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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描绘乡村巨变的精品力作

真善美的践行者
安康作家李焕龙的纪实散文集《行善

者》，共50万字，全面反映了近30年来我国
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善
行义举的好书，更是一次关于真善美的心
灵探寻。读完这部作品，我不禁想到宗白
华和李泽厚美学理论中关于真善美的观
点，深感这部作品正是这样的完美写照。

《行善者》所体现的慈善精神，是一种
真挚情感和真实表达。宗白华说过：“真即
是美，美即是真。”《行善者》中的每一个故
事、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真挚情感，让人
感受到慈善人士内心的真诚和善良。他们
不求回报，默默付出，这种情感正是善之美
的最好体现。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看
到了慈善事业的真实情况和发展历程，从
而对慈善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行善者》所传递的慈善理念，是一种
善良和美好的价值观。正如李泽厚所言：

“美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之一。”在《行善

者》一书中，那些可爱的慈善人士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美好。他
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
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价值观，正
是《行善者》所传递的核心信息，也是我们
每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

《行善者》所展现的文学特色，是一种
美的形式和艺术的表达。宗白华认为，艺
术是对现实的模仿和超越。而《行善者》的
文学意义，正是对慈善事业的艺术化表
达。这种美的形式和艺术的表达，不仅让
我们知晓了慈善事业，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捧读《行善者》，不仅让我们看到慈善
事业的发展概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真善
美的力量和美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我
会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
他们。同时，也继续传递真善美的价值观，
让更多人加入慈善事业的行列中。 □陈蔚

好 书 不 厌 百 回 读好 书 不 厌 百 回 读
——读张军朝《红色照金采访手记》

也许世界上真的有“缘分”，刚刚从陕北田野考
察革命战争旧址回来，就读到张军朝的《红色照金
采访手记》（以下简称《红色照金》）。

陕甘宁边区具有独特的自然风貌与厚重的历
史文化，这里的山山水水、纵横沟壑，到处留存着红
色革命的印迹，记载着这里曾经发生过波澜壮阔的
革命历程……

为了给我刚刚完成的一部书稿插图，我和几位
朋友驱车到陕北黄土高原，踏寻延安保卫战青化
砭、蟠龙镇、羊马河等战役旧址进行拍摄。行进过
程中，我有种强烈的震撼，沉思在过往的革命历史
中。阅读着张军朝的《红色照金》，眼前又出现了陕
甘宁边区火热的“闹红”岁月，也仿佛看见了新时代
打赢脱贫攻坚战给这块土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照金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
家开创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后胜利
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基
础。红色照金在中国革命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
华章，历史在前进，按张军朝的话说，照金“已经成
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

张军朝在长达三十年里，持续关注照金这块
热土，重走红军路采访，驻村扶贫的扎实工作，深
入挖掘了照金光辉革命历史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
事，深切感触到老区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
磅礴前进的力量。这是一部用真情实感写成的呕
心沥血之作。

作者在抒写大量革命战争场景与真实人物故
事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记录了这块
土地上的许多人文历史、地理山川和生动有趣的民
间传说。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了解革命老区照金
的“百科全书”。

《红色照金》共分三章。第一章《英雄照金》，分
为“魏巍薛家寨”“悠悠石门关”“秘境兔儿梁”“三探
龙家寨”“探寻梨树湾”等篇章，通过走访照金革命
旧址，记述了这里曾经发生的战斗故事，描述了这

里的自然风物，讲述着这块土地发生的时代变迁，
使读者对照金有了直观了解，也对照金的革命历史
有了全面认识。第二章《血色渭北》，通过“烈士鲜
血染红渭北”“为革命，黄子文毁家纾难”“李胜云深
情忆丈夫”“爷台山，远去的枪声”“星夜护送李先
念”等故事，生动再现了照金乃至渭北革命群众英
勇无畏的斗争事迹。第三章《桥山丰碑》，选取了

“武王山神奇传说”“闪耀的星光”“奔腾的浪花”“葫
芦村的女书记”“百年古镇，千年炉火”等题材，叙事
写人，展示出脱贫攻坚过程中，人民群众奔赴小康
生活的动人情景……

这部著作内容扎实，叙述详细，是一部采访手
记形式的纪实文学作品。采访手记是一种记录和
总结采访活动的文体形式，是采访者根据自己的观
察、思考和感受，将采访过程中的重要信息、见闻和
体验用文字表述出来，具有真实、客观和深度思考
的特点。

