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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早饭，已是 10 点多，这时太阳也出来
了。住在平利县长安社区的 70岁老人袁国安从
家里向镇上的乾五书房长安社区读书吧走去。

这是袁国安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自 2022
年 4 月份读书吧建起后，他就是这里的常客。
一年 365 天，几乎是风雨无阻，像上班一样按
时打卡。 三间平房的阅读吧，虽然不大，但在
长安镇街口非常抢眼。

走进读书吧，融融的暖意扑面而来。 奶黄
色的墙壁、宽大的书桌、软绵绵的沙发，无比
的舒适、惬意、温馨，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夫
何所求？ 袁国安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是
墙上的“读书点亮心灵，书香润泽人生”，简直
是说到他心坎坎儿上了。

袁国安穿过一排排书架， 直接来到红色
经典、 历史类书籍前， 小心翼翼地拿了一本
《唐山大地震》，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慢慢把

书摊开，专心地读起来。 大多数时间，他是读
书吧的第一个读者。 他喜欢靠近窗边的位置，
年龄大了，视力不太好，不能久看。 靠近窗边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看会儿书，再看看窗外的
风景，远近调节，就不至于让眼睛太劳累了。
今天是周末，他的位置被几个小学生“抢占”
了，他就随便挑了一个位置坐下。 冬日的阳光
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在他身上，宁静、美好，
这是他无数次梦中出现的场景。

他是 1978 年入伍的老兵，在部队时就喜
欢看书。 可能是军人的缘故，他特别喜欢看革
命题材的书籍，像《长征》《红岩》《保卫延安》
《吕梁英雄传》等红色经典，都是他的所爱。

退伍后回到平利广佛镇柳林村，很长一段
时间因为没书读而不习惯。 后来就经常自掏腰
包到县城书店买书读。那时条件差，一次不可能
买多少书。袁国安算好时间，早早去书店先蹭书

看，等下午从平利到广佛的班车快发车时，他才
心满意足地抱两本书赶到。 司机早已知道了这
个爱读书的小伙儿，有时到了发车点，看他还未
到，就会多等几分钟。 有了精神食粮，难免就会
委屈肚子。 即使这样， 还是满足不了读书的需
求。 一本书三五天就读完了， 剩下的时间怎么
办？ 只能把读过的书反反复复地读。 书，常读常
新，就有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再后来，可以在镇
上的书摊儿上借书了， 这不但满足了他的读书
需求，还大大减轻了经济压力。

现在，儿女早已在平利县城安了家，他和
老伴儿也搬迁到条件更好的长安镇上来。 在
他的影响下，外孙女从小爱读书，成绩好，现
在已是一名硕士研究生。 每每提及此事，袁国
安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自豪， 周围的听众也
会不由得跟着激动起来。

步入暮年的袁国安不再种地， 就有了大

把大把的空闲时间读书。 读书吧的建成，他比
任何人都高兴、激动。 一辈子爱读书的他，做
梦都没想到， 晚年会有如此之厚福———家门
口就有读书吧。 古今中外、 各类书籍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读书吧就
会换一批新书，像山涧的溪流源源不断，像春
天的竹笋层出不穷， 完全实现了人选书的自
由。 他现在就像个富翁，想看啥就看啥，自由
欢畅地行走在书山上，跋涉在文海里，吸吮养
分，快活得如神仙一样。

当说起革命先驱廖乾五以及乾五书屋
时， 刚刚还是满脸笑容的袁国安变得严肃起
来。 他说，廖乾五不只是平利人的骄傲，更是
平利人巨大的精神宝藏。 以乾五名字命名书
屋， 可以让平利人的子子孙孙牢记革命先辈
廖乾五的英雄事迹，发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
血脉，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

中 国 作 协 会
员、陕西新锐女作
家梁新会散文集
《风动一庭花》，作
为“学生阅读原创
版”图书，列入“冰
心散文奖获奖者
作品精选集”。

该 书 20 万
字， 共分三辑：第
一辑 《一方水土 》
主要描写的是故
乡的草木、 人物 ，
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作者笔下的故

乡真实独特，感人至深；第二辑《高山流水》抒发
了作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所思所想， 引人入
胜；第三辑《临水照花》收集作者为《红楼梦》等书
中的女性人物所写的点评，观点独到，发人深省。
其出版有散文集《树树皆春色》，长篇小说《陪读》
《璇玑图》。 作品曾获第九届“冰心散文奖”。

