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安康县，东西二里半。 城内喊补锅，城
外听得见。 ”这则昔时的民谣，形容新城之小再
合适不过了。 新城的格局就像一个大写的“田”
字， 四四方方城墙内四座城门四条正街： 东正
街、西正街、南正街、北正街，从东到西、从南到
北都是一公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广播
电视，逢开会、搞活动，都是站在十字路口，用铁
皮喇叭喊一阵，四条街居民就都听得到。

四座城门，东门在原安康师范学校，今汉滨
初中与文昌路交界处； 西门在原市阳光学校大
门；南门在今南正街与南环路交界处；北门就是
现在唯一保存的那座城门。

新老二城并存的四百年

新城建城迄今已经 438 年了。 与之相对应
被称为老城的， 是北周天和四年， 即公元 569
年，从江北台地迁建到汉江南岸的西城县县城。

明万历十一年（1583），连续的暴雨导致汉江
水猛涨，老城毁于洪水，“溺 5000 余人，全家淹死
无殓者甚多”。 万历十二年（1584），守道刘致中在
赵台山下另建新城，并改“金州”为“兴安州”。

两年后新城竣工。 当时， 新城也被称为南
城，老城又称北城、旧城。 两城之间相距不过二
里。 大多数居民都不愿迁出老城。 因为老城临
江，交通便捷、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自东至西十
里有余。 相比之下，新城比老城小，交通、生活、

生产都不如老城便利，所以官衙、居民、商店仍
然聚集在老城，新城则作屯兵、仓库和老城民众
暂避洪水之用。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州人口大量
增加，被升格为兴安府，作为治所的安康县更为
繁华，连接新、老两城的城堤上行人如织，人们
已经习惯了这样忙碌的往返。

经过多次的重修和扩建， 到清代中晚期，
新、 老两城的规模不断扩大， 各类设施逐步完
善，而新城防灾抗洪保障、军事防御屏障、物流
贸易集散、城乡连接枢纽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安康县城仍然保
持着新、 老两城并连共用的格局。 但新城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地位相较于建
城之初，得到了极大提升。1982 年安康县地名普
查资料载：“新城办事处东靠东堤南端， 西与城
郊办事处毗邻，南与文武公社陈家沟交界，北与
汉白公路相连，总面积 1 平方公里。 辖新城东正

街、西正街、南正街、北正街、北门 5 个居民委员
会，24 个居民小组，1583 户 3733 人。 驻有省 、
地、县机关单位 51 所。 ”“主要有东南西北四条
正街，以及东井街、西井街、南井街、府学街、魁
星街、砖土街、黉学巷、文兴街等 12 条”。

时隔整整 400 年，1983 年 7 月 31 日， 安康
老城遭遇灭顶之灾，新城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
当晚全城停电， 成千上万的老城灾民在滂沱大
雨中涌入新城。 南北正街的群众家家在门口点
上蜡烛举着雨伞为灾民照亮、救助，有的在抗洪
抢险中被洪水夺去生命……5 年后， 涅槃重生
的老城，新房屋、新街道、新高楼、新城堤，一派
勃勃生机。 而新城，历经百年沧桑、古韵老貌犹
存。 所以，安康人经常会说，“老城不老，新城不
新”。

展望未来，宏图业已绘就，变迁只待时日，
古代与现代交相辉映，新城和老城比肩齐飞，珠
联璧合，前景可期。

新城的崇文兴教之风

文教涵养是一座城的灵魂与底蕴。 安康有悠
久的文明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成就，有坚实的教育
根基。 新城，以其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建树颇多。

文庙 又称孔庙。 安康文庙始建于元至正
初年，原位于老城古楼街，经历过数度重修、扩
建。 因屡遭洪涝，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文庙
被迁到新城。 据传凡州府县令履新都要前来拜
谒。 历经 300 年风雨，新城黉学巷的文庙屋舍已
不复存在，仅留下东井街一隅供后人瞻仰，且因
年久失修，破损十分严重。 2008 年、2010 年，安
康市政府先后分两期对文庙实施了保护工程，
基本恢复了文庙的核心区段。

