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读 书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白艳红版4
2023年8月24日 星期四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读孙扬长篇小说《兴安踪影》

六十载孕育华章 满怀家国情

“六十载孕育华章，满怀家国情。”带着对
作者崇敬的心情读完这部长篇小说《兴安踪
影》，心中油然生出了这一句话。

掩卷之后，望着案头这部三卷本 110多万
字的厚重作品，想象八十多岁的孙扬老先生胸
腔始终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我的眼眶竟也在
不知不觉间湿润了。他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讲
故事，读中草药大夫的爷爷收藏的名著，在心
中种下了热爱家乡报效国家的种子。初中毕
业时，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资料，他
就准备写一篇反映旬阳共产党员遭遇围剿的
小说，可是因父亲去世后心情悲痛而不了了
之。后来，他当兵走入军营，又在地方武装部
担任领导，有很多机会听到了共产党早期在安
康地区各个地方的革命战斗故事，并积累了大
量的史实资料和故事素材，所以那时候就想创
作一部反映安康红色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由
于军营练兵和工作繁忙等种种原因，这个梦想
一直藏在心中无法实现。

在和孙扬老先生交往中了解到，他从 8岁
开始在父亲腿上写诗，到如今 80多岁高龄，心
中始终都怀揣着文学梦想，并在这一生中与文
学不离不弃。在岗位工作时充分利用休息时
间读书写作，退休后他便把所有的爱好和时间
都集中到了文学创作这一件事上，目前已出版
了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专著 8部，累计创作
发表作品 600多万字。最令人震惊的是，2012
年，他在创作《中华谋略》系列小说时，突然感
到时不我待，便立即停止了手头的创作，要决
心完成过去的那个重要心愿，为故乡安康书写
一部大书。随后，他用三年时间就十分顺利地
为读者奉献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

至此，从初中毕业时的 15岁到《兴安踪影》
正式出版时的 78岁，这部小说在孙扬老先生的
生命历程中孕育了 60多年，可谓是倾注了他大
半生的心血。由此，我们难以理解这是一种什
么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情怀啊！

先从《兴安踪影》的书名来看，兴安的意
思，一是指地名，如今的安康，原为“兴安州”；
二是建设、振兴安康；踪影的意思是，踪迹和形
影，足迹和身影，要寻找的对象。二者结合在
一起，我理解的意思是，追寻振兴安康进程中
曾经的那些不能忘却的踪迹和身影。这或许

是作者在作品所要表达的主旨。
再看，孙扬先生已出版的著作名称都有

“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之美，又似乎包括
了五光十色，从“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红”各种
色彩中，在读者面前呈现出“天地日月人”的灿
烂光辉。例如，想象《蓝江月》这个书名，其内
容必是描写温柔的蓝色江水中倒映着一轮明
月的美丽的诗意夜景；又如《红裙子》这个书
名，让人自然会联想到发生在美女身上如何如
何的动人故事；再如看到《紫燕云》这个书名，
让人仿佛看到了如云的福鸟紫燕在农家门前
灵动飞跃的画面；还有《赤子小松鼠》《黄花开
了》等著作名称，让人都有明显的情景、画面感
和丰富想象，在此不再展开赘述。

《兴安踪影》这部书的整体内容，以跌宕起
伏、惊心动魄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多视角、多
层面，生动讲述了 1938年到 1941年四年间，陕
南安康地区共产党组织在同敌人英勇斗争中
建立、发展和壮大的革命历程。置之当下来
看，这无疑是一部重大题材的、红色革命的、凝
聚人心的历史长篇小说，可以激发广大读者保
家卫国的磅礴力量。

打开第一卷后，我就被开头描写的故事画
面牢牢吸引了。故事地点发生在陕南镇安与
旬阳交界的仁河一带，由一场误会的枪战，引
出了段启瑞、刘威诚、赵明、陈振山、刘湘卿等
一大批“抗日一家人”。故事由此生发，一环套
一环，环环相扣，牵着读者的紧张神经，让人由
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故事的节奏安排非常
精当，一张一弛，张弛有度。阅读中时而紧张，
时而舒缓，时而激烈紧张的战斗场面让人把心
悬到了嗓子眼，让人感动和敬佩解放军官兵和
共产党员的英勇无畏；时而可见陕南的山水
田园画卷，令人身临其境；时而可见陕南的风
土人情，让人似乎回到故乡的淳朴民风之
中。因其厚重的历史性、丰富的故事性、情节
的戏剧性、积极的趣味性，让我津津有味地阅
读了两遍还依然感到不过瘾。所以，阅读过
程是一种享受。

