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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风景、风物与风情

新书讯

《和工会干部谈谈人工智能》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 夏华东）近日，《和工会干

部谈谈人工智能》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据了解，该书是AI写给工会干部的第一

本书，针对工会干部普遍关心的 50个人工智
能问题，从概念、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在工会工
作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解答，帮助工会干部
轻松了解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

本书编者“学习强会”，是由中华全国总
工会打造的服务千万工会干部的全国工会知
识服务平台，依托中国工人出版社积累形成的
工会领域内容知识优势，开发工会特色多媒体
课程、题库、数据库等数字产品，通过平台“知、
学、考、用”的场景学习，针对全国近千万工会
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引领、工运历史传承、工会
工作助手的“互联网+工会”知识服务，助力工
会干部队伍提素建功。

作为数字化服务平台，“学习强会”正逐
步成为权威、专业、全面的工会知识智能化服
务的重要实践。

《文化价值与陕西特色文化研究》出版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近日，陕西国防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小刚副教
授著作《文化价值与陕西特色文化研究》，由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深入挖掘陕西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和区域文化资源，历时两年完成。作者以扎
实的学术功底和通俗的文字，对文化价值和
陕西特色文化进行深入阐述，资料翔实丰富，
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进一步挖掘陕西特色文
化资源，讲好陕西文化故事，为政府相关部门
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也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
供了重要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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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作家出
版社出版了陕西铜川籍
青年作家孙阳的长篇小
说《生活隐瞒了什么》，这
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以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初到2022年，这三
十年为时代背景，描绘了

“我”出生地益庄芸芸众
生的生活状态和二十几
个小人物的命运轨迹。
全书分七个章节，二十九
万字。孙阳以梦境为小
说的主要布景，穿插现实
场景，跨越乡村与城市，
以细腻丰盈的笔法搭造
了一个超越他年龄的壮
观舞台。舞台上有四时
风景，有乡村童年的快
乐，有形似鲁迅笔下的
看客，有悲欢离合，有艰
险迷茫，有少年的叛逆，
有婚后寄人篱下的屈
辱，有人性的复杂和险
恶等故事情节，作者通
过小说想要表达的是对
生活的深度思考。

作者通过“我”“我父
亲”“我母亲”的主体介入，与之关联的人物有贺
碧凤、赵细娇、赵顾晚、赵佳琦等人物展开描写，
每一个人物形象饱满，立体而传神，人物命运随
着故事情节跳动在读者眼前，故事情节推动着
人物的命运走向，整个小说篇章结构紧密、情绪
贯通、情感充盈。

由于“我”出生时天生六指，头上还长了一
个眼睛，形如怪胎，从小遭人嫌弃，特别是父亲
赵顾早常常非打即骂“我”，让“我”在家里噤若
寒蝉。直到遇到少一个睾丸的同村好朋友小
树，童年才有了些许快乐。在梦境里，童年的

“我”和好朋友小树先后遭遇家庭变故，亲人们
一个个或病或灾离奇死去，让“我们”更加同病
相怜。直到上高中后，“我”和小树因同时喜欢
女同学秦怡薇而相互疏远。老师处置秦怡薇早
恋问题太过极端，品学兼优的秦怡薇也走向了
极端，在课堂上用圆规刺伤了老师。秦怡薇下
落不明，小树去参军，后来牺牲在抗洪前线，

“我”常常想起他的好。作者大篇幅写“我”与小
树相处的点滴时光，映射出主人公的孤独，彰显
出纯真的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
小说采用顺序、插序、倒序、补序等叙述方法，尤
其对细节描写和情节的转换非常到位，使整部
小说读起来跌宕起伏又自然顺畅。

《生活隐瞒了什么》中的人物命运各自不
同，这些人物似乎是作者的多个分身，通过这些
人物命运轨迹来展现作者孙阳对生活真相的认
知。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余华、格非、苏童、阎连
科等作家作品给予了作者极大的滋养，年纪轻
轻，竟将蒙太奇手法在小说中展现得出神入
化。作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本书责编史佳丽
认为：“孙阳的长篇小说不仅袒露了一个三十岁
青年的灵魂，也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作为‘90
后’小说家的杰出才华。”

