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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读

我与书

新书讯

去年七月上旬，我给周养俊老师送了我
刚出版的散文集《青青潏河岸》，邀请他参加
我的新书发布会，周老师欣然接受，并赠给
我一本他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

这部小说生动地描写了 1998 年至 2020

年间，邮、电分家，快递合作模式的变化，讴
歌了以秦峰为代表的邮政投递人员，为了把
亲人的牵挂和时代信息传递到大山深处，二
十二年如一日，不畏艰险、不惧困难，风霜雨
雪、酷暑严冬奔波在大山深处，走遍了大秦
岭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的精神。完成山区
四个乡镇的邮政投送任务，在平凡的工作中
作出不平凡的事情，凸显了邮政投递者的高
尚情怀，传递着一种博大精神和能量，让更
多人了解这群人的生活和感人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牢牢抓住了读者的眼球，
读着一行行清丽的文字，如沐春风，不禁为
书中的故事所打动、所感动、所吸引，有种想
一直读下去的强烈欲望。

故事以主人公秦峰为切入点，直入主题，
带给人一种极强的画面感和时代感。秦峰正
在锄地，突然乌云逼近，大雨将临，他扛起锄
头往家里跑，却看到了父母为自己当邮递员
的事情发生争执。父亲支持他当邮递员，母
亲和妻子改花坚决反对，并拿他和高中同学
骆卫中来比较。改花羡慕骆卫中在城里搞工
程赚钱，给家里买了小汽车，盖起了二层楼，
她希望秦峰也能到城里挣大钱。

秦峰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
去了邮电所。

秦峰的选择源于他对邮政事业的热爱，
也源于家庭的影响。他故去的爷爷曾在延安

邮局工作，在县邮电局当了副局长，就把一
家人从县城迁到乡下。

父亲受爷爷的影响，也干过邮递员，负伤
后由魏忠德接替工作。秦峰受父亲的影响，
在老魏退休前接任老魏。秦峰的女儿豆豆也
考上了邮电学院，一家四代人竭尽全力坚
守、传承邮电事业，为山区的振兴奉献力量。

书中秦峰给老人送月饼一幕尤其感人：
中秋节下午，秦峰跑完邮路买了月饼，准备
回家过团圆节。当看到柜台上郑奶奶的小儿
子（大儿子死在了矿上）寄的信和月饼想着
母亲盼儿子的消息一定很着急，就翻山淌
水，当晚十点才把月饼和信送到老人手里。
这是一个邮电人的责任和担当，也是对普通
百姓的一种朴素的情感，真正地把温暖、关
爱和幸福送到了百姓家。

次日清晨往回赶路的秦峰，途经密林，险
遭豹子袭击，多亏菊子相救才化险为夷。他
从心底里感激这位单纯、善良、勇敢、机灵、
懂事的小妹妹的救命之恩。

秦峰一到家，就被琐事困扰，父亲腰疼病
犯了，地里没人干活，改花回了娘家。改花
嫌贫爱富，爱慕虚荣，撇下家人去城里与包
工头骆卫中厮混，最终与秦峰离婚。

秦峰没有被婚姻的不幸和生活的压力所
吓倒，继续为山区乡亲们、学生、残疾人送
报、送书、送药、送包裹。帮乡亲们种木耳、

育香菇，为山区架桥修路寻求资金，种种举
动感动了菊子，也感动了菊子的父母，俩人
结成伉俪。

秋去冬来，时光悄然，面临邮、电分家，国
企效益下滑，干了十年邮政的秦峰不得不离
开岗位，回到了农村。历经千辛万苦，承包
了镇上的邮政代办点，转型为邮电、快递合
作社。这种模式的推行，适合当下时代的需
求和快节奏生活。

整部小说秉承着“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
旨，以其可靠的服务，准确地把各种快件送
到人民群众手中。书中人物刻画个性鲜明，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凝练，主题突出。
在叙述菊子身世时，先制造悬念，再调动读
者情绪，适时地说明了石头夫妇的独生女
儿，就是老魏拾来的弃婴——改花的亲妹妹
菊子。这种写作方式，增加了故事神秘性、
趣味性、可读性，为小说增色不少。

周养俊老师用了大量笔墨，不遗余力地
将邮政投递员的事迹真实地再现给读者，让
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精神。

