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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 书

我硕士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鲁迅
应该是必须认真读的作家。但是，直到
我读研二的时候，才决定认真读一遍
《鲁迅全集》。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读《鲁迅全集》。
因为是二手书，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前几
卷都有这套书原主人的批注，用的是细细
的铅笔，字体娟秀，我猜那一定是一位女
性。她为什么要读鲁迅呢，有着怎样的故
事？读到后来我有点得意，因为后面的几
卷都没有批注了。我比她（希望是她不是
他）读得更多。

读《鲁迅全集》对我来说有直接的收
获，因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有相关内容。
在毕业前夕，我把《鲁迅全集》卖给了一位
同学，价格仍然是 260元。这让我感到自
己赚大了，也感受到经典的价值，它是不
容易贬值的。

2009年，我已经毕业 4年，在网上和
一位朋友聊天。她问我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说，希望能再次拥有一套《鲁迅全集》。
没想到，她当即就在网上下单买了一套，
两天后就送到了我上班的地方。

这套新版《鲁迅全集》，打折后是 560
元。我已经参加工作，也不是买不起，但
是不经意间一句话，却让我再次拥有一
套崭新的《鲁迅全集》。和书有关的友

谊，总是最单纯最动人的，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通读一遍，才能对得起朋友
这份心意。

为什么要读鲁迅？对我来说，最直接
的原因是被朋友送书感动，必须读完才对
得起她。这一次读全集和读书的时候有很
大不同，那时是“专业”，要做论文，心中想着
前人的研究成果，看能不能读出新意来。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读，也不需要做
任何研究，完全回归“普通读者”本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接触到一个更
可爱、更真实也更个人化的鲁迅，也就是

“我的鲁迅”。读《两地书》中他和许广平
的通信，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浪
漫、小气和胆怯。他是一个普通男人，有
一点小心思，但是不太会谈恋爱。那时，
他已经是一个名教授、名作家，但又多么
笨拙，而这种笨拙又让人感动。

后来，我没有再从头到尾通读过《鲁
迅全集》，但是几乎每年都会随便挑一卷
认真读一下，包括他的日记。第一次读
《鲁迅日记》的时候，心中装的是“现代文
学史”，希望每一页都有深意。但是现在
再读，就真的是读日记本身。他是怎么逛
书店的，日常花销是多少，为哪些事生气，
我获得的是一个生活化的鲁迅。比如，我
读日记后得知，鲁迅在上海的时候，是喜

欢喝咖啡的，而且是冰咖啡。
这些年读得最多的是《故乡》。这篇

小说的一部分，曾入选中学课本，告诉我
们少年闰土是多么单纯美好，而中年闰土
则愚昧麻木，这都是旧社会的错。如果读
完全篇，你会发现小说中“我”的悲哀。他
在故乡中看不到希望，但是又不愿意绝
望，于是再次出发，到大城市寻找答案。

我把《故乡》看成是中国现代“还乡
记”的鼻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作品真正
超越它。鲁迅在故乡中看到的景象，和今
天我们从大城市返回农村老家看到的，有
什么根本性不同吗？并没有。我们看到
的仍然是观念和人之间的隔阂，仍然是童
年的消逝和成年人沟通的困难。这篇小
说是 1921年写的，已经超过 100年了，但
是中国人仍然没有走出“故乡”。

鲁迅重新成为我思考的起点。我已
经忘记自己曾把读鲁迅当成专业，而只把
它当成常读常新的日常读物。有一阵子，
我想写一个系列的“鲁迅专访”，就很多热
点新闻事件求教于他，相信他老人家会给
出精彩的答案。他当然不知道互联网是何
物，但是作为“最了解中国人”的作家，他的
洞见永不过时。他充满

