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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全方位多角
度展示紫阳饮食文化
的《紫阳味道 》，近日
已由陕西科技出版
社、 陕西新华传媒集
团正式公开出版发
行。

《紫阳味道》全书
共计 25 万字 282 幅
图片， 全景式多方位
纪录介绍了紫阳饮食
文化、紫阳美食（风味
小吃 、 经典菜肴 、宴
席、三转弯、蒿坪农家
富硒宴、 紫府壹号茶
香宴）、 紫阳文苑、紫
阳餐饮人风采、 名厨
名菜、名优食材、茶界

佳茗。
《紫阳味道》从组织、挖掘、考证、纪录、整理到

编辑出版， 把加快富硒美食紫阳味道的推广及创
新，引导全县餐饮业形成特色、健康发展，以餐饮业
引爆旅游业发展、促进旅游业发展，带动富硒农产
品开发和富硒食品的生产， 促进紫阳富硒资源优
势，尽快转化为富硒产品优势，产业化优势，经济优
势贯穿其中，在传承饮食文化，彰显地方特色上力
求创新突破。编著者对传统和现代宴席、菜肴、菜品
制作、传承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采访，深入研读
了 《雅舍谈吃》《人间有味》《江南烟火》《中国饮食
文化 》《陕西味道 》《中外饮食文化 》《陕菜系列丛
书》 等 200 多本有关烹饪餐饮方面的史料书籍，学
习考证了中国九大 “厨师之乡”、“八大菜系” 发源
地、“五大世界美食之都”， 体验交流各地饮食文化
精髓，从而形成了紫阳绿色有机、天然富硒、营养健
康的饮食文化基调 ，让 《紫阳味道 》具有很强可读
性和文化性 。

（彭召伍）

适逢安康籍知名作家胡君（笔名愚公）先
生长篇小说新作《重楼》问世，欣然携书开启
旅程，散发着幽幽墨香的《重楼》，使我的旅行
又增加了几分期冀和美好。

《重楼》是愚公先生“秦岭医踪”三部曲中
的第三部。 这三部小说描绘了当今民间中医
生存现状， 展现了民间中医代代相传相守的
华夏医术， 以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德医
风。 小说不仅故事引人入胜，而且还以丰厚的
岐黄文化、医理、哲理都给人以启迪。

2021 年读愚公先生的秦岭医踪第一部
《青囊》，便深深被吸引了，那时初识愚公先生
作品，因《青囊》描绘的中医世界打开我走近
中医的一扇窗。 2022 年又拜读了第二部 《当
归》，《当归》 又引发进一步体悟中医的神奇。
怀着对第三部《重楼》的期盼，终于在 2024 年
底迎来了《重楼》。

满怀欣喜打开《重楼》，随主人公高亦健
走入美丽的秦岭。 高亦健是省报记者，因主办
《大美中医》 栏目而采访民间中医张三公，并
写出相关报道。 报道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因所
谓的不合手续查封了诊所。 由此高亦健开启
了寻找张三公之路，寻到秦岭深处。

在山中， 高亦健遇到癌症、 家族疾病患
者，他们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走进秦岭深处，

不曾想却因在这里遇到张三公等医者的救
治，山里的草药，清新的空气，更因身心的安
适让他们焕发了生机。 这些隐士中有僧人道
人，在南山隐者的世界里，他们淡泊宁静，神
有所依，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精
神内守”。

书中高亦健和他的朋友是当今都市知识
分子的缩影，他们中不乏成功人士，却因不良
的生活方式及心态而患癌， 最终也入山寻求
精神自救。

这些自救的患者， 他们的人生经历曲折
悲苦动人，令人潸然泪下。 当他们放下悲苦，
积极求生时又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中医张三
公在秦岭山中采药、制药，治病救人，如真法
师、僧尼善云等隐士修行弘法采药建百草堂，
高亦健追随张三公住山学习中医， 他们因中
医聚合成了秦岭深处的一个小世界。 他们的
故事启示人们治病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修心，
佛家修行最终得到“慧”，我们普通人修身是
为了人生幸福快乐。

读完《重楼》，收获颇丰。 我理解了佛语中
的“观自在”。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佛语有云:
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 一个人的境况
会随着内心改变， 周身的环境不过是内心的
反映，要想人生顺遂，就要学会自观内心。 ”是