作者在《兴安踪影》中，通过生动精彩的艺
术创造，塑造了一大批为实现革命目标勇往直
前、不怕牺牲、克服困难、敢于斗争的共产党人
的光辉形象，并通过他们与老百姓交往相处的

鱼水关系，歌颂了在那一特殊时期，全国人民上
下一心、团结协作、不畏艰难、保家卫国的拼搏
奋斗精神风貌。具体看，在宏大的叙事进程中，
塑造的人物达400多名，其中包括地下党员王力
（刘湘卿）、李兆众、罗长勤、刘文彬、雷世恭、鲁
学昭，还有贺龙、关向应、贾拓夫、董必武、习仲
勋、汪锋等典型人物。虽然人数众多，但人物形
象清晰、分明、突出、鲜活，给人印象深刻。

作品故事虽然描写的主阵地在秦巴山区、
汉水两岸，但作者以陕西南北为轴线，对秦岭
之南和之北，以及西安、铜川、旬邑、照金、延安
等地域战线的故事也有生动讲述，并以无形的
表达技巧，通过明争暗战、对质、抓捕、营救、火
拼、封锁、突围、渡江等一个又一个宏大场面的
展现，令人感到故事情节悬念不断、跌宕起伏、
险象环生，极富感染力，因而让人感到这部作
品既是血汗交织的故事书，又是血雨腥风的革
命史诗。同时，一大批英雄群像也随之活灵活
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读完此书，亦是
让人强烈感受到共产党所取得的革命胜利都
十分来之不易。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作为一名军人和
地方武装干部出身的孙扬先生，创作《兴安踪
影》这部作品，无疑是想为故乡永远铭记一段
沧桑而又充满正能量的英雄史诗。而这部作
品也助他成功完成了心愿。然而，它不仅是安
康红色题材历史故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
是中国红色历史故事的一部分。因而说，这部
作品是他献给故乡的珍贵礼物，也是献给大众
的精神佳肴。正是由此，奠定了小说的历史价
值和现实意义，在陕西的革命历史尤其是革命
文学史上，这部小说不能被淡漠或者遗忘，而
是应该受到社会的热切关注和广泛重视。

同时，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初衷来看，还是
从作品内容的本身自然呈现来看，《兴安踪影》
都向读者展现和渗透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
和满满的家国情怀。因此，这部作品被认为是
一部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光荣传统
教育的生动的辅助教材，尤其对于青少年来
说，特别值得一读。

当然，《兴安踪影》的语言魅力也是值得肯
定的。作品的感染力离不开其中的典型人物
和精彩故事，更离不开语言的力量。作者在这

部作品中赋予的人物语言，有时候短短的几句
话，就表达了人物的性格、心理以及红军的英
勇和群众对红军的拥护。由此可见一位老作
家精练的语言功力。例如这几段描写：

寒冬腊月，水寒刺骨，先头部队到达河边，
不由分说，个个毫不犹豫地脱掉破烂不堪的鞋
袜，卷起单薄的裤腿，扑通扑通地蹚水而过。

“水咬人哩，他们不怕冷，真没见过这种兵，
你赶快去扛梯子，我去卸楼板，给他们搭桥。”

…………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是红军，可好咧，是为咱穷人的兵。”
村民们见罗老汉两口子忙活为红军搭桥，

大家便纷纷拿出自己的梯子、木料、椽子，又卸
下门板、楼板，为红军搭桥过河。

…………
整部小说中大量使用的方言，显明体现了

陕南安康各地的人文特点。在方言日渐消失
的今天，要真正读懂一个地方的文化，或者分
清楚一个地方的历史，通过方言是最不费力气
的。比如把时间概念的“昨天”说成“炎尼”一
定是旬阳人，把“差一点火候”叫“欠火”等等，
这些内容都是研究安康地域方言文化的重要
素材。

