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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慢慢明亮》：“下沉”的故乡书写

新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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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鹿丁联《逐光前行》随感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我和鹿丁联老师因文字而结缘，缘起安
黎老师的新书《那些家长》。书中十四个家
庭的教育案例，鹿老师就写了十六篇书评，
每篇都评得入情入理，振聋发聩。这样有穿
透力的文字，这样非凡精到的见解，这样快
的写作速度，令我惊叹不已。从此以后，我
便钟情于她的文字，只要看见她的文章，必
然饶有兴趣点开阅读。去年八月，在安黎老
师的语文读写讲座会上，我有幸结识了鹿老
师，更幸运地收到了鹿老师厚厚的两卷《逐
光前行》。到底是什么光引导着鹿老师教育
与文学花开并蒂，双骏并行呢？带着这个疑
问，开启了我的阅读。

鹿老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多种选择，
但她却执着地选择了师范专业。从《与梦幻
同行》里，我知道了冥冥中理想之光的牵引，
让她走上了辛苦劳顿的中学教师岗位。但是
《逐光前行》的字里行间却没有丝毫后悔和埋
怨，只有对语文教学的痴迷。读并教读，爱与
被爱，让她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
情谊。她开设时文鉴赏课，与学生一起共享
文学作品的美与力量；她创办《磬钟》文学社，
读书读报、作文竞赛，学生的优秀作品层出不
穷；她不遗余力地向《西安晚报》“荷尖”栏目
推荐她弟子的才华，把他们领进了文学的殿
堂，享受读写带来的成功和快乐。那一幅幅

“学生素描”，是他们师生在文学天地里互遇
互温、相携相伴的记忆，她为弟子插上了文学
的翅膀，推动他们飞得更高更远。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她几十年潜心研
究作文教学，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技
巧。面对高考作文，她像一个沙场点兵的将
军，胸有韬略，运筹帷幄。请看“引爆发散思
维的火花”“占据思想的制高点”“珠落玉盘
语生辉”……这些临场智慧的结晶，如果不
是多年的扎实实践，对作文教学的倾心倾
力，怎么会有如此的真知灼见，是璞是玉，她
敏锐的眼光立辨真伪。

天道酬勤，一个热爱教育并为之不断努
力的人，也浑身散发着光芒。陈忠实先生曾
请鹿老师为其子辅导作文，他们之间便有先
生四次赠书的情谊。陈忠实先生看到了鹿老
师的才华，鼓励她在教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
蹚出一条路子来。先生的这句话，成为鹿老
师眼前的一道光，这道光激励着她行走于教

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追逐着教育梦、文学
梦。在教育上她桃李满天下，在文学上也是
硕果累累。

《逐光前行》的“教育与文学卷”收录了她
的部分散文和小说。开卷赏读，亲切自然，如
话家常，却能牵动人心底最柔软的那根神经，
勾起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心河潺潺》书写
着乡愁，记录着成长，抒发着生活感悟，一件
件往事、一个个故事人物都立体丰满，可触
可感。《庭院抒怀》写尽了亲人之间的相亲相
爱、生命悲喜，读来让人泪不自禁，也感叹这
个家族朴实、厚道、善良、勤劳、节俭的家
风。最有趣的是《舐犊情深》，把含饴弄孙的
乐趣写得妙趣横生，让读者也不由跟着笑出
声来。《人物速写》，同事们各有千秋，在鹿老
师的眼里都是敦厚善良、坚强勇敢、德艺双
馨、热爱生活的人，向读者传递着为人师表
满满的正能量。《书香作伴》是最华美的乐
章，作者用饱蘸情感的笔墨，把读书的好处、

