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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篇小说《蜀河口》全书上下两册，70
余万字，出场人物总数高达 124 人，被单独章
节描述的重要人物 46 人。 小说故事结构百转
千回，内容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 如同一幅
古老与厚重、沧桑与动荡的历史画卷，将读者
带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蜀河古镇。

《蜀河口》被市委宣传部列入“重点作品版
权保护”名录，其文学价值必将在安康文学史
上占据一席之地。 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评价
道：“《蜀河口》 是近年陕西文坛书写历史题材
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 精彩、厚重、悠长。 小
镇生态、历史烽烟、初心使命、美景乡愁，尽在
书中展示。 乱世时期的古镇生活画卷，蜀河口
历史烽烟的壮美史诗。 ”

小说开篇便设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年关腊
月，陈六爷的货船被劫，在紧张的氛围中拉开
了整个故事的序幕。 陈六爷、包玲儿、熊亭义、
马兆武等一众人物相继登场， 他们的命运交
织，宛如一曲曲悲欢离合的交响乐，在蜀河口
这个水陆码头上演。 当我跟随小说的节奏，踏
上那铺满青石板的街巷，仿佛能听到江边的涛
声，码头的喧嚣，以及马帮驼铃的悠扬，蜀河口
的景象渐渐在我眼前鲜活起来。 作者用细腻的
笔触描绘了蜀河口的种种景象， 青瓦灰墙，飞
檐翘角的老镇建筑，无不透出一种历史沉淀的
质感。 蜀河口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宅院，都在
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正月十五的热闹场景，包

玲儿智斗熊团总的机智勇敢，吉运昌死战黄教
头的英勇无畏， 陈三初掌航会的稳重可靠，这
些情节不仅扣人心弦，更让人对那些角色产生
了深深的敬意和共鸣。

在小说中， 蜀河口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
更是一个文化的象征。 作为一个重要的水陆码
头，蜀河口见证了无数兴衰荣辱。 这里既有航
会帮派的争斗，也有土匪泼皮的横行，更交织
着各级官吏的贪腐与百姓的苦难。 然而，无论
如何动荡不安，蜀河口的人们始终在这片土地
上坚守和奋斗。 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展
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正义与邪恶的抗争，
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陈六爷，作为航会
帮主，外圆内方，深得人心；包玲儿风情万种，
又刚烈不屈，是古镇中的传奇女子；熊亭义穷
凶极恶，最终落得罪有应得的下场。 小说没有
单一地塑造一个拥有主角光环的主人翁，而是
将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赋予了独特的性格与
命运，他们各有各人的故事，又互相交织，如同
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汇集成蜀河口这部波澜壮
阔的历史长卷。 而最为动人的，莫过于小说中
那浓浓的家乡情怀。 蜀河口不仅是一个地名，
更是作者和无数陕南人民心中的故乡。 汉江的
四季景致，春夏秋冬的变幻，以及那永不停止
流淌的江水， 都在呼应着一种悠远悠长的乡
愁。 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将蜀河口的美丽风
光和人文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青石板路、石

墙石屋、码头上的繁忙景象，每一个细节都充
满了对家乡的眷恋。

通过《蜀河口》，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古镇
的历史，更看到了它背后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坚持。 小说中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人物，他们
的努力和奋斗，使蜀河口这个小镇充满了生机
与活力。 无论是贫穷的农民、勤劳的商贩，还是
勇敢的船工、精明的帮会成员，他们都在自己
的岗位上，演绎着独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作
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蜀河口》不仅仅是对
一段历史的还原，更是对那段历史中人们精神
世界的挖掘和展现。 小说通过对人物的细致刻
画和情节的发展，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
性。 在正与邪、利与义的对立冲突中，每个人物
的选择和命运都充满了现实的意义和人文的
深思。

在作者笔下，生活在蜀河口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并不是刻板的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而是
一群善良中透着精明、大度中藏着小算盘的有
血有肉的人。 这符合现实中人性的本来面目，
特别是在蜀河口这样的经济繁荣之地，买卖中
的钩心斗角、生意中的计较算计，无时无刻不
在发生。 十恶不赦如熊亭义，也曾击溃匪军保
一方平安；精明如徐长安陶老爷之辈，遇水患
之年也慷慨解囊，救助受灾百姓；公道仗义如
陈六爷，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而小说中的无
论正反面人物， 都有各自的性格特征和优缺