作者借助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来回转换，窥
探世相百态，捕捉生活背后幽暗的影子，从不同
的人物角度展现了斑驳残酷的命运起伏和蓬勃
顽强的生命力量，超越现实的荒诞诗意，阳光般
燃烧的激情，映照出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在
孙阳笔下，生活不再是平淡无奇的日复一日，而
是充满了波折与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让我们看
到了人性的光辉和黑暗。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
里，孙阳通过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小憩一下，
回望来路，抒写青春，思考生活的意义，也算是
展现了一个三十岁文学青年的心路历程吧。

□雷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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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故乡的情书写给故乡的情书
——陈仓散文集《月光不是光》读后感

佳作推荐

——读朱鸿散文集《城南》

逆时代潮流而动 终将被历史抛弃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通常采用“成王

败寇”的思维。其实我并不是反对这种历史观，
我只想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
景，从人性的复杂层面，再以包容的态度去评价
这个历史人物，或许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
了解他、理解他，进而从中获取更多的历史认知
和历史经验。

提到清末民初历史人物杨度，几乎是一边倒
地贬低，说他是无耻文人、嗜利之徒，说他是帝制
复辟的罪魁祸首。近日，读唐浩明长篇小说《杨
度》，上中下三册，基本把杨度这个人讲透了。当
然，作者有自己的历史评价观，有自己对社会发
展规律的理解，有自己对人性的感悟，文学发挥
的空间比较大，所以主人公的性格很饱满，从始
至终让读者兴趣盎然。

站在历史维度，我们评价杨度，概括起来应

该有三个身份。首先，他是政治活动家。杨度是
中国近代君主立宪制的鼓吹者、拥护者、实践者，
他和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蔡锷、周恩来等人关
系甚密。第二，他是一个文人。他不仅科举考试
考中进士，而且他精通诗词书法，《湖南少年歌》
《黄河曲》等作品广为流传，当时被称为“旷世逸
才”。第三，他是一个佛学大师。有一段时期，由
于他政治上失意，便潜心研究佛经，法号虎陀禅
师，并自创禅学无我宗。以上三个身份，如果保
持得好，绝对会让杨度名扬天下，流芳百年。

但可悲的是，杨度之所以被世人唾弃，就是因
为他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大节上不保。最初，他积
极参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进步主义，成为君主立
宪制的忠实拥护者。后来，他政治立场突然改变，
成为民主共和的鼓吹者。再后来，他追随袁世凯，
变为帝制复辟的推动者。就是因为杨度在政治立

场上的反复变化，逆时代潮流而动，才会身败名
裂，沦为卖身变节的无耻文人。胡汉民称他：“拥
袁称帝如教猱升木，将必不能逃民国之珠。”

应该说，作者唐浩明在这本书里，通过文学演
绎的手法，替杨度说了不少好话。书中替杨度做
自我辩解：“一个政治家要的就是这种富于自我牺
牲的博大胸怀。就算自己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吧，
如果真的为国家谋了一条通向富强的道路，后人
自然会谅解的，甚至还会赞扬。”历史潮流，浩浩荡
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杨度没有踏准历史的节
奏，选择逆潮流而为之，其结局可想而知。

从个人读书偏好来说，我比较偏爱长篇小
说，尤其像这种百万字小说。只要书写得好，读
进去，思维就能随着小说人物的命运起起伏伏，
如同身临其境，同喜同悲。正所谓，逍遥一书之
中，睥睨历史之间，乐哉乐哉！ □孙鹏

