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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在西大太白校区参加西大中文系
七九级毕业 40周年聚会之际，笔者与焦雄斌和
陈梦岳同学夫妇参观了校园内的贾平凹文学馆
（以下简称贾馆），受到校友邢星星和张曦初女士
热情接待并惠赠《贾平凹研究》第一、二期，令人
感动。感动之余，就说回头捐赠有关贾平凹的图
书给贾馆。

一个月后的今天，笔者和文友朱文鑫来到
西大贾馆参观并捐赠有关贾平凹图书，受到热
情接待。参观贾馆后于贾馆会议室举行捐书仪
式，二十多位馆员和学生与会。贾馆秘书邢星星
主持捐赠仪式并介绍与会领导、嘉宾和捐赠情
况。西北大学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贾馆副馆长刘
杰致辞，他首先代表贾馆，热烈欢迎捐赠者的到
来，也很高兴在这里和同学们相聚。

他说，西北大学肇始于 1902年的陕西大学
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现为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建设院校、教育
部与陕西省共建高校。在长期发展历程中，西
北大学形成了“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
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汇聚了众多
名师大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培养了
大批杰出人才，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
望。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也是突出的，从这里走
出了柳青、贾平凹、雷抒雁、迟子建等一批著名
作家和诗人，被誉为“作家摇篮”。

贾平凹文学馆依托西北大学文学学科和著
名校友贾平凹先生，于 2020年 10月成立。目前，
文学馆已发展成为集贾平凹学术研究、当代文学
文化研究及学术交流、学刊编辑、创意写作教育、
文学展览及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

刘馆长说，贾平凹先生在开馆的时候曾说，
母校能在他毕业 45年后建立贾平凹文学馆是对
他的认可。而能有贾平凹先生这样的校友，同样
是学校的骄傲和财富。他的文学成就无疑成为
西大的一张文化名片，也为学校文学学科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持。

所以说，建设好文学馆既是使命，也是责
任。今天王新民、朱文鑫、武复兴三位先生将一
批和贾平凹先生相关的图书慷慨相赠，对于研
究贾平凹先生的创作艺术、传承和发扬贾平凹
先生的创作精神都有着重大意义，为建设好文
学馆增添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和力量。同时，也
希望该善举可以让社会各界人士给予西北大学
贾平凹文学馆更多关注和支持，一同将贾平凹
文学馆建设得更好，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发挥出
更大作用。

捐书者之一的笔者，随后作了发言，回忆在
母校的求学和与贾平凹及其作品结缘的过程
后，对贾馆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对贾馆如

此重视捐赠图书深表感动。也感佩贾平凹先
生年逾古稀，依然笔耕不辍，最近出版其第 20
部长篇小说《河山传》，同时又开始新长篇小说
的创作，堪称小说英雄、文坛劳模。贾馆建在
贾平凹先生母校，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期望
捐赠图书能抛砖引玉，以此倡导作家和学者踊
跃为贾馆捐赠图书及其他物品，助力贾馆科研
甚或西大文科科研和教学，使贾馆成为西大一
张靓丽的名片。

朱文鑫也回顾了与贾平凹及其作品结缘的
过程，介绍了他研读贾平凹作品的经历经验和
心得体会，以及目前正在致力贾平凹作品版本
整理研究的情况。

接着朱文鑫和笔者分别向贾馆捐赠《〈秦腔〉
大合唱》《真话真说——贾平凹图书策划出版畅
销纪实》《渭河大水灾》《走马书林》《行余集》《高
考大透视》《人生忠告》《贾平凹纪事（1990-
2000）》《慈苑书韵》（以上为笔者捐赠）《收藏贾平
凹》《图说〈废都〉文本》等一批和贾平凹先生相关
的图书，笔者还代表著名诗人、学者武复兴先生
捐赠了《复兴诗存》。刘杰馆长向朱文鑫、笔者和
武复兴颁发了捐赠证书并赠送纪念品。