“当下性”，甚至会时时刺
痛我们。 □张丰

读鲁迅重新成为我的起点

序与跋

宁静中最美的诗章

骆浩整理了一本
诗集——《骆浩诗歌
集》准备出版，希望我

写一点文字，算是对他诗歌的点评。许是
骆浩看我经常写书画类的艺术评论，觉得
我算是评论家。其实，美术是我的专修，
对于书画的品鉴与实践多了，就会有自己
的审美感。说到诗歌，曾经在年少的时光
里，我属于一个活在迷梦中的文学青年，
直到今日，文学梦依然游荡在梦境中。所
以，我喜欢诗歌，读诗就如同观赏一幅美
丽的画。读骆浩的诗，仿佛又映现出了曾
经火热的文学时代，一个长发青年激情奔
放吟诗赋歌。骆浩有着不错的文学修
养，他能把传统的诗意柔润到现代诗的
境界里，他的诗具有清新淡雅的风格。

一首好诗表现在语言与心境的水乳
交融，一首好诗首先是从心底流出，属于
诗人孕育的情绪萌动。读骆浩的“小说
家”，恍惚从字里行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
世界。《在红尘里》他写人生面对寂寥的
空间，所呈现出的冷暖颜色，暗喻了困苦
与沧桑岁月。一首好诗如果缺失语言的
想象力，很难激发起读者的审美意识，所
谓的灵感，甚至诗人的创作情绪，会成为
徒有外壳的文字游戏，无法让读者产生
震撼和共鸣。

骆浩的诗语言表达朴素，他以凝练的
词句或平白直叙的手法，表达了情景与灵
魂间的碰撞，让诗的语境瞬间顿悟出一线
光芒。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文学笔法。
例如，他写《利剑》让诗的语言向遥远的地
方伸展，“如同天上的月亮，从圆满到残
缺，再从残缺到圆满，生活在时间的河流
里——”，诗人借景抒情，调动诗情激发诗
思，呈现出一道畅美的诗光，经过深思熟
虑转化为伸向遥远的希望。骆浩写诗的
语言是耕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也可以
说形成“心意动而语言成，心意指而语言
去”的诗歌意境。他让客观的景色投射到
内心的表达，应合了传统诗词最微妙的诗
意表现。他多数诗体现了生活的热情和
奔放，带给读者无限的想象与希望，无论
从形式和语言都以最朴素的情感动人。

骆浩又擅长写辞赋，他把情绪把控在
文字的结构上，让激情和浪漫形成一种风
格，在语言和诗意的交错中，很难梳理和
归类到任何流派中。事实上，当诗人感情

和思想需要抒发的时候，无论语言的形式
与结构会凝结一种情绪，创作过程中语言
逐渐会成为意识的工具。如果上升为艺
术和诗所表达的目的，需要思想来呈现出
某种想象中的意境符号。这也是诗人最
难把握的创作走向，往往会遮蔽掉那些虚
化的语言，把诗和诗意推进魔幻的境界。
骆浩的诗歌来自生活缤纷故事，从始至终
都流淌着一腔热血，很少延伸出灰暗的色
调。他的语言展现的是生命永恒的跳
动。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失去的尽管伤
痛，他会让生活的繁杂静静地留在过往，
牵手一片梦幻的风景飞向遥远的方向。

骆浩的职业是一名警察，所以，他的
诗歌会产生警魂雄壮的一面，这也许是作
为警察诗人独有的本领。他平日书法、绘
画、音乐样样精通，对诗词歌赋都比较专
业，在同龄人中属于很优秀的。就诗歌而
言，他的文字虽然朴素，但给人一种独特
魅力，他的语言没有被诗的外壳所奴役，
保持了诗人对生活敏锐的体验与观察。
诗歌的语言归根到底是思维的表象，唯有
被读者接受或感动，才能产生对诗意的审
美效果。骆浩的诗具备蓬勃向上的意识，
有一股温暖灵动的意蕴，你会感觉到诗歌
所带动的朝气。

因为有了生命的动力，诗的语言才
会显得举足轻重。读骆浩的诗，不需要
理念上的飞跃和升华，而是去静心捕捉
新颖的、别致的、阳光的精神状态即可，
有这样的诗情和意境，才会欣赏到宁静
中最美的诗章。 □乔维

名人与书暖
心
的
文
字

一窗明月半床书
看到一段读书的趣论：“看人读书否，观其吵架即可。那

个揭短打脸、说话尖酸刻薄的，肯定读书不多。读书教化心
性。书读得多了，必定宅心仁厚，心有善焉。即便与人争吵，
也不会让最解恨、最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不留余地。”