县学 即县设儒学。 始建于元至元年间，位
于文庙西，今新城北门里府学街，是管教县属生
员的政教合一机构，主要招考私塾期满的童生。
明洪武、成化、弘治、嘉靖年数度重修、扩建，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毁弃无形。
关南书院 清乾隆、 嘉庆年间安康办学之

风日盛，举人、贡生频出，书院应运而生。 乾隆十
五年（1750），始建文峰书院，位于北城壕院。 乾
隆四十七年（1782）重建，嘉庆九年（1804）迁址
改建。十二年（1807）春更名为关南书院。咸丰三
年（1853），书院遭水毁，知府王履享、知县刘应
祥等筹款重建，委托当时办学堂、印书籍、建考
院的举人张鹏飞（故居今新城南正街），在新城
考院西督建新的关南书院。

学堂 晚清时期， 西方的先进教育模式传
入中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制度，
旧式书院相继改为新式学堂。 从清光绪、宣统到
民国期间，安康新城内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 例
如，“兴安府中学堂”“兴安中等农业学堂”“安康
第一女子小学堂”“安康第二女子小学堂”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安康的文教事业
迅猛发展，截至 20 世纪末，新城办事处境内建
有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安康师范学校、安康中
学、安康卫校、安康农校、地委党校、盲哑学校、
安师附小、安康县教师进修学校等十余所学校。

书香缱绻，桃李盈枝。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
新城走出去的优秀学子成为全国各地各条战线
的栋梁之材；诞生过文兴一代的张鹏飞、反清斗
士刘锡五、书界大家刘旸光、杏林妙手陈太平、
杨荫著（杨八爷）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在安康史
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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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抵如此：行万里路后更觉故乡美，才
懂得深爱的故乡里。 著名作家孙扬先生便是如
此。 少小离家，客居异乡数十年，依然不能忘却
故乡陕南的花香、鸟语、山山水水，他的精神世
界和情感记忆依然沉浸在古朴、纯真的乡村世
界，依然执着于吟唱故乡的真善美。

虽然“文学创作的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
等特征对地域文化形态的消解”，这种消解“打
破了出生地———地域———地域 文 化 ———作
家———作品的文本产生过程”， 但是， 因着故
乡、家庭、民族等作者早期的生命体验，为地域
小说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原型和深层心理资
源， 当下中国地域小说创作依然异彩纷呈，几
乎作家们都有各自的一片土地，比如迟子建的
额尔古纳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安忆的上
海、阿来的嘉绒藏区、贾平凹的商州……还有
孙扬的陕南，他的长篇小说《兴安踪影》和《黑
山虹》中的故事皆发生在陕南。

2023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黑山虹》是孙扬
《丝绸望道》三部曲之一。

中国是丝绸的国度。 丝绸的起源可追溯到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桑叶与蚕丝化作的
美丽而轻薄的丝织品，早在西汉时期，便通过
丝绸之路转运到欧洲。 陕南作为丝绸生产源头
之一，兴桑养蚕的历史源远流长。 《黑山虹》即
反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陕南黑山地区棉

织作坊转型丝织社的发展过程。 “追溯从前，我
们的先民们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精心构建陆
地海上丝绸之路，历经开山架桥，劈波斩浪走
向远方 。 至今 ，各安生业 ，河清海晏 ，国泰民
安。 ”这是《黑山虹》竭力表现的主旨，也是孙扬
于人生暮年对故乡的深情回望。