回望经典

《聊聊》：暖心治愈之作
众所周知，倪萍曾是央视著名主持人，主持的

《综艺大观》《聊天》家喻户晓，但鲜有人知她也是
一位作家，著有《日子》《姥姥语录》《和姥姥一起画
画》等书且影响广泛。

“作家被誉为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这一称呼
是由前苏联教育家和政治家加里宁提出并形容作
家的，后来被加里宁引入教育界，强调教师在培养
下一代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认为，教师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塑造学生心灵的教
育家。以此来看《聊聊》，笔者以为倪萍堪称“人类
心灵的工程师”，她新近出版的《聊聊》是继打动万
千年轻人的《姥姥语录》之后，再次走进真实的女
性世界，与读者共度一场暖心治愈之旅。

倪萍在书中聊的对象多是考上北上广名校且
工作奋斗于此的优秀青年，大多是已经打出一片
天地的事业有成者，却在感情、家庭或与伴侣发生
纠葛或与父母产生矛盾或在孩子教育上出现问
题，尤其是与父母方面的恩恩怨怨比较突出，几乎
占了全书的一半。

就说第三章中的第二个案例，题目为《在人生
的迷茫时刻，谁能给你内心的安稳》。从珍妮与倪
萍对话看，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是减肥。减肥本不是个难题，只要下定决
心，管住嘴迈开腿，久久为功就会达标。珍妮在
《后来的我们》中说道：和倪萍老师聊完，即刻的改
变是当晚我没有吃饭就跑去健身了，脑中幻想倪
萍老师因为减肥饿到偷吃咸菜的场景，哈哈。这

一年我的体重涨涨落落，没减掉几斤，不过我养成
了运动的习惯，皮肤和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问
题是坚持到底了吗？如果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应该
是没有问题的，龟兔赛跑讲的就是此理。

二是择业。如今跳槽似乎成为年轻人的家常
便饭，动不动就辞职换单位。如果说我们那时甘
当革命的螺丝钉，始终钉在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
缺乏个人选择的话，那么如今的年轻人动辄跳槽，
则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对工作事业的忠诚度。古人
云，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说的就是人的精力有
限，不可得陇望蜀，见异思迁，而要坚定志向，目标
明确，矢志不渝，干出成绩。贾平凹就一再说他别
无他能只会写作，结果写出上千万字的优秀作品，
《贾平凹文选》30卷出版面世就是证明。

三是原动力。先现身说法吧，在不久前回答
一次调研关于动力提问时，笔者回答：最大的动力
是感恩父母的养育、至亲的关爱和老师的教诲以
及组织的培养，回报恩师和社会。记得过去在家
里中堂或祠堂看到供在最中间的牌位上写着“天
地君亲师”，逢年过节要对着这个牌位和先祖的牌
位叩头，就是要感恩天地君亲师的护佑恩泽。珍
妮也说：“挺在乎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尤其是我爸
妈的看法，我的原动力是渴望能被他们认可。”既
然如此，那就努力作出成绩取得他们的认可。

四是自信与信任。从珍妮的讲述中和多次跳
槽中可以看出她的自信有待加强，一花一世界，一
人一世界，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知道自己适合干什

么，能干成什么？至于信任，如果儿女三十未立业
也未成家，如何让父母不焦虑担忧而一味盲目信
任呢？当你成家立业，父母怎能不信任你呢，他们
高兴还来不及呢！

倪萍事业上、家庭上曾过五关斩六将，辉煌
过也遇到过走麦城，但她坦然面对，不怨天尤人，
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倪萍也发福过，她以坚强
的意志减肥了，风韵不减当年。倪萍的孩子一度
病重，她辞职陪孩子度过艰难日子终于转危为
安。倪萍善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将姥姥的口头
禅、家常话整理出版《姥姥语录》自励励人。倪萍
敢于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成《日子》与读者分
享。倪萍在《聊聊》中敢于现身说法，引导年轻女
性摆脱困惑，走出迷茫黑暗，走向光明的前途。
这就是年轻女性的榜样，也是这本书深受读者喜
爱的原因。 □王新民

用朱鸿老师的话说，城南，既是一个方位，
也是一个文化意象。散文集《城南》主要指唐长
安城的城南，也指今天西安城的城南。

长安有什么？
自汉时将长安定为国都，逐渐就成了全国

的一种文化符号。千百年来，让人心之向往，政
治家视长安为正统的象征，皆谋求占据关中，据
潼关以图中原。在中国文化传承里，长安就是
盛世、开放、包容的代名词，是大唐雄风，是每个
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记忆。