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评价道：“她的散文纯
粹自然，情真意切，有景有物有人有情，有当下有
传统，如山涧小溪，汩汩然流动，偶或化作一潭，
或清浅，或深沉，但皆清澈，皆真诚，是我所喜欢
的文字。 ”

著名作家白描认为：“她的散文视野开阔，思
维灵动，情景互融，文笔稳健，有将寻常烟火点染
成诗意画卷之神韵，呈现出意象写实和冷翠美学
的独有风格，读后如风过花庭，余香满颊。 ”

（梁真鹏）

枕 边 书

《在历史的岸边遥望》

《在历史的岸
边遥望》是作家出
版社新近出版的
图书，是著名作家
杜卫东一部历史
人物散文专辑。作
家站在历史岸边，
回望浩瀚的历史
风云，为我们描摹
了一个个鲜活的
面容。他们或高居
庙堂 ， 或栖身江
湖，有旷世大儒文
豪 ， 也有乐籍女
子，在作者饱含激

情的笔下，跃马扬戈，仰天长啸，一个个从时光深
处向我们走来，虽然多以悲剧落幕，但在字里行
间，无一不涌动着一股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

整部书是一篇篇具有恢弘气象、 视野开阔、
站位高远的历史大散文。 作家的语言华美丰赡，
充分展示了汉语言的表意能力和美感魅力 ，同
时，也是对大散文类型的开拓和贡献。 他的这类
散文舒卷自如，清新而有文化厚度。 《目光》则无
此毛病，在往昔与现实之间穿越飞翔，在历史的
沉吟中展现了作者的灵魂，这个灵魂既是历史也
是现实，更是散文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还写散
文做什么？ 在现代白话文里浸淫太久，徒然读到
这种骈散结合、古韵新生的文字，实在不由得深
深叹服，心向往之，仿佛读到司马相如《子虚赋》
的刘彻。不但金句迭出，人物形象也非常生动。特
别是作家的感情融入其中， 读来让人身临其境，
激情澎湃。在《陆游：岸上的鱼》诸篇中，文章用优
美的文字，把我们带回到南宋时期，主人公陆游
心怀报国之志有心杀贼又无力回天；与唐婉的爱
情故事刻骨铭心感人至深，令读者深受震撼而又
欲罢不能，真是难得好文章。 正如著名作家梁衡
先生力荐所言“叹为观止，奇人奇文”。

（高桂琴）

《清言溪语》

这部 《清言溪
语 : 我的语文教学
札记》，是平利县教
研室正高级教师 、
特级教师吕国文的
教学笔记， 她用诗
意的语言向大家娓
娓道来教学心得 。
她是陕西省第五批
基础教育教学名师
培养对象， 陕西省
优秀学科带头人 、
教学能手； 安康学
院教育学院双师课
程授课教师，《陕西
教育》 第一批栏目

主持人。她喜欢笔墨画的语文教育教学生活，十余
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省级核心期刊发表，陕西省基
础教育成果一等奖获得者。 著有 《我自静默向芬
华》等书。

知名教育学家王彬武评价道， 这部语文教学
专著《清言溪语》，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教育
的执着与热爱，更是山区教育人的坚守与超越。这
不是一部寻常的教学专著， 而是一位山区教育守
望者用生命丈量教育真谛的精神图谱。

作者用 37 年的坚守，书写了教育工作者最动
人的生命叙事。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教育的深度
与广度，并不取决于外在环境的优劣，而在于教育
者内心的热情与坚守。翻开《清言溪语》，我们仿佛
走进了作者丰富多彩的教育世界。 这本书以教学
札记的形式呈现，语言质朴而真挚，案例鲜活而生
动，毫无雕琢之感，却字字珠玑，处处闪耀着教育
智慧的光芒。在教学篇中，她以“在阅读中生长、在
活动中思考，在实践中生花”为核心理念，将语文
教学从传统的课堂讲授， 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与社会实践之中。 她深知，阅读是学生获取知识、
启迪智慧、滋养心灵的重要途径，因此她大力倡导
“整本书阅读”，不仅仅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更是为了在学生心中播下精神的种子， 让其在阅
读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涵养高尚的精神品格。

（王莉）

《风动一庭花》

认识安康作家李焕龙有许多年了， 记得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读他的文章， 前几年一
起参加省散文学会的活动，接触多了些，他的
认真、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收到作家寄来新作 《晨曦中的读书人》，
因为书名的吸引，我便一口气读完了。 这本书
以纪实散文的手法，记录了 33 个有关读书人
的故事，深入挖掘了阅读的意义与价值，展现
出阅读对个体成长的深远影响， 是一本值得
阅读的好书。