点：陶老爷耕读世家，经纶满腹，却尽干些蝇营
狗苟之勾当，以致名败身亡；陶永平面慈心软，
却在其父唆使下监守自盗、放浪形骸，所幸能
幡然悔悟，痛改前非。 就连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陈三，作者也并没有将其塑造成无所不能的正
义化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个命运悲惨、遇
事略显优柔寡断的地下工作者。 细细品味书中
人物，人性的复杂与深邃展露无遗。

蜀河口的历史，是一段被时光尘封却充满
传奇的历史。 在阅读《蜀河口》的过程中，我们
不仅是在看一部小说，更是在聆听一段古老的
传说，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故事。 作者通过
小说，将蜀河口的历史风貌和独特文化，用文
字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到这片土
地上的人文精神。 总而言之，《蜀河口》是一部
值得细细品味的长篇小说。 它不仅有跌宕起伏
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更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和对人性的深入探讨。 通过这本书，我们感受
到的不仅仅是蜀河口的美丽和历史，更是那片
土地上人们的坚韧和不屈。 正是这种精神，使
得《蜀河口》这部小说，在众多的历史题材作品
中，显得如此独特和动人。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读到这本书，感受到蜀河口的魅力，在观看这
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激发更多的人加
入传播安康文化、歌唱安康、建设安康的洪流
中去。

安康籍青年作家米娅的长篇小说《枕边的
波西米亚》，带我们感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 衣裳华丽，打扮
鲜艳的老梅吉，典型的美国式性格。 喜欢环游
世界的同时进行音乐创作的韩国小伙，让我想
起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斯特克利兰，想起了约
翰克里斯多夫。 他们告诉我们：其实人生还有
与金钱无关的快乐和追求。

在《黑眼睛的尤兰塔》中，“我气得一个英
文单词都想不起来！ 于是一直盯着她的眼睛
看，她的眼睛是黑色的! 瞳孔竟然是黑色的！ 欧
洲人也会有黑眼睛！ 看到和我一样颜色的瞳
孔，竟然瞬间就消气。 ”

有时会讨厌一些人，讨厌一些事。 但当这
些人和我们有了很多相同处，也许同为不懂事
孩子的父母， 也许同为尴尬教育制度下的教
师，曾经犯过的错。 甚至也许只是和我们都喜
欢同一个球队，同一个明星。 我们很快就会原
谅，因为那些人和事也有我们的曾经和影子。

尤兰塔喜欢画画，雕塑，摄影。 克里斯蒂喜
欢写作，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穷留学生，都喜
欢文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在一个屋檐下的
许多不快， 都被这共同的经历和梦想稀释了。

以至于当尤兰塔走后，克里斯蒂“清晨我推开
窗子，发现种植在底楼小花园那角的粉色野蔷
薇，受伤般地将花瓣撒了一地……”以至于“时
隔两年,再次想到我的黑眼睛的尤兰塔，是在回
国的夜间班机上”。

临走时候，喜欢艺术的捷克女孩丹妮莎问
了克里斯蒂一个问题———她的情绪是那样阴
晴不定，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 “怎么会呢?
茫茫人海中，好不容易遇见另一个自己！ 这是
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没有过刻骨铭心
的孤独和深刻的思考， 怎么会找到另一个自
己?