在《黑山虹》中，无论写山野风光、风土人
情、乡村生产生活，还是摹写人物心理，笔端饱
蘸深情，文笔细腻如丝。 或许书中所写的种桑
养蚕、织布缫丝、特定历史阶段的对抗等皆是
深藏在作者记忆深处的，因而全书贯穿着对故
乡深沉的爱和眷恋，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黑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作家
孙扬眼里，却美得动人。 小说多次写到黑山的
美景，写它“树木葱茏，苍翠欲滴，草丛莺飞，鸟
语花香，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群山碧波，起伏
跌宕”。 这是故事的发生地，是山腊梅与申治平
夫妻及众多人物的生活环境，见证了山腊梅夫
妻在特定时代下与命运抗争追寻理想的艰辛
过程，也见证了一对山村夫妻的爱情浪漫，“揭
示了不为人知的乡村丛林法则，让书写更具有
个体生命状态的自审和生命价值的追寻。 ”在
这里，山腊梅与申治平夫妇，团结棉织和丝织
作坊的从业人员及广大穷苦百姓， 种桑养蚕、
缫丝织绸，发展丝织业，并与当地依靠棉织作
坊发家的柳化谋发生矛盾冲突、爱恨情仇和残

酷曲折的情感纠葛。
约翰·图尔斯说：“人物是剧情的本质。 ”

作者在小说中， 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比如桑农山老汉和女儿山腊梅、织布
匠申治平、桑农蚕农孙贤良和儿子孙明义、丈
夫被拉壮丁孤苦的水彩莲、 背叛富豪人家的
柳晓云、织布匠包兆、依靠织布业发家的柳化
谋，还有当了管家兼账房先生却心生二意，一
边与柳三安勾结，一边梦想着“一定要和师傅
一样，站在他的站台上，坐在他的织布机或织
丝机上，去面对师娘”的强仁愿等。 成功塑造
这些人物形象， 是一种具有深刻内涵和艺术
价值的艺术创造， 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表现
力，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人性、社会和生活的
独特视角。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典型，
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
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该是如此。 ”这样的
单个人的个性，应该是立体的、全面的，像《红
楼梦》 所写的四百四十八人， 各有其性情、气
质、形状和声音，也像山腊梅。 山腊梅是作者刻
画最成功的人物。 她读过五六年私塾，读过四
书五经，她的出场便与别的人物不同，是诵读
《诗经》句子“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
猗彼女桑”出场的。 父亲去世，她以女儿身担起
儿子责任，为父亲披麻戴孝，顶碗送行；“柳老

爷”来了，以山老汉走了家里没劳力为由，要收
回山老汉租种的土地，腊梅据理力争，又以《诗
经》里的句子“维桑与梓，必敬恭止。 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 不属于毛？ 不罹于理？ 天之生我，我
辰安在？ ”说服他，让他碍于情面不得不顺水推
舟；柳化谋老婆胡艳花来家提亲，她以守孝三
年为借口拒绝，让胡艳花母女不解却又让她们
心生敬意； 见到境遇凄惨身怀六甲的水彩莲，
掏了两块钱给她，后又让她到丝织作坊做了印
染工，彻底改变了她悲凉无望的人生……作者
用大量笔墨写山腊梅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塑
造出一个性格泼辣倔强，做事有主见，敢想敢
干，对未来充满希望，积极上进，胸襟阔大，怜
惜贫弱， 极尽所能给予困苦中的人以帮助，面
对生活的困境，绝不退缩、放弃的女子。 这样一
个努力奋进的女子，正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意
识的觉醒，也表现出丝绸之路的时代意义：“只
有务桑养蚕，才有缫丝织绸，继而才能活跃丝
绸贸易，进一步开拓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 ”

《黑山虹》是孙扬“用心血和生命写就的一
部作品”， 也是一部描绘陕南桑蚕和棉织丝织
发展历史的故事书。 他“以笔描绘桑蚕，以点浓
编长线”，以题材结构独特新颖、叙述语言简洁
明快、人物形象鲜明，思想深刻，为故乡献上一
部农业文明历史画卷、一部中国桑蚕和棉织丝
织业的力作。

