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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是最长情的告白
——品读翟红芳《两地书》

——肖照越诗集《顺着山梁走》浅析

弘扬经典有斯人
——《苏兆强诗译〈唐诗三百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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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战散文的真书人书事

诗意人生的吟唱或咏叹
春天是生长诗歌的季节。
仿佛在一夜之间，季风用无形的手把陕南的

晚春涂满了葱茏、明媚和律动的生命，让人们对这
方山水心怀感恩。进入五月，气温渐升，鸟语花
香，遍地盛装。而比天气更让人暖心的是诗友肖
照越的首部诗集《顺着山梁走》出版了。

最早了解照越，是他出神入化的散文。其作
品锦秀、达练、耐品，颇具书卷气。他前些年斩获
第五届全国金融文学奖的散文《八达岭读秋》，意
境优美，暗喻新颖，关照古今，文藏深意，是一篇诗
化的散文。可是，让我惊讶的是照越的诗歌同样
写得风生水起，让人刮目相看。

《顺着山梁走》共分为大地行吟、故土苍茫、
凡尘碎语、心湖微澜四部分，精选了他各个时期
特别是近十年创作的诗歌 213首，可以看出诗人
的用心和主张。纵观全篇，他诗中高蹈的灵魂、
诗意的人生交相辉映，充满了丰润人生的巧思、
吟唱和咏叹。

让我们打开这本书，一起走进照越的精神世界。
对大地的行吟与抒怀。照越的行吟诗歌，纵

横捭阖，气场诰大。他驾着想象的马车一路奔跑，
给词语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有着凌空的诗意。“白
鹿原本是一手好牌/却常常被三十公里开外的白
鹿仓截和//据说在《白鹿原》有户籍的望族/如今
都改了胃口/只有原上的酸枣树和芭茅草/还以土
为食/闭口不谈身世”（《白鹿原》），与常规诗作中
简单地描摹的性情地坦露不同，诗中充满了隐忍
和创造，意象疏密有致，诗句充满活力而有生气。
读完一首诗后，让人再次进入诗歌的意境继续联
想，产生二次创作的思想碰撞。

照越一边行走，一边思考，把高蹈的思想融入
祖国的大好河山，情景交融，相得益彰。“湖畔，蓝
色的雾正摇动/一支格桑花的长裙子/晨风唤醒太
阳/湖水满面红晕/几只早起的水鸟/擦洗湖面”
（《泸沽湖》）意境优美，比喻妥帖。这样美妙的诗
句在他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仿佛信手拈来，有若神
助。“瓷器的碎裂声/不绝于耳/江姐一转身/历史
就走远了/留下深深浅浅的伤痛/在十字路口/曲
曲折折地徘徊”（《瓷器口》）。这些追古抚今，与时
空对话的诗句，如四月霏霏细雨，撩拨着读者的情
绪，让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对故土的讴歌与赞美。作为土生土长的秦巴

汉子，照越笔下那些对故土描写精致、动人，无不
吸引着读者深思、遐想。首先，故土亲情是诗人笔
下最朴素的记忆，是诗人的胎记。照越诗中对故
园亲情的描写温暖、形象而忧伤。“目光放回原处/
那河依然年轻/而这个春天的芳华/不再属于我”
（《那条河》），“您一生挺拔/一辈子唯一的弯腰/是
在奶奶灵前”（《在父亲墓前》），“故乡是一碗酸辣
面/自从喝了汉沔之水/便有了秦地凉皮的性格//
往往在夜间/柔软如蛇/一梦醒来/便把岁月摔打
成鞭子/又长又筋道/抽在身上/很疼”（《故乡的性
格》），这些新颖、精当的比喻将故乡的风景、人物
生动联系在一起并绘入一幅风俗画中，让读者读
来，有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其次，故园景色是照越诗歌中最常见的物象，
是其诗歌创作的不竭源泉。在《顺着山梁走》中这
样的抒写随处可见。“自从走进我的心里/血液就有
了奔腾的冲动//草篷间/有河水远行的足音/云端
处/太阳把饯行的盘缠和盘托出”（《厚子河》）。故
乡山水是寂寞、忧伤的存在，那么辽阔，那么神奇，
是游子永远的牵挂。诗中这份淳厚的乡土情怀，是
《顺着山梁走》的诗眼，也是诗中最动人的部分。