为了构思这篇小说，周老师采访了多位
乡邮员，翻阅大量乡邮员的资料和相关报
道，专程去了顺丰快递公司，掌握了鲜活素
材，通过认真思考和构思，才完成这部作
品。相信这部作品会被更多人所喜爱。

□苗晓瑛

心系邮电人 大山寄深情
——解读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

文学访谈集《倾谈录：深度对话
鲁奖作家》近期出版。这次，作者
舒晋瑜将目光对准鲁迅文学奖，按
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杂文、报
告文学等文体分类与获奖作家对
话，从新闻记者的角度设立话题、
挖掘信息，力图展开有现场感的文
学评论。

访谈是新闻报道常见的一种文
体，能够将新闻向深度挖掘，与文
学创作需要深度思考的特点不谋
而合。新闻的热度和评论的深度，
蕴藏在 35篇访谈的字里行间。访
谈作家徐坤时，作者不仅探讨其新
作，还概括其几十年的创作轨迹，
较为准确地抓住了作家创作的思
想内核，得到受访对象的认同，也
将访谈自然引向对文学与时代关
系的探讨。

作品努力在访谈这一文体上有
所创新。作者早期的访谈文集，基
本采取一问一答式，前面加上“采访
手记”，一些见解也通过“采访手记”
表达出来。这样的行文格式，或许
难以充分展开受访对象的思考，于

是新作采用了一种综述性写法，把访谈实录、背
景资料和作者对受访作家文学实践的思考融为
一体，形成一种访谈式的文学评论。这种写法让
叙述变得更为生动，同时因为有评论视角的支
撑，访谈内容得到较为全面地呈现。

与新闻写作的现场感不同，文学的现场感强
调对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鲁迅文
学奖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文学奖项，作
者结合自己的思考，围绕鲁迅文学奖宗旨和作家
文学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设置话题。对话鲁
迅文学奖获奖者、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时，作者
从一名老兵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切入，用“报告文
学的文学性”“如何运用文学手法”“真实和想象
的关系”等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把个性化的文学
写作与时代主题联系起来，论述获奖作品体现的
现实主义精神。这样的访谈，不仅展现了获奖作
家的风采，还解析了鲁迅文学奖在引导创作、鼓
励创新上发挥的作用。

当然，文学的现场感同样离不开生动的故
事，如此才能形成有温度、有意思的对话。这些
访谈往往从作家人生轨迹和创作轨迹中捕捉文
学话题，设置一个个有趣的文学场域，进而形成
有价值的文学评论。作家叶广芩访谈记中，作者
把重点落在文学理想上，但行文却从叶广芩可爱
的网名谈起，让叙述一下子有了日常生活趣味。
这种趣味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从这里映射出作
家自由率真的天性，也彰显叶广芩率性自然的文
学理念。由此，访谈中的作家、作品融入了当代
文学发展脉络，由浅入深，给读者带来有意思也
有信息量的阅读体验。

可以说，没有评论家的视角，很难做好文学
访谈。综观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访谈，访谈者
们无一不是扎进文学现场，躬耕多年，思考凝练，
才最终形成有见地的对话内容。在这方面，本书
还有提升和深化的空间。希望作者在深度访谈
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也希望有更多写作者投身其
中，带着文学评论的眼光与作家对话，展现有活
力的文学现场，助力文学取得新的发展。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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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杜文涛好几年了，我一直把他看作
文史专家，很少将他和散文作家联系在一
起。一方面，是由于我早年读过他的文章基
本上是文史考证方面的；另一方面，我和他
平时交流也都是一些地方史的研究心得。
他在岚皋县，我在紫阳县，两县相邻，许多历
史事件为两县所共有，我们之间就经常交换
各自挖掘的地方史史料。他挖掘了很多鲜
为人知的史料，令人叹服。或许正是他在文
史方面的成就过于突出，散文写作反而被我
忽视了。

读过《山有木兮》之后，我才真正把文涛
和散文作家画上等号。这是一本专门写树的
著作，但不是科普写作，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是
写古树名木，但用更多的笔墨写了依附于古
树名木或古树名木相关的人文风情，寄托了
作者对树的认知与凝思。