手捧石泉县知名作家刘培英的长篇小说
《高高山上一树槐》，感觉书的沉甸甸，拜读完
作品，心中更是感慨万千。

秦巴陕南，人杰地灵。 刘培英把睿智犀利
的目光和才情投向了石泉这片大地，满怀激情
挖掘出家乡那些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用顽强
坚韧、持之以恒写出了平凡人的伟大。 这部精
品力作，历史跨度大，气势恢宏，人物众多，充
满深厚的乡土气息。

作者曾经长期在基层卫生院工作，作为知
青, 上山下乡, 她当过赤脚医生； 她和村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一年有余, 这些经历使她对秦巴
深处的农村女人及其生活状态有了许多深层
次的了解。

作者记录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
陕南乡村生活，尤其是山里妇女的坚毅， 吃苦
耐劳 ， 生命力的顽强 ，对极端苦难的承受，
对爱情的勇敢追求, 以及为了孕育生命的那么
一股劲、 那么一股精神, 那么的拼命, 那样的
智慧……

《高高山上一树槐》，表现了那个时期老百
姓的生活状态。 我们似乎看见，为了感激妇产
科医生云丹凝，农民范老大手提一大竹篮熟透

的麦黄李，苦苦哀求云大夫收下，说麦子还在
打麦场上；我们似乎看见，公社主任丁大勇奔
波在乡间小路上，忙着到处救灾；聪明能干漂
亮、视贞节如生命的乡村少妇桃花生命中的挣
扎……

这部书描写了美好的爱情。 那个年代的爱
情纯真、纯情、纯粹。 前途无限、正值青春年华的
吴一凡为了爱情放弃所有，甚至工作；才华横溢
的妇产科医生为了爱情终身未嫁； 民兵连长高
天成了爱情奋勇跃入波涛汹涌的汉江， 救出心
上人，而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少妇金凤冒着
生命危险，追求真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
唱出了“哪怕杀了我的头，还有血身子跟哥走”
的惊天动地挚爱之歌，这是生命与爱情的绝唱！

作者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
文化代言人的身份，真实地记录了那段浸染血
泪史的岁月。 作者曾是基层卫生院妇产科医
生，主要搞计划生育，那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
策。

作者用如椽之笔，以云丹凝、田桂枝为中
心，深刻地展示了她们艰辛曲折、奋勇向前的
人生之路。 小说着力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感人
形象，如云丹凝美丽善良、坚韧顽强，尝尽世态

炎凉。 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山区百姓；田桂枝是
一名普通农家女子，一步一脚印，活出了不平
凡的人生； 反面人物马翠花丑陋但颇有心机，
绞尽脑汁巴结领导，图其所好，步步升迁；先是
从政，继而下海富甲一方，最终逃往国外的许
卫东之戏剧人生等，均刻画得活灵活现，力透
纸背。

书中还用形象的笔墨描绘了秦巴山水的
美丽、雄浑、风情万种，穿插了流传千年、独具
特色的陕南山歌。

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 依然可见作
者乡土文学写作的延续与创新。 用这样的描写
方式，对发展和推动乡村经济，盘活农村市场，
培养农村农业人才，建设更加宜居、绿色、文明
的乡村环境是当下农业农村工作的突出亮点。
曾经的贫困乡村，如今“旧貌换新颜”，富起来的
农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奋斗并幸福着。
如今，在这里陶渊明式的美景比比皆是，如今的
新时代，他们享受着美丽乡村给他们带来“世外
桃源”般的生活，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爱与美。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着力刻画几位
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让作品的矛盾
冲突和故事情节紧紧围绕主要人物展开，并对

主要人物起一定的映衬作用。 如“公社书记兼
革委会主任 ”丁大勇 ，农民王满堂 、高天成等
等， 用他们自身鲜明的性格特点推动情节；以
农村妇女宋慧莲、苏桂菊等等，担当特定角色，
完成叙事功能，常起到侧面衬托，同时也凸显
主要人物的品质， 使主要人物更加鲜明清晰。
通过多个角色的出现、场景，刻画了石泉这样
美丽的地方，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用真善美，演
绎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生命之
歌和旷世之恋。

