员之间的绵绵友情等，这浓浓
的人间真情，就是文字世界里最美的散文。

精神的韧度
张斌

陈树藩让地建燕园
李焕龙

安康举办女作家散文朗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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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左二）创办燕京大学之初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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