奋斗的快乐、梦想的力量，写得真挚而感
人。小说习作有六篇，写的应该是身边的故
事，映照着现实，引发思考，读来很有深意。

鹿老师是写文学评论的高手，她阅读速
度之快，写评论速度之快，评论作品之丰富，
目前在我的视野里，无人能出其右。《逐光前
行》厚厚一本评论集估计也只是其中一部
分。要写好评论，首先要下功夫读原著，还
要有文学评论的专业素养和深厚的文学造
诣，作为资深语文老师，鹿老师具备这样的
素养。尤为难得的是，她对作者和作品充满
了热忱，拿到书就孜孜不倦地阅读，我的《两
地书》邮到她手里不到三天，一篇高质量的
评论就发了过来，令我感动佩服不已。《逐光
前行》里收录的大都是照亮她人生的名家作
品评论，她对一个个作家的劳动付出，由衷
地欣赏，真情地评注。她眼光敏锐，见解独
到，分析透彻，一篇篇逻辑缜密、语言精辟的
评论既是对作者的肯定和激励，也是鞭策。
这些名篇佳作犹如引导后来者的光，经由鹿
老师的评论，照亮了读者向善向美的心。

品读《逐光前行》，我感到温暖又亲切，
同为教育人，鹿老师也是我的普罗米修斯，
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在教育与文学之间，
坚定而执着地前行，她的光也照亮了我们脚
下的路。 □翟红芳

如 此 读 书

打开一本书，就如开启一扇窗，让我们看
到光亮，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书里的人，书里
的事，会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和更科学
的角度，观照这个世界，也会让你不自觉地审
视自己。如果你正处于苦闷失意中，如果你
还在为某些不公而愤愤不平，我建议你静静

品读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散
文集《好好活着》，它会让你对人生、对世界有
一个新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你会从中获得奋
斗的力量，相信这世界依然有公平在、有正义
在、有希望在，相信坚持就有希望。

静心读一本书，就是与一位智者对话。
它会帮你走出孤独，走出狭隘，走出偏执，走
出迷惘，让你的心灵变得强大，让你的心智变
得成熟，让你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读

加措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受益颇
多。且不说这本书丰富的内容，光是标题就
有醍醐灌顶之效。既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就让我们安之若素好了。为什么如此说
呢？再看几个小标题，“学会爱自己，世界就
会拥抱你”（你自己都不爱自己，还指望谁爱
你呢），“人生如棋，棋手是自己”（自己的命运
必须自己把握），“享受自己的不完美”（谁又
是完美的呢）“懂得低头，才能看清脚下的路”

（低头才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吸取教
训、行稳致远）。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就会少
一些怨艾，多一些包容，心态就会变得平和。

读书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爱读书还要会
读书、读好书。清朝诗人、散文家袁枚说：

“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
瘤。”这就告诫我们读书要有所选择，要静心
细读、思考领悟、品味消化。不能死读书、读
死书，否则为书所囿、为书所害。“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读书要能入能
出，使之为我所用。

如此读书，方可治愈心灵，滋长精神。
□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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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无涯善行无涯 大爱无疆大爱无疆
——李焕龙《行善者》刍评

《阅读者》的墨香似乎还在鼻翼间萦绕，
眼前又是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行善者》，这
是作家李焕龙先生从事慈善活动以来的又
一实践成果。这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的皇
皇巨著，单写出来就是一件极为浩大的事，
更何况最难的又是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的
践行慈善，让人怀疑他是不是长了“三头六
臂”？看来，这“拼命三郎”的雅称绝不是浪
得虚名。

《行善者》讲述了作者做慈善以来和身
边各行各业热心公益、乐于行善和文化志
愿者的感人事迹。或许身为教师的缘故，
在浏览该书目录后，我在全书十四辑中锁
定了第九辑《春风行动》为首选阅读章节。
而本辑的前言更是瞬间吸引了我，“我们携
带春风，翻山越岭，只为一个目的：让留守
儿童把书读起来，把心静下来。”因职业使
然，我对书和留守儿童特别敏感。书自不
必说，至于留守儿童，虽在城区学校工作，
但 90%的学生是从农村转来的，父母都在外
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看，所以经常接触，
自然对此十分关心。里面的 12个故事一口
气读完，感慨颇多。