从吵架的表现看读书，挺有意思的，很生动真实。吵架
是处于情绪激动的时刻，理智容易失控，的确最能体现出一
个人的素质和修养。

钱红丽说：“读书的第一层功用是去除蒙昧，第二层是获
取知识，再到后面就是开阔视野、增加识见，然后慢慢建立自
己的思想体系。”

读书就像登山看景，首先让人摆脱了一己狭窄的天地，
一步步往上，人的视野会越来越开阔，胸怀也会越来越开
阔。读书是最好的修心养性，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和人生风貌。

迟子建说她枕边的一册册古诗词，就像一只只夜莺栖息
在书林中婉转地歌唱。它们清新、湿润，宛如上天撒向尘世
的一场宜人的夜露。

枕边读书，是很多喜欢读书人的习惯吧。奔波忙累的一
天，晚上回到家，没有家务等着，没有俗事琐事烦心，即使有，
也可以抛开去。晚饭后，洗漱完，躺到床上，打开台灯，轻松
随意，读喜欢的书。这是生活中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刻。

“每个人都有缺陷，有的，用一生回避；有的，轻轻一步
就跨过去了，从此身轻如燕。”闲倚床头，读书就是这轻轻
一步，人世的欲望、较劲、名利、委屈、不甘、得失……不过
是一场作茧自缚。

卧室是最贴心的书房，心爱的好书占据了床的半壁江山。
枕书而眠，拥书入梦。夜半醒来，窗外明月
皎洁明媚，人心清净如一泓秋水。 □卿闲

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风情画卷

佳作推荐

我与书

乾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不
仅仅因为在苍茫迤逦的梁山上长眠着两
位皇帝，更因为其在近代陕西革命史上曾
经是作为陕西西北门户，经历过烽火弥漫
的战争沐浴，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重镇。艺术地再现这方高天厚土曾经的风
云际会和浴火涅槃，是作家庄严的使命和
责任。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杜芳川的长篇
小说《战乾州》，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历史审
美和艺术自觉的作品。作品以辛亥革命为
背景，以地处乾州城内的几条名巷为典型
环境，以乾、周、尹、宋家族中几代人的情感
冲突、命运起伏为线索，热情地讴歌了秦人
从封闭到启蒙，从屈从于宿命到掌握命运，
从为推翻清王朝，站在旧民主革命前列，到
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我党领导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奋斗历程。以史诗品格再度彰
显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生命力和价值。

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
作品的史诗性时认为，“正式的史诗”必须
充分表现“一个民族已从混沌状态中醒
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
界，而且能感到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
世界里。”《战乾州》所反映的，正是中华
民族觉醒的历史转型。作品以光绪三十
年（1904 年），安澜以用钱购买两个小孩
作为龙王“祭品”，而发起的一场祈雨仪
式为开端，拉开了乾州人为掌握自己命
运而斗争的序幕。这种觉醒，在安澜、周
少峰这一代人身上表现为坚守还是摈弃
中华民族传统的冲突，他们在守望传统
的艰难步履中逐渐接受时代的熏陶走向
觉醒，对于乾州的第二代人物身上所携
带的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崭新意识从阻
挠、抗拒到逐渐无奈地接受，直至旗帜鲜
明的支持。从而演绎出两次守卫乾州城