《晨曦中的读书人》中的人物故事生动感
人，人物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干部、在职公
务人员、工人、村民、教师、学生等。 他们虽然
身份不同、年龄各异，却都对读书有着炽热的

情感。 比如《阅读使者》中的李传文，是一位七
旬退休教师，自费建农家书屋，用知识的火种
照亮乡村；《跟书学艺》里的付德银，苦读苦办
电视，以书为师，实现自我提升。 这些故事里，
阅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化作一个个具
体的行动、一段段真切的经历，让读者看到读
书如何改变人生， 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创造不
凡。

李焕龙在这本书的创作中， 巧妙运用了
许多故事，并且将主题人物化、人物故事化、
故事细节化、细节情感化。 在主题人物化上，
他把阅读推广书香建设的主旨赋予书中人
物， 让每一个人物都成为主题的承载者。 像
《民间馆长》中的朱正富，以浑身的书香气和

泥土味， 体现了基层农家书屋阅读推广的主
题，使抽象的主题变得具体可感。 人物故事化
方面，作者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挖掘人物闪光
点，用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叙事，自如地展现
“读书人”的事迹，如《他的书山他的书》中民
宿老板杨麟的故事， 让人物形象逐渐立体鲜
活。

《晨曦中的读书人》的故事细节化是这本
书的最大亮点。 焕龙先生是一个细心人，他善
于捕捉细节，并且进行精心打磨。 在《敬书之
人》中，徐崇树老人用白毛巾擦手、垫书、包书
的细节，生动地展现出他对书的热爱、敬畏之
心。 而细节情感化，使作品充满真挚情感。 作
家对家乡安康这片土地、 文化以及对笔下人

物的爱的真实、热烈、诚挚，在字里行间自然
流露，引发了读者共鸣。

李焕龙是一位老作家，文字清新自然，朴
实无华，他不堆砌华丽辞藻，用最平实朴素的
语言讲述最动人的故事， 让读者在轻松的阅
读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

我喜欢读书， 在家乡长安鸣犊新师村办
了“诗村书屋”。 读李焕龙《晨曦中的读书人》
很受教育启发，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
于读书的散文集，更是一部激励人心的作品。
它让我们看到，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阅读都能
成为照亮生活的春光。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它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阅读，不要忽视阅读
的力量，要永远在书中寻找温暖与希望。

母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纯真、纯朴、无
私又不求回报。 拿到石泉作家黄兆莲的传记
小说《心语手记》，已是暮春时节，大自然给予
万物的爱，开始在萌发，树木在发芽，小草在
挂翠，睡在土地里的种子在伸腰，植物的生命
啊，就是在自然界中轮回：草木一春，凋零一
秋。 然而，人的生命即使凋落了，也许以另一
种精神的形态存在于宇宙中。

阳台上，我打开书，静静地阅读。 窗外的
木兰花，打着花骨朵，春鸟们鸣个不停。 走进
书中，我就不能自拔，说实话，这本传记小说，
不算高大上，艺术手法也不算精湛，写作技巧
也不算灵活，可是，我一读就不可放手了，读
着读着，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眼眶噙满
泪水，有的章节，我一遍又一遍阅读，一遍又
一遍撞击我的灵魂。 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震
撼人心，是因为有以下几个“共鸣点”。

伟大母爱， 就像淙淙的溪流， 在书中荡
漾。 由于黄兆莲曾受到不公正诬陷， 遭遇厄
运， 极度生气， 致使降生的儿子小松发育不
良，双侧严重“疝气”，治疗“疝气”的时候，医
生用药不当，致使小松青链霉素中毒失聪，小
松又一次厄运降临。 她带着 40 块钱，领着小
松，第一次去北京，经过确诊：药物中毒，神经

损伤，深度失聪。 她看到了确诊结果，伤心，沮
丧，悲痛，绝望。 请读这样的文字“孩子啊孩
子，可怜的孩子，今天，教授爷爷已经宣布你
为聋儿残疾人，宣布我是聋儿残疾人家长。 今
后，你我的人生路是多么艰难，那是一条铺满
荆棘的万里长征路啊！ ”“低头看看从早到晚
一直乖乖地跟着我东奔西跑、不哭不闹、不停
观察我脸颜色的孩子 ， 真想抱着他大哭一
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的心也陪着她滴血。