当克里斯蒂第一次遇见那个被关在屋里，
渴望与人沟通地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艾娃，她
给艾娃说起自己的故乡，说起故乡的云朵和山
坡，她很享受和艾娃至纯至善的交流。 然后，不
忍看小女孩的失落， 把自己的车次再向后延
迟。 第二次专门看望这个可爱又让人心生怜悯
的艾娃，失之交臂。 回来时，心绪刹那间坠入尘
埃,无限感慨。 “原来就在这个看似繁盛的世界
背后，还要有那么多寂寞而孤苦的灵魂黯然神
伤般守在被遗忘的枯井中静默地，静默地等待
着……”

《波西米亚少女》中“可是他就站在那儿，
定定地望着我，那微笑的眼神里盛满了数不清
的期盼”，那个吉卜赛小男孩，这个场景，你会
不会心生怜悯？ 但是想到吉卜赛人的口碑，就
如同我们一次一次看见抱着孩子乞讨的年轻
妇人，也知道她们很大程度上是假的，我们会
怎么做？ “克里斯蒂翻起衣兜，心里如做错事一
般慌乱到不行， 总算在口袋里摸到几枚硬币，
没顾上看，也没顾上数，将他们囫囵抛入那顶
毡帽，便随人流涌出车门。 ”然后不久，克里斯
蒂在前面飞奔，脑子里想起父亲说的“切记，不
要和吉卜赛人打交道”， 吉卜赛女郎维罗妮卡
在后面狂追，没办法被追上了，原来是归还给
硬币时夹带的钥匙。 她握了握小拳头，小声抽
泣，没有再说下去。 “我心里突然一片荒芜，就
连那些怜悯而絮叨的话语都逃得不见了踪迹
……在这里， 莫非鸽子的生活都要比人过得
好” 读到这里， 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心酸，怜
悯，同情。

“我没做过什么令天良动荡的恶事， 可每
每想到那充满凄清疾苦的另一种人间。 良心便
会自然而然的隐隐不安起来”。 人生有很多不
幸或者痛楚，但我们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只

是释放自己的暖意和善意。
悲悯是最善良的人性的光辉，是内心深处

的柔软和对一切生灵的慈悲。 是最美好和最宽
广的情怀，是对人世间一切不公正，对弱势者
的同情和帮助。 一个人客居他乡，内心的孤独
和寂寞无以排遣， 所以很珍惜与他人的友谊，
对他人一方面提防戒备，另一方面渴望友谊和
温暖。 这种感觉，如果没有孤身一人在没有亲
人和朋友的陌生城市待过的经历，是不会有深
刻感触的，有些时候，短暂的情感和依靠，可能
会被放大，会被更在乎，所以会更加脆弱和容
易受伤。

读米娅的《枕边的波西米亚》，这种感觉更
为强烈。 不必说优美的文字，不必说动人的情
感，单是那种无奈的漂泊，内心的柔软善良，真
诚简单的足以让你对这个 90 后的畅销作家心
生好感。 我不得不说，她的作品感动了我。

不势利，不媚俗，不狂妄，不造作。 心存善
良，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对弱者的关怀同情，对
强者的不卑不亢，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平等和
敬畏，这种人文情怀，不也是我们一直要保持
和宣扬的？

蜀河口历史烽烟的壮美篇章
□ 林海婷

安康 书评枕边书

有段时间，闲来无聊，就在手机上划拉着
刷短视频。 从时事热点新闻，到热播影视剧解
读，再到诸如“修马蹄”等家长里短小剧情，配
上强节奏感的音乐和不断切换的镜头，一条条
严肃的有料的有趣的，长则一两分钟，短则几
十秒短视频， 诱惑着在手机上不停地 “刷刷
刷”。

时间一长，短视频平台牢牢抓住了受众的
胃口，只要一刷视频，就源源不断地推送。 短视
频平台是有记忆的，诸如喜欢的类型，每天早
上醒来，第一件事就先搜索、点赞、关注、再搜
索……不知不觉中，一分钟、一小时、半天时间
如白驹过隙。 晚上睡觉前，感觉时间还早，还想

再刷会儿，直至凌晨，心想这个点儿，该睡了，
但心里总放不下， 总感觉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一不小心，又刷了一个时辰。

回望一天，自己也不知道想从“刷”中得到
什么，说不清，道不明，总在莫名地期待更精彩
的视频，越刷越无聊，越无聊越刷，注意力全被
短视频铺天盖地的娱乐八卦、心灵鸡汤给消耗
着，致使我们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学习。