西北大学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姚喻然、陕西真
元文学社编辑部主任徐团璟、西安康鑫然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新民参加了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结束后，宾主在贾馆门前合影留
念。贾馆馆员还带领笔者一行参观了西北大学
生活纪念馆、贾平凹居住过的楼房和美丽的校
园，引发美好回忆，令人流连忘返。 □王新民

书人书事

新工业诗歌创作而今已成热潮，这一
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和工业兴
旺的良好态势让诗人们大为震撼，驱使他
们命笔抒怀；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代新诗寻
求与时代进程和现实生活发生更紧密的
关联，借此提升诗歌的生命活力。

当下的新工业诗歌既容纳了现代顶
尖科技的技术要素，又将互联网语境下人
们的生活节奏加以逼真呈现，既呈现着生
动的现实感，又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感。新
工业诗歌的新颖和新奇之处是不少的，在
我看来，速度奇迹与时间哲学是其中最值
得关注的两点。

我们坐在闪电里：
速度奇迹令人欣喜

“提速”是当代人常会言及的关键词，
它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的快速
和高效，意味着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更大
的投入与产出，以及更多的消费与获得。
速度奇迹，正是当代新工业诗歌所展示出
的重要主题。

诗人们首先聚焦新工业时代的物理速
度。无论是高铁、快递还是计算机技术，都
显示着惊人的速度所具有的神奇魅力，都
带给人们持续的惊叹和震撼。

诗人不约而同将高铁的运行比喻成闪
电划过。李木马在《高铁，高铁……》中写
道，“那是一道银色闪电穿越燕山走廊／我
是一根轨枕，早就懂得了担当／我是一枚
道砟，刚刚学会了飞翔／我是一颗螺丝，在
劳动中拥有了骨肉／我是一个在桩孔沉潜
下去的意象／我是清华园隧道中的‘天佑
号’盾构机／在图纸上的轴线坐标中校正
方向”。田湘的《高铁之美》写道，“把它当
作闪电的影子/我们坐在闪电里/身体与思
想轻了起来/我们追上了一座座城市/然后
退去，喧嚣也退去”。

王二冬在《每个人的赛场》中形容从事
快递工作的人为“城市的超人”，他们一旦
投入快递工作，就是走上了自己的赛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赛场，生活或事业/不
是一道关乎是非的选择题/我们必须向前，
奔跑是他唯一的答案/林立的写字楼是属
于他的沙袋/他争分夺秒练习耐心，签收是
他的临场休息”。快递小哥，就是城市里的
优秀奔跑者，他们通过马不停蹄前行，将一
件件快递及时送到人们手中，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便利和快乐。

计算机里奔跑的数字，同样也是速度
奇迹的具体体现，这在新工业诗歌中也屡
被写到。王学芯的诗《在大数据办公室》就
把这种数据奔跑的速度奇迹艺术地演绎出
来，“敏锐的柔软闪电/都在毫秒里上下游
渗透和归纳/在加速的加速中/清晰数据？
听到/手表/轻微的/嘀嗒声音”。

新工业诗歌还展现了信息速度的迷人
之处。物联网、电子云、区块链、聚合车间、
大数据……这些新工业术语表明，新工业
时代的信息是无限丰富的，信息洪流已然
构成工业腾飞时代显著的人文景观。王学
芯在《碰撞》中写道，“格局和格局？状态和
状态/在其外？在其中？在共振的区域/新
产品？新事物？新工具/鸣响一口钟的光
芒”。龙小龙的《聚合车间》写道，“这世间
有许多电子、粒子、高分子/我们的肉眼看
不见/必须借助第三嗅觉和思维的瞳孔/必
须加持智慧的滤镜，和智者的情怀/方能看