专门写树的散文我读过，专门写树的散
文集却第一次见。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有情
怀的，是融入了山川草木，是能够写出自己
独特感悟和情怀的。文涛就是这样的作家，
他关怀身外的一切物种。一滴水、一棵草、
一只昆虫，都映入在他个人的情感观照里，
性情所致中。

以《初识粗榧》一文为例，粗榧是一棵古
树，作者自然要科学地介绍一番，接着他笔锋
一转，以树为视角，写了树下河边对岸的观音
庙，树枝上胖胖的锦鸡。接着又写了树后不
远处住的养蜂人老谭，通过和老谭的对话，既
写出谭姓迁移到此的历史，又写了老谭年轻
时在这棵古树下的生活。这就是隐秘的深山
里的人间烟火，也是乡村的变化。特别是那
句：“（锦鸡）对于人类的探视，它和它栖身的
粗榧树一样，不惊不咂、不怨不喜、有着恬适

的安然。”既勾勒出田园牧歌般的诗意乡村，
又描绘了人与动植物的和谐相处。这些文章
应归类为生态文学，有自然之维，更有天地人
的多维结构。

《山有木兮》全书52篇散文，52种古树名
木。这些古树名木的背后，维系的是故乡，是
一位作者的一部心灵史。树木的灵性、故乡
的历史、人情的冷暖，作者的成长记忆交织在
一起。通过和古树名木的对话，杜文涛让记
忆复活，让思绪在故乡的上空缭绕，让心灵在
大巴山的土地上扎根，让树木成为一个地方
的灵魂载体。

以古树名木的视角写它的前世今生，写
周围的动植物和人文风情不难，而透过这些
古树名木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则很不
容易。既不能牵强附会，又要恰到好处，作者
做到了。如本书第一篇《河边古柳断笺》一
文，当我们跟随他的笔看岚河边上的柳树，看
柳树周边的风景，野鸭子和遍地盛开的鲜花，

也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躲藏在柳树后打电话
的少妇、消费青春的中学生、欢快地唱民歌的
农民，这是现实生活，也是生活的巨大变化。
这些世情百态的提炼和再现，无不是以日常
的生活变化来折射乡村社会的变化。作者不
是刻意去诗意化书写乡村社会，也不是直书
乡村变革、农民致富奔小康，而是对诗意化和
简单化的乡村叙事套路的突破和超越。

和作者早先的一部散文集《家在巴山》不
同，《山有木兮》是集束散文或系列散文的扇
屏式架构。全书是同一体裁、同一内容，就是
用散文书写故乡的古树名木，一篇一篇结构
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展示和打量作者故乡的人
文风情、历史文化和生存伦理的多侧面、多棱
角的复杂镜像结构。这种集束式的系列散
文，以扇屏结构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表达体
例或相对完整的文本形态，来反映某一特定
类型的题材的创作。

文涛曾告诉我，他平时除了搞文史研究，
就只读散文。他去过很多地方，用远方和故
乡比较。难怪作者能够跳出故乡，达到了站
在外边和远处回望故乡的精神高度和精神
方位，以探究者的身份对故乡作深入细腻的
书写。

如果说《家在巴山》一书是作者追求散文
写作要有坚硬的物质外壳，表达个人的研究
成果和对生活的个人感悟，那《山有木兮》一
书则更追求抵达故乡的深处，表现日新月异
的乡村社会和更为宏大的宇宙观。

一个作者的一篇文章胜于前一篇，一本
书更好于前一本书，这本身是一种追求，是
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热爱写散文的人，应
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做一个有追求的散文
作者。 □张斌

新乡土散文创作的有益尝试
——评杜文涛散文集《山有木兮》

第一次拿到贾平凹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秦
腔》，是这部著作获茅盾文学奖过后不久，赶时髦
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那红红的书皮和烫金书名
着实让我兴奋不已。可这兴奋并未持续多久，当
我腾开空闲静心阅读的时候，始终未能读进去。
时隔多年，也还停留在二百多页面，尘封在书柜角
落，许久未曾挪动。

年前的腊月，在贾平凹先生故乡丹凤县工作
的儿子周末回来，递给我一个纸袋，里边装着贾平
凹先生签名的《秦腔》，我感觉很是温暖。拿到书，
延续着一直以来的阅读习惯，先是一口气看完《后
记》，便掀开第一页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

