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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

著名作家白描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陕西
泾阳县人。

也许是因为二十三年前我也曾在泾阳
县工作和生活过的缘故，对白描先生早有耳
闻，只因他长期在北京工作而无缘谋面。直
到不久前读了他最新出版的长篇纪实力作
《天下第一渠》一书，又碰巧在太白文艺出版
社三十周年社庆盛典时才得以相见，短暂交
流后便萌发了写篇读后感的想法。

白描先生笔下的天下第一渠，无疑就是
与著名的成都都江堰、广西灵渠并称秦代三
大水利工程之一的——郑国渠。

众所周知，修建郑国渠是秦王嬴政登基
当年（公元前 246 年）力排众议做出的一项
最重要的决策，并于同年开工，嬴政封受命
间秦的韩国水工郑国为引泾总管，由王翦、
公子龙统领调集二十万军卒民夫，历时十
年艰苦开凿，于公元前 237年完工。郑国渠
从泾河北仲山下瓢口筑坝引水，将泾河水向
东引入洛河，全长 150多公里，沿途灌溉关中

东部各地。
《史记》和《汉书》载曰：“渠就，用注填阏

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
侯，因命曰郑国渠。”谁能想到，本为韩桓惠
王“弱秦疲秦、毋令东伐”之计，却造就了一
项彪炳千秋的伟大水利工程，成就了秦国一
统天下的宏伟大业。

两千多年后的 2016 年 11 月，在泰国清
迈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宣布：中国

“泾阳郑国渠遗址”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在令人兴奋自豪的同时，也令在
郑国渠旁长大的白描先生夜不能寐，思绪连
连。他决意花甲之年重回故乡、重返郑国
渠，用他一生的积累与成就，用他饱含乡愁
的文笔，为这条大渠作传。

然而，作为土生土长、少小离家的泾阳
人，在为大渠作传之前，白描的内心一定是
充满敬畏的。他从小在渠边长大，这里留下
了他太多童年的记忆、少年的辛酸，重访大
渠，他深知自己注定无法像其他文人访客一
样走马观花、雾里看花。他要像重回母亲怀
抱一样，用虔诚之心去探寻千百年来发生在
这里的一切。正如他常说的：“作家必须做
功课，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到头来，写出来
的文章才会有味，这是大文化，失去了，作家
的作品就会清汤寡水。”

于是，从 2017年 4月起，他从北京两返
泾阳，七赴郑国渠首。半年多里，他足迹遍
布泾阳及周边沿泾各县，吃家乡饭、会家乡
人、谈家乡事，在家乡历史文化的情境中，查
阅大量资料，寻访故道遗迹，拜访专家学者，

探究历史真相，破解文化密码，为写作积累
了大量带有浓浓家乡历史文化气息的一手
资料。

诚然，在视野开阔、文笔细腻的著名作
家笔下，之所以将书名定为《天下第一渠》，
不仅在于它历史久远，还在于它代表着一种
文明、一方文化的渊薮，犹如大地之乳，承接
着久远的中华农业文化的曙光，催生着璀璨
的农耕文化之花。为此，他从大渠每个时期
的背景叙事入手，谋篇布局上力求以一种开
放式的结构来考量、来谋划。该书上篇和中
篇，作者从战国末年群雄争霸、秦国图强、欲
统华夏的天下大势，写到疲秦之计、郑国入
秦、秦王决策、兴修大渠的雄才大略；从凿泾
引水、十年渠成的艰苦卓绝，写到关中沃野、
风调雨顺、民富国强、六国归秦的万世之功；
从汉开白渠、枝（支）渎出焉的白公，写到南
北朝时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的
前秦帝苻坚；从唐兴郑白渠的三白竞流，写
到宋修丰利渠的丰利可期；从元王御史渠到
明广惠渠，从清代以泉为源的龙洞渠到民国
初李仪祉兴修的泾惠渠……

虽然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来，由于泾河
水冲石击，河床下切，历朝历代的泾河取水
口不断上移，郑国渠经数次改道，连同郑国
当年修筑的水坝与渠首似乎早已湮没在历
史长河和黄土尘埃之中，但作为关中大地上
的“众渠之祖”，郑国渠举锸为云、决渠为雨
的传奇却从未间断。而这不绝的传奇，无一
不是以郑国引泾入洛，灌溉关中沃野为初
心，哺育着这方土地上丰硕的果实；无一不
是秦人兴水利民，造福苍生，治水图强的性