这部长篇小说，堪称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精
品力作。 正如文学评论家所说：“之所以称精品
力作， 也在于这是作者亲身体验的生活结晶。
书中人物栩栩如生，尤其是女主人公云丹凝形
象丰满，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正能量的载体。 ”
小说语言生动、鲜活；故事精彩，惊心动魄，一
波三折；乡土生活气息浓郁，充满陕南风情。

生活是一本博大精深的无字之书，给我们
以无限启迪 。 在生活中能感受到人间的真
情 ，领悟到做人的道理，体会到生命的真正意
义……这些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的财富。

读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 更加确信：爱
情和生命是永恒的主题。

用心血和汗水写就力作
□ 梁玲

安康 书评

陕西知名诗
人王可田先生的
评论集 《诗歌内
外》，近日由长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 《诗歌内
外》 以陕西的诗
人、 小说家为主
要观照对象 ，勾
陈历史 ， 把握现
实， 在诗学主张
阐释和诗人风格
评论上 ， 都有不
俗的见地 。 该书

以陕西诗人的创作为主要评述对象， 兼顾省
外活跃诗人；以诗歌评论为主体，兼顾叙事文
本的考察。 同时，该书进一步加强了评述的理
论性，并以“诗学随笔”的形式阐发了对于诗
歌以及写作本身的深度思考。

该书以不同角度和方法的论述， 局部性
或整体性的观察视域，呈现了“诗歌内外”个
性化的文本释读风景， 是一部理论性和史料
价值兼具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部立足陕西又
有着全国视野的文学评论集， 本书有自觉的
历史意识，除了当下的实力作家，他还通过对
一些老一辈诗人的评论， 勾勒了陕西诗歌创
作几十年来的谱系。 作者的基本学术语言和
学术体系，是在感受的基础上，有难得的现代
性视野，使得作者能够在一种多元的、现代的
评价体系里，去把握诗坛。

王可田，中国作协会员，铜川市作协副主
席。 作品见《诗刊》《中国作家》等近百家报刊，
入选 《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优秀诗
歌》《新诗选》等选本。 出版诗集、评论集《麦芒
上的舞者》多部。 先后获鲁藜诗歌奖、陕西作
协年度文学奖、陕西青年文学奖。

（王莉）

枕边书

我的青春时代是听着这首 《青春啊青春 》走过
的。 那是个理想至上的年代，那时候书籍是最好的
朋友 。 父亲买回的一本 《青春之歌 》是我的最爱之
一 ，这本书我反复阅读了好几遍 ，那个 “喜欢读书 ，
人也聪明 ，可就是有点儿乖僻 ”的林道静多像少女
时的我呀！

上中学时，三毛系列游记散文 《撒哈拉的故事 》
在校园最受追捧，我也不例外，有一段时间，迷上了
武侠小说，《玉娇龙》《雪山飞狐》等武侠小说让人如
痴如醉。 在父亲和老师的引导下，开始专心读经典，
一心要做 《青春之歌 》《红岩 》中林红和江姐那样的
独立上进的女性 ，要做 《简·爱 》中女主人公那样自
尊自爱的好姑娘 ，要做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保
尔·柯察金那样不虚度年华、为伟大事业献身之人。

大学毕业后 ，我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 ，当时边
教书边在陕师大读本科函授，毕业论文写的是《<围
城>的语言风格研究》。为此我把钱钟书先生的这本
小说读了十几遍， 钱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的虚伪 、
浅薄 、媚俗等丑态栩栩如生 ，先生嬉笑怒骂皆文章