对苍生的悲悯与关爱。其诗中对世俗人生的
所见、所感、所悟深入人心。尤其是对平凡生命的
同情关爱与悲悯，触及人心，引人深思。诗中对漂
泊他乡之人的关爱惹人动容。《夜路》中那个孤独
的异乡人，“早年出走的钉子/已安身于苍穹/一根
火柴走上夜空/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像伤口/又
像省略号”，《表弟姚大发》中那个表弟，“表弟在外
混了二十年/却始终没能挣到比他的名字/更响亮
的东西”，诗中对漂泊者感同身受的叙述，悲悯之
心，令人叹息。

诗中对平凡生命的同情让人动情。照越凡所
见者皆可入诗，无论是“老曹紧紧盯住车门上方/
不断变换的站名/以防那些惶恐的文字走失”（《
地铁上的农民工》）还是“从一棵乌桕树/若隐若现
的不安中/我听出了密林深处的破碎”（《一棵进城
的树》），诗人对这些散落在世俗中卑微的生命，给
予了极大关注与歌颂。因此可见，照越对那些平
凡朴实的生命有着深沉的感悟能力，使他作品中
所蕴含的人间之爱虽琐细却温暖而深厚。在《顺
着山梁走》中，处处充满了对平凡生命的关怀、共
情与赞美，这些无不显示着诗人广博的胸怀和无

尽善念。所以照越的诗歌温情而朴素、厚重而平
凡，这也是他诗歌最真实的标签。

对灵魂的反诘与赎救。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
浸淫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色，也是其品格精神的
外在表现，必将在诗人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
曾发誓，在这个夜晚/不能拖累月亮/和我一起虚
度时光/那些瘦骨嶙峋的文字/于月白之夜/先后
冻死在雪地里”（《一些文字冻死在雪地里》）。照
越诗歌的厚重性还体现在既有对地域文化和历史
的观照，也有对灵魂的反诘与赎救。

读诗集《顺着山梁走》，一方面可以在照越咨
肆汪洋或低吟浅唱的诗意中触摸、感悟他的心路
历程与行走的痕迹。在《眺望南山》中，他写道：

“滈河绕过一个王朝的内伤/窦太后送进传说//柳
青墓前/我献上几个初秋的桔子/让先生知道/人
间，依然有酸甜”，从历史的长河中管窥人物的枯
荣与江山的代谢。从《世子之梅》中，探知一个帝
国与一个人物的宿命，“明世子朱敬珍早已凋谢/
他的封号，还开着/像一支纸花/插在岁月的香案
上”读罢令人叫绝。另一方面，从个人灵魂的反嚼
与追问中寻找自赎的喻体，在《沉默》中，我们可以
窥见一位诗人的灵魂之光、精神之旅，“一只蚂蚁/
怀揣青山与河流/顺着藤蔓/爬到一朵喇叭花上/
那是它一生的/灿烂之地”。诗中道尽了诗人密结
的心路历程。

诗无达诂。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仅仅有美，对诗来说

是不够的。诗应该打动人心，把听从的灵魂引导
到诗的意境中去。”照越是个精细的人，他平时读
书，皆有批注和心得。他对缪斯女神的虔诚无以
复加，对诗歌语言文字的苛求，常人更是难以企
及。当然，这样对文本的精雕细琢也许要承担一
定的风险，即对璞玉的伤害，使其失去原汁原味的
成色。而过度研磨的食材则会让其失去原有的粗
粝，使读者丧失咀嚼的快感。英国诗人齐慈说：

“诗的写成应像树叶发芽那样自然。”照越在诗歌
中善用短句，但使用过多也会使诗歌语言生硬而
失去应有的弹性和张力，影响抒情的饱和度，使诗
歌陷入同质的旋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诗歌创
作中自觉和警惕。

写下这些浅薄的文字，以表达我对照越厚重人
品由衷的敬意！ □姜华

大唐三百年，是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

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也创造出灿烂
的文化，诗歌便是其杰出代表。诗歌五万
首，作家两千三，写出了真正诗歌的大唐。
唐诗美矣。为易于传播，于是有识者萃取
其精华，多种选本便应运而生。其中影响
最大者，当数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所选作品，雅俗共赏，脍
炙人口，大具盛唐气象，大有艺术特色，故而
风靡。敢说“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正是蘅塘的高
度自信。自信经实践检验，果然独占鳌头，
成了经典选本。该书自乾隆二十九年
（1764）问世后，即广为流传，再经道光年间
陈婉俊女史补注，珠联璧合，该书更是风行
海内，几至家置一编。为襄盛事，多有为该
书新注者。天行健，其生也晚的苏兆强先
生，在该书问世二百六十年之际，便有《苏
兆强诗译〈唐诗三百首〉》昂然而出。