格体现，塑造着这方土地上特殊的秦人精
神；无一不是土生土长的白描先生笔下值得
渠岸人永远铭记的家国情怀和精神价值，饱
含着这渠畔的世道沧桑和人生况味。

当然，作为积淀深厚、情系家乡的文化
学者，在白描先生眼里，为大渠作传，除了看
重大渠的前世，更看重大渠的今生。他在
该书下篇重点写大渠和大渠哺育下的泾阳
人民的命运、生活、观念和习俗，关照近年
来泾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标志、
文化符号、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社会百业，
连同茯茶金花、文塔晓钟、青训熔炉、关秦
花开、耕稼人生，一件件一桩桩都如数家
珍，娓娓道来，犹如那从作者心中流淌的渠
水，满载着他童年的记忆、中年的乡愁和晚
年的夙愿，一起向读者呈现了出来，读来颇
感历久而弥新，厚重而宏大。

读罢《天下第一渠》，走进“关中白菜
心”。回想离开泾阳后，我也常回到泾阳，也
曾数次游览泾河谷、张家山、郑国渠，更有幸
参与过泾河东庄水库、李仪祉纪念馆、安吴
青训班等项目的论证与建设，自以为与作者
在很多方面都感同身受。贸然写这篇读后
感，完全是白描先生的这部力作感染了我，
也感动了我，也似乎回应了作者的期待：“随
着我的文字认识这条大渠，走进我的故乡。”

世事更迭，山河依旧；大地之乳，万世功
绩；沧海桑田，大渠作证。致敬大渠，致敬白
描，致敬大渠哺育下的人们。 □严维佳

大地之乳 万世功绩
——读白描《天下第一渠》

序与跋

新书讯

《
青
苔
》
序—

—

心
的
流
淌

壮美的新时代交响曲
——读《透过窗户，我便看见大秦岭》有感

近年来，有幸读到过著名诗人李永刚的
《一个矿井的记忆》《钢铁乐章》。二者分别
写了他长期工作的矿井和钢厂的生产生活，
可谓“煤矿诗”和“钢铁诗”，堪称煤矿行业和
钢铁行业的独奏曲。

如果说《一个矿井的记忆》《钢铁乐章》是
一支独奏曲，那么《透过窗户，我便看见大秦
岭》便是一部壮美的交响曲。雄壮优美交响
乐的基础组合就是和弦，一组组和弦的共振，
汇集成一曲动人乐章。品读新出版的李永刚
诗集《透过窗户，我便看见大秦岭》犹如聆听
一曲动人乐章，每每为其壮美的主旋律感动、
打动、鼓动，为其中一组组和弦的共振颔首、欢
欣、鼓舞。

《透过窗户，我便看见大秦岭》首先是 5组
（辑）旋律的共鸣。第一辑“我赤心而颂”、第
二辑“我俯首而念”、第三辑“我仰天而歌”占
了大多数篇幅，是这本诗集的主旋律，是歌颂
祖国、歌颂英雄、歌颂劳模的赞歌。第四辑

“我长歌而咏”、第五辑“我畅怀而吟”，篇幅相
对较少，是抒情欢快而灵动的和弦。二者一唱
一和，悦耳动听的和声谱写出一曲讴歌真善美
的交响乐，生动描述了时代特色、祖国山河和
春光秋色。

前三辑是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如同黄河
长江，是波澜壮阔的、是沉稳大气的、是气势
磅礴的。李永刚以诗人澎湃的激情，用明快
质朴的语言真实地书写着、记录着新时代，用
一组组和谐的和声，谱写着这个时代富有使
命感、正义感、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生命之
歌。他直抒胸臆，充分体现了他的正义感和
社会责任感。他既从宏观上关注国家大事，
如《献礼——写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感
谢时代——写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
际》，也从细微处关注民生，歌唱劳动者和劳

动模范，如《痛悼“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祈祷——献给“3·21”空难罹难同胞》《歌
唱劳动》《礼赞劳动》。他的诗歌，善于从小处
着手，从大处着想，体现出他忧国忧民的强烈
社会责任，是新时代交响乐中最和谐的和弦，
最强的主旋律。例如《我是您的一株稻子》中
写道：