文字细腻，文风自然。作为安康文化名
人，李焕龙先生的文章非常接地气，语言平
实，文字细腻，文风自然，妇孺皆懂。他把那
些貌似高大上、枯燥乏味的道理，用一个个
精彩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潜移默化渗
透给读者。读着这些故事，就像冬日里把几
个知己“喊拢”，和《行善者》围炉夜话，只需
一杯热茶，听善者用安康方言娓娓道来，尽
是“咥实话”。

你看，《谭楠选书》有多细腻：“她先在
‘名校班主任推荐小学生必读书系’中选择
了《论语》《唐诗》《水浒传》等一批国学、文史
知识、文学名著读本，意在让这些图书去为
孩子们开启心智。接着又在‘熊孩子励志成

长记’系列图书中，挑出了《管好自己很简
单》《其实我是最棒的》等一组故事书，意在
让小朋友们知事明理……”这一连串的细节
描写，选书用时之长，选书类别之广，选书用
心之细，选书目的之要等等，尽在其中。一
位情深义重、乐善好施、心系家乡的游子形
象跃然纸上。不仅如此，故事里洋溢着行善
者对孩子们的拳拳之心，更给家长为孩子们
选书提供了指引和借鉴。

故事真实，催人奋进。书中讲的都是身
边的凡人小事，他们都很普通，有下岗职工，
有退休教师，有自主创业的小老板，也有“春
风行动”的助力者、推动者、呐喊者，很多都

是我身边熟悉的人，有些活动我也参加过，
真人真事才能打动人。平常百姓人家，需要
亲力亲为的琐事不少，但他们在忙于养老抚
幼、营生杂事之余，不忘尽己所能，向需要帮
助的人群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人温暖和信
心。他们身上散发的光芒照耀着那些深陷
迷茫、困境之人，带领他们走出窘境，体现了
中华民族向善向美向上的大爱精神。与智
者同行，必有所得；与善者为伍，定会变得善
良。《这个陕北后生》中的主人公小张，身为
外乡人，因为疫情，自己的生意都举步维艰，
难以为继，却毫不犹豫地为山乡留守儿童捐
赠价值2万元的图书。在为小张善举点赞的
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乐于助人也是塑造人

的过程。一种精神凝聚一个团队，最终都是
“春风行动”的组织者、响应者和执行者。《柴
晓过节》讲述“安康好人”柴晓为留守儿童精
心选书的故事。柴晓是出了名的热心人，作
为一名下岗女工，独自抚养女儿已属不易，
还常常拿出省吃俭用的钱物资助他人，一些
志愿服务活动中，总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
涓涓细流集成海，点点纤尘织就山。他们身
体力行，传播美、传递善，用自己至真至善至
美的品德改变自己、影响他人，暖暖的爱让
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富人情味。

个性饱满，形象立体。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安康市图书馆和公益团队合作的

自办项目“我为留守儿童捐图书”如一缕春
风吹到城区学校，师生们为之动情，积极响
应。我也在鼓楼小学发起了倡议，组织学生
加入捐书行列。这不仅解决学生本身对读
书的需求，从长远来说，更有利于学生的个
人成长。给儿童送书，无异于在学生幼小的
心田种下智慧和向善向上的种子，促其成为
国之栋梁，从根本上可解决留守儿童衍生出
的诸多问题，也让捐赠者感受到“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的美好。《城乡学生手拉手》就讲
述了城市里的小学生韩梓妍与母亲李叶云
为留守儿童捐图书的故事。母女间的对话
极富爱心和情趣，把“春风行动”表现得淋漓
尽致，“既然是捐献爱心图书，就应该捐献自