专家的建议：唯一的办法是配助听器，回
去进行听力训练， 语言训练， 这是考验家长
的，家长坚持了，功夫下到家了，孩子就有救！

专家的建议，让她又看见了一丝光明，立
马来了精神，心里告诫自己：坚持！ 坚持！ 坚
持！

配助听器。
坚持训练。
走过千个日夜。
流过无数血汗。
铁树终于开花，每临大事有静气，伟大的

母爱，陪聋儿小松度过日日夜夜，从小孝顺有
爱心的小松， 可以用简单的手势和语言进行
交流。

小松说的最清晰的一句话就是：“我要上

学”对于聋儿小松来说，上学是多么不易啊，
小松在盲哑学校上学四年， 她也在这个学校
跑了四年，这四年中，她与小松一起经历了风
风雨雨，挫挫折折，他们都没有放弃，母爱的
力量是无穷的， 它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
折和困难。 经过近十年的训练，小松的语言程
度、文化知识、生活常识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这就是母爱的成果。 可以想象，对于一个聋儿
残疾人来说，能够取得如此的成果，背后的付
出让我们常人难以想象，我佩服这样的母亲，
也启示着天下所有残疾家庭的父母们：坚持、
永不放弃，才是对残疾人生命最好的呵护。

小松善良，就像股股春风，温暖着母亲。
聪明的小松，爱着他的母亲，对母亲呵护、疼
爱有加， 这就给他母亲又一次注入强大的动
力，那就是：一定要把小松培养成自食其力的
好男儿！ 请看小松对母亲关爱的片段：一次别
人送来一盒“血燕”补品，小松估摸着这东西
很珍贵，便悄悄藏起来，要留给妈妈自己喝。
还避过家人， 神秘而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补药，（给）妈妈吃，不死！ ”我打扫学校巷道，
小松挡不住我，竟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抱着
扫帚哭起来，是那么伤心，一边哭，一边抽泣
着说：“妈妈辛苦，妈妈扫地，老师、阿姨钱多，

不扫地。 呜！ 呜！ ”
像以上这样的文字、事情书中很多，让我

看到了风雨中相互搀扶的母子，相互温暖着、
鼓舞着，迈着铿锵的步子，一步一步朝前走。

痛失爱儿，万刀剜母心，疾书纪念儿。 小松
又读完“三完小”五年、考上初中读完一年，就走
上了拜师学艺的征途，当学徒。 手艺长进。 自开
小店。 挣来了 8元钱的第一桶金交给妈妈：“妈
妈带我去哈尔滨看病辛苦。 ” 多么孝顺的小松
啊，能够自食其力的小松，让母亲看到了光明和
希望。 小松的手艺精湛，收了徒弟，给穷得拿不
出 3块钱的人，免费理过发。给德国麦先生理过
发。 然而，2001年 10月 22日，噩耗传来。 黄兆
莲正在为招待客人做饭，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心
跳，天地旋转，无法站立，二十分钟后，她接到电
话， 小松被徒弟请去西乡参加理发店开业的途
中遭遇车祸，当她赶到出事地点，看见惨不忍睹
的现场，她晕死过去，醒来，她万刀剜心，哭不出
声来，再次晕死，她艰辛的母爱啊，陪同小松 22
岁 201天，从此凋零。 然而，她把她的母爱以及
与小松相依为命走过来的路，记录下来，让这种
伟大的母爱，像汉水一样流淌下去，去滋润更多
需要滋润的心灵。

窗外，春阳明媚。

著名作家莫言说过 ：“一个作家也许需
要一个灵敏的鼻子 ， 但仅有灵敏的鼻子的
人不一定是作家。 猎狗的鼻子是最灵敏的，
但猎狗不是作家。 ” 在阅读宁陕县 80 后青
年作家张星 （笔名长安驹） 的 30 万字的小
说集 《月光青蛙 》后 ，他的每一篇短篇小说
的人物构建中 ， 都或弱或强地散发出人物
身上的某种气味 。 这种气味便点燃读者共
情善良的情怀 ，勾住读者悲悯的心弦 ，让读
者产生强烈的阅读冲动。