我是您的一株稻子
您要把我插在大江南北的稻田
插到人类希望的高处
让每一粒稻谷
在风中爽朗地微笑
成为不同肤色的人们
内心无比踏实的幸福
当然，李永刚有些诗也是温情、温暖、温柔

的，是舒缓温和的。一部交响曲，如果主旋律
一味地高亢激昂，全是强音符，如金石碰撞之
音，难免感觉嘈杂，喧闹不堪。因此第四、五
辑中描写春光夏日秋色冬阳、歌颂祖国山河
的诗就是他这首主旋律中舒缓的节奏与和
声。《立秋》《冬日暖阳》《迎接春天》《2019年第
一场春雨》《北戴河组诗》就是这样的篇章，是
一组组宛如夜莺低唱、春风拂面的和声。李
永刚也写风花雪月，但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
愁”。秋愁似乎是历代诗文的共同调子，而李
永刚在《春天来了，我在怀念秋》却吟道：

她比春天
要理智和清瘦
甚至有些冷峻
满地别离
叶落幽幽
却把本真
还原给世界
告诉岁月
留下的才是
成熟
听！主旋律和副旋律交相辉映，反复穿插

吟唱，谱写了一曲动听的、豪迈的、抒情的交响
乐章——《透过窗户，我便看见大秦岭》，这里
有春天的欢快流畅、无穷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夏日的蓬勃生长、繁荣茂盛；秋天的沉稳斑斓
丰收的喜悦和果实的沉甸甸；冬日的暖阳使
我们深信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一切
多美啊！让我们跟着诗人李永刚透过窗户去
瞭望包括大秦岭这座父亲山在内的祖国山河
的无限风光，用心聆听像黄河长江一江春水
向东流奔腾不息的祖国前进的步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
唐朝诗人白居易提出的响亮的、至今为人称道
的口号。它既是古训，也是历代文人赋予历
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为时而著”的

“时”，即时代之意也。“为事而作”的“事”，即
当下之事也。“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对于作
家诗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
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
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李永刚及其
诗歌就是“为时而著”的结晶，就是一部“为事
而作”的新时代壮美的交响乐。 □王新民

重
读
《
游
褒
禅
山
记
》

公元 1054年 7月，
王安石从舒州通判任
上辞职，归途中游览
了褒禅山，于是有了
这篇《游褒禅山记》。

游记类文章以记
游为主，描写居多，这
篇游记却有所不同，
前面叙事，后面说理，
因 事 说 理 ，独 具 一
格。尤其是说理部分，
作者的见解深刻，从前
年少不懂得欣赏，年龄
渐长后感触颇深，意
境之变，引入了更多
深思。

王安石认为：“世
之奇伟、瑰怪、非常之
观，常在于险远……”
想 要 到 达 这 样 的 境
地，志、力、外物三者
缺一不可，同时也不能
盲 从 于 别 人 。 这 其
中，作者更强调“志”
的重要性，“尽志”才
可以无悔。“志”可以

帮助一个人树立人生的航标，明确人
生的奋斗方向，坚守信念，不亦步亦
趋，不随波逐流；“尽志”可以让一个人
有前进的动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拼搏
斗争的勇气。如今年华渐逝，阅历渐
丰，才更深深地体会到“尽志”的重要
性，悔不及当初、恨不及当年，如果能
一直自立自强，保持强大的进取心，用
认真的态度，多学习多实践，精益求
精，人生定当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到李白的“大鹏一日
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再到文天祥
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
休”，读之气势磅礴、振聋发聩，思之心
潮澎湃、令人感叹。志向是人这一生决
心有所作为的努力方向，应不断拓展边
界，更应当志存高远，切莫把欲望当作
志向，沉下心、俯下身、扎下根，脚踏实
地，坚持不懈地为实现目标努力奋斗。

原文还有一小段借仆碑抒发的感
慨，提出治学必须采取“深思而慎取”的
态度，这点也值得我们学习。上山途
中，“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
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
之‘华’者，盖音谬也。”因此，作者悲叹
古书未能存留，后世之人弄错事情的
真相，这样的现象哪能说得完呢？这
就是做学问的人不可以不深入思考而
谨慎选取的原因。