军民同力，惊鬼泣神的壮烈诗篇。而其
在乾州的第二代人物怀义、书艺身上，则
表现为对变革满腔热情地拥抱，对外来
思想敞开胸怀地接纳，对时代责任义无
反顾地担当。而这正是 20 世纪 20 年代
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它深深地熏
陶和影响了乾州的第三代人物天赐、天
宝、天秀等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作者并没有把历史简单化。乾
州人在岁月流淌中，追逐时代潮流的脚步
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不但要经受与传统观
念决裂的痛苦，甚至付出人格和生命的代
价，更要经历时代风云的打磨。这是一场
灵魂的濯洗，精神的涅槃。大浪淘沙，清
浊分流。与乾家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天
赐，从上山为匪，到最终接受怀义启蒙，融
入革命洪流，而作为乾家嫡亲的天宝却为
能当上国民党乾县县长出卖了婶娘书艺，
落了个被天秀枪杀的悲剧结局。作者意
在从生命诗学的视角告诉读者，《战乾州》
不仅仅是与反动势力的搏杀，更是一场灵
魂的搏斗，文化的较量，精神的涅槃。所
有这些，都赋予作品中众多人物起伏跌
宕、浪卷浪涌的诗意。这正是作品史诗性
的魅力和力量。诚如俄裔美籍作家纳博
科夫所说：“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
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从一个长远
的直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
最终要看他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和科
学的直觉。”

能不能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不
仅检验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认知能力，更
考验作家驾驭生活的功力。《战乾州》的另
外一个特点，是回归文学本体去刻画人
物，正确处理人物性格主导性和丰富性的
关系。安澜是作者倾情打造的核心形象，

在作品中，他成为矛盾发生、转换以至消
解的枢纽。恪守“仁、义、礼、智、信”的传
统美德是他的性格主导性，然而，他也不
是扁平的，遇到新事物，他有着守旧的固
执，在道德和现实两难选择中，他也有着
富裕人家残酷和无情的一面，危急关头，
却能够正气凛然，知难而进。唯其如此，
他的一颦一笑才走进读者心里。不仅如
此，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无不呈现出性格立
体和多样。周少峰心胸狭窄、蝇头小利的
性格与他在女儿婚姻问题上的达观，矛盾
而又协调地集于一身。而怀义和书艺，在
其阳光、进步、热情、开放的性格主导性之
外，也有着年轻一代必然携带的倔强、任性
和烂漫。我尤其欣赏作家对于两个反面人
物王豹子和天赐的塑造。虽然在作品中，
他是为读者所不齿的人物，然而，从艺术审
美层面，却正体现出了作家塑造人物的艺
术实力。在王豹子放浪不羁的匪性行为后
面，掩藏着一种饱受磨难的淳朴善性，这是
他灵魂的根。因此，他才会将雨燕送到铁
佛寺中。同时，天赐是在知道自己“祭品”
身世之后，心理上产生了叛逆才“弃警成
匪”，但其内心深埋着接受乾家十多年的教
育，怀义、书艺的熏陶和感染所产生的“正
气正义”依然没有泯灭，所以，才会接受怀
义的引导，成为一名追求革命的青年。用
黑格尔的话来说从形式上看，似乎是矛盾
的，然而，从艺术的角度看，却是协调的。

这种性格的丰满性，是通过人物关系
有层次地揭示出来的。读《战乾州》，不难
发现，作家十分注重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
物，外化人物形象。在乾州上官巷这方并
不算大的舞台上，乾安澜和周少峰是两个
风云人物。作家通过“火祭”、周少峰讨要

“祭品”钱、安澜入狱、怀义和书艺婚姻情

感这些不同时空的情节，使得安澜和少峰
的性格在比较中层次有序地展现出来。
而作者在刻画乾怀义和书艺的性格时，则
浓墨重彩地铺叙了他们与父辈的冲突，与
外部世界文化的联系，与复杂环境的相仞
相靡。由此不难看出作家创作的充足准
备。在所有的作品中，“它的人物，必须在
他们彼此之间、与他们的社会存在之间，
与这存在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多方面的相
互依赖上被描述出来。”（卢卡奇语）