呀 ，时时观自己的内心状态 ，是否存在 “贪 、
嗔、痴”，是否远离喜悦，随时把内心调整到正
常的状态，这样人体的气血自然就会顺畅，身
体的小宇宙会处于平衡的状态，所以《黄帝内
经》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

我学会了拥抱孤独。 当我读到“孤独貌似
孤独，当你真正孤独时，整个大自然都成了你
的伴侣。 ”这句话时，坐在旅游车上的我眺望
窗外，大片的蒲草在风中摇曳，远处的黄牛在
荒野中悠闲地吃草， 它们身边的白鹭不时发
出鸣叫，风也在呼啸着。 是的，此时我听到了
大自然的召唤，它们就在我身边。

尤其是当我独自登五指山时， 感到勇气
倍增，只身进入热带雨林毫无惧意。 早上八点
钟我来到五指山脚下，太阳还未升起，森林里
非常静谧， 一对游人见到此情景便不敢登山
了，而我依然前行。 书中的一句话突然在我耳
畔响起，哦，大自然是我的伴侣呀，我欣然走
进雨林，看到了奇特的雨林景观，来到了昌化
江的源头。

书中云:“中医不仅是医学体系，也是哲学
的王国，还是问道修道的圣地。 每一个走近它
的人，都可以获得生命的力量，获得生命的快
乐，获得生命的尊严。 ”中医是建立在阴阳学
说、 五行学说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的医

学体系，它对待生命是在一定高度上的，具有
整体观，医道同源，学习中医走近“道”，以医
入道。

书中的一句“秦巴无闲草”，手捧此书，令
我爱不释手，感受到“秦巴草木香”，中药材亦
芬芳。 吸引我的，除了愚公先生的中医学养和
文学思想，还有张同勇先生的优美插图，每章
都有相关内容的插画。 这些图给人无尽的遐
想，锦上添花，相映成趣，带领读者走入书中。
很多年没有读到有插画的书籍了。 孩童时代
曾经读到过这样的书籍， 书中插画是我儿时
临摹的样板，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美育教育。 现
在看到这样图文并茂之书，感到很有温度，很
美好。

一本好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即使仅某句
触动内心的语言留在心里 ， 也会令读者的
生命生光。 《重楼》以中药材重楼命名，重楼
的花语是感恩 ，恩德 。 书中如真法师言 “修
佛 、修身都是为除心结 、去烦恼 ，除去心结
烦恼之后就能看到智慧与光明 ， 宁静和喜
悦重回心中 ”———“重楼 ，重回本心之楼 ”不
知我的解读是否符合作者本意 ？ 我借重楼
之花语感恩作者 ，对我的生活的正向引领 ，
对我们当代人生活方式及心灵状态进行提
醒和叩问。

有人说 ，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 ，是一个
有希望的民族。 那我想说，一位热爱读书的
人，一定是内心丰盈、眼界开阔的人。 李焕龙
先生的新书《晨曦中的读书人》，讲的就是一
群这样人的故事。 这本书在如火如荼的全民
阅读大背景下有着强烈的社会意义和现实
意义。

作为市图书馆原馆长，李焕龙是阅读文
化的建设者 、职业阅读推广人 ，也是读书人
的见证者 ；作为作家 、媒体工作者 ，他是读
书人的记录者 。 具有多年阅读推广和写作
经验的他 ， 原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写一本
高大上的理论性著作 ，但他没有 ，而是以散
文的形式 ， 将自己在阅读文化建设中的所
学 、所为 、所悟 、所得 ，巧妙地融入每个读书
人的故事中 ， 让读者自己在故事中体会领
悟。 就像作者常说的：一个好故事赛过一百
条大道理。

《晨曦中的读书人》 这个名字富有诗意，
而且能给读者无限的遐想和希望。 33 篇，32
个故事。 人员包罗万象，年龄差别大、职业分
布广： 有退休赋闲的老人， 有在校学习的学

生；有兢兢业业的教师、公务员，也有下岗的
全职妈妈、 工地搬砖者； 有四肢健全的正常
人， 也有心理病患者……他们都在阅读中得
到充实、疗愈、提升，这使我想起毛姆那句至
理名言：“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
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 ”

书中一个个读书达人， 都有自己的本职
工作，业余时间不恋花香、铜香、酒香，而独恋
书香。 讲书人张治理、跟书学艺的傅德银、阅
读使者李传文、热心书会的唐承菁、烈日下工
地上的阅读者、 围着摩托车吃饭的母子三人
等，他们不仅是读书用书的榜样，更是安康文
化的传承者、建设者。