的幽默语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犹记得书中的
这句话：“猴子爬得越高，人们就越容易看清楚它的
屁股。 ”当时觉得钱先生的比喻妙绝，他告诉我们做
人要谦卑。

回顾教书生涯，给学生赠书、奖书是我几十年的
习惯，奖励最多的是文学名著，平素沉醉书海，不喜争
名夺利。 心地清净方为道，理想的人格便是做人当善
性如水，知进退、善包容，懂得吃亏是福。

读书的这些年，我的内心变得澄澈明净。 正如英
国诗人兰德所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
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做有智慧的人，就要豁达大
度，切忌凡事斤斤计较。 读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等
人的美学和哲学著作，我明白了“你要做的，只不过是
发现生活之美”，“万物静观皆自得 ， 四时佳兴与人
同”。

疫情几年我阅读了 《未来简史》《庄子》《小窗幽
记》等书，我开始像尤瓦尔赫拉利一样思考：造成这些
灾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作为最有灵性的人，自以为

是的人类自掘坟墓，我们肆意残害野生动物，破坏环
境，造成大量物种的灭绝，就是在自掘坟墓。

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怎样和谐相处？ 是哲学教会我
们思考人生，关注人类命运。 庄子在他的《齐物论》中
就做出了回答：“以道观之， 物无贵贱”“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人间世》中告诉我们：
“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 ”就是说用
最大的限度地去顺应自然，使自己超然物外，不为物
累，不为欲伤，这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

关于做人，庄子的话也深深启发了我。 他说：“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就怕一个“诚”字，无论工作
还是学习、生活，只要做到真诚恭敬，没有做不好的。
诵读《庄子·外篇》中名句“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
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
自适其适者也”，顿悟一个道理：认清自己，有所创造
才是我们学习的终极目标。

最是读书滋味长， 书香堪比百花香。 “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愿在有生之年，与书相伴 ，心清气
朗，不负流年。

爱情与生命是永恒的主题
□ 谢守毅

作家 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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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花开》

《海棠花开》
是著名作家杨晓
升 先 生 的 小 说
集， 他近年来专
注于中短篇小说
创作。 他密切关
注世俗现实生活
和 社 会 百 姓 命
运， 善于在宏大
社会背景下找到
小切口， 从塑造
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形象出发 ，反
映家庭纷争与社

会变迁，进而折射出全球一体化进程。
本书收录了《海棠花开》《阴差阳错》等四

篇小说， 采取不同题材、 不同艺术风格的搭
配， 读者能够看到作者创作时对不同题材的
选择与尝试， 对现实生活和百姓命运持之以
恒的热切关注， 同时也从中了解作者创作小
说所走过的路径与足迹。

这四部中篇小说， 其中三部都是抒写中
华民族传统的孝悌文化。 一部小说集集中展
示孝悌文化尚不多见。杨晓升以敏锐的目光，
洞察孝悌文化的前世来生以及在当今时代出
现的问题，给世人敲响一记警钟。

著名作家杜光辉先生评论道： 同时创作
报告文学的杨晓升， 一直关注我国在改革开
放年代人文环境的变化，他发现近几十年来，
家和文化不再被人们提倡和重视， 孝悌在人
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兄弟姐妹另组家庭后，
兄弟姐妹为利益争斗、妯娌为利益攻讦，儿女
不愿奉养父母，极度啃老，甚至虐待老人，亲
近了自私必然疏离亲情。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
微单元，社会由无数个微单元组成，家庭的不
和谐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孝悌的疏离不
仅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杨晓升借
助小说中的人物的嘴说：“危难时期， 才明白
人生在世，其实什么都不重要，生命和亲情最
最重要。 ”

这个亲情就是家和文化的内核之一。 其
实， 就是西方文化也认可家庭的和睦是最宝
贵的东西。 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认为：“和睦
的家庭氛围是世上的一种花朵， 没有东西比
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比
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
直。 ” （梁真鹏）

《诗歌内外》

新城纪事
□ 方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