《战乾州》的结构和语言也表现出作
家求新求异的艺术追求，作品以在辛亥革
命前后的历史大背景下，铺设了两条故事
基线，一条是包括怀义、书艺在内的辛亥
革命仁人志士为载体的历史线，一条是以
安澜、少峰等乾州几代人为载体的生活
线，在这之下，还设定了几位年轻人的情
感生活、山中匪事作为副线。时而花开两
瓣，时而交织呼应，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结
构意识，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战
乾州》的语言打着浓郁的关中方言烙印。
字里行间传递着秦人耿直、爽快、刚烈的
性格特征，如在第十二章里“老狗提起陈
干屎，你现在提起当年的事情想干啥？”在
十三章中“不是我多嫌这个娃，关键我现
在还能生呢”。还有“挂面调醋，有盐（言）
在先”等，读来烟火味、乡土味弥漫心头，
耐咀嚼，耐品位，强化了作品的贴近性。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芳川的第
三部长篇作品。他正处在创作与阅历同步
成熟的时期，这是老一代和年青一代所不
具备的优势。期待芳川把握机遇，创作出
更多“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文艺作品，以
飨读者。 □杨焕亭

——读杜芳川长篇小说《战乾州》

作为改革开放尤其是恢复
高考的幸运儿，我从农村落户到
省会城市，成为国家干部，虽然
离开农村四十多年，但时常想起
甚至在梦中梦到青少年时期在
农村难忘的经历。

中秋节前夕，收到大学同学
刘林海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落
户》，再次把我带回到农村岁月，
回到了贫困饥饿的青春时期，或
如胡军辉同学读后感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一幕幕扣
人心弦的活剧，记录了那段不堪回首又可歌可泣的历史。

苗香包、苗伟兄妹的心酸经历告诉人们，个体的解放才
是根本的解放，没有个体的自由就没有民族的自由。但在个
体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所局囿，苗香包、苗伟兄妹为了落户槐
树村，历尽艰难曲折。是席卷大江南北的改革开放浪潮，尤
其是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或如作者后记所言：短短几
年工夫，中国农村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不再为温饱而发愁，腰包鼓起来的农民真正昂首挺
胸直起腰来。苗香包、魏念珠还一跃而起变为致富带头人或
创业“吃螃蟹的人”。

几乎一口气看完《落户》，久久不能平静，深感这不仅是
一部农民的苦难史诗，也是一部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
还是一部奋斗人生的命运交响曲。

苗香包的母亲只因曾嫁过地主，后来虽然嫁给贫农，但
仍被视为“地主婆”受尽批斗。苗香包、苗伟兄妹想方设法逃
到槐树村，为了落户，苗香包嫁给残疾人念牛，苗伟入赘支书
家与其傻女儿花妹成婚，即便如此，原户籍仍派民兵要押回
苗香包、苗伟兄妹，好在受到支书和善良的村民保护，躲过一
劫。但突如其来的花妹触电身亡，又使苗伟陷入牢狱之灾，
苗香包也差一点被株连。

改革开放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使农村、农业旧貌变新颜，
使农民真正昂首挺胸做人做事。分田到户，农民种田的积极
性今非昔比，同样的田地同样的农民，却获得空前的丰收，缺
吃少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由于粮食大丰收，储存粮食的已
有工具不能满足，魏念珠就在自家院子盖起粮仓以便储存粮
食。又帮着父老乡亲建起粮仓。苗香包不仅靠种植养殖成
为首家万元户，还成立香包专业合作社，做香包成为全村致
富带头人和非遗传承人。同时，魏念珠组建进城务工队要风
风火火闯进城市大干一番。

苗香包从逃难落户到成为全村致富带头人，不是一帆风
顺的，魏念珠的成长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苗香包为了改
变家里的贫困面貌，起初养鸡、养羊、养兔，由于经验不足，也
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她不屈不挠，坚信父母在天之灵保佑自
己。在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悄悄做香包卖钱补贴家用。改
革开放之初，她就和弟弟魏念珠解放思想，勇于尝试，率先种
经济作物，大规模养鸡，通过知青与省城工艺美术公司洽谈
合作香包，组建香包专业合作社，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农妇
成长成熟走向成功绝非易事。其经历经验，尤其是高尚品
德、坚强意志、合作精神、共赢理念令人敬佩，也是值得每一
个创业者学习借鉴的。

当然，能吸引人几乎一口气读完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巨
制，与其深刻的思想寓意、巧妙的故事结构和生动的语言息
息相关。全书开头的楔子通过赖花子预言大槐树上长出的
小榆树是精灵，象征谁家有外来户必定发达。书的结尾写
道：“那原本不太起眼的小榆树已然长成粗壮的枝干，与老槐
树浑然成为一体。”前后呼应，预言成真。