贾平凹先生的《秦腔》是一部深刻描绘乡土情
怀和时代变迁的作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揭示传统戏曲秦腔在当代
社会中的命运沉浮。

《秦腔》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以秦腔艺人的
故事为主线，展现他们对秦腔艺术的热爱和坚守，
以及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奋斗。再是以农
村社会为背景，描绘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变迁，
揭示时代进步对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

贾平凹先生在《秦腔》中，以优美的笔触，将秦
腔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秦腔的唱腔高亢激昂，
富有浓郁乡土气息，令人热血沸腾。通过对秦腔
艺术的描写，展现中国戏曲的魅力以及中国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然而，《秦腔》也揭示了秦腔在当代社会中的
困境。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艺术逐渐被大众文
化所取代，秦腔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困境。作
者通过秦腔艺人的故事，探讨传统艺术在当代社
会中的价值与地位，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和
传承的思考。

《秦腔》对农村社会的描绘也十分生动。通过
讲述农民的生活故事，以及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
迷茫和挣扎，引发人们对农村发展、农民命运的关
注，展现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与人文关怀。

《秦腔》是一部描绘中国西北地区农村生活画
卷的作品，它描绘了一个充满时代变迁的乡村故
事。在阅读这部作品后，我被深深地触动，从中感
受到人文关怀和深刻的社会思考。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更
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作者通过揭示乡村
社会万象，呼吁读者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呼吁社
会关注农村的发展，呼吁政府关注农村的改革。

这部厚重的作品，让我深感作者的社会责任
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也让我更加珍视农村生活
的价值意义。 □朱金华

再
读
《
秦
腔
》

生活没有承装泪水
的器具，只有怀着一颗坚
韧的心朝着光跑。这是
我对《芬芳》这部小说主
人公杨烈芳的总结。

其实，她个子不高，
小眼圆脸，黑、胖，性格又烈，说实话，她一点
也不具备一般小说女主角那种有一个漂亮的
脸蛋、高挑的身材、温柔的性格的特质，但这
个人物却母性、妻性、女儿性一身兼具。她是
被抱养的女孩，从小就是母亲的好帮手，母亲
不堪重负绝望自尽后，她不惜放弃自己的学
业来供养哥哥读书，此时自私的父亲却仍旧
冷眼旁观。她靠编娃娃筐为哥哥攒生活费，
十四五岁的肩膀为哥哥撑起一片天空。后面
哥哥距离录取线差三分，因为有需要自费的
委培生名额，又是她陪着一起借了几千元钱，
才送哥哥进了师范。再往后，哥哥当了老师，
去了教育局，结婚生女……而她从编娃娃筐
到去编织袋厂做工人，再到家具销售赚了两
万元提成，又想到为哥哥买房。所幸，哥哥嫂
子都是好人，烈芳付出的这一切，也在她困难
的时候得到了回馈。

在那个年代，许多女孩在经济状况差的
时候，要面临父母把经济和资源倾斜给家中
男孩的命运。这种事情并不鲜见。可以说，
她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没有逃避所要经历
的苦难和责任，她的乐观和韧性具有中国传
统美德，也有现代意识的觉醒和思考。清晰
的自我定位、敏锐的眼光、积极学习新事物的
心态，让她融入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最终活出
了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人物刻画得
相当鼓舞人心和真实可信。

《芬芳》是一部由周瑄璞创作的长篇小
说。作者看似只是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前
杨那片土地的人们平凡而普通的日子，实则
是在探究社会变革对农村的影响。农村政
策的把握、农村生活的了解、农民形象的捕
捉、众多人物群像的塑造，勾勒出五十多年

来人们物质与精神面貌的变化，揭开了一幅
乡村巨变图景。在她笔下娓娓展开的虽是杨
姓大家族的故事，但其实是以一个微观局部
展现了社会历史进程中个体的命运。

时代是一个独特的背景，它塑造了人们
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个人命运则是
每个人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事件和选择。
书中内容从包产到户，写到了中国的快速发
展时期。通过杨家四代人的故事，讲述了女
性遭遇的苦难和困境，除了封建礼教和观念
的束缚、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还有个人认知的
局限等因素，不同女性在作者笔下走向了不
同的命运。