兆强先生系著名诗人，学识渊博。出
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对经典的弘扬，故
对《唐诗三百首》诗以译之。原诗、译诗、
注释、赏析，和而谐之，自然不同凡响。故
使读者获得了“完璧”之美。

先生基于对《唐诗三百首》的深刻理
解，故译诗依诗意而选择韵部（并不限于
原诗之韵），译成现代体新诗，这本身就是
再创作。观其译诗，内涵精准，音韵谐婉，
形象鲜明，意蕴悠远。其为诗也，不是搜
索枯肠的勉为其难，而是胜任愉快的恰如
其分；不是生拉硬拽的滞涩，而是运用自
如的活泛；不是呆若木鸡的呆板，而是丽
质出于天然。于是春风得意，译诗成矣，
凡三百一十篇。

则见了：于义，明晰；于文，晓畅；于音
节，朗朗上口；于音韵，恰到好处。春雨润
物，榴花烘天，实现了《唐诗三百首》译注本
中的现代新诗版。

其译诗，有的依原诗之韵，而大部分
则用它韵，几至囊括了大多数韵部。兆强

先生深于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故见了妙
造自然。诗句精美，诗味隽永，开读罢，自
然口角噙香。读《梦游天姥吟留别》，见仙
风拂拂也；读《石鼓歌》，见大气开阖也；读
《蜀道难》，见心惊魄动之险峻也；读《观公
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似见当年公孙舞剑
之英姿也。诗从肺腑而出，出则入人肺腑，
使读者真正感受到的就是“解得切”。

译诗如此，赏析文字亦然，对于原诗，它
既扩大了内涵和外延，又有烘云托月之效。
赏析赏析，赏而析之，是作者独具慧眼之赏，
且兼“全豹”之析，厚积薄发，引人而入佳境。

其赏也：得志趣，慕大雅，欣格调，钦
文华。赏其开创之境界，赏其升华之意
趣。春色盎然，生意果在其中；万紫千红，
笔下自然生香。

其析也：阐其妙，解其玄，觅其要，探其
源。重点突出，兼及全篇。人物事件，言简
意赅，来龙去脉，读之豁然。解疑释惑，奥
妙原来如此，深情大义，细想理所当然。

赏析赏析，或引名句典故，以增强感染

力；或借它山之石，以增加说服力；或独辟
蹊径，新人耳目；或匠心独运，启迪人智。
试取王建《新嫁娘》观之，知其更拓新义也；
试取秦韬玉《贫女》观之，知其内涵深刻也；
试取杜甫《兵车行》观之，知其引经拓典
见拓展也；试取白居易《长恨歌》观之，知
其见解精当也。窥一斑而见“全豹”，更见
其用心耿耿也。先生于此用力甚勤，读者
自是豁然开朗。赏析读罢，非但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仁者之心卓然可风。

这就是《苏兆强诗译〈唐诗三百首〉》：原
诗美不胜收，译诗别开生面，注释准确精
审，赏析得体怡然。四者合一，构成了该书
的全部。和谐的音韵，精练的语言，深邃
的意趣，审美的法眼，这就是兆强先生的
老树着花。六十年来，先生笔耕不辍，出
版诗集 19部。而这部诗译，以诗歌弘扬
经典，兼及学术，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欲欣赏兆强先生文采的，请读是书；
欲欣赏兆强先生学术思想的，请读

是书。 □杨乾坤

铁人王进喜是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家喻户晓
的英雄。近年来，有关铁
人的书籍并不少见，今日
读张伟同志的《诗画铁
人》，被其真挚的情感、朴
实的文风、翔实的资料及
扎实的诗词功底所触动，
感慨颇多。

情真。情由心生，学
为好人。本书通过大量翔
实的资料多维度、多视角、
全方位描述了王进喜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他
的爱国、拼搏、奋斗、求实、
奉献历历在目。“人拉肩扛
运钻机”“破冰取水保开
钻”“惊天一跃压井喷”的
经典重现，荡气回肠、激情
澎湃；“跪别慈母”“还我启
刚”“三根白发”的铁汉柔
情，令人热泪长流、唏嘘不