当我们翻开《月光青蛙》集的开篇之后，
就难以忘怀作为书名的小说《月光青蛙》那个
小虎的少年。 因为作者用不显山露水的笔墨，
描写了小虎从小就与人的玩法迥异， 别人都
是玩跳沙坑、夺城堡、杀羊等游戏，而小虎给
我们创造了一个惊险刺激的游戏。 村里大人
小孩说解剖青蛙是“刽子手”，母亲狠狠扇了
我两个耳光……通过这件事情， 而小说中的
“我”， 在母亲的教训和村里大人小孩冷落的
情况下，我为了消除恶名，在心理上完成了一
种自我治愈，自我修复。

我在阅读《小蝌蚪找妈妈》一文中，我看

到了青蛙的可爱之处。 于是当我在稻田中发
现了青蛙卵 ，利用家里的破水缸 ，将稻田里
面的黑灰色的青蛙卵倒入修补好的水缸里
养起来， 每天细心观察着小蝌蚪的变化，直
到它们长出两条前腿， 长长的尾巴变短，后
来它们在我上学的时候 ，跳出水缸 ，跳进了
稻田，变成一只只青蛙。当母亲笑着对我说，
整个桃花街的青蛙都是我养的时候，我的内
心别提有多高兴啊！

《月光青蛙》小说中的“我”有知错就改，
阳光向上的个性，与“小虎”这个人物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小虎是一条道走到黑的角色，直
到后来锒铛入狱。

但小说并没有把“小虎”这个人物描写得
多么不可救药，在小说结尾处，作者思路来了
个大反转，使“小虎”重新有了做人的勇气原
因， 那是因为他在囚笼中遇到一个卖假药的
人，此人用自己制造的假药，欺骗了别人，也
毒死自己孙子，那个人给了他几本书，是那几
本书救了“小虎”，以至于唤醒了他浪子回头
金不换，重新做人的渴望。

《月光青蛙》具有较强的魔幻现实主义色

彩，作者通过做梦暗自为我们揭示了小说“小
虎”的命运，小说的结尾带有某种预示。 “月光
净白，田边的小虎仿佛不是他了，而是一只坐
在月光下的青蛙。 ”这一句话，是该小说的神
来之笔，到小说结尾“小虎”自己变成一只坐
在月光下的青蛙， 完成了他人性由丑恶到善
良的蜕变。

在该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幻想亭》中，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乡村底层人物癞头爷
爷似疯似癫，又充满无限幻想的人物形象。 这
个人人都可以忽略的人物身上， 与别人不一
样的幻想中，独自设计的水力发电厂雏形，嗅
到了他散发人性光辉的大爱气息， 叫人对这
个不起眼的平凡人物，肃然起敬。

在这本小说集中，我们通过细心的阅读，
都可以呼吸到每一篇小说制造的语境中，强
烈地感受到每个人物在小说中所散发出的各
色各样的气味。 在小说《登云》里，我们可以看
到活跃在桃花中学的凤梨、蒜头、贱皮子、小
梅和白毛几个中学生形象。 其中作者在凤梨
这个人物身上着墨最多， 但其他几个人物都
个性鲜明，叫人印象深刻。

小说以在外地工作的舅舅为外甥凤梨买
了一双“登云”皮鞋为引线，享受着因为皮鞋
令人羡慕而带来的各种荣光。 而同时他遭到
白毛的嫉妒。 他让凤梨脱下皮鞋让他穿试试，
凤梨没答应，他扬言警告凤梨小心点。 后来凤
梨的皮鞋被人偷了，被人扔到学校厕所粪坑。
为这事， 凤梨像变了一个人， 他变得沉默寡
言，见人爱理不理。 后来凤梨不再苦苦寻找那
双梦里的登云皮鞋了， 而是恢复了一个中学
生备考迎战的常态， 开始去图书馆里看书学
习，去操场散步，去教室复习功课。

作家张星在他这部小说集中， 通过性格
迥异的虚构人物， 演绎出生活在寻常的烟火
琐碎，凡人凡事的故事中，咀嚼到人物身上的
真善美，假丑恶的各色滋味。 从一个人物不同
的滋味中，我们会一一发现，每人身上所散发
出的悲悯、善良、果敢、奉献等丰富层次的一
缕缕微光。 这些微光需去一一体会与感悟，在
呈现的琐碎事物中所散发的微光， 凝聚成了
浩瀚的人性之美与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才
让我们这个风云多变的世界， 变得更加多彩
多姿，更加温馨美好！

阅 读 是 照 亮 人 心 的 春 光
■ 周养俊

流 淌 的 母 爱
■ 张朝林

作家 感悟

书 香 润 泽 人 生
卢慧君

读书 时光

在琐碎中发现人性之微光
■ 叶柏成

作家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