那么，长安的城南有什么？
如朱鸿老师在自序中描述的，“城南有山，

有谷，有原，有川，有河，有池，实为形胜，遂有楼
观，且有寺院。城南之道如砥，路如砥，当然也
十分险阻，所以会辟关设防。城南史迹遍地，宜
于思古。”简短的几句话就道出了城南的自然禀
赋和人文优势。

朱鸿老师很会找与读者灵魂的契合点。我
们知道长安，大多通过唐诗，但学生时代一过，
除了偶尔吟诵佳句名篇，大多数人不再或少有
频繁接触唐诗，而这本《城南》让我们对于许多
脍炙人口的诗以及那些曾经活跃在长安的千古

风流人物有了一个全景视角，从我们泛泛的知
道长安到了解长安、了解城南，可以说是朱鸿老
师一个个行脚处，给我们展开了有关唐诗的另
一个场域，那就是长安城南的自然山水、历史人

文、风俗传说。
城南有什么？
具象来说，城南有被称为神栖之地的终南

山、隐于秦岭之中的翠华山，有谷深险峻的南
五台、贯穿南北的子午道，有王维的辋川，有岑
参、韩愈、元稹的樊川，有杜牧、杜甫的少陵原，
有李商隐的乐游原，有曲江金榜题名时的赐宴
流饮，有李白“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的自
由洒脱，有杜甫“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
江曲”的愁肠百结，有白居易“慈恩塔下题名
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意气风发……有谷子、
荠菜，有飞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人，有作
者成长的人生段落。

作为长安的抒写者之一，笔触细腻隽永，真
诚质朴。朱鸿老师笔下的“山，原，川，池（河），
寺，陵，道，关，节（会）”情与景汇，史与文融，山
水入目、风情入心，注重景点探源和寻觅人文景
观的文化遗迹，不仅有城南山水壮阔、文化反
思，也有作者的哲思禅意恰然融入。如他在《翠
华山》中说，天当然是会破晓的！人生变得明白
了，天就破晓了，黑暗也就退去了。在《辋川尚
静》中他写道：以王维的气质，他不能完全陷入

官场的名利之争，他也不能彻底寄情于辋川的
田园之乐，他必须两者兼顾，这样他就得到了入
世的好处，同时避免了出世的苦处而感到了出
世的乐处。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存在着广阔的
地带，他奔走其间。人似乎只能这样生存，不
然，完全媚俗与完全脱俗，都可能导致深刻的痛
苦。整本书看完，不难看出朱鸿老师的人生底
色，志向与愿望。

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这种环境和氛围很
影响人的精神，我常想生于城南、长于城南的朱
鸿老师，会成为一位作家，与这种文化熏陶是分
不开的。书写家乡，书写长安，除了是他骨子里
的热爱，更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责任，一种情
怀，一种精神的感召。如他所说，凡山川河流，
打上了人类的印记，投进了人类的意志，注入了
人类的元素，才会成为文化遗产。

对生活的理解，我们都需要有一片灵魂的
故乡收藏我们的根脉与信仰。纵而观之，亦咏
及之，估计是朱鸿老师的宿命吧。长安，城南，
产生故事与诗意的地方，也是迎接一切真诚与
善良叩访的地方。这是朱鸿老师长安系列散文
最美的初衷。 □张彦梅

通读了刘欢欢的散
文集《去看那一树繁
华》，不禁感慨万千，散
文集从三个维度展开：
一是大学之前的我，童
年的时光，瓜庵子的记
忆，同学眼中的学霸；二
是教师的我，烛光前行，
默默耕耘；三是不惑之
年的我，经历了岁月的
洗礼，知道了如何解惑，
活得更加通透。记事议
人的时空经纬结构与抒
情说理的灵魂映像结构
交织，情与理交融，让人
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作者以真情实感、
直率感性的叙述方式，
不曾刻意美化和掩饰，
没有虚伪的修辞，以客

