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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原上白鹿两家
人，从清朝的长辫子到新中国
成立的一片红，在将近半个世
纪的家族兴衰、世事变迁中，让
我们窥见了中国式农村的历史
变革，以封闭见辽阔、以悲惨见
人性、以荒诞见真理。

白鹿两家，在几十年的历
史长河中，经历同样的动荡、
同等的风雨，展现出人性截然
相反的两个方面，以此来抽象
人性，具象命运。还有黑娃，
有白即有黑的世界里，黑娃与
白家纠缠了一辈子，就如同对
黑娃的刻画描写，作者用男性

荷尔蒙的优势展现了在那个
动荡年代，一部分人主动探究

“我是谁？”“我要做点什么？”
我们在黑娃身上看到了农村
走出的青年探索追求和挫折转
圜最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可以
是拜山土匪，也可以招安革命
投诚，但他熬过了最黑暗的前
夜，却死于拜把兄弟的黑刀，他
想当教书先生的愿望再也无法
实现。

相较于非黑即白，鹿家似
乎离我们更近。为什么？因为
白嘉轩的光环太正直，所以鹿
子霖看上去就更趋向平凡。白

嘉轩一身正气，鹿子霖满脑子
弯弯绕绕。黑娃待田小娥是真
心的，那一段时间，他心甘情愿
与她相依相伴，但鹿子霖对田
小娥却只有利用，在男尊女卑
的封建社会，我们都唏嘘田小
娥的命运。更何况，那个捧着
碗认谁都当爹的白孝文倒将真
情实意满心满怀给了田小娥。
看过白孝文与田小娥，才能知
道，这世界上莫大的绝望都是
无声的。

动荡、裂变、挣扎、向前，作
者用一个真正的中国式农村文
化的衰落向我们展示那个无法

既定的年代，以及儒学、封建、
革命、苏醒等一系列被“产物”
撞击的火花。在那片深埋了田
小娥和仙草灵魂的白鹿原，掩
埋了罪恶与宽宥的白鹿原，永
远都有一只白鹿精灵守护着。
在人类经历诸多考验后，白鹿
精灵会抚慰所有善良的灵魂，
也许这就是作者想要带我们看
过千帆苦痛后的顿悟。 □潘瑾

那片白鹿精灵守护的白鹿原

收到省作家协会
会员证的时候，是一个
雨后初晴的日子，我小
心翼翼地拆开包装袋，
轻轻触摸着会员证深褐色的封面，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证
书，但它代表着一种肯定、一份荣誉，也是对
我坚持写作的一份鼓励。手捧证书，我的心
情一如天空上的云朵，飘飘悠悠，飘进遥远
的记忆……

从小就喜欢静静地读书，对于文字有
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除了课本外，爸爸的
藏书以及他偶尔奖励给我们的小人书，都
是儿时的精神食粮。爷爷做过私塾先生，
爸爸是教师，说起来我也算出身于书香门
第。只是家里一穷二白，并没有什么名贵
藏书。最开心的莫过于同小伙伴们交换着
看小人书。捧书在手，每每忘了母亲分配
的家务，还因此屡遭呵斥，仍无悔改之意。
到了小学高年级，便把爸爸订阅的《少年月
刊》《故事会》拿来读。到最后，连《今古传
奇》《隋唐演义》这些藏书也不放过。

曾想，如果长大了能当一名书店老板
或者图书管理员该有多好。幸好，我的努
力没有白费。1990 年，我考上了安康师范
学校，邂逅了安康师范学校的图书馆，我梦
寐以求的阅读愿望在此得到了满足。

20世纪 90年代初期的安康师范学校在
当时的安康来说，是一流的中等专业学
校。其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中外经典名
著可谓应有尽有，阅览室里还有时尚杂志、
报纸和青春读物。每到周末，离家近的同

学都回家了，我便泡在图书馆里以书为伴，
大快朵颐。这期间我读到了《简·爱》《复
活》《安娜·卡列尼娜》《雾都孤儿》等外国名
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中国古典名著，还拜读了冰心、鲁迅、
巴金、郁达夫等伟大作家的一些作品，也读
了舒婷、徐志摩、汪国真等人的诗作。