己心爱的好书！”李叶云、韩梓妍母女的善言
善举是众多行善者的缩影，带动的是“书香
少儿阅读计划”的整体推进和行善如潮的集
合。如果说，精英教育提高的是社会的上
线，那么，大众教育则是托举社会的底线，故
此，“春风行动”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正因如此，才有《顾问们》的支持、《助手们》
的协同、《作家们》的响应、《合作者》的助力，
也才有《西安与安康的深情相握》《校园里飘
荡着励志的春风》，这些人物个性饱满，形象
立体，阅读起来，让人有沉浸感。

文善融合，相互促进。从作者简介看
出，李焕龙先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众多
头衔，这对有些人来说，头衔意味着荣誉，但
对李焕龙先生来说，它就是一种责任。他干
一行钻一行，爱一行成一行，守正创新，他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涉足慈善事务和理论
研究。作为一位资深慈善者有着深厚的阅
历和多个岗位工作经验，做慈善，不说游刃
有余，得心应手应该没问题，但他却伏案研
读了60多种慈善专著，以虔诚精益的学术态
度创造性地将慈善与文学结合起来，相得益
彰，让文学为慈善服务，又在慈善的事业中
提升文学，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近慈善。
这本《行善者》，就闪烁着安康近30来年慈善
事业的特色光芒。

《行善者》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慈善
事业的执着与追求，饱含着行善者的满腔热
忱。慈善是一种风尚和责任，而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
变成美好的人间。从文学角度讲，这部书无
疑是“慈善文学”的标本，把慈善实务与文学
创作融会贯通，为我们这些散文爱好者提供
了范本，值得普及学习。

正如西北大学教授、博导陈国庆所言：
拜读《行善者》，便是阅读一部厚重而隽永的
佳作。 □卢慧君

佳作推荐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柳青为代表
的陕西作家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
创作之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不断
开拓这一创作之路。路遥曾多次表
示，现实主义作家柳青是自己的文学
教父。路遥传承了柳青给普通百姓
讲地域故事，传达中国声音的优良传
统，不为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时尚所
动，坚定捍卫柳青所开创的现实主义
创作传统，把陕北黄土高原作为自己
的文学根据地，在此精耕细作，创造
了自己的文学人生。

同样，生长于陕北的高鸿坦言深
受柳青、路遥文学创作的熏陶和影
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房
子》，被著名评论家李星誉为“显示了
作者生活积累和非同一般的艺术修
养、厚重而大气的优秀作品，其生活
内涵、文化内涵、艺术高度都不可小
视。这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
又一部值得被重视的关于陕北题材、
农村题材，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
的重要作品。”

2022年出版的《归途》，不仅突
破了路遥和自己《沉重的房子》的“城
乡交叉”地带，走向城市，走向国外，
而且螺旋式回归到故乡参与乡村振
兴的建设之中。无疑是对现实主义
创作的又一次突破。

首先是题材的突破。过去陕西
作家多出身农村并从农村走向城市，
但大多迟迟未融入城市，熟悉的还是
自己家乡为根据地的农村生活，因
此写作的题材主要还是家乡的沧桑
之变和父老乡亲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乐，而高鸿的《归
途》也写到家乡，但仅仅是作为起点或终点来描写，大量笔
墨写的是安纬国、安保国兄弟俩如何千方百计走出乡村，
跋涉千山万水走向一个又一个城市，并走出国门千辛万苦
创业的历程，最后在家乡乡村振兴建设事业中，在平凡的
世界里创出不平凡的人生之路，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并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次是体量的突破。《归途》与《平凡的世界》在体量上
有很大的不同。从容量和规模上看，《归途》比《平凡的世
界》更为广阔和浩大一些。《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中国北方农
村 1975-1985年 10年间发生的历史巨变，《归途》则反映了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北方农村的沧桑巨变。《平凡的世界》
人物的活动空间局限于陕北和关中，《归途》的人物活动空
间则从关中到华北、华南甚或拓展至欧洲。从人物命运来
说，孙少安和孙少平们无法跨越界限明晰的城乡壁垒，局限
于“城乡交叉”地带，为解决生存温饱的小康生活而努力。
而安纬国、安保国则跨越国界为过上更好的现代化生活而
奋斗。因此，孙少安、孙少平虽都努力奋斗，拼命挣扎，但无
一不以小富即安甚至失败而告终。而《归途》中的安氏兄弟
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跳出农门，脱离
农籍，跨国做生意，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