于是，下定决心，放下手机，多读书，读好
书。 为了不使想法成过“脑”云烟，立马行动起
来，设置一个“每天读书一小时”的目标。 先找
了一本曾想读，但又没来得及读的书，强制自
己不完成阅读任务，绝不碰手机。 当天就阅读

了两个小时的书，算是超额完成任务。
我怕的读书目标会虎头蛇尾，晚上，又发

了一个朋友圈，告知身边的朋友自己的决心和
打算，请大家一起见证监督。 为了彻底走出手
机控沼泽，我把近期想看的纸质书，全放在办
公桌上和卧室的枕头旁。 每次出行，都随身携
带一本书，以便等车时，可以随时随地翻看。 在
手机应用程序里，我装上微信读书 app，以防手
边没有书时，方便我读电子版纸质书。

在阅读中，首先需要放弃外界的喧嚣和浮
躁，专注于书本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用心
灵去感知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思想，领悟作者想
要传达的深意和哲理。 这也使我的内心，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丰盈， 让我的精神生活，
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没事多读书，也慢慢让自己从短视频的内
耗、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中，给拯救出来。 空闲时
间，不再一味只盯着手机，关注短视频里太多
客里空。 当每天按计划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
本的那一瞬间，我还沉浸在文字世界里，我的
心境，慢慢变得越来越宁静和深远，对生活的
理解，变得更加深刻和透彻，对人性的洞察，也
变得更加敏锐和细腻。

闲暇时间，不妨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就会
发现“现实里到不了的地方，书可以带你去。 ”
在书里能看不同的世界，品不同的人生。

在漂泊中寻找人性的善良和美好
□ 侯云芳

《乡约》

作家陈德智先
生长篇小说《乡约》
背景设定在汉江流
域 的 一 个 偏 僻 县
份———信县 ， 通过
县委大院里发生的
一系列故事， 展开
信县十几年间快速
步入工业化、 城镇
化的时代画卷 ，勾
画出变革时代中乡
县治理的新风貌 。
全书以“乡约文化”
为灵魂， 主人公卢
志濂在留侯村试点

推行现代村民自治制度，体现“乡约”的现代传
承。 这种中国乡村独有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模式，能够促进邻里之间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历经
千年，至今仍有积极作用。

著名作家、 陕西人民出版社原编审张孔明
推介道：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 一条线
索，传统与现代穿越；两个“场地”，乡村与城镇
切换。 围绕“乡约”这个古老的话题展开，为振兴
乡村、建设新农村，提供了一个积极可行、行之
有效的社会模版。 小说文字干练， 叙事脉络清
晰，情节起伏跌宕。 整部小说融入故事性、可读
性和趣味性。 小说既接地气，又通文脉，生活气
息与时代气息交融，时代节奏与变革节奏同步，
一些情景细节描写如诗如画， 一些人物心态刻
画惟妙惟肖，多处可见传神之笔，叙事在对话里
像春风化雨，故事在绘声绘色里像视频播放，情
事在轻描淡写里像蜻蜓点水。 小说有散文笔意，
即使平铺直叙，也能感受到视觉清新；对话仿佛
神聊，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就像“击鼓传花”，很
自然地传递一种人间真情与真意。 书中人自可
意会，书外人亦可解读，会心一笑，别有滋味在
心头。 轻阅读，漫品读，字里行间有思考，有人文
渗透，有哲理潜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替辉
映，社会生态与人文生态交集互补，堪称农业社
会“活化石”。 小说结尾尤其可圈可点，一种田园
生活之美扑面而来，意犹未尽，却戛然而止，给
读者以无尽的回味与无限的想象空间。

(梁真鹏)

作家吴萌《素
年 锦 时———记 陕
西师范大学历史
系 77 级》 近日由
西安出版社出版
发行。 此书是恢复
高考后第一届大
学生的过去和现
在的小书，也是从
一个侧面反映新
中国教育史的大
书。