一本好的书，自己能说话。 一个元素、一
组信息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这本书正是关
注于此， 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群人的阅读故
事，还告诉了读者应该怎样去爱书、敬书、读
书、用书。 《选书高人》通过女警官胡经环讲述
针对孩子的课业情况， 选择让孩子阅读传统
文化、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三种读物，还让孩
子阅读“地方文献”即家乡的书，这种“3＋1”的
选书方法， 无疑给众多不知如何为孩子选书

的家长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方案。 《敬书之
人》中徐崇树对书的敬畏，真让人叹为观止。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不畏往返 20 多公里的
路途劳顿， 坚持每周一次搭乘班车到县城图
书馆读书、借书，尤其是用毛巾包书的举动，
成为传奇。 而作者对他取书时一系列细腻传
神的动作描写，让人感受到书、读书是多么神
圣的事！读书人是多么值得人尊敬啊！这是真
正的爱书人，这是真正的读书人！ 我读过“伏
生护书”的故事，也略知宋代政治家、文学家
司马光爱惜图书的典故， 但平生还是第一次
看到身边还有如此敬书之人， 值得每一个读
书人学习。 《父亲读书》的故事，感人至深，令
人动容。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是每位老人晚年
生活的最高境界。 但很多退休老人从工作岗
位上退下来 ，一时无所适从 ，不知该如何度
过后面漫长的退休生活。 《晨曦中的读书人》
一书中的《阅读者》《老书迷》给予了答案。 这
两篇文章写的都是退休老人在读书中找到
退休生活目标 ，实现了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的故事。 退休老大夫王文林，拒绝高薪聘请，

在读书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地方志专家方
琛先生，一直潜心编志著书，退休后，更是全
身心地融入书中，过上十分规律的“三书”生
活。 用他的话说：人家退休了迷诗迷画、迷棋
迷石、迷名迷利，我这一辈子呀，定然是迷不
上别的什么了，就安心当这“老书迷”吧！ 不
难看出，方琛志趣高远，不为他图，唯对书情
有独钟。 因为都是熟悉的书友，我知道他们
不但自己读书 ，而且带领家人 、亲朋好友一
起读。 两人多次被安康市图书馆评为“优秀
文化志愿者”和聘为“阅读推广人”，为“力推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倾心尽力。 他们的
读书故事，给退休的和即将退休的老人起到
很好的引领作用。

《晨曦中的读书人》以小见真情，以滴水
见太阳。 每篇小故事都围绕着阅读的核心，洋
溢着读书的快乐，文中不乏佳词金句，一些劝
学的箴言警句，鞭策人们积极参与阅读，多读
书，读好书，这也是该部图书的一大特色。 愿
阅读者如晨曦中东方那颗最亮的启明星，照
耀着你我，吸引着你我，共同为建设书香社会
发力。

枕边书

春节已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名录， 成为全人类共
享的世界文化遗产 。
作为中华民族极具生
活情感与生活理想的
节日， 春节是维系个
人与家庭、社会、国家
的情感纽带， 每年临
近春节， 亿万中国人
就会踏上回乡之旅 ，
不远千里万里和亲人
共度佳节， 感受家的
温暖与力量。 这种情
感的维系和文化的传
承， 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 持续发展的内
在动力。

《 春 运 （1954 -
2024）》是杨登峰以春运为视角，以影像方式回望过
去 70 年中国人过春节的节奏、方式，出行的频率、
人次，出行的时间、目的地等。 从早期太原站女运转
车车长的工作场景到无锡汽车客运站繁忙景象，从
吉林市蛟河火车站的拥挤人群到海口市秀英港码头
的车辆滞留， 从春运期间执勤战士维护秩序的画面
到军队医疗队员乘坐高铁专列驰援武汉的瞬间……
在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期盼与焦虑、疲惫
与坚韧、泪水与笑容。这些画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春
运的不易，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同
时， 我们也看到了铁路职工的默默奉献, 更加理解
“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深刻内涵。春运期间，新闻记者
担当着重要的角色。面对人流如织、情况复杂的春运
现场，他们坚守岗位，传递最新资讯，报道感人故事，
揭示问题与挑战。 总之，《春运（1954-2024）》不仅是
一部记录春运变迁的历史文献， 更是一部展现中国
人民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的艺术珍品。 它让我们在
回顾历史的同时，更加坚定地迈向未来。