观冷静的描写以飨读者，赢得了广大
读者的信赖，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在散文集中，作者用浓厚的笔墨
描写家乡的历史文化，抒发了对故乡
的真挚情感。《永远的村庄》《乡村的春
天》《等待麦收》《夏天的故事》《小城临
潼》等读后让我有一种亲切感和熟悉
感，诱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夏天的故事》以饱含深情的笔
墨，刻画出十分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极
具画面感。作者写妹妹独自看守瓜地
的一段话感人泪下。“那个时候，高考
是 7月 7日开始，联考两天半，地里的
西瓜只能由小妹看了，听说，一天下午
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袭来，住对门的
长话叔说，女子，回，太操心了。小妹
却说，长话叔，你先回，我大还没来
哩。 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在离家
很远的瓜庵子里瑟瑟发抖，用被子
盖着自己，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后来
风雨把篷布掀翻了，她就躲在床底
下……”这段描写让人唏嘘不已，作
者有乡村的成长回忆，有姊妹俩瓜庵
子和菜地的故事，有父亲形象的刻
画，还有对那片绿油油的菜地状物绘
景的描写，在情感的驱动下，富有立
体感，让读者有了强烈的共情。

作者是一位人民教师，她用温情
的笔墨展现了教师生涯的经历和感
悟。她以独特的视角，以自己的经历
和人生观阐述自己所认识的世界，从
日常中发掘平凡背后的意义，提升了
作品的思想高度。

在《桃苑北路》一文中，作者写道：
“这条路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自
2010年秋天起，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八
年，在人生的长河中，八年只是短短的
一瞬，但就这短短的八年时间，这条路
却让我将恐惧、孤独、无助、欣喜、欣
慰、柳暗花明、不由得边走边唱的情感
体验，齐齐地经历了一遍。”这段既有
个人辛酸的描写，又隐喻了这条路八
年中的发展变化。

不惑之年的作者用睿智的语言带
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字的温度和激情，
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和认知。从她诸多
作品中，我看到真实的情感表达以及
面对现实的积极人生观和价值观。

《年关，让我醒悟》一文，我看到一
位36岁的女子为了事业，日无暇晷，把
自己差一点变成“剩女”。在《人生四
十》中，我们看到了她初为人母的艰辛
与无奈，也看到了母爱的伟大。

在《中年的理想》中，作者写道：
“不埋怨，不对比，好好生活。因为生
之前世界和我无关，死之后世界和我
无关，唯有活着的时候，能让我和这个
世界产生关联。可人生苦短，光阴易
逝，生命的长度无从把握，我们唯有用
价值把生命拓宽，用境界和格局把精
神走远。”这些语言通透而有哲理。

写到这里，我想起散文集《火红的
石榴花》最后一段话：“生如夏花，活着，
就要像夏天火红的石榴花那样绚丽烂
漫，红得通透、纯粹，火得热烈、奔放。”
刘欢欢老师爱花，她的散文正如“石榴
新蕊一枝开”，令人赏心悦目。 □李健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
杂文奖作品《月光不是光》，在

我看来，是一部写给日益萧条的故乡的情书。
陈仓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总觉得他的散文、诗

歌、小说读起来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拿到《月光
不是光》后，在带孙子的同时挤着时间读完，虽然
读得零零碎碎，但勾起我的满腹乡愁。脑海里常
常浮现出不是伐薪烧炭的老父亲，就是病卧床榻
的老父亲，抑或是外出打工的疤子哥哥的形象。
曾有梦里，似乎和作家一起来到塔尔坪，清凉如水
的月光下，我们交流着试探如何用相机拍成一张
月光下萧条的村庄照片……