此外，这部作品中体现的三秦地域特色亦
十分显明。陕西南北纵长，陕南、陕北和关中
生态地貌不同，山货特产诸多而又不同，饮食
文化丰富多样，风土人情民俗讲究各异，作品
在讲述故事中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陕北、关中，
特别是陕南安康的土特产种类、饮食特色、民
俗文化、山川风貌、旅游景点等，如果把这部小
说搬上影视屏幕，对陕西尤其是安康的地域特
色文化将是一次综合性的大宣传，产生的经济
和社会价值不可估量。

综上，我认为《兴安踪影》是一部大型电
视连续剧难得的好素材，故事的画面感、现
场感和矛盾冲突给人视角和情感有很强的
冲击力，它的题材虽是历史的，但是属于主
旋律的、正能量的，也是任何时代老中青包
括少年儿童都喜欢的。它既是红色历史题材
小说一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又是一种富有
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集
中展现。 □杨志勇

——读陈嘉瑞《终南漫志》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丁酉年仲夏的某一天，陈嘉瑞老师发消息

索要我的地址，要给我寄他的新书《终南漫
志》。虽说我们在新浪博客偶有两年交往，但他
还能记住我这个无名之辈，一时让我受宠若
惊。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签名售书，买一赠一，随
即将地址与书款（微信红包）发了过去，等了几
分钟，他回复：“不收红包，怕有假币。”这让我情
何以堪？他又回复我：“写篇小文即可。”我有些
诚惶诚恐。

《终南漫志》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为笔记
体小品文集，凡86篇，分为10卷。状山川形胜，
写文人百态，描丹青翰墨，谑凡人趣事，叙关中
旧物，馋舌尖美食。篇幅精短，文字凝练，言简
意赅，质胜于文。有人评价：舍大处，从秦地言，
该文体在出版上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得一册，
有遍览秦地山水人文、骚人墨客及世态百相之
意蕴，传之后学，亦当不弃。

《终南漫志》有填补陕西出版界空白的意
义，当之无愧。作者陈嘉瑞，正当耳顺之年，一
生饱读诗书，从师、从商、从文，经历丰富，但行
事低调，谦虚笃学。《终南漫志》采用半白半文的
行文方式，平均篇幅不超过千字。作者惜墨如
金，文笔老到，诗词典故，信手拈来，无论写景写
人，叙事说理，细节描写引人入胜，妙趣横生。

卷一游记篇。《滈水别居》写窑洞景象：“串
串红灯，隔窑而挂。窑面饰砖，砖框镶窗，窗上贴
纸，纸上粘花。花为剪纸，与冬阳对；门为竹帘，
与远山对；帘前丹桂，与二邻对；窗下花木，与崖
畔迎春酸枣古木晴空一一尽对也。”《安康赢湖》

写赢湖之美：“岛翠而秀，明水润之；岛秀而魅，烟
雨笼之；岛魅而奇，晴岚幻之；岛奇而诱，美人高
士隐之醉之矣”。《欣源记略》写作者游览欣源山
庄的感受，“园中有食，山中美食；食外有景，深山
美景；景中有人，天上美人。居园中，不思蜀”。
三处景致各有千秋，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顶针”的
修辞手法，不由让读者拍案叫绝。

卷二美食篇。《坊上饺子》作者描绘：“饺子
上桌，香引涎流。红者辣油，圆者饺子，得食者
不及旁顾，无虑烫嘴，嘴外上吹下吸，嘴内左右
倒腾。或因辣，或因酸，或因蒜，或因香，囫囵中
划过喉咙，一时口胃通泰，额头汗出”。饺子香
不香，看看食客的种种吃相就知道了。作者笔
下的陕西美食水晶饼、迎春糕、葫芦鸡、胡辣汤、
临潼火晶柿子等皆有历史传说，加上传神般地
描写，美食香气四溢，读者似乎口水都要留下来
了。从另一角度看，这些美食的创造者、传承
者、经营者勤劳为本的形象跃然纸上。

卷三卷四人物篇。《陈忠实之“头七”》作者
写道：“先生一走，祭奠空前。或称先生，或称老
师，或称陈老，或称老陈，亦有人干脆称老汉。
各色人等急于言与先生之交往。让人想起我的