首先，全书以第一人称“我”即作者的视角和感
悟描述整个采访过程，呈现出照金的革命故事、自
然山水、人文景观以及采访实录。例如《照金，令人
眷恋的红土地》上下篇，《芋园访红嫂》《兰子敬叙说
革命史》等，都是“我”眼中和“我”采访后而成篇的
作品。正是因为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作品读来真
实有力，可信度高。真实立足于史实，立足于作者
的亲历亲闻，因而这部书呈现出了一幅革命斗争壮
丽画卷，揭秘出西北红军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革
命故事，更加感人，更能打动人心。作者通过挖掘
鲜为人知的细节，在真实反映发生在照金革命根据
地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的同时，弥补了许多研究空
缺和史料。

其次，作者避免了对被采访者言谈的简单记
录，而是强化了作品的叙事性和故事性，更注重用
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采访过程中的情感和感受，通
过描写手法和情感色彩，使手记更加生动、引人入
胜，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采访者的思考和情

感变化。例如《春雨蒙蒙，翠柏青青——柳公故里
的英雄故事》《岁月悠悠，故土依依——特等功臣的
平凡人生》《庙湾的山，庙湾的水》《庙湾的战斗，庙
湾的人》等，都具有这样的写作特点。

第三，《红色照金》及时有效地反馈和记录了红
色照金的历史与现实，使读者能够真实了解红色照
金的发展历程、最新面貌，全方位了解这里的变化
和蓬勃兴旺景象。作者没有拘泥于历史钩沉中，而
是把笔触放逐在长达九十年的时空中，把红色照金
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往
直前的探索精神与脱贫攻坚精神融会贯通，立体呈
现了革命老区前进历程中凝聚起来的时代精神。

严格说，采访手记属于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是
最基本的要求，既不能虚构也不能想象，一切围绕
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采访手记的价值也就体现在
这里。当然，要写好采访手记，还要注重文学性，只
有这样方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可读性。张
军朝遵循了这个写作要求，给人强烈的历史感、现
场感和立体感的同时，又用散文化的笔法，给读者
带来清新的阅读享受。

总之，张军朝经过数年研究、走访、实地考察和
反复修改而成的《红色照金》，不但具有历史的厚重
感，而且还有生动的故事细节描写。书中大量革命
遗址和自然景观图片，给全书带来了新鲜而直观的
视觉材料，满足了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红色照
金》确实是一部好书，好书不厌百回读，至少，为我
提供了一个重新修订书稿的新思路。 □柏峰

新书推荐

孙亚玲散文集《枕着秦岭入眠》面世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日前，陕西女

作家孙亚玲散文集《枕着秦岭入眠》由陕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散文集是孙亚玲近年来的散文
精品荟萃，其中收编了 70多篇散文，共
计 20 多万字，是从作者在报刊发表的
诸多散文中挑选出来的，整体呈现了

“精短简练、语言纯粹、地域特色”等特
点，每篇作品都强烈表达了作者内心世
界积极向上的情绪，同时也体现了作者

“对万事万物充满热情与好奇、热爱生
命并有所追求”的个性和价值取向。

孙亚玲，第十届冰心散文奖获得
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迄今发
表各类文章一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

说《回家》、散文集《太白烟雾》《一轮明
月映秦岭》《枕着秦岭入眠》等，先后获
得各类文学奖项 30余次。

王成祥散文集《当时也道不寻常》出版

本报讯（记者 刘诗萌）近日，煤矿作
家王成祥散文集《当时也道不寻常》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收录
了作者近五年来创作的 21 篇散文，以

“我曾钟爱的草木光阴”“我曾路过的那
程风景”“我曾遇见那样的自己”“曾感
动我的那些人和故事”四部分全景式记

录了作者的人生路径。
王成祥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现实主

义作家，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活和工作
经历，生产队时期在大队林场当护林
员，受过军旅生涯熏陶、煤矿井下挖煤
艰苦环境的历练，做媒体记者培养了
他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阅
历，让作者付诸笔端，浓缩的是一个时
代、一代人的生命印迹。