（梁真鹏）

本书是一本表现
春节传统民俗文化的
绘本， 也是一个于日
常对话中展现民间智
慧与情感温度的故
事。 小读者可以从书
中感受到温暖的祖孙
亲情、邻里关怀，了解
更多传统民间习俗 ，
体会浓郁年味儿。

这本以“贴春联”
为主题， 表现春节传
统民俗文化的绘本：

过年了， 大家都
来贴春联， 小宝也跟
着爷爷忙里忙外———
贴完大门贴厨房 ，贴
完灶台贴碗柜， 贴完

鸡舍贴牛栏，就连狗窝也要贴上“旺旺旺”！贴完自家
房子就算完了吗？不够不够———对门林伯伯不在家，
也要给他帮帮忙；给村口大门贴上“出入平安”，家家
户户才好团圆！ 这下总算贴完了吧？ 不够不够，还有
一个地方要过大年……会是哪里呢？

在贴春联的过程中， 小宝从爷爷絮絮叨叨的话
语中发现，每一副春联都有不同的说法，原来“贴春
联”是一件这么有讲究的事：老百姓通过“贴春联”这
一极具仪式感的事， 既表达了对过去一年的感激之
情，也表达了对新一年最美好的祝愿。

本书采取双线叙事结构， 除文本所表达的主线
内容外， 图画以妙趣横生的方式巧设老鼠一家的故
事线索，带给小读者更多读图的乐趣。小读者将从书
中感受到温暖的祖孙亲情、邻里关怀，了解更多传统
民间习俗， 体会如今城市生活里感受不到的浓郁年
味儿。 （王莉）

《春运（1954-2024）》

《贴春联》

《紫阳味道》

作家 书评

秦巴草木香
□ 王帆

安康 书评

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 卢慧君

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坐标。 孝义文化自周
代“敬天法祖”的礼制萌芽，经孔子“生事之以
礼，死葬之以礼”的伦理建构，至《孝经》确立
“天之经、地之义”的文明地位，始终是中华文
明的底层操作系统。 汉代“举孝廉”制度将其
上升为国家治理范式， 魏晋门阀借孝义维系
家族传承，宋明理学通过“家礼”构建社会毛
细血管。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责任为内核的
伦理体系，不仅塑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价值进阶，更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绵
延不绝的韧性密码。 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型中，孝义文化虽遭遇宗法制度解体之痛，

但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内核，始终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

现代转型中的价值耦合。 当代中国呈现
“双向解构与重构”的独特景观：一面是 421
家庭结构催生“空巢经济学”，短视频平台涌
现“云尽孝”奇观，“反向赡养”现象折射代际
关系重塑 ;另一面是《民法典》设立成年子女
赡养义务，《觉醒年代》 等影视重构传统伦理
叙事，社区“时间银行”创新互助养老模式。这
些嬗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深层共
振:孝义文化中的责任意识滋养“敬业”精神，
家庭伦理支撑“和谐”理念，代际反哺诠释“友

善”内涵。深圳“孝德文化周”将孝老爱亲与公
民道德建设融合，浙江“最美家庭”评选使传
统美德转化为现代文明标识， 展现出传统伦
理与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新型文明形态的构建路径。 重塑孝义文
化需构建“三维坐标”：在价值内核上，将单向
度的“顺从伦理”升华为双向度的“情感共同
体”， 如北京推行的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工
程;在实践方式上，推动祠堂文化向社区文化
站迁移， 家规家训向市民公约转化， 如苏州
“家风银行”存储十万家庭文明档案 ;在制度
保障上，建立“家庭———社区———国家”三级

支持体系，推广“家庭医生+养老顾问”模式，
完善“孝老假”等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要在
数字文明时代构建新载体:开发“亲情数字遗
产”管理系统，创建“代际共学”在线平台，使
孝义文化在元宇宙场景中获得新生。

当故宫博物院用数字技术重现 “乾隆奉
母图”，当粤港澳大湾区实施“银龄跨越数字
鸿沟”计划，这些创新实践昭示着 :孝义文化
从未消逝， 它正以更富生命力的形态融入民
族复兴征程。这种文明基因的现代转化，既是
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战略选择， 更是构建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

旬阳市之南隅，巴山北麓的褶皱深处，隐
匿着一块璞玉， 那便是我的故乡———铜钱关
镇。 这里远离尘嚣，摒弃浮华，唯有原始的自
然风貌与淳朴的风土人情相互映衬， 犹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绽放，散
发着独特的魅力。