得清楚”。这些都将新工业时代高速度输
出的信息形象表达出来。

此外，新工业诗歌还展示了现代服务
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快递、外卖等行业的
时兴，意味着人们在消费上对快捷方便
品质的追求，这也对从业者的服务质量
和业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工业诗
歌对快递、外卖从业者在服务上的高效
快捷进行了艺术书写。诗人王二冬在
《链接的力量》中这样描述快递行业的工
作性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价值
链……链，是多维的、立体的，链是一个
生态圈。快递，即是如此。从鸿雁天使
到快递小哥，从绿色邮车到无人驾驶，从
方寸邮票到电子面单，从一件到一千亿
件……收快递早已成为老百姓新的开
门七件事之一，它连接千城百业，联系
千家万户，每个人都生活在快递编织的
大网中，享受着快递服务带来的暖意。”
他的诗集《快递中国》正是对快递这个蓬
勃发展的新兴行业的集中聚焦，《快递宣
言》《云中记》《单翅飞翔》《奔跑者之歌》
等诗作，围绕快递工作者服务的速度、
工作的敬业、职业的担当等展开形象
描述。快节奏、高频率的生活步伐，也
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现代人的精神世
界和心理结构，从而促使其情绪变化、
心灵律动的速度也随之不断提升。“如
火箭，生活的边界正越过格律/选择与别
无选择是一样的/——命运共同体和万物
互联是新韵/我们的兄弟打开未知传播到
未来……”马飙的《新工业之歌》就是这方
面的一个例证。

我和另一个我在虚拟现实交互：
展望未来科技新气象

新工业诗歌不仅从多个向度言说了速
度奇迹，还将一种新的时间哲学有力彰显
出来。这种时间哲学，首先表现为“未来已
来”的历史认知。新工业诗歌站在超前性
的思维视角上，对未来若干年可能发生的
科学事实、可能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前
沿性景观，进行展望性书写，让读者真切地
听闻到未来正在大步走来的足音。王大笨
的《疲劳检测机》虚构了一种可能会在未来
出现的高科技机械设备，能将人类的身体
疲劳状况及时检测出来：“你不会想到，一
个人的疲劳/可以量化为一组数据/pH 将
你储存的机能，写在一张纸上//这是一台
看似冰冷的机器/由无数个细小的零件组
成/每一个，都身怀绝技/每一个，都细微
缜密//紧张或者骨折；喜怒或者疼痛/眼
睛或者骨头，脑袋或者颈椎/都在一张纸
上//于是，当你伸出舌头的时候/你就被
一台精准的仪器/捕获。唾液不过是/你
留在机器上的，一小点证据//你觉得，人
就是一台/不断修整的机器”。人的机器
化和机器的人化，是否就是未来人类社会
的一种基本生命形态呢？新工业诗歌所
陈述的未来性时间哲学，具有发人深省的
丰厚意味。

新工业诗歌的时间哲学里，还包含着
现实与未来混杂的时空叠加关系。在新
工业诗人看来，现实的时间已经不再是单
向的、一维的时间，而是多向度的、多维的
时空结构。现在时间和未来时间往往会
交融在一起，现实和梦想又彼此缠绕，从
而形成一种复合型时间秩序。杨克的诗
《触碰三维空间打开眼中新世界》这样写
道，“当我的眼睛被奇数偶数帧图像牵
引/物理的枷锁被心理打开/灵魂开始沉
浸式穿越//我和另一个我在虚拟现实交
互/模拟多感知外界的身体/给三维建模，
一切都多了自然视角”。在三维空间里，
物理的时间被心理的时间所取代，现实
情境和梦幻情境相互拥抱，一种超时空
的精神现象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从这
个意义上说，呈现着时空叠加、现实和未
来混杂的新工业诗歌，往往凸显出某种穿
越性和科幻性的特征。

新工业诗歌在当下的繁盛，既是中国
科技实力突飞猛进的客观现实所催生的文
学现象，同时也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在复兴梦和
强国梦的召唤之下，新工业诗人们目睹了
祖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们为之欣
喜，为之欢呼，同时也展望民族未来的无
比灿烂和辉煌。龙小龙的《追光者》写道，