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简·爱》这部
作品，它不仅开启了我对外国文学的认识，
而且女主人公那独立、自尊的灵魂，对爱情
的观点，以及面对困难时坚强不屈的精神
一直鼓舞着我。而汪国真的诗，犹如一片
片馨香花瓣，飘进我平静的心湖，让我为之
感动，为之惊喜，为之泪流满面，让我的青
春变得丰盈而饱满。

三年师范，在图书馆里读了不计其数
的书，也让我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其中，
文选课要求写的日记，成了我练笔的主阵
地。学校办有一份《沃土》报，我每期必
读，看着自己积累的一大本日记，我开始
跃跃欲试，放飞自己的梦想。在一个阳光
明媚的日子，我把自认为比较理想的几篇
日记，誊写在稿纸上，小心翼翼地塞进了
学校的投稿箱。没过多久，新一期的报纸
发下来了，令我激动万分的是我的作品竟
然被刊登在上面。当然，我那时用的是一
个极富浪漫色彩的笔名——慕雪，连同班
同学都没人知道。但就是这篇发表的作品

给了我极大的自信。
从此，我便拥有了一个
文学梦，有空就在日记
本上写写画画。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随着我读书写作程度的提
升，校刊上便陆续有我的作品发表出来。

正是由于在安康师范学校养成的读书
习惯，尽管毕业分配到的农村学校没有图
书馆，甚至连个小小的图书室都没有，但我
仍然坚持自己买书来读。小小的宿办两用
房间，摆满了订阅和购买的书籍，不仅给自
己，也为爱书的农村孩子提供了一个课外
读书的场所。

后来，随着教育的发展，各学校都有了
大大小小的图书室。我所任教的母校初中
也有了一个五六十平方米的图书室和一间
相同大小的阅览室，虽然书籍不是太多，但
也足够我和爱读书的孩子们畅游其中了。
为了给孩子们种下一个文学梦，在学校的支
持下，我创立了文学社，同期创办校报《晨曦
文学》，孩子们有了自己练笔的场所和展示
的平台，阅读写作能力也不断提高。手捧校
报，成了校园里的一道文化风景。

茫茫人海，书籍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
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不断给予我精神滋
养，提醒着我，在俗世之外要有一份精神
追求，也让我厚积而薄发，不断拓宽写作
之路。作品的大量发表，让我荣幸地成为
省作协的一分子，这让我有了更大的动力，
同时也有了一份责任感，带着这份压力，我
将在写作之路上不断开拓前行，争取走得
更远…… □周益慧

书籍点燃我的文学梦

吕忠梅 著

《话里画外民法典》

本书以“话”与“画”相结合
的形式，用现实生活案例解析民
法典条文，用社会生活常理讲述
民法典故事。

关仁山 著

《白洋淀上》

作品从一个名叫王家寨的水乡
入手，写这里几代村民渔民的劳动、
生活和情感，展现这片土地脱贫致
富、焕发生机的历程，切入山乡巨变
这一宏大主题。

书 讯

我与书

冉学东老师笔耕不辍，钟情于关中平原
渭河北岸风物人情的书写，继《关山刀客》
《谷风》之后，又推出长篇新作《白驹》，在陕
西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多家媒体都作了推
介和宣传。

我读《白驹》，感觉人物的出场很有风
格，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很像，新
的章节总伴随着新面孔的出场，人物之间
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似乎意在表

达，在浩瀚的人海里，每个生命之间，由此
及彼，互为影响，谁也不是一个孤岛。比
如向阳镇的乡村学子赵淮安，一个失去父
亲的孤儿，由寡母一手养大，培养成才，最
后成长为新时代的一位新型农民。他的
成长不仅受恩于自己的亲娘，更和热心乡
党老吉的帮忙，以及老吉的社会关系网是
分不开的。

《白驹》里人物众多，对女性的书写有
颇多笔墨。印象最深的是青春丧偶的刘秀
英。在作者笔下，她是女性的楷模，模样
好，忠诚、专一，过日子心劲大。为了守好
丈夫留下的这一根独苗，不惜力气干最脏
最累的活儿，不惜颜面求所有能求到的
人。刘秀英是作者笔下的圣母，虽然没有
溢美之词，但从她的作为上，能看到关中平
原对一个女性的期待。还有一个是高翠
萍，赵淮安的媳妇，也是作者钟情的角色，
她聪明漂亮、爱丈夫，守心如一，无论丈夫
事业落魄还是成功，她都宠辱不惊，是一个
让所有男性寤寐思服的女子。