全书写了大约十几年的农村底层生活，如何吸引读者读
下去，就得有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从苗香包、苗伟兄妹是
否落户槐树村的两次结果不同的抓阄，到苗伟因突如其来的
花妹触电身亡事故被抓，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至于语言的生动有趣，也是出身农村的作者不忘初心的
体现。比如书中时有农谚的引用，“早上立了秋，下午凉飕
飕”“今年麦种泥窝窝，来年开吃白馍馍”等等，既是农民的语
言精华，也是农村底层生活的生动概括。

愿《落户》的鼓与呼，能进一步改变农民的命运，加快乡
村振兴的步伐，缩小城乡的差距。 □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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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工作岗位的四
年间，每天雷打不动的有
两件事情。一是清晨在
朋友圈发美好祝福，提醒
大家新一天开始，我要分
享《华山文学》的作品了；
二是在晚上睡觉前集中
回复文友信息。阎纲老
师的新作《我还活着》就
是从文友信息中看到的，
很期待能得到阎老师的
签名大作。

没犹豫就拿起手机
咨询，几个渠道同时联系
确保期待变成现实。六
月中旬，我因小疾住进医
院，每天还要编审《华山
文学》微信公众号，对手
机依仗的时间会比平时

多一些，更多从心底还是对老师的文集有
了一种翘首期盼，感谢咸阳文友和阎纲老
师的儿子阎力鼎力相助，让我在六月底顺
利收到阎纲老师题赠的新书《我还活着》。
看到书舌上阎老师刚劲有力的签名，第一
时间就发了朋友圈：感谢文字，感谢阎老
师。这让我激动了很久，也从字里能感受
到阎纲老师对文学新人的关心。

收到书后，我认真拜读，读完后第一时间
就给阎力老师发了信息：“阎老师好，感谢您
和阎纲老师，最近我读了老师的《我还活着》，
很感动，很多文字我是流着泪在读，很深情，
也烦请转告阎纲老师，等疫情稳定，一定登门
拜访老师，顺祝阎纲老师身体健康。”阎力老
师也回复：“一定转告我父亲，谢谢您。”

经常会看到或听到阎纲老师对陕西、对
咸阳，特别是家乡礼泉文学事业的重视，对
文学新人的关爱和提携，我因和咸阳有着特
殊的渊源，总喜欢与咸阳文友结识，久而久
之，也从心理上接受自己是其中一员。对阎
纲老师的了解只是听得多，从来没有去打
扰和拜访过，但是久闻老师大名，也对老师
七十多年的创作历程钦佩。老师对写作
的原则：没有独特的发现，不触动你的灵
魂，不要动笔；没有新的或深的感受，不要
动笔；细节是魔鬼，没有一两个类似阿Q画
圈圈、吴冠中磨毁印章那样典型的艺术细
节，不要动笔；力求精短、去辞废，不减胖、
不出手。这是自己九十年来生活创作的经
验，也是对年轻作家的忠告。

《我还活着》里面的每一篇都是老师在
生活工作里凝练出的精品，该书二十多万
字，由“逆旅”“知人”“论世”“回响”“附录”组
成。用心、用情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他用
自己特有的文字功底，串起九十年的心路，
以情动人，字句铿锵。

我喜欢写一些散文随笔，也体会到老师
常说的：“散文是人间至情，自然出之，连带
些痛切的暗示；散文延伸了我的爱慕，砌成
一座寄托哀思的新碑；散文要有情，要有温
度，以情动人。”我很快就读完了《我还活
着》，感觉像是在聆听一位老人教诲。老师
给我的题赠文字，能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学
底蕴与积淀，和对一位文学新人的指点，也
从字字句句中彰显着他带着温度的文字中
饱含对生命的豁达、对生活的爱恋、对文学
的挚爱、对亲人的一往情深和对未来深刻
思考的情愫。

让我祝福老师身体永远健康，有机会
拜访，当面受教，对我以后写作能有醍醐灌
顶之用。 □清泉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