做学问就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就
要一丝不苟地去做，就要深入谨慎地
去做，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如果只是把做学问当作职业，当作谋
生的手段，见难止步，心猿意马，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那么做学问一定是痛
苦的，也很难出成果。既然做了学
问，就要把学问做好，“如临深渊，如履
薄冰。”慎终如始，这才是做学问极端
负责的态度。当然，真正要做到这一
点是很难的，这背后到处是荆棘，但
经过努力，当再次回首时，也一定会
为自己求真务实和全力以赴的执着感
到骄傲。

从年少到不惑，从上学到工作，有
错过有失去，但也坚持了很多。如今重
读《游褒禅山记》，再悟其中之理，慢慢
才能体会到作者见解之深刻，人生确应
有志专注，无愧于心。 □李军

生活质感的丰富表现
——读张斌散文集《层叠的印象》

张斌是我往来较多的文友，他写作勤奋，
文字常见诸报端。他的文字质朴生动，不惺惺
作态、不无病呻吟，更不会在故步自封的小情
调里对镜自恋。经过多年磨砺，他的文字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品相和文本风格。

《层叠的印象》是他的第三部散文集，分
怀想、屐痕、行走及序跋四个小辑。在这四个
小辑中，作者用真诚文字书写生活百态，探索
人生意义。在这些恬静闲适、激情飞扬的文字
里，表达了他对人、对事物、对发展变化的大千
世界的感受和认识。读者在这些灵动和充满
哲思的语言文字中体味出生活的质感和冷暖，
并随着作者的笔形成了层层叠叠的生活印象。

这部散文集的整体内容无论借景抒情，

或托物言志都有作者的个人思考和深邃发
现。在作品《戈壁滩上的炊烟》一文中，我们
看到作者通过炊烟这一意象，抒发了那挥之
不去的乡愁，但作者没有大篇幅地直抒胸臆，
而是通过时间、空间，地理位置的灵活切换，
抒写出自己对“炊烟”这一意象的亲切感悟。
在作者笔下，炊烟“像大地抛向天空的情丝，
又像是一首断断续续、缠绵悱恻的情歌。有
炊烟的时候，天空变得更加明亮、高远；戈壁
显得更加幽静、神秘，像一个痴情的汉子，沉
浸在寂寞的思念之中。”最后，作者让炊烟的
指向更加明确。“炊烟，是离家最近的一条路，
它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有了炊烟，我的乡愁
总会绿意葱茏、生机盎然，我的灵魂便有了归
属。”在这里，作者让炊烟升华为离家最近的
一条路，一种灵魂的归属，这是精神的寄托，
是乡情最纯粹的流露与无遮无拦的彰显。

而在《欲问孤鸿向何处》一文中，作者开篇
写了“故乡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
题。”因为作者生在新疆，长在陕西，分不清楚
哪个地方是自己的故乡。文章不断地切换
场景，明明梦中的是陕西的老乡，而背景却
是新疆的草原；或者梦中是新疆的同学却一

起在汉江上划船。在虚与实的反复层叠中
显现出两个故乡印象的层叠，感叹“欲问孤
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还不够，作
者写回到新疆，从住宾馆想到在这里已没有
一个亲人，夜半冻醒时思念女儿，生发了“很
多时候，故乡，乡愁，就是那些化不开的亲
情。”独特的生活经历，独特的生活感受，才
有他不同于他人对于乡愁的理解。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本书虽然是写
生活、写小事、写个人经历，但也绝不是抒发
一己情感、尺水兴波，小事往往能见大。”《厨
房变迁记》一文中写家里厨房变迁，折射了
社会发展的轨迹。《谁在崇山峻岭间翱翔》一
文中讲了自己初回老家，走不了山路和如今
坐车奔驰在四通八达的山路上的感受，反映
出山区交通日新月异的变化。讲述虽然都
很具体，但意境却很深远。

张斌所写生活中的小事，无论是对流年往
事的追忆，对平淡生活的感悟，还是对故乡风物
的描摹，对人性人情的剖析，都充满生活的质感
和温暖，形成了层层叠叠的印象，也引发了读
者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是比较成
功的，是可读性很强的散文读本。 □叶柏成

在读鲁秦儿第二本诗集《青苔》
时，忽然冒出一句话：心的流淌。

是的，鲁秦儿似乎在用她的诗印
证着一个自己诗歌创作的铁律：诗不
是写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从心底
流淌出来的。