《白驹》里的雄性荷尔蒙很旺盛，在乡村
世界里，有手段、有办法的能人很多，乡下的
老吉、老董，县上的李育生、范长安……他们
一个接着一个，像《儒林外史》里众多的儒生
一样，在以生存为前提的乡镇县舞台上，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前半部分主要看老
吉，后半部分关注的是赵淮安。老吉的出
场和后来的表现，超乎了我的想象。他在帮
扶刘秀英的岁月里，很可能出现儿女私情，

辜负刘秀英丈夫赵忠民生前对他的救命之
恩，成了乘人之危的小人。不料，随着故事
的发展，那种可能的情感在人物的成长中
消失了，真正成了邻里之间最淳朴的乡
情。《白驹》其实也可以很容易地把八支渠
管理员老吉，塑造成一个乐善好施、克己救
人的道德楷模，甚至圣父形象，就像《悲惨
世界》里那位救赎了冉·阿让灵魂的米里哀
主教。但是没有，作者还是从乡村生活的
根本出发，赋予老吉真实朴素的三观，他的
成长成熟，令岁月可喜。从这个人物塑造
上，也看出了作家思想上和创作理念上的
日益成熟。

如果《白驹》里的乡村世界是一棵枝叶
繁茂的大树，那么赵淮安就是这棵大树上
的一根新枝。这根新枝，历经了“苦其心
志，空乏其身”的多番历练，最终成长为富
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新一代农民，反哺乡里，
造福村人。作者在他的身上再现了“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的朴素人生观，也将一缕新
鲜的空气、一束清新的阳光照进了向阳镇
的老村巷。

《白驹》的语言糅杂了两种语言特色，
其一是渭北方言，其二是秦腔戏剧。这两
种语言方式交错出现在小说文本里，浓烈的
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同时，又让读者隐隐意
识到生活的荒蛮和粗鄙，掩盖不了底层社
会对生活的希望和追求。其中不乏对母慈
子孝、忠诚厚朴这类高贵情感的坚守和膜
拜。这种感情是美好的。

读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
时，感觉她的字里行间飞沙走石，刺得眼睛
发疼。她写的是怀俄明州的蛮荒严酷、孤
寂奋争。而《白驹》又何尝不充斥着一种奋
争？在八百里尘土飞扬的秦川道上，一群
人唱着秦腔耕种、劳作，努力活着，既有横
亘的苍凉厚重、悲凉无奈，又穿插着偶尔的
喜悦和希望。这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也是
生命的底色。

冉学东的写作，有一种作家的自觉与担
当。那些在世界文学史和国际文坛上有影
响的作家——马尔克斯构筑了他的文学故
乡马孔多小镇，莫言有他的《丰乳肥臀》的高
密东北乡，阎连科有他的《日光流年》的耙耧
山脉……他也自觉地以自己的家乡——西
安市阎良区关山镇——为圆心，向渭河平原
辐射，初步构筑起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一个文学世界的形成，对一位作家来
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里程碑。对阎良
这个地域来说，不再只是一个飞机城符号，
也从文学的角度，向外界打开了另一扇色
彩更加缤纷的窗户。很多文艺界的名家、
大家都是通过文学这个平台，知道了阎良、
了解了阎良，对阎良有了不同于其他区县
的、独特的认知和欣赏。

作家的精神是流浪的，其精神家园往往
不在他的出生之地，冉学东恰好不同。他
一直在自己的家乡，不断地为家乡输出着
自己的文化正能量，和故乡互为依存，彼此
拥有，幸事也！ □李红梅

文 学 家 园 即 故 乡
——《白驹》印象及其他

由长安西北望，仰之弥高着一片高山高
水高大陆。其上有高人，临高风而独立，风
里又丝毫不闻高声语，刮目相看去，人正为
讷言敏行、深情似海的杨廷成先生，风便属
于这一场春阳载途、真爱如帜的河湟风了。