“我们始终在以追光者的名义/告诉所有热
爱光明的生灵/世界的格局正沿着一种笃
定的信仰改变”。王二冬写有《飞驰吧，青
春中国》，“飞驰吧，青春中国！/飞驰吧，中
国快递！/我们的脚步正坚实地踏在时代
磅礴的鼓点上/只要速度足够快，我们就是
祖国腾飞的翅膀/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中/我们的祖国已做好充足准备/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所有的传递都充满意义”。这些
充满激情的诗行，喊出奔向中华民族壮丽
前景的最强音。 □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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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贾平凹文学馆参观捐书记

很多年前，通过多种途径我已经了解《活着》
这本书的故事梗概。我知道，这是一本讲述人与
命运、苦难和解的故事，因担心故事太过沉重压
抑，一直没有阅读。

而今，我已过而立之年，忽然一瞬间，生活的
坎坷颠簸如潮水般向我袭来，一时疲于招架，时常
在想忙碌奔波、焦头烂额到头来都是为什么。于
是，我翻开了《活着》，期许在其中寻到答案，抑或
找到慰藉。

央视综艺《你好生活》中有这样一句旁白：“生
活是拥有，生活更是失去，有时失去更能让我们明
白，生活里的那些不值一提是一切努力的目的。”
福贵曾是远近闻名的阔少爷，他从出生起便拥有
良田百亩，富甲一方，妻子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
千金，但他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在外面胡
闹，最终赌博输光了家产。

福贵的一生也是不断失去的过程，他曾拥有
的一切，随着时光流转、时代更迭，转眼都飘散如
烟。一贫如洗后，对于福贵而言，最幸福的莫过
于全家人在一起，但他的人生悲剧接连上演，被
抓壮丁经历战争，家人一个个因各种原因相继离
世，最终只剩下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当读到福贵的儿子有庆去世的那部分内
容，尤其是这句描述：“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

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
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我的眼泪忍不住夺
眶而出。曾听说过，人生最美好的三个词：虚惊
一场、失而复得、久别重逢。初为人母的我，因
为育儿经验不足，今年年初孩子突发高热惊厥，
虽然经过医生抢救、各方面检查和数天治疗，最
终孩子并无大碍，但这样的经历，回想起来依
然心有余悸。所以，当我看到生活一次次将苦
难压在福贵的肩头时，当接踵而至的厄运无数
次把他逼上绝境、打入谷底时，当大家都担心
他熬不过现实将要倒下时，他依然坚强地活
着，毅然决然地选择用坚韧与命运和解，在逆
境中自我救赎，保存活着的意志，我从福贵身上
看到了希望的力量。

《活着》的序言中的这句话“人是为活着本
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
而活着”，十分耐人寻味。福贵一生的命运跌宕
起伏，在经历过诸多苦难之后，那黝黑的脸仍能
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喜欢回想过去，能够精
彩地讲述自己。书中福贵娘曾说“人只要活着
高兴，穷也不怕”，因此在福贵租了五亩田下地
干活以后，虽然日子过得又苦又累，但他心里踏
实，还畅想着总有一天重新发家。在世人眼中，
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但在他看来却也充满

幸福——他曾经拥有疼爱他的父母，拥有最好的
妻子、儿女、外孙，就连一家人围在小屋喝米粥，
最终与老牛相伴，于福贵而言也是一种幸福。

阅读《活着》，给了我很多关于人生这道考题
的答案，比如“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
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漫漫人生路，终究会有
生死离别、酸甜苦辣、起起落落。这些都是不可
复制的体验，我们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自
己书写人生，在顺境时从容享受生命中的灿烂烟
火，在逆境时以顽强的生命力向阳而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生活的意义并
不仅仅是到达终点，而是认真活在每一秒里，将
平凡日子里的每一件小事妥善安置。哪怕前路
未知，哪怕荆棘密布，也要心怀希望，寻找生命中
的光，一步步不断向前…… □王蓓蕾