朋友‘胡适之’来。……先生走了，《白鹿原》
在。《白鹿原》乃一座山，无有孰人，能轻易逾
之”。作者沉痛缅怀陈忠实先生，也针砭文坛中
一些人借纪念陈忠实先生急于扯上关系的乱
象。《“三耕者”商子雍》，文化学者商子雍在作者
笔下成为名副其实的“笔耕”“舌耕”“面耕”的奇
人。《文杰“朱大侠”》写著名作家朱文杰曾帮助
路遥兄弟王天乐，助其走上文学之路。“朱大侠”
痴迷金庸，侠肝柔肠，豪情仗义，在铜川、西安文
艺两界声望俱佳，人称“陕西文坛之基辛格”。

卷五至卷十，为名家逸事、关中民俗、生活杂
谈等篇幅。作者涉猎广阔、视角独特，勤观察、静
思考，文思泉涌写世事，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涉
笔成趣，妙语连珠。《孔明介绍词》，让读者见识了
传说中作家张孔明的才气与幽默。《秦川牛》，写
牛的形态、品性。“牛耕一生，终吃一刀……家
母秦人，牛年牛月生，终生不食牛肉”，母亲就
是那不知疲倦的秦川牛。《斗社火》写关中春节
耍社火，两村社火难分伯仲，紧要关头，一方社员
急中生智，飞奔家中，低头钻入正在和面的媳妇
裆下，不由分说，架起媳妇冲进社火队伍，媳妇粉
手翻飞拍其头，双脚踢蹬红晕飞，众人看得目瞪

口呆，人海惊呼，对方社火顿息，由此奇异大胜。
作者笔下的关中民俗让读者大开眼界。

此书为何取名《终南漫志》？陈嘉瑞老师
说，喜欢读山，喜欢终南，喜欢信笔而为，读山的
人大都有林泉胸襟，山水情怀。文章是山水，山
水即文章，此言不虚。

《终南漫志》出版后，名家名评令人眼花缭
乱，陈嘉瑞老师文如其人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陈嘉瑞老师对古典文化研习至深，能活学活
用，亦能将哲理与思想根植于文字中，还不失
幽默，读他的文章让人如沐春风，身心愉悦。

说到幽默，陈嘉瑞老师博客有篇文章说自
己的名字“嘉瑞”多用于酒店名，是个吉祥的名
字。曾有好事者问，陈嘉庚是他啥亲戚？嘉瑞
老师说是他爷，别人误认为他就是富豪；还有人
问他与陈忠实啥关系？只因姓陈，就引出这么
多幽默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其实，幽默也是需
要文化修养的，真正的幽默不是表面的可笑，而
是内涵中所透出的自然快乐。从《终南漫志》诸
多篇章中窥一斑而知全豹，也能看出陈嘉瑞老
师是一个幽默的人。

《终南漫志》文字凝练，篇幅短小，但包含的
信息量与思想性却不小。这得益于作者几十年
如一日孜孜不倦地阅读，观察与思考。在物欲
横流的当下，能静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在朋
友圈看到陈嘉瑞老师发的记者采访他的视频，
他的身后是整整一面书墙，藏书之巨，夺人眼
球。难怪《终南漫志》文采飞扬，原来陈嘉瑞老师
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践行者。□雷焕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形象展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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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回家》首发式举行

——读《星空与半棵树》的启示

癸卯年初，先从《收获》杂志上看到连载
的陈彦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后来又品
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小说记
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节也不复杂，主要写主
人公——北斗镇一户普通农民温如风他家半
棵老槐树被偷了。他本是在查找无果后放弃

了寻找，可是好脾气的他不时受到周围人的
讥讽与嘲笑，得知真相后，他踏上了寻找自尊
与公义的道路。北斗村虽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可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何其之多，半棵树只是其
中一个小小的且无法可查证的案件。

小镇公务员安北斗便被安排“观照”温如
风的维稳工作。安北斗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
的基层公务员，他的爱好是去山间观测星空。
尚未被灯光浸染的北斗村，夜晚的星空总是
格外清晰。安北斗经常注视着神秘而浩瀚的
星空想：“人生能静静欣赏凝望这样的星空，
简直是一种奢侈。我们到底是在凝望星空，
还是星空在凝望我们？我们配被这美轮美奂
的星空所凝望吗？”

由于一根筋的温如风持续上访，老槐树被
偷的真相大白天下，拥有半棵树产权的温如风
终于讨到公道，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和尊严，但
也付出了时间和代价。