这是我的梦境吗？却显然是活生生的
现实。细细想想，我们文学兄弟间，又长久
未见面了。幸好，春天里乡风阵阵，吹送来
他的《慈悲大地》《乡土风语》《风吹河湟》
《雀啼民间》等近八本诗文著作，一页页摊
开在我的书桌上，照拂着我的思念。就像
他默坐于我的对面，在海晏河清的国风里，
在尊道贵德的时风中，说几句互助衷肠，道
一声乡邦平安。

廷成兄黑发曲卷，相貌堂堂，一米八的
个头，是典型的西北男子，却并非风流才子
之类。他为人有侠义古风，诚挚恳切，顺和
自在，从无做作言行，还总是惴惴不安地怕
有辜负和亏欠于友人。如此一来，天下斯

文人到了西宁，就都爱去他处一游。共处
一窗灯火，共话一盏美酒，同感受属于他那
独一份“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
风”的雅致情怀。

在那些年的文酒之会里，我觉得他是能
写好散文的，就建议他以后可以在写诗的
同时多尝试这种文体。他不强迫自己，也
不着意装扮，来来去去，平常旷达，葆有着
诗人心性。但他渐渐也就写开了。他的散
文就是他的人，真是少而好。他心素，没有
架子，文便也不浓妆艳抹、花拳绣腿。他把
农家生活、故里风情、永恒乡愁一鼓劲儿写
出来，每一篇都是真正的创作。他心热，那
些从生活中细致采撷来的诗意矿石，经过

他的文思熏染，又经过他的不俗阅历、个性
认知和柔美情感的冶炼，化成了铁骨铮铮
的钢水。当这荡气回肠的热流寻找到一个
个合适的时机，完全是自行喷发而出，充满
着热能和热量，温暖着读者，感润着读者。
凡有幸读过他文字的人都不知不觉地为其
中的真情实感所动，惊喜赞佩着他的本质、
本分、本色，真挚服膺着他的朴实、朴善、
朴率……

多少年来，文坛上时常兴起了这风那
风，呼呼刮过，人也是五颜六色，走马灯似
的在轮流转换。但杨廷成却还是杨廷成，
亦然是三十年不改秉性的河湟男儿，笔端
从不见风花雪月的小儿女忸怩作态，亦从

未有生冷、凛冽和暴戾，他纯真朴朗的文风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世风的影响。他的笔墨
一直深情地眷恋着故乡三月里田野上的雨
滴、五月里树枝上的花朵、八月里秋风中的
庄稼、十月故园窗下缝寒衣的老妈妈……他
的散文和诗歌，自初始至现在，几乎全部在
书写歌颂着他的母土和家园，即便去了异地
他国，一着眼、一落笔，依然还是“村桥原树
似吾乡”。一个人出生在哪里，灵魂即永驻
其中。制作一个陶罐，从哪里起手，也得从
哪里收口；多些“留一份心田交与子种孙耕”
的不开发地带，更是体现着时代进步的大
智慧。杨廷成经年守心一处，终于守得云
开月明，惠风和畅。如此，其人其文，也就
必然成全了一种让人喜悦的风范。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祝福着杨廷成先
生带有浓厚河湟风情系列著作的出版，也
在边拜读边期待着能尽快和廷成兄一道，
樽酒相与细论文，兄弟骑马归故乡！□范超

读 杨 廷 成 散 文

3月19日，陕西作家廉涛
散文集《心中那片海》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
散文学会主办。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出
席研讨会。中国作协主席团
委员、《文艺报》总编梁鸿鹰，
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
东，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周明、石英、吴泰昌、王宗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
烨，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
长白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原常务副会长李炳银，《文艺
报》原总编范咏戈，中国作协
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中国
作家网总编陈涛，《人民日
报》海外版总编、中国散文学
会副会长李舫，中国散文学
会常务副会长红孩，中国散
文学会副会长韩小蕙、周振
华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会。研讨会由中国散文学会
会长叶梅主持。

阎晶明认为，《心中那片
海》给人一种文如其人，非常
可信的感受，作者情感的纯
粹看了以后让人特别感动，特
别是从情感出发所表达的各
个方面都非常充沛，可谓活色
生香。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
散文的写法，甚至文学的作
用、文学对一个写作者的意义
都是具有启示价值的。

高洪波认为，廉涛对文学
保有一种真诚和美好愿望，
他非常坦诚地讲述了文章背
后的很多故事。他写到了我
们熟悉的人物，那么写得是
不是真实，是不是传神，就体现出他的文字功力了，我
觉得这是他特别难得的一面。