他的作品《我笔下的矿工兄弟今何
在》记录 800米地层深处煤矿工人生存
状态，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工业那
段艰难壮观的峥嵘岁月；《煤城烟雨》以
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当矿
工的铜城为切入点，讲述煤城的峥嵘岁
月，从辉煌走向持续发展的转型轨迹；
《我当麦客的那些年》用纪实的手法记
述即将消失的农耕文化，让读者回味那
曾经的岁月，营造跨越时空的联想……
王成祥用厚重的生活积淀，创作的文学
作品，真实生动，可读性强。

八旬作家孙扬长篇小说《黑山虹》付梓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近日，八旬作
家孙扬的长篇小说《黑山虹》由中国文
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描绘陕
南桑蚕和棉织丝织发展历史故事的作

品，也是一部献给中国桑蚕和棉织丝织
行业的扛鼎之作，亦是作者献给故乡的
一部农业文明历史画卷。作者坦言，这
是他用心血和生命写就的一部作品。

据了解，此作品是孙扬长篇小说
《丝绸望道》三部曲系列之一，全文23万
字，主要讲述了 20世纪 40年代末，陕南
黑山地区棉织作坊转型丝织社过程中，
山腊梅和申治平夫妇团结棉织和丝织
作坊的从业者、穷苦老百姓，同依靠棉
织作坊发家的柳化谋和力求持中间立
场的包兆之间所发生的情感纠葛故事。

孙扬，陕西旬阳人，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著有诗歌集《黄栌
集》《绿帆船》等，中短篇小说《红裙子》、
中篇小说《赤子小松鼠》、长篇小说《兴安
踪影》等，其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和省、市
文学奖项。

——周瑄璞长篇小说《芬芳》阅后感

镜头里的中国古建筑
中国古建筑的魅力，从不因时光流逝而消退，

积淀越久越是深厚。读罢梁思成先生编著的《中国
建筑史》，我对中国古建筑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的珍视和感悟更深了一层。

我与中国古建筑，早就因摄影结下了不解之
缘。坐上飞驰的动车组，骑上心爱的摩托车，到达
历史悠久的城市，走进故事绵远的乡村，用镜头记
录泱泱大国的多姿多彩。不管到哪里，中国古建筑
都是我取景框中经久不变的系列题材。

中国古建筑究竟起自何时，已成史前玄秘。但
始自殷商的殿基、柱础和院落，在殷墟的历次发掘
中确有考证。历朝历代，每逢治世，均是中国古建
筑走向辉煌的契机，而中国古建筑的每一次兴废，
总是与王朝更替、国势盛衰相伴相随，正如《中国建
筑史》中所述：“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
牵连，互为因果者也。”

就拿我熟悉的古都西安来说，它承袭了自汉高
祖刘邦在此定都以来，几经演变进化形成的格局。
到盛唐时期，已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今
天西安历史文化旅游景点之中，以兴庆宫、大明宫、
含元殿、曲江池等为代表的古建筑体系遗址遗迹，
仍可以窥见一千两百多年前中国古建筑的辉煌。

历史不会只眷顾一座城池、一个时代。“国破山
河在，城春草木深。”诗圣杜甫的名句跨越千年，引
我们感怀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之殇。到了五代初期，

后梁取代了唐。为了兴建新都洛阳和东都汴梁，朱
温毁长安宫殿、取筑造之材，浮河而下，才得以在百
业凋敝之时建成广厦。

明清时期建成的紫禁城，使中国古建筑的艺术
高度再次达到了顶峰。但到了清朝末年，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下，西洋建筑从租界开始
蔓延，逐渐影响到我国各地的建筑风格，甚至出现
了不中不西的滑稽建筑，但中华民族的伟大正在于
包容和融合，就像隋唐时期佛教文化与华夏文化融
合互促一般，西方建筑理念、技术和人才的到来，也
为中国建筑的科学化进程和中西方文化交融创新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上海南京
路外滩、武汉江汉路等地的中西合璧风格建筑，都
成了中国历史的时光缩影。

在科技文明日新月异、钢筋水泥森林遍布各地
的今天，间或存留在城市角落、山野乡间的中国古
建筑，成了讲述地域文化和人文故事的名片。北
京、西安、南京、杭州、苏州，以及山西的平遥古城、
五台山等等，都是以中国古建筑为代表的热门旅游
地，宫殿、城垣、民居各具特色、各成一派。山西人
盖房子，江浙人造园林，佛家建寺院，道家起观宇，
这些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汗水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让古典文化得以繁盛于当代中国，在科技无
孔不入的今天，给了人们一片领略文化、感悟美好、
小憩心灵的港湾。