烈芳的堂妹烈芹，自从见过西安回来的
丽雯姐，听她讲外面的世界，以及十七岁时，
与来村里唱戏的剧团打锣的英俊青年短暂
相遇，竟成了她此后人生中难得的美好回
忆。她贫穷的童年、失意的青中年让她饱经
风霜……小烈的妈妈春棉，结婚不久，丈夫瘫
痪在床，熬了四十年才离开人世。一个女人
撑着一个贫穷的家，熬干了岁月、熬枯了人
生。人老了，脑子都不再清楚了，还在给几个
子女带孩子。烈芳的嫂子罗巧芬，一个矮小
的丑女人，嫁给成分不好的杨家大哥，两个弟
弟打了一辈子光棍，永远沉默寡言、永远掏劲
干活、永远温顺谦卑，他们与嫂子之间的暧昧
不明，让乡村充满了流言。

其实，女性对待婚姻的方式，最能表现其
意识的觉醒程度。书中的梅、烈芳、素芬都
有过结束婚姻的经历，但不同的结束方式也
能让我们对时代变革、观念变化感知一二。
梅无法顺利摆脱残忍的婆婆和病弱的原配
丈夫，于是通过慢性下毒抖落身上的枷锁；素

芬遭受了木锹王一家的
背叛，她无法也不愿以琴
琴的奶奶和妈妈为“榜
样”苦熬岁月，等男人晚
年回心转意，而是果断拒
绝家里人、村里人的劝

说，离婚之后带着小秋自食其力地过日子；烈
芳不愿意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
太太，当她发现这场婚姻没有信任、彼此防备
后果断离婚。

第一个走出前杨的引庆，在远方大城市
解脱自己的小碟，白氏、金环、大娘……这些
人物的现实表现和内心生活，都与社会发
展的历史逻辑、真实处境、文化氛围高度契
合，从而很好地以个人命运的轨迹体现出时
代的变迁。

个体的人生际遇，是其所处时代的鲜活
缩影和生动注脚，值得被置于文学的“放大
镜”下重新审视。当你回头看，在可以载入历
史的节点，每个人也只是平平常常在做自己
的事情，以草蛇灰线的蝴蝶效应，最终推动车
轮滚动，也融入历史的洪流中。而时代的脚
步仍在前行，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也将随着
时代浪花迎接更大的机遇与更丰富的选择。

□张彦梅

意识突围 终将芬芳
——小说《芬芳》读后感

本报讯（萧仁）近日，陕西籍商旅作家杨
满盈创作的当代都市题材长篇小说《香漫岁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 60余万字，反映了改革开放背景下
酒店餐饮人创业历程与爱情婚姻生活。讲述
了某省某市一群酒店餐饮创业者在秉持不同
价值观下的创业成败与人生走向，演绎了一
群青年男女职场生活的“风雨红尘”以及爱情
婚姻的“酸辣苦甜”。

小说以强烈的对比手法，展现了正与邪、
善与恶、美与丑两种迥异的人性之灵。小说
在以酒店餐饮业为故事演绎主舞台之外，以
大场景、广视角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
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
风貌。

小说情节多条线索并进，多而不乱，职场
故事精彩、生动、专业、真实；人物塑造多而性
格各异，语言诙谐而文笔流畅，代入感极强，
是一部难得的描绘都市职场生活的现实主义
优秀作品。

杨满盈长篇小说《香漫岁月》出版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近日，陕西青年职
工作家刘忠虎文学作品集《虎王的情人》由太
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创作的诗歌、散
文和小说等作品，将文学比作“虎王”这个虚
构的情人形象，使得全书带有一股厚重的浪
漫主义色彩。

在书中，作者以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将
陕北的山川风物及成长轨迹中的酸甜苦辣、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等诉诸文学，在文学中直
面自己的内心和前行中的困境，寻找心灵的
归宿和情感的寄托，字里行间表达了“心有所
向，迎难而上”的人生信念，充满着对生活、人
性的阐释和思考，启人深思。

据悉，刘忠虎系延安市柳林镇人，靖边延
长中煤榆能化公司职工，延安市、榆林市作家
协会会员，曾于 2017年出版诗集《青春向上
笔尖向下》，新书《虎王的情人》是其近年来创
作的又一部力作。

刘忠虎作品集《虎王的情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