何 惧 人 世 沧 桑
——《活着》读后感

因为书讯简明扼要、书评有味到位，每周四出
版的《陕西工人报》读书周刊，不仅成了我的最爱，
而且成为我与本地图书馆众多馆员的联络纽带。

虽然退休三年了，但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
读文化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对阅读推广的热情依
然没退。因而，市县图书馆的同仁常因阅读推广
业务与我交流、找我咨询、约我探讨，我也乐此
不疲。过去由于话题分散，有些难免互不对位，
尤其是某些一对一的话题往往事倍功半，有时确
实不尽如人意。自从有了《陕西工人报》的读书
周刊，如论线上阅读、纸媒传阅，我们有了共同话
题，探讨起来既轻松愉快，又互为影响，学习、思考
与应用的效果大为提升。

从今年8月份开始，我经认真总结读报、用报
的实际效能与经验教训，改变了工作方法：在号
召大家对该报自读、自悟的同时，把由我引导的
重点话题，放在对该报所发与安康有关的书评、
书讯上。这样，既有利于大家在地方文献的阅读
推广上活学活用，又有利于增强业务研讨的针对
性、灵活性和实用性，从而提升阅读推广的服务
能力与社会效益。

我们的方法非常
简单，由我把相关书
评、书讯选择性分享给
市县有关图书馆从事、
热心阅读推广的馆员，
让其研读、思考，并分
享其观点，由此帮助大家提升见识、学得方法、推
进工作。

8月10日的《陕西工人报》读书周刊，发表了
安康市紫阳县作家叶柏成评汉滨区作家李永明
散文集《水润》的文章《水波里飞溅情愫的浪花
——读李永明散文》，我将其转发给了紫阳县、汉
滨区的公共图书馆及部分高校图书馆的馆员。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副馆长程强认为书评作者与
该书作者的“共情点”，是图书馆人当学的重
点。一语点醒梦中人，众多馆员由此受到了

“要推其书，必入其书”的深刻启发。安康学院
图书馆馆员李侠深有同感：“这篇书评以情动
人，展现出评者与作者同为汉水之滨生长者的
惺惺相惜与相知情谊。”与此同时，她表示：“本
馆应该多多引入地方文献，好好推介地方文献，
帮助大学生了解安康、热爱安康，进而宣传安
康、建设安康！”

8月 24日的该报读书周刊，发表了由安康跻
身西安的知名青年作家杨志勇，为其老乡、旬阳籍
老作家孙扬的长篇小说《兴安踪影》写的书评。我
读之后，眼睛一亮。此书是讲述安康地下党组织

战斗经历的优秀红色读物，2019年 12月出版后，
孙老就给我寄了 10套，我即分发于市馆和旬阳
等县区馆，但因该书长达三卷本、110多万字，馆
员难以深读，推介难以深入，好书尚未发挥应有
功能。拜读了杨志勇先生的书评，我当即将其转
发给几位会读书、会推书的年轻馆长。镇坪县图
书馆馆长丁蕊认为：“该文不是就书评书、面面俱
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主要情节，以
点带面式重点突围，从而为我们破解了‘长篇难
评’的难题，让人读来轻松愉快，深得要领。”宁陕
县图书馆副馆长李霞，不仅赞赏该文的语言特
色，更敬佩该文的思想深度、理性色彩，认为“阅
读推广人只有提高理论修养、文字水平，才能把
书读深读好推介好”。岚皋县图书馆馆长段祖琼
由此受到启发：“图书馆当广纳贤才评书推书，应
面向社会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并鼓励读者多写书
评文章，在互动中互利共赢。”