来自五湖四海的男女老少在西安穿上古装，都
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在“唐朝”拍美照。在每一处
亭台里、每一座楼阁前、每一道通廊内，甚至每一面
红墙下，数不清的摄影师在这片千年古韵福地，将

“古人们”俊俏的身影定格在取景框里，整条产业链
上的每一个人，莫不因熠熠生辉的中国古建筑带来
的红利而实现共赢。

21世纪的今天，驻足于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诗人王维豪气的诗句所描绘的景象犹在。宏伟
的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色彩斑斓的唐风
仿古建筑，对我们这些摄影发烧友的“诱惑”无处不
在，典雅、庄重而又优美的中国古建筑一直是摄影
领域经久不衰的题材和摄友圈子常聊常新的话题。

西安的古建筑摄影资源非常丰富，这里毕竟曾
是长安，虽然数历战火洗礼，但城内城外不少标志
性古建筑挺过了千年风雨，至今仍巍然屹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要发展要富强，建大
厦、盖高楼是绕不开的硬目标。幸而当时很多新
建建筑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拥有六七十年
历史的西安钟楼邮局、钟楼饭店、西安交通大学老
校区、西电集团办公楼、国棉纺织厂、西安电影制
片厂，都呈现出浓郁的苏式风格，这是兼容并蓄的
中华文化，以其传统建筑与欧洲建筑成功实现的
友谊大融合，现今已经成了城市记忆的地标。

□刘翔

“幸运和充实”是陕西作家周瑄璞对自己 2023
年的总结。这一年，她的长篇小说《芬芳》入选了中
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家出版社
为其举行了改稿会，邀请专家学者对作品“把关号
脉”，提出修改意见。2023年 7月，周瑄璞参加了
中国作协在山东举行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推进会，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作协和各级政府对
项目的重视和支持。《芬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
受到多方关注，多家媒体进行跟踪报道。

近日，《芬芳》接连入选中国小说学会 2023年
度中国好小说、《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3年度
优秀畅销书排行榜，荣获 2023“新芒文学计划”征
文大赛二等奖。笔者读后，深感这是一部乡村巨
变史诗的精品力作。

《芬芳》是周瑄璞历时两年、七易其稿创作的最
新长篇力作。作品聚焦于一对在贫困中跋涉成长
的兄妹，着重讲述以杨烈芳为代表的多位女性沉浮
跌宕的命运，描绘了一个大家族中四代数十人的众
生相。以充满美善的笔触书写小人物的奋斗历程，
以元气淋漓的鲜活细节再现中原乡村从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至当下的历史变迁。作者将家族之间互

相帮衬、血浓于水的亲情付诸文字，流淌出对故土
深厚质朴的热爱与深深眷恋尤其让人动情。

这是一部形象的乡村巨变史。众所周知，河
南人口近亿，是中国大陆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加之
历史上多次黄河泛滥，抗战时期，蒋介石命令扒开
花园口，淹没无数村庄，天灾人祸，民生多艰。河
南也是农业大省，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
使广大农民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以下。

这也是一部乡村妇女的苦熬史。河南妇女泼
辣能干闻名于世，能者往往多劳，多劳也该多得，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多年积贫积弱不可能一夜之
间改变，农民尤其是农妇依然处于温饱线上下经
济匮乏的状态。引章好学，一心想考大学，但因
家贫，学费成为最伤脑筋的事，高考落榜，还要复
读，为儿子筹措学费，母亲白氏借东家求西家依
然无果，走投无路之际上吊自杀。小蝶天生不
足，弱小自卑，又向往外面世界，在深圳打工遭人
轻视，终于走上不归路。素芬丈夫转干后不顾刚
生下女儿的妻子，提出离婚，自尊自爱的素芬带
着襁褓中的女儿回到娘家，靠裁缝手艺维持娘俩
的生活。烈芳为了哥哥考大学放弃学业，靠编织
为哥哥提供学费。