鲁秦儿不论为文还是作诗，都不
是那么的刻意而为，而是率性为之，
或者叫作有感而发。现实的或者生
命记忆的情境，触发了其心的律动，
心绪的涌动，情感的自然流露，顺手
记录下来，便成了她的诗。这正是一
种心的声音。

也许是数十年文学阅读研究的
根性所致，总是认为，不论何种文体
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归根结底，还是
逃脱不了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
在读鲁秦儿第一部诗集时，就与她谈
过此类的问题。由此在想：鲁秦儿的
诗作为一种心音的流淌，那这流淌的
心音又是什么呢？

最为强烈的感受是爱。她的诗
是她内心深处爱的情愫的抒发。从
她的诗中，可以读到一位诗人执着而宁
静的爱。她是在用诗的方式，与自己深
深爱着的人在对话，在交谈，或者是在
倾诉。当然，这里的爱，自然是并不囿
于一般男女之情的，若那样，也许极易
陷入狭小的心境。更为重要的是带有
更为普遍的对于父母亲人，对于朋友，
对于故乡以及大自然等等的爱。甚至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到她是在与自
己意念中所梦幻的精神对话。是的，她是在自己与自己
进行着心音的对话，也是在人与自然进行着心的交流。

在她心音的抒发中，乡愁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
位。故乡的村庄院落，甚至一条小路，或者一棵树，都
寄予着她的乡思心绪。尤其是那些曾经陪伴她成长
的日常生活或者物件，也就是那些她最为熟知的生活
记忆，已经融化在她的血液之中，成为她生命存在的
一种形态，凝结着她生命情感中深深的爱。这一切，
也许与她从故乡田野走向高楼大厦的城市有关，与她
生活的现实状态有关。离开故乡方可感觉到故乡的
存在。实际她是在抒发故乡之情中，寻求着自己精神
的家园。偌大的城市，给了她现实的生活，却很难寄
寓她的精神。因为她的精神根脉还在故乡那田间小
路上。

但是，人生就是一种旅途。这旅途也让她也无法
释怀，因而便有了人生旅途的心音。虽然这旅途有时
是令人十分疲惫的，但其间也不乏哪怕是短暂的愉
悦。她深爱着故乡，但也珍惜着现下的生存状态。她
也许于内心深处，或者精神情感上，就奔波于这故乡
与都市之间。也正是在这城与乡的奔波途中完善着自
己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鲁秦儿的诗中，几乎看不到对于社会大时代的
激情抒发，她好像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
里。其实也不尽然。她是将社会时代推向了诗的背
后，而她现实性的感知触发，无不是社会时代背景下
所激起的心音的浪花。或者，映现着社会时代的深
影。而最终归结为人的现实下的情感心音。因为她
所要抒发的不是风云翻滚和波浪汹涌，而是宁静心
绪下生命情感的静谧沉思。

将诗视为是一种心音的自然而然地流淌，那鲁秦
儿也就更加忠守于自己的心志。就此而言，鲁秦儿作
诗也就是她言志的方式。她的言志，不是刻意表达，
而是一种自然的言说，或者倾诉。也许正因为她是心
音的自然流淌，因此，她的诗大多是随感而发，情之所
动，志之而达，情志相融，因而诗也就成为她生命情感
历程表现情态的真实记录。

近来因忙于一本书的撰写、统稿，其他事情都推脱
掉了。鲁秦儿将诗稿发我让写序，她也是我的一位老
乡，我们有着共同的故乡情，只好挤时间匆匆阅读诗
稿，写下这粗浅的阅读印象。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是为序。 □韩鲁华

本报讯（舟泗）近日，被中宣部、国务院新闻
办、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
划项目的《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间》一书俄文版
出版发行。

该书是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作协会员杨天庆创作的纪实文学，由陕西
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推荐，俄文版由
莫斯科体育文化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

据了解，纪实文学《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
间》一书 2018年在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立项，作家
杨天庆负责创作。该书多角度、全景式展现了
我省健康扶贫的奋斗历程和感人故事，得到了
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的充分肯定。

近年来，中俄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越来越被俄罗斯社会各界广泛理解、
认同和支持，尤其在俄罗斯出版界掀起热潮。
莫斯科体育与文化出版社社长帕努里恩先生表
示，多引进中国主题类图书是现阶段出版社的
首要出版任务。

纪实文学《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间》
俄文版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