梁鸿鹰认为，《心中那片海》向我们展现了三片
海：一是情海，作者对故乡和亲情的这片海表达得非
常深情；二是见证历史之海，作者写出了他作为民航
发展见证人的自豪感；三是对人生的热爱之海，作者
对生活的热爱是非常广渺而深邃的。

李晓东认为，《心中那片海》是对廉涛多年心路历
程的集中展示。他的作品兼顾现实性和纪实性，让人
感受很亲切。文学让我们相识，文学让我们重逢。廉
涛作品语言平实、真挚，通过简单的叙述展现了人间大
爱和真情。

石英认为，《心中那片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
真，写得很真实，读了让我泪目。其二是实，作者的反
映和感受是朴实的，沉实的，既不粉饰也不夸张。其三
是简练，廉涛的作品有一套相当不错的叙事文笔，这是
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功夫。

吴泰昌认为，作家的创作都是有时代性的，作家本
身就是一个爬山者，大家都想攀上顶峰，廉涛有自己很
大的优点，一是很刻苦，很认真，二是善于积累素材。

王宗仁认为，廉涛的作品涉及对父亲、母亲、儿女
的情感。他的真情、深情不仅渗透在生活、工作中，还
渗透在对父爱、母爱的描述中，父母之爱是人永远难以
逾越的情感高峰。

白烨表示，廉涛写出了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进步
以及时代和社会变化给他带来的机遇，这是他在感
恩时代。从作品中能看出来他的成长变化，以及这
背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包括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可以
说《心中那片海》是一个从个人走向整体，以小见大的
一部作品。

白描说，《心中那片海》写出了一个人的一生是怎
样走过来的，不论是写生离死别，还是写儿女情长，都
有滋有味。不论廉涛写的是什么，从文中总能发现他
最后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坐标参照系，有一个大的文化
背景作支撑，可以说廉涛的写作有根有执手，渗透了陕
西人的文化理想和价值支撑——仁义忠勇刚正礼敬，
由此可见他文化的根脉很强大很厚重。

李炳银认为，廉涛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人、老百姓向
前迈进的历史，有很好的人生背景和社会背景，他的作
品看起来淡、看起来很生活化、看起来也许有点平常，
但这平常里边有不平常的东西。

韩小蕙认为，从书里能看出来作者吃苦耐劳，活得
规规矩矩、认认真真，一板一眼，用文学的话说他每走
一步都是走正路，不允许自己越雷池一步。从为文上
来说，他写得规规矩矩，每个字都带着下笔千钧的认
真，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作品，他的那些文字
是朴素的、真诚的。

主持人叶梅在总结时表示，廉涛作品中的那种纯
粹和坦荡，不仅是对他个人，可能对于我们大量的散文
写作者都是有启示的。廉涛作品与我们的人生轨迹纵
横交错，不断交叉，文学让我们记得那些美好时刻。廉
涛的作品是一个人的当代史、一个人的心灵史，他是在
用生命写作。

与会领导、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该文集时间跨度
大，有对亲人挚爱的追忆，对友人恩德的萦怀，对世事
沧桑的顿悟，对奋斗精神的讴歌，对异域文化的沉思，
也有对望子成龙的殷情，构思精巧而独特，内容丰富
而厚重，文笔朴实而细腻，感情饱满而真切，亲情乡
情友情世情跃然纸上，故事性、可读性、趣味性强，
体现出作者 30多年来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真
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把普通人为改变命运
的不屈奋斗精神表现出来，把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
不懈追求表现出来，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
西表现出来，记录下这个变革的大时代普通人的真
情、温情、深情的创作情怀。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向研讨会发来贺信。他在
贺信中说：“廉涛是来自民航系统的年轻作家，几十
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反映普通人的真
情、温情、深情的散文，《心中那片海》就是他 30年来
辛勤写作的成果……希望廉涛能创作出更多动人心
弦的作品。”

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为该书题写书名。周明
为该书作序，他写道：“廉涛的文章有情，有义，有心，
有故事，能够打动读者，给人启迪，传递正能量，让人
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的真情、作者笔下人物的真情、作
者想传递给读者的真情。这三个‘真情’构建了廉涛散
文作品的情感基调。” □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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