这还是一部乡村妇女的奋斗史。女主人公烈
芳是乡村女性奋斗人生的代表。她是寻来（养女）
的，却没有自卑感，在养母自杀、养父不管不顾的
艰难困苦中，她放弃学业，不仅供养哥哥，而且独
自扛起家庭重担，使大厦将倾的家得以转危为安，
由衰转盛。素芬和女儿小秋从最初几乎无立足之
地到后来有房有车，买几万元的高级相机为巨变
中的乡村留影存念，可谓天翻地覆的巨变。烈芳
说得好：“时间是最伟大的力量，她可以改变一切，
曾经刻骨铭心的，如今云淡风轻；曾经奋力抓取
的，现在轻轻放手；曾经怒目而视的，今天一笑而
过。在时间面前，我们都是赤子，捧出真实的自
己。时间看着我们，不言不语，却教会了一切。”体
现了新时代女性敢爱敢恨、自尊自爱、独立自主、

豁达大度的精神风貌。
《芬芳》的艺术特点也很鲜明。
其一是幽默。林语堂说：“最上乘的幽默，自

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各种
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幽默的好处多多：
减轻压力，有助于交流，战胜恐惧，使人舒适，让
人放松，减轻疼痛，提升免疫系统，可以培育乐
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可传播幸福。河南
人恐怕是国民中最富有幽默感的人群。也许生
活的苦难需要幽默来化解。《芬芳》将河南人的幽
默感描写得淋漓尽致。

其二是语言。《芬芳》化用了不少河南方言，尤
其是人物对话使用了大量河南话，与人物的身份
十分接近，尤其是人物对话与农村语言非常搭
调。作者不仅在文中以括号简注方言，而且以明
信片形式详细注解方言，便于读者顺畅阅读和理解
语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周瑄璞说，方言会使文
学作品更加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气息。它的魅力在
于似懂非懂有所懂，它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结合上下
文。第一次出现不懂，第二次出现不懂，第三次出
现时，噢，有些懂了。所以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不
需每个都去注解，要相信读者是有正常领悟能力
的人。对于从小与河南同学亲密接触的笔者每每
读到人物对话中的方言时，不禁会心一笑。

其三是装帧。《芬芳》封面底色以黑金为主色
调，象征着肥沃、丰收的土地，“芬芳”二字是粉红
色，象征着女性对生活的热爱，散发着芬芳馥郁
之香。作者和出版社给读者的一封信，则体现了
对读者的体贴和关爱，形成了作者、出版方和读
者的良性互动。这是本书的一大创新，也是出版
人的创举，是出版高质量发展和满足读者高品质
阅读的精心制作。

周瑄璞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据悉，作家出版
社于今年推出《芬芳》姊妹篇《多湾》的再版版本，加
上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纪实文学《大周表情》。今年，
周瑄璞会有两部作品面世。 □王新民

书籍总是散发着特有的芬芳，将我引
入另一个迷人的世界。午后，窗外喧嚣繁
华，窗内悠闲的我在安静读书。品读人生
百味，体会别样人生。

青年时代读的书是故事、是情节、是
结果，我为书中的人物或悲或喜，为命运
的辗转而叹息，为结局欣然接受或叹世事
不公。我的情绪随书籍波动，我也通过书
籍想要了解更多。

初读《红楼梦》《穆斯林葬礼》《荆棘
鸟》是为爱情难过惋惜，为世事难料、为求
而不得叹息。在愤愤不平中接受结局，有
眼泪有无奈。再读他们时就有了更深感
触，作者笔下的悲剧不止于悲剧，有时代
的烙印，有阶级争端，有与命运抗衡的
心。终是“好了、好了”和“最美的东西要
用最深的痛来换”来概括。

现代读书是一种“享清福”。
喧闹的城市、忙碌的工作，静下来时，

清茶淡酒书香为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一
种清福。城市忙碌的人，有多久没有领略
到童话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告诉我，雨雪
都是会老的，太阳是会调皮的，树木是会
说话的，驯鹿是通灵的。宁静的河右岸几
辈人的悲欢，在老者的清晨、正午、黄昏中
缓缓流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阅读
时我的心境是舒缓的、松弛的，没有主人公
的感同身受却有周遭的宁静祥和。

读书是一种生活状态。
人生有工作、有知己、有歌、有酒、有

茶，亦有书籍。你为人生的起起伏伏、忙
忙碌碌或歌或酒，情绪像一面张开的风
帆，征途上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回归港湾
亦饭亦茶亦有书，是进取途中的补给与修
护，是现世的安稳平静。

沉醉在书中，我们能拥有辨别善恶的
本能；沉醉在书中，我们能领略到世间许
多细微的美好。 □李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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