我的童年， 是在铜钱关镇的山水间肆意
奔跑度过的。那时，我最爱和村里邻居小伙伴
们在蜿蜒的山路上追逐嬉戏， 累了就躺在柔
软的草地上，望着湛蓝如宝石般的天空，听老
人们讲述那些古老的传说。

铜钱关镇，因何得名？这背后有着多种饶
有趣味的说法。 其一，相传此地矿产丰富，宋
明时期便有大规模开采铜矿铸造铜钱的记
载，因而得名。其二，根据清代同治三年（公元
1864）陈杰祥镌刻的《铜钱关重修记》碑文记
载：“竹山县西二百里，地接秦疆，其界岭有古
碑曰‘铜钱关’……昔人修寨于此击流寇，曾
见春秋战国之铜钱数万门覆地 ， 即以名关
隘。 ”对于第一种说法，笔者并未见到史志资
料佐证，第二种说法倒是更加让人信服。

这里地处秦楚交界之地， 自古以来便是
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96 年出版的《旬阳
县志》对本地现存的“石长城”有详细记载，最
早为战国时期楚国为遏制秦国所修筑。幼时，
我常随爷爷攀上历经千年风雨的楚长城遗
址，轻抚那些斑驳的砖石，仿佛能穿越时空，
目睹身披铠甲的将士们在城墙上浴血奋战的
雄壮画面，而战马的嘶鸣声，至今仍似乎萦绕
在耳边，震撼着我的心灵。 每次想到这些，我
都对这片土地多了几分敬畏与好奇。

清代光绪《洵阳县志》记载，当时铜钱关
内修筑了四面陡壁如城的铁统寨、 筑有炮台
的老路寨、“土人避寇”的左肩岩寨，让人不免
感叹，在那个动荡的垂暮王朝，铜钱关的百姓
为了生存又经历过怎样的抗争？

明末清初，铜钱关镇迎来了商贸的繁荣。
大量的商队、马帮、盐帮涌入这片土地，他们
带来了外界的物资与文化， 也将这里的特产
与风情传播出去。 旬阳通往湖北竹山境内的
盐马古道遗存位于铜钱关镇安然村栗树坪，
那石梯上人工凿刻的痕迹，虽经岁月洗礼，却

依旧清晰，仿佛在回忆着往昔马帮铃声悠扬、
商旅络绎不绝的繁荣景象。

境内的莲花山古庙遗址、莲花石刻、张家
湾古建筑遗址等， 是铜钱关镇历史文化的瑰
宝。 莲花山古庙曾经香烟缭绕，信徒众多，它
是当地百姓精神信仰的寄托， 曾承载过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 尽管如今古庙已
成为遗址，但那些残破的墙壁、雕刻繁复的石
柱， 依旧能让人遥想当年它的宏伟壮丽与庄
严肃穆。 莲花石刻，以其鬼斧神工的技艺、别
具一格的造型， 彰显着古代工匠的卓越智慧
与非凡艺术创造力，每一缕线条、每一幅图案
皆深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张家湾古建筑遗
址，那些古老的房屋、斑驳的墙壁，见证了一
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也反映出当时的建筑风
格与社会风貌。

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着勤劳善良的人民，
他们传承着先辈们的智慧与精神，在岁月的磨
砺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薪火
相传，诸如精致的竹编、纯朴的木雕，每一件作
品皆倾注了匠人们的心血与深情。民间的传统

节日热闹非凡，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元宵节
的花灯会，人们身着盛装，载歌载舞，表达着对
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

如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铜钱关镇在
保留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 也在积极拥抱现
代文明。 古老的建筑与现代的设施相互映衬，
传统的民俗文化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相互交
融。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旅游蓬勃兴起，
它不再是那个偏居一隅的小镇， 而是积极探
索发展之路，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向
世人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我远离故
乡，在外参军。但无论走多远，故乡的一切始终
是我心中最温暖的牵挂。 每次踏上归途，故乡
的每一分变化都悄然映入眼帘。昔日那条狭窄
蜿蜒的土路， 已然蜕变成宽阔平坦的水泥大
道，而那些斑驳破旧的房屋，也在时光的流转
中逐渐被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温柔地取代。

然而，故乡的山水依旧，那些古老的遗迹
依旧，乡亲们的热情淳朴依旧，在外游子的眷
恋也依旧。

孝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楚翁

世相 漫笔

秦巴深处的铜钱关
□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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