已；“积肥开荒”“建干打垒”“盖公交站”“兴办小学”
的为民情怀，更使人见贤思齐、反躬自省。此等真人
真事配以真实图片，以饱含真情的诗词展现，让人耳
目一新，不忍释卷。列夫·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
籍是智慧的钥匙。”作者的情真意切，主人公的无私
奉献，构建了本书的情感之源，唯其追求真情实感
方能引人入胜。本书“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表述
恳切、层次清晰，以王进喜的爱国奉献之精诚化育
读者学为好人，以期资政育人。开篇第一首诗《忆
铁人》，生动阐释了王进喜拼搏奋斗的革命历程，一
辈子甘当老黄牛的无私奉献品格，他为中国石油工
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事实。本书所讲王进喜的事件经过多方考证，
力求真实可信。读后让人感受到王进喜的“苦干实
干”“忘我拼搏”“科学求实”，毫无宣教味道，唯余感
同身受之意。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示王进喜忠
诚于党、产业报国的赤子情怀，体现他实事求是、求
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彰显他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革
命豪情。本书描述了王进喜不少鲜为人知的事件，
如受到周恩来总理 30余次接见、北戴河疗养、阿尔
巴尼亚出国访问，与“红色公主”孙维世、作家刘白
羽、水彩画家邵宇、翻译孙忆新的深厚友谊等等。由
此可见，作者是下了大力气、花了大工夫来挖掘有关
王进喜的历史资料，而且每件事都有出处，翔实的史
料有力增强了事件的可信度。更难得的是，作者用
诗词予以比兴升华。

诗新。诗以言志，作者创作了大量格调清新的
格律诗表达对王进喜追忆之心、敬仰之情、歌颂之
意、传承之志。无论五律或七律，均以意境来抒发感
情，格律严格，平仄合宜，对仗工整。作者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以王进喜纪实为依据，满怀激情，怀古追
今。书中诗句立意高远，格调清新，颇具新意。

词美。诗难写，词更难，难在格律。写词要用
“词牌”，其中每句字数、押韵、平仄都有严格限制。
文以载道，本书的词中传达着一股浩然正气，不断
激荡着新时代青年人的志气、底气和骨气。作者有
关词的个人积累较为丰富，有着深厚的古汉语功
底，对仄平韵的理解深入，熟知词的格律。难能可
贵的是，能够将王进喜的事迹入词，并通过词来宣
扬传承铁人精神。书中之词题材细小、情思深微、
意境直白、语句优美。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铁人精神不是空洞
的说教，而是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量，希冀通过
《诗画铁人》使铁人精神更为广泛传扬、传颂、传承，
进而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价值引领。 □张海涛

读书，是一种享受。在这个喧嚣
世界里，读一本好书，可以让你摆脱纷
扰和嘈杂，进入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
世界。有时候，你会因为书中的情节
而感到惊喜；有时候，你会因为书中的
人物而产生共鸣；有时候，你会因为书
中的哲理而沉思。无论是哪种情况，
读书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雨天，是读书的好时光。在这样的
天气里，窝在沙发上，泡一杯热茶，再
打开一本好书，这样的感觉，是无与伦
比的。窗外，雨点敲打着窗户，发出悦
耳的声响，仿佛在和你一起享受着这
份安静。而你，则可以沉浸在书的世
界里，尽情享受那份宁静和放松。

读书，还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
西。有些书，会带给你知识和技能；有
些书，会给你启示和思考；有些书，则
会教会你如何做人。在读书的过程
中，你会不断与作者进行对话，和他们
分享见解和经验。有时候，你会发现
作者的观点和你不一样，这时候，你可
以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有
时候，你会发现作者的观点和你相同，
这时候，你会感到自己不再孤单。通
过读书，你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学到
更多的知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除此之外，读书还可以让你更好
地了解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
格、爱好和追求。在书中，你会遇到那
些和你相似的人，也会遇到那些和你
完全不同的人。通过阅读他们的经历
和心路历程，你可以了解自己，从而更
好地成长。

当然，读书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
方法。首先，你需要选好一本书。选
择一本好书，就像选择一件适合自己
的衣服，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知识水
平和阅读需求。其次，你需要找到一
个适合自己的阅读环境。有的人喜欢
在安静的图书馆里阅读，有的人则喜
欢冲一杯茶，躺在床上阅读。不管是
哪种环境，都需要保持安静和舒适。