书 稿 中 记 述
了陕西师范大学历
史系 77 级 61 名学
生的学习、 生活经

历。 77级学生，是刚刚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
大学生。 此时，在全国呼喊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
口号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是继五四运
动之后，广大学子又一次历史性地表达出中华民
族一个时代的需要。这一届学生肩负时代赋予的
历史使命，承接着国家未来的重任，所以他们自
觉主动地站在了时代的大旗前面，时刻为祖国的
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学毕业后，他们一位位
通过坚持和努力， 成为教育教学方面的骨干，成
为自己领域的带头人， 成为独当一面的管理人
才，各自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灿烂星空。

全班 61 个人，出身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
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感受了不同的艰
难。 在整部书中，你能时时、处处感受到作者对
时代的感恩，对师大这个平台的感恩，对老师
辛苦授课的感恩，对同学之间难忘情谊的感恩
以及对父母的感恩。

本书的价值， 还体现在作者的担当精神，
那就是为一段难忘的岁月存史，为四年大学同
学存情，为后代存念。 （高桂琴）

《素年锦时———记陕西师
范大学历史系 77 级》

作家 书评

读书 时光

据《汉阴县志》载，汉阴县明代和清代各有
一所书院。 明代的书院叫仰山书院，因经费问
题，两年后停办。 清代时汉阴设立的育英书院，
后改名为育英高等小学堂，1935 年在育英高等
小学堂的原址创办了汉阴中学。 可以说，育英
书院是汉阴县教育事业的发端和源头。

近读《汉阴县沙坝张氏族谱》，其中有一篇
是吏部候铨知县唐澧， 在道光七年写的文章，
提到了汉阴人张彩与育英书院有过一段渊源：
他“且也倡举义学，以捐膏薪，而学舍乃成，即
今育英书院是也。 ”

张彩是何许人？ 据《张氏族谱》和其它史料
载：张彩，号桂亭，汉阴县涧池沙坝张家堡人，
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生，殁于道光二十
三年（1843）。

据《族谱》记载，张彩从小读书，15 岁时在
学界便广有名声，20 岁时考中秀才，“彩当其
束发受书，早已蜚声黉学，儒林望之，不啻威凤
祥麟，有国士无双之称”。

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在鄂、豫、川、陕、
甘五省发动大规模起义，震动朝野。 汉阴县是
白莲教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年仅 22 岁的张
彩，便招募义勇，编练民团，保家自卫，战斗中
他奋勇当先，勇冠三军。 白莲教起义平息后，州

府上奏朝廷，嘉补他为洋县司训。 但他无意于
仕途，以老母年高为由而婉拒。 他“有功不耀，
善事东于襄成”，“大府奇其才，九重嘉其绩，车
服之荣累颁焉”。 但他仍不为所动，在家“以养
亲为快，日侍萱堂”。

清廷在全力剿灭白莲教的同时，号召各地
家族富户，筑起堡垒，以躲避战乱。 张彩遵母亲
之命，穷尽家财，从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七
年，历时 4 年，主持修筑了规模浩大的沙坝张
家堡子，取名为“福宁堡”（在同时所建的涧池
洞河张家堡子，取名为“永宁堡”），“为一方保
障，里社咸庇福焉”。

嘉庆十八年夏，汉阴县遭受大旱灾，庄稼
严重歉收，秋粮收成只有原来的两三成，饥民
四野，粮价暴涨。 而张彩却给伙计交代，凡自己
的商号一律不允许抬高粮价， 仍按原价出售。
且打开自己所有的粮仓，敞开供应，平价代赈。
对实在付不起粮钱的，他也三升两升的相送周
济。佃户遭遇了年成，他规定岁租一律减半。到
翌年春耕时， 有的佃户已将种子都吃光了，无
法下种，他就拿出自己的库存，无偿将种子送
给农户，救了十万火急。