再次是艺术上的突破。《平凡的世界》用百万字写 10
年，其朗润和畅而又激情澎湃的叙述，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裹
挟力和感染力。《归途》用四十余万字写 40年，较之稍微精
巧严谨一些，也冷静节制一些，但也有粗疏之处，尤其是最
后一章归去来兮返回家乡参与乡村振兴有些仓促收笔，给
人意犹未尽之感，甚或虎头蛇尾之憾。

总而言之，《归途》赓续了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
所建构的“文学陕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宏阔的历史背景
中立体地展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和人心变迁，塑
造了安纬国、安保国等与时代精神共鸣交响的不同寻常的
典型人物，是近年陕西甚或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堪称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开拓力作。 □王新民

本报讯 近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工人文
学史》，该书精装上下两卷，近百万字。

所谓“工人文学”，顾名思义，即反映工人生活、刻画
工人形象、表现工人思想和情感的文学作品。中国工人
文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得到一定
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工人作家，
让工人不但在政治上当家做主，在文学上亦扬眉吐气。

《中国工人文学史》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文学史著，
该书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编，分别叙述工人小说、
工人诗歌、工人戏剧、工人散文的发展历史，有历史的线
性叙述，也有重点作家的分析和评价，点线面结合，较为
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工人文学发展的轨迹、面貌和成就。

该书也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工人史，它以文学的形
式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苦难到抗争再到当家做主人
的历史，记录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工人生活，其中有
些工人类别随着社会的发展至今已经消失，因此相关题
材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在具有文学意义的同时，还
具有民俗价值。

同时，这部作品对史实的挖掘和梳理十分充分，出
现了许多在以往文学史中不曾出现的作家作品；一些为
人熟知的作家，如丁玲、巴金、老舍等，也由于工人文学
独特视角的切入，予人以新颖的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后，对于工人作家群体的梳理和叙述，以确凿的事实
印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创造的文化奇迹。

《中国工人文学史》出版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近日，陕西省职工作家付
增战的散文集《街角的天堂》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
出版发行。

据悉，《街角的天堂》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
散文作品七十余篇，近二十六万余字，其中多篇作品在
省内外获奖。作者的笔触伸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用富
有激情的文字带给读者美的享受的同时，引发深度思
考，获得思想启迪。

付增战系陕西省作协会员、陕煤集团职工作协理
事，著有长篇小说《荒堡》，其作品多取材于陕西地域文
化与其生活体验。《街角的天堂》是作者文学创作的又一
重大收获。

付增战散文集《街角的天堂》面世

故乡南太行乡村堪称杨献平最重要的
写作资源。2014年出版的《生死故乡》就集
中表达了他深情回望故乡而生发的诸多反
思，其中所呈现的厚重、结实而意蕴深远的
抒情力量，令人印象深刻。时隔多年，散文
集《故乡慢慢明亮》再次向南太行乡村的地
理风貌、风土人情致敬，文集先以四篇散文
拉开回忆的序幕，而后对故乡的方言、风
物、时序进行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再以无常
的笔触勾勒出故乡人物的命运，最后通过
一次返乡之旅，将故乡从回忆拉进现实，更
生纷纭的感慨。无论古典文章还是现代散
文，以故乡为题的创作蔚为大观，能够像杨
献平这样深沉、深邃与深远者却凤毛麟
角。《故乡慢慢明亮》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我
以为与其“下沉”的写作姿态有关。