安北斗在“关照”温如风的维稳工作中，
不忘观察星空，既是自己多年的爱好，也是
平衡和消解工作或生活中的烦恼，为了爱好
和工作，他的升迁也受到影响，他的婚姻也
亮起了红灯。

正如陈彦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星空是现实
的，也是有巨大象征意义的。人类对星空的象

征隐喻意义阐发了很多，我们一涉及这个词，
自然就会带出来它的内涵与外延。我在这部
小说中仍是从现实开启的。主人公安北斗在
大学时就有了天文观测的爱好，回到小镇做公
务员仍没有放弃。观测星空的浪漫让他获得
了爱情，又是这个坚持，让他再次收获了婚变
的“实锤”。“半棵树”就是我们脚下的一地琐
碎，每个人即使再“高大上”，也得拥抱这“半棵
树”。一个志在仰望星空的青年，最后始终纠
缠在脚下“半棵树”的产权纷扰，以及由此越滚
越大的生活雪球里，也正是这个“雪球”，让仰
望星空有了意义。

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写道：“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
之娱，信可乐也。”意思是：抬头纵观广阔的天
空，低头观察繁多的万物，用来舒展眼力、开阔
胸怀，尽情享受视听的乐趣，实在是高兴啊。正
因为仰望星空，安北斗“突然感到一种生命的神
圣与庄严：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
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
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还有我
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仰望星空使安北斗眼
光长远、胸襟开阔，他看淡升迁、看淡私利，不以
己悲，不以物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感悟到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健康

发展。因此，开导温如风依法上访，不要走极
端，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算个事，小小半棵树
的产权纠纷还解决不了吗？安北斗协调派出所
所长何首魁依法办案，没有证据不能对温如风
采取措施；他劝说乡领导和县领导不要急功近
利，不能以损害生态去盲目发展。正因为安北
斗的所作所为，才使温如风上访成功，使乡镇和
全县走向正确的发展之路。

陈彦在该书后记中写道：而在这纷纭的激
变中，村霸孙铁锤终于养肥、坐大，在他的巧取
豪夺中，更多的人以示弱忍气吞声，最终还是
温如风这样的屡屡“出访”者，在以卵击石。写
到此，我突然想到史家司马迁对弱者的公然偏
袒，也想到主教米里哀对冉阿让偷盗行为的断
然包庇诳言。一个社会若缺失了对弱者的悲
悯与“大庇”，将成为同时代人要共同面对的大
不幸。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安北斗在屡屡出
发，甚至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是的，在突如其来的山洪中，安北斗和乡镇
领导牛栏山深知“做基层干部最起码的一点，任
何事你都必须走在前边”。他们在大灾面前冲
锋在先，本可以原地不动接受处理的镇领导牛
栏山“终于一脚踩空，就再也没有找到踪影”。

但愿有更多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安
北斗们！ □王新民

大山大水看多了，深
谙人的小。也渐渐明白，
为何那些大书大画的艺
术作品，总是挂在高处。
磅礴之势的冲击，让人折
服，但仰视这种作品多
了，竟有些累。

偶然看到柳晴先生
的扇面小画，犹如大餐后
上来茶歇，身心顿时松弛
下来。它们不必挂得很
高，甚至无需装裱，一握
在手，轻轻摇动之间，风
情扑面。若置框挂起，便
成了墙面的一颗美人痣，
待你不经意一瞥，心湖漾
起涟漪。

柳晴先生的笔墨意
象，让日月山川触达日
常生活，闲庭散步般，从
美学游向心理学，让心
灵化合反应，获得舒坦
和慰藉。他常以小品、小情、小景创作示人，从
诗出发，书画同框，或意趣横生，或渺远深邃，
成为当今时代最为疗愈的视觉画面。

我不懂画道，之所以能看出点门道，是柳晴
先生画作中动人的诗意。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对
角线构图的画作。这边，人在茅屋下挑灯听雨，
那边，远山遥遥静默。画中并不直白画雨，只见
河面浊浪起伏，溅起一道道水窝。中间空阔处，
雨帘般垂下几列行书：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
雨涨秋池。……