雨天是读书的好时光。在这样
的天气里，读一本好书，不仅可以让
你享受到安静和放松，还可以让你学
到很多知识和更多启示。所以，不妨
在下一次的雨天里，找一本好书，好
好读一读吧！ □祁军平

雨天雨天
好读书好读书

今天，当我们思念身处异地的亲人时，倾
诉的方式或许是一个电话、一条微信、一段视
频，似乎很少用书信了，写信已成为一种奢
侈。可我觉得，这种快餐式的交流虽然简单快
捷，但和书信相比，少了几分真诚，缺了几分冷
静，远不如书信的温情和理智，带给人感动，让
人沉思。这些蕴含在纸上热烈而深沉的文字
一定会随着岁月的积淀，历久弥新，氤氲出让
人久久回味的甜美。

翟红芳是一位小学老师，也是一位作家，
她深知文字的力量。所以在女儿上大学后，

她拒绝和孩子快餐式交流，坚持书信来往。
四年间，她们的书信往来 70 余封、10 万余
字。书信陪伴着女儿成长，引导着女儿前行，
传递着母女间浓浓的温情。女儿毕业后，翟
红芳将这些书信以《两地书》为名结集出版，
在这本书里，她对女儿有批评和鼓励，有叮咛
和要求，传递的是如何求学、为人、交友以及
处世的经验。书里除了要求女儿不能放松学
习外，对如何处理与老师、同学、恋人之间的
关系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告诫女儿做人的
道理。这本书包含了家庭教育的全部秘密，
让人沉醉其中，爱不释手。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何让孩子健康成
长，成为每一个父母必须思考的问题。无论是
家庭贫穷还是富裕的，影响孩子一生的，往往
是家教和家风。好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
重要源头，父母的言行举止会不断影响孩子的
成长，粗暴地打骂、简单地说教、无谓地指责只
能让孩子更加叛逆。翟红芳在给女儿的第一
封信中写道：“我们都是喜欢文字的人，在文字

里我们都能冷静、理智地思考身边事，表达细
腻丰富的情感，虽然这浪费时间，可它将是我
们的一笔财富。”

翟红芳在给女儿的回信中，有倾诉、有交
流、有分享、有批评、有鼓励、有希望，信中的
每一个文字都凝聚着母爱的心血。她回信
时，不是随随便便说几句，而是专门抽出时间
认真思考，有的放矢，争取把问题找准说开，
把道理讲清说透。

有段时间，女儿来信总是说一些吃喝玩
乐的事，翟红芳就连续给女儿回信，鼓励她多
读书、读好书，别贪图安逸，精神方面的丰盈
充足才是高层次的追求，上学不仅仅是学知
识，更是精神世界的成长。她还鼓励孩子去
当志愿者做公益，让她多融到正能量的圈子
里，与智者同行，和善者为伍，向高人看齐。
要有责任，敢担当，勇前行，让生活不但丰富
多彩而且阳光快乐。

《两地书》中的母女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有的只是真心、真诚和真爱。翟红芳在《两地

书》中说，女儿是母亲终生奉读的经，她的成长
时刻都牵动着母亲的每一根神经，从春夏到秋
冬，从日出到日落，母亲不厌其烦地读着，有幸
福、有伤心，有不满，也有感动。能不能把这本

“经”读好，就看做母亲的有没有耐心和爱心
了。以书信方式和孩子交流沟通，虽然形式
老套，但能给彼此思考的空间，不至于让孩子
感到母爱的窒息。冰心在《母爱》一文中问母
亲到底为什么爱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不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母爱是世间
最伟大的力量。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
爱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信是生活的印记，也是最长情的告白，它
让两个原本相距的灵魂，借由那些温情满满的
字符，在爱的驱使下，靠得更近、变得更暖。它
让人们的交往多了情感抒发，多了诗情画意。
在我们生命的年轮里，有了书信就有了回忆，
就有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翟红芳的《两地书》在孩子人生的岁月里，
一定会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冯兆龙