我所谓“下沉”，首先是下沉到民间，下
沉到最平凡，甚至最基层的人们中去。杨献
平以工笔画般的耐心细致描叙南太行山区
的自然风貌与农耕文化，但他又绝不孤立地
写景状物，在他的笔下，每一寸土地上，每一
株植物旁，每一个季节里，总是游走着人的身
影。人，才是他最关切的对象。《难以描述的
命运》中，大姨一家宿命般的悲剧，当然不能
不让人喟叹；而在《乡村青年朱有成》里，杨献
平多少暗示了那悲剧的一部分原因——何以
一个心怀希望，日子正在越过越好的青年，
会突然横遭那样的倾轧？《在民间》里，杨献

平对张建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激烈情绪，又
让我们认识到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复杂的乡
间伦理，是怎样纠缠在一起，成为乡村当中
难以索解的困局。杨献平始终将自己作为
故乡的一分子来书写故乡，因此他观察与讲
述的视角不仅是平视的，还是环视的，是身
在其中的。在同情与哀怜这土地上的人们
时，他也是在同情与哀怜自己，更是在反思
与重塑自己。于是，杨献平正是在这样“下
沉”到故乡、往事与自我的旅程中，真正获得
了“人民性”。

对于散文而言，语言是根本也是基础，
但能把这基础做好的散文家其实也并不多
见。《故乡慢慢明亮》在写作技术的层面，却
是着意“下沉”到了语言。杨献平对于语言
问题有着极为自觉的关注与思考，在这部
文集中，占据篇幅最大的，便是《南太行方
言释义发微》。那不是杨献平在为读者阐
释南太行的方言，实际上是通过文学创作
去重新发明南太行的方言。“膈谅”这样的
词，在现实生活中想必有极为普遍的应用
场景，但杨献平偏偏以生死两隔解词，凸显
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亲情联系与无可挽回
的愧疚悔恨；而在解释“毁烂”的时候，杨献
平又把它放回到不同的生活场景中去把玩
其意义的变化乃至于颠倒，提醒我们语言
并非死物，而必须在活生生的具体生活中
加以理解，方能激活词的潜能，擦亮词的本
来面目。或许也正因为此，杨献平解方言，
同样是在具体的人和事里解，语言的背后
是人物，是故事，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是千
百年来无数个日子累积形成的稳定的农耕
文化和地方民俗。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谈谈杨献平“下沉”
式散文写作的第三个层面，那就是下沉到
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杨献平此书的
写法本身，就有向古典文学传统致敬的意
味。《南太行方言释义发微》这样的篇章，明
显有笔记体小说的影子；《那些存在，那些

消失》围绕情欲的主题，将乡间琐事汇集于
此，亦有同样的笔墨之趣。但杨献平自然
也不可能完全承袭旧制，而有出色的现代
变形，《幼年的河北与山西》尽管也有笔记
体痕迹，但是以寡妇的命运贯穿始终，作为
暗线，又用老舅这一人物作为明线，双线并
行，却似交汇而不交汇，形成一种微妙的同
频共振的音乐感来。笔记体小说在传统文
类里即面目暧昧，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是严肃文章与厚重史传的剩余，又是戏曲
说部之滥觞，杨献平上接这一传统，又得以
顺理成章地让他的写作游荡在散文与小说
之间，造成一种新颖的文体效果。

但文字本身或许确乎终是雕虫小技，
杨献平的散文与传统真正一脉相承又有所
发扬的地方，更在于他笔下那种浓郁的无
常的命运感。从“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开
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便对时间和命运，山河
与自我，有着极为悲观又能转为豁达的深
切感受，这让中国文章有一种悲壮慷慨的
气象，足以于一种宏大的悲剧性抒情中更
加清晰地认识世界与人生。杨献平的散文
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杨献平是在这个层
面写出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散文，而他选择
南太行故乡这一具体的“地方”来传情达
意，或许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有着千年农
耕文明传统的古国，那些日渐空旷的故乡，
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博物馆。 □丛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