在这一年，还有一段张彩陪同汉阴厅通判
到太白洞求雨的故事。 2010 年，汉阴县电视台

《白话汉阴》栏目第十二期“祈雨记事”，将这段
故事搬上了屏幕。

1813 年夏，汉阴厅遭受大旱灾，庄稼严重
歉收，饥民四野，粮价暴涨。 时任通判钱鹤年，
看到汉阴遭遇大旱，心内十分着急。 钱通判便
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声誉， 要到涧池太白洞，求
来大雨，解百姓的困苦。 六月初九，县教谕张彩
陪同通判钱鹤年，穿着草鞋，一天一夜没吃没
喝，步行五十多里土路，沐浴更衣后，（初十）从
山底向庙上走，三步一叩、五步一拜，来到太白
洞庙里的前殿。 摆好香案，下跪叩首，祈祷神灵
保佑，快快降雨，这一跪就是两个时辰，张彩亦
陪同祈祷。 钱通判的虔诚还真的感动了天神，
翌日便下起了瓢泼大雨， 顿时百姓欢呼起来，
官吏们更是相互庆贺。

求雨过后，钱通判和张彩，分别撰文把这
一过程记录了下来， 并刻在了太白洞的石崖
上。 钱通判记载：“嘉庆十八年夏，大旱，禾苗将
枯。 六月初九亥时，步祷南山之太白洞求取灵
湫。 忆去岁歉收，民情拮据，今春赈济出借，施
粥平伞，散钱散药，多方设法调剂，虽觉安贴，
尚未复原 ，不堪再旱 ，心绪如焚 ，虔诚斋戒步
祷。 ”张彩的石刻记载：钱通判“自寅至午，长跪
号呼，谓‘某恭民牧，政治不修，上干天谴，乃某

一人之罪，斯民何辜，罹兹凶荒，愿躬受天罚’。
泪堕声下，时彩等亦祓濯追陪，共相感泣。 ”

1803 年，时任汉阴厅教谕的张彩（《族谱》
记载），在考察了汉阴的教育现状后，认为发展
教育是长远大计，各地家族办的私塾，已远远
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县上应担负起官办
教育的职责来。 在汉阴厅通判杜蕙的倡导下，
许逢熙、 张彩等人创建了汉阴官办的教学机
构，取名为“育英书院”，书院选址在县城内的
观音堂。 当时县上也拿不出更多的资金，张彩
征得母亲的同意，捐出自己的薪资，又从家里
拿出积储，终于将书院房舍建成，为汉阴的教
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育英书院建成后，张彩又聘请了一批汉阴
当地的宿儒，来书院担任教学工作。 比如请来
的茹金，字元浦，是闻名陕南的大学问家，曾任
山西壶关、四川乐山知县，官声卓著。 茹金在育
英书院执教时，名声响亮，吸引外县不少学生
长途跋涉，慕名前来求教，使汉阴县的教育出
现了蓬勃的大发展。

1903，育英书院改名为育英学堂。1935 年，
在育英书院原址，创建了汉阴中学，延续至今。

汉阴知名作家
陈绪伟先生第四部
散 文 集 《时 光 岁
月》，近日由中国科
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时光岁月》散
文集， 收录了作家
多 年 来 新 创 作 的
103 篇散文作品 。
整部著作由 “春光
晨曲、夏山如碧、秋
色画意、银雪暖冬、
童年草帽、 时光岁

月、别样风景、城市自信、书香走笔、心灵文字”
十个篇章组成。

这部散文集的主题，是讲万物来自生命，生
命在时光深处中缱绻馥郁， 人生在岁月浅淡里
成熟思考。 因为生命是万物的源泉，所以“时光
岁月”就是世间万物的生命本体，及其承载经历
的全部过程。故而我认为，应该用心灵去感受时
光，这样的时光既是春夏秋冬的一年四季，又是
分分秒秒的白驹过隙； 更应该用感悟去珍惜岁
月，这样的岁月既是生老病死的一生一世，又是
多彩生活的丰富情感。 所以，作为文学写作，该
用真情实感的文笔，给予时光以生命，赋予岁月
以灵魂。

本部散文集可以分为上下部。 上部可为时
光的自然四季；下部可为岁月的多彩人生。上部
时光的春夏秋冬，那是勃勃生机的自然世界，那
是流转的动感画卷，那是四季的生命美景。四季
里有风、有雨、有草木昆虫，亦有人间真情；万物
尽在生命中律动， 人生感悟也就在这四季时光
里，如流萤般熠熠生辉。 （王莉）

《时光岁月》

回望育英书院
□ 张勇

无事常读书
□ 潘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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