作为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虽然我和
陈仓同为商洛人，却没有交集，然而，这并
不影响我对他的崇拜和关注。大约十年
前，在《小说选刊》中读到他的中篇小说
《父亲进城》，那娓娓道来的故事深深吸引
了我。也许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生活环境，
也许是有着同样的生活阅历和人生观，小
说中描述的每一件事，对每一件事情的感
知，都感同身受。从此，搜集陈仓作品成
了我的常态阅读。

《月光不是光》全书共收录八篇文章：《我有一
棵树》《父亲的风月》《月光不是光》《哥哥的遗产》
《喜鹊回来了》《老家是座庙》《拯救老父亲》《无根
之病》和《后记》。内容描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身
在他乡的游子对故乡变迁的乡愁。在陈仓笔下，
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富有感情，故乡的所有
人物都让他割舍不下。在上海打工成家立业后带
着孩子回乡寻根，可曾经生养自己的老家却变成
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然而，陈仓认为故乡是座
庙，回家是一场修行，也是疗伤的过程；拯救病危

的父亲，就是在拯救日益萧条的故乡。
身处大移民、大变迁的伟大时代，总有一些

东西被时代淘汰，被时间淹没。一本为即将消
失的故乡而歌，为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而歌
的作品，虽然只有八篇文章和一篇短短的后记，
但把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变迁带给身在其中的人
们的复杂情结充分展示出来，虽然充满了对过
往生活的依恋，也充分反映了农村的巨大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给远离故乡、重返故乡的人们带
来的心灵的震动。在陈仓笔下，故乡风光如诗
如画、触景生情及感悟直拨人心弦，在他心里，

回到故乡吃到的无不都是美食。两个姐姐虽然
贫富有差距，但对兄弟姊妹的感情一样深厚。
陪父亲睡觉，听他讲家长里短和亲戚的事，在

“我抱着我爹的一双脚，看着窗外徐徐升起的明
月，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我爹的脚彻夜都是冰冷
的，而月亮也一直是冰冷的，它们在我面前是多
么的相似啊。天上的月亮宛如我爹的脚，我爹的
脚又宛如秋后的月亮。半夜，月亮升到山头时，
照得整个小镇如白天一样，恍惚中像是城市的午
夜，街灯仍然没有熄灭一般透明。”作者披衣起
床，看到“半夜，月亮升到山头时，照得整个小镇

如白天一样，恍惚中像是城市的午夜……”拿出
手机，希望拍下那厚厚的月光，或者是月光下的
树影，但是怎么也拍不出来，顿时领悟“月光其实
不是光，仍然是黑暗，或者说掺进了太多的黑暗，
像面粉里掺进了太多的水一样，是烙不出大饼
的。月光从窗口照进来，洒在我爹的身上，丝毫
没有打扰到我爹，反而已经融入了我爹的身体，
让我感觉我爹格外与月光相似了，甚至就是一
摊凝结的月光。”

这样的父亲形象，不就是我的父亲吗！面对
日益老去的父母而又无奈无助的心思，不正是我

们的心思吗！父母一生辛劳，吃穿用度
尽量节俭，就在他们的暮年，还是默默无
闻地田间耕作，流淌着汗水背负山货进
城买卖，就算是雨天雪，也从不停下养家
糊口的辛苦奔忙。他们一生历尽艰辛供
养子女读书，日常生活中没有帮手，大小
事情都得自己干，病了也得独自扛着。
其实，这不仅仅是我的父母模样，在中国
广大农村，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父母依然
生活在这样的岁月里。在现实生活里，

又有多少子女能经常回到父母身边，抱着他们冰
冷的脚，耐心倾听他们絮叨家长里短？能有“只有
陪我爹睡觉，才算是最深入的交流”的情思？父亲
的暮年生活，日益萧条的故乡，蕴含着几多日落西
山的孤独、寂寞和无奈。

陈仓在一次回答记者时说：“文学是我的宗
教，我借助着文学这种方式，参禅、打坐，希望修行
自己，也希望化解别人。”其实，我觉得阅读《月光
不是光》，也正是一次以阅读的方式，怀念我那日
益萧条的故乡和故乡那些亲人，用怀念的方式反
思自己的曾经，度化自己。 □王荣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