同样是大部头长篇小说，83岁的安康作家李
茂询的《西域英雄传》长达四卷、152万字，对图书
馆而言是“难得的难推之书”。难就难在故事遥

远、文字深奥、人物众多、知识点太多。此书一出，
呼声极大，读者纷纷求借。但借了之后有的是一
时半会儿读不完，有的是因文字艰涩读不下去，
有的是借了还、还了借反复折腾。因此，如何推
介，也是难题。9月 7日，《陕西工人报》读书周刊
推出安康作家王义清撰写的《一位老作家与一部
作品的传奇——长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的
殉道和担当精神》，站位高，思路清，言简意赅，我
一发现就及时转发数人。汉滨区少儿图书馆阅
读推广部主任姚茹赞叹：“该文通过对小说创作
背景的扼要简述，对写作方法的深度分析，对情
感表达的准确把握，把作者与作品紧密结合起
来，从而激发了读者对这部长篇巨著的阅读兴
趣。”数家图书馆以馆员阅读、朗读和分享、交流的
方式灵活使用这篇书评，对于推介作家、推广作品
起到了积极作用。

《心语手记》是石泉女作家黄兆连为怀念早逝
的失聪儿子而写的长篇纪实文学，2016年由西安
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今年忽然走红安康，缘于
《陕西工人报》的书评和市县图书馆的推介。9月
21日该报发表安康学院教授、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原主席戴承元的书评《读〈心语手记〉琐语》后，我
和石泉县图书馆馆长李相华共同认为：此文情真
意切，感人肺腑，易于引发读者共鸣，值得推介。
于是，市县图书馆馆员和众多文友纷纷分享，广
泛转发。10月 26日，该报发表著名作家、资深编
辑王新民的书评《一曲悲而不哀的安魂曲——
〈心语手记〉读后感》，我发动大家广泛转发，又在
安康产生了强烈反响。石泉县图书馆馆员艾小
娟由此感慨：“要让好书共享，须抓阅读推广。只
有馆员们个个热爱阅读，人人推广阅读，才能推
动全民阅读！”

从书评中寻找图书阅读方法和阅读推广方
法，使图书馆馆员既受教益，又得技艺。9月 14
日，《陕西工人报》读书周刊发表了安康女作家李
爱霞关于石昌林散文集的评论《〈时光深处的温
暖〉书写之三真》，我和安康市图书馆阅读推广部
主任郭家芳瞅准“真善美”这个关键词，与打造孝
义文化之城这个主题一对接，立马找到了阅读推
广的路径与方法。10月 19日，该报发表了紫阳
作家叶柏成研读安康市作协副主席蒋典军诗集

《民间守艺人》的书评
《为民间手艺人立传》，
紫阳县图书馆副馆长
余雪梅立即意识到：让
诗歌朗诵者与相关手
艺人同台演示，定是打
开地方文献阅读、分享

与宣传的一条新路，从而让地方文献升值、走红、
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陕西工人报》读书周刊的一些精
短书讯，也成了我们的“共享教材”。10月 12日，
该报发表《安康日报》记者张妍为本市作家卢云
龙《安康散文简史》而写的书讯，我和安康市图书
馆馆员王莉及时分享，大家认为这则简讯高度概
括了该书的内容与功能，写得有文采、有趣味，
是与该书标配的示范性好推文。10月 26日，该
报发表了记者杨志勇为汉阴县作家陈绪伟的诗
歌集《花开，想起母亲》采写的消息，头一段就十
分诱人：“其内容充分体现了现代诗歌的想象、
意境、抒情、自由、跳跃、灵动、含蓄、朦胧等诸多
特点，而且在表达方式上还有许多创新，因而一
经面世便受到广大诗歌读者的喜爱。”我一转
发，大家纷纷叫好。汉阴县图书馆馆员陈娟建
议：“我们不仅要向媒体学习阅读推广，而且应请
媒体专家来培训我们，更应与媒体携手，同抓阅
读推广，共促全民阅读！” □李焕龙

视为教材的读书周刊

编读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