虽未谋面，但以文会友，与李培战也神交几年
了。交往的平台或载体就是他主持的陕西文谭，在这
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发自己和文友的文章，还转
发了大量的文坛动态、文友活动、书讯书话，使人尤其
是如我一样的老秀才不出门，便能知文坛事，可谓善
莫大焉，功莫大焉！而真正认识李培战是《李培战散
文集》。常言道，真人不露面，何况我与李培战尚未谋
面，虽通过陕西文谭对他有所了解，但毕竟是碎片化
的，而《李培战散文集》使我对他有了真正、全面、系
统、深刻的了解，而这种深度了解是建立在他文字真
实、真情和真话的基础上。

首先是真实。培战是“80后”，这一代人的文章我
虽然看得不多，但就所看到的而言，大部分写自己经
历的悲欢离合或小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很少写祖辈
或父辈的生活，局限在小我范围内，家国情怀比较
淡。但培战的不少散文却突破“小乘”，步入“大乘”，
毫不吝惜笔墨，大写特写亲人师友，仅看看第一、二辑
的文章标题，就窥一斑而知全豹，《记忆里的曾祖母》
《怀念婆》《我的先生爷》《老姨》《父亲和他的苹果树》
《母亲的荣耀》《非常规的赵季平》《与贾平凹老师换月
饼》等等，从纵横两个方面反映出他笔触的深度和广
度，说明他的散文是建立在真实而广大的社会生活基
础上，而不是仅仅蜗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无愁
强说愁。在《我与贾平凹老师换月饼》一文中，他写在
中秋节前带了一盒月饼拜访贾平凹，临走时“贾老师
提着一个盒子走了出来，他一边走，一边笑着说：‘我
也要给你送盒月饼。’我连忙上前推辞：‘这可不行，您
的礼物我怎么能受得起呢？’贾老师将月饼塞到我手
里，和蔼地说：‘没事，中国人不是讲礼尚往来嘛，你得
收下，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嘛。’”看到这里，我感同身
受，这就是真实的贾平凹。

其次是真情。散文不是小说可以大量虚构，也不
是有的诗歌大肆煽情，它最可贵的是真情。为何2017
年红极一时的一些名家的散文如今黯然退场，就是缺

乏真情。培战的散文饱含真情，令人动情。例如《怀
念婆》一文中，追忆勤劳的婆一生给孩子们纳厚厚的
鞋，“父亲曾经问鞋底为啥要这么厚，婆笑着说，希望
孩子们走得更踏实，走得更远。”但步入耄耋之年的婆
却纳不动鞋了，“婆找到了母亲，神情忧伤地说她老眼
昏花了，鞋是纳不动了，以后只能靠买了，但她又穿不
惯买的鞋。不久，母亲便捧了十几双布鞋送给婆，我
跟在后面。婆颤颤巍巍接过鞋，放在炕沿上，注视良
久，待转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说这些鞋足以给她养
老送终了。”在《母亲的荣耀》一文中，作者又写道：“外
祖母去世早，母亲嫁过来后，很多手艺都是跟祖母学
的。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是那么相似：不生是非，不传
闲言碎语，遇事隐忍，善待一切人和事。……祖母去
世了，母亲更觉孤单，她时常自言自语：‘要是你婆在，
该有多好！’”看到这里，我差点流泪了。多好的婆媳
关系啊！多好的言传胜于身教啊！

再次是真话。而今社会不乏假话大话空话，缺乏
的是真话微话实话，如今虽有智能手机，可以微话，但
真正贴心的微话有多少呢？《父亲和他的苹果树》里
写勤劳能干的父亲靠栽植苹果树脱贫致富，供养儿
女上学成才，儿女们成家立业，劝父亲不要再劳累
了，父亲说：“这人啊，是动物，是动物就得动，这一不
动呀，心里还憋得慌，只要我跟你妈还能干，说明我
们身体还硬朗着呢。”终于由于劳累过度，父亲腰椎
间盘突出住院，母亲背着父亲挖掉苹果树，孙女却嚷
嚷着要吃爷爷种的苹果，爷爷答应孙女放暑假回来
吃，原来父母还是保留了几棵苹果树。《母亲的荣耀》
一文在记述错失民办教师转正机会的母亲常常笑着
说：“我这大半辈子，没有干成啥大事，唯一值得一提
的，就是三个娃都是读书出来的。”这就是天下最可
怜最可敬最可爱的父母心！

真实、真情、真话，证明李培战是一位真人，其文
也堪称真文。唯真实才能行稳致远，唯真情才能打动
人心，唯真话才能令人信服。 □王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