画出于诗，归于诗。风格简净清朗，构图远
近呼应、动静相映，氤氲着清逸古拙之气。似乎
一迈脚，就能走进画中。

山水可敬，在恒久，人的可敬，在于与山水
会意。即便不能“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
盛”，仅如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就彼
此通灵、相知。

柳晴先生内心对诗句的会意，让他气定神
闲，意悠神远。画作因而生了古贤之雅，勾出现
代人对中国式雅士生活的渴望。

柳晴先生的画大多为白描，取水墨本色，但
有一幅《小荷才露点尖尖角》的画例外。他用青
绿晕染，渐次由浅入深，只见河堤淡如轻影，柳
枝朦胧似烟，荷塘则碧叶田田，色彩虚实相生，
构图顾盼生情，留白处水汽氤氲，若穿行其间，
一定会空翠沾衣。

凝视画面，脑海浮出苏轼的诗句：“淡烟疏
柳媚晴滩”。人间的清欢，大概就是在“雪沫乳
花浮午盏”之时，欣赏这样的画吧！

相比绘画上的探索，柳晴先生的书法笔力
老辣，他以行楷见长，书体劲峭挺拔，刚柔并济，
远观似风动之柳，近看有松柏之骨。一日偶得
他一幅《随性而往，随遇而安》行书绢扇，不由握
在手里细赏：

只见笔锋轻起重落，细横粗竖，几笔柳叶般
落纸的捺，颇具律动感，又散发一种连结大地的
内力。尤其是契合扇面弧度，在靠近顶部布局
位置，让字生出一种闲坐高处的意趣，笔法、墨
法、章法和谐又恣意。

书法是线条之舞，无论行草篆隶楷，从法度
上都要溯到源，寻到根，但我更认为要找到魂，
没有魂，只囿于临帖，匠气有余，灵气不足。

仓颉造字时，灵气来于山川龟纹鸟迹之形；
王羲之微醺时书《兰亭序》，灵气来自每个毛孔
散发的风雅，颜真卿书《祭侄文稿》时，悲伤之气
汹涌笔尖……他们未曾想写成千古之作，只是
意之所至，情之所达，每一笔却像天工鬼斧。

柳晴先生的书法虽不能与天工鬼斧、“颜筋
柳骨”媲美，但舒展、舒服、舒心之观感却无二
致。他临了多少名帖，用干多少墨汁，我无意考
究，功夫并不等于功力。有人的字是从贴上领
养的，而柳晴先生的字是亲骨肉，精气神和形
体，独属于他。

柳晴先生俊眉朗目，胖胖的身材，散发出温
良、随和之气，却从不墨守成规，加之多年从事邮
票鉴赏与开发，在方寸审美中浸淫，所以会为古
人的诗找到和洽的画面，为自己的字找到舒适的
姿势，让诗书画印美美与共，而不是互相翻脸。

书画欣赏讲求见作品、见现场，我却一直无
缘见柳晴先生现场泼墨展纸。他和自己的作品
一样，是“黑白分明”的人。白天的他属于社会
和公务，黑夜才属于自己。在城市喧嚣沉寂、霓
虹遁去之后，他抖开心中的星和月，以笔为桨，
计白当黑，在宣纸和墨海里遨游。

凡大自然的杰作，都在时间之上、生命之
上。而以大自然之趣创作的人，一定是站在了生
活之上。他的笔墨清欢，便是最美人间。□燕窝

本报讯（记者 刘
诗 萌）8 月 16 日上
午，陕西省作协副主
席、西咸新区作家协
会主席王海长篇小
说《回家》首发仪式，
在西咸新区工委党
校育才书局举行。

小说《回家》由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是王海继
《老坟》《人犯》《天
堂》《城市门》《新姨》

《金花》后的第七部长篇小说，也是王海两年艰
苦创作的成就。

《回家》故事发生在古城咸阳，描写一批失
地农民进城后生活的艰难，为生存而艰难创业
的过程。字里行间想要告诉后代，为了城市化
建设，许多人放弃祖祖辈辈留下来养育他们的
土地和家园，浩浩荡荡地走进城里，开始一种新
的生存方式。

会上，朗诵者用声情并茂的语言、饱满的热
情和真挚的情感，朗诵了《回家》中的精彩片段，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在专家论坛环节，陕
西文坛名家阎纲、肖云儒、李星从不同角度对作
品给予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