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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意美化职业生活用诗意美化职业生活

作为行医者的杜波儿，多年来用笔名、
网名“白色浪漫”来行文，于是让我感到：镇
坪县医院的这个医生生活是浪漫的，因为
她是诗人。

当我从她这二十多年来的一首首诗
作，读到她新近出版的诗集《鸽子花语》，才
慢慢悟得：她本是一个严肃的医者，但为了
让这单调、枯燥、紧张、乏味的职业生活变
得丰富多彩、有趣可爱，才迷上了浪漫的诗
歌，并用一颗素雅的诗心去营造诗意的职
业生活。因而，我们从她的“职业诗”中，看
到了她的职业形象、人生形象、艺术形象，
这便是充满诗意的人格魅力。

以诗言志，塑造职业形象
杜波儿的职业形象，定位高远。其标

杆是南丁格尔，有时甚至同时把南丁格尔、
希波拉底两位圣者供于心房。众所周知，南
丁格尔是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
育创始人，她的生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以
弘扬伟大的“南丁格尔精神”。希波拉底，又
译“西波克拉底”，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
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西方医学奠
基人。诗人以这二位为职业标杆，选择了
全球医护工作仰视的高峰。为此，她在不
少诗中向着这样的高峰攀登着、奋斗着、
警示着。

为了冲破事业发展的瓶颈，迎来业务
开拓的春光，她以他们来勉励自己：“南丁
格尔的圣灯／指引我们的双脚／将我们的
热情点燃∥希波拉底的誓言／是我们坚定
的信念∥”这样的诗情，带给她的必然是敬
业的激情，因而促使她“奉献真情让生命之

花绽放得更加灿烂”！
以诗壮怀，纯洁人生形象

杜波儿的人生形象，定位高洁。她不
仅以“白衣天使”的职守为荣，而且以“白衣
天使”的神圣、素雅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
学习、生活中立求内外兼修，做一名于事
业、于他人、于社会有益的白衣天使。

在反映职业生活的诗作中，她既用自
己的工作实践、切身感受去追求天使精神、
塑造天使人格，又在《天使》《折翼天使》《天
使的翅膀》等同题诗作中，给天使形象赋予
了自己的诗意解读。

面对工作的千难万险，面对人生的风
霜雨雪，她仰望天使，展翅翱翔：“天使的翼
不为高飞／是为生命花行进中遮挡风寒∥
坚强的心不为承受／是为重新燃起希望的
生命相伴∥”只有这样的天使，才让人相信
医者仁心，才是“给你光明、温暖／和生命
的希冀”的生命守护神。

以诗寄情，美化艺术形象
杜波儿的艺术形象，定位于“白色浪

漫”。这是她对职业的尊重，对艺术的崇
敬，更是艺术生活与职业生活融为一体的
高尚追求。

在她的“职业诗”中，处处可见这血肉
丰满的白色浪漫：“一袭白衣／轻盈如雪／
是一种生命的美∥当命运之舟遇上险滩／
病床前的嘘寒问暖／感受生命那份宁静与
恬淡／依然是白色浪漫∥”由此可见，这

“白色”是她的工作生涯，这“浪漫”是她的
诗意人生，而热爱人生与热爱工作的美妙
融合，才是她艺术人格上的“白色浪漫”，是

她那永远高扬“白色纯洁／白色神圣”的生
命风帆！

诗意人格，大爱情怀
行文至此，蓦然发现：从众多诗作营

造的意向上看，杜波儿的职业形象、人生
形象、艺术形象叠加而生的人格形象，便
是鸽子花。

鸽子树学名珙桐，是植物王国里的“贵
族”“元老”，被誉为“生物活化石”和“植物
大熊猫”，早在 18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和第
三纪曾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由于第四纪
冰川运动的浩劫，仅在我国大巴山、神农架
等地少量残存下来，成为穿越冰川期孑遗
树种的活化石，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珍
稀孑遗植物。它叶形如鸽，在微风中有开
花的动感，因此被誉为“鸽子花”，是和平、
吉祥、美好的象征。

生于陕南镇坪、长于巴山腹地，并在
镇坪县医院从医的杜波儿，十分钟爱镇坪
县的“形象大使”鸽子花，由此反衬出她热
爱家乡。由此，我们便在书中看到了《鸽
子花》《鸽子花语》等众多优美诗作和灵秀
诗句。

当然，鸽子花也是白色的，这同她的白
衣天使、白色浪漫及南丁格尔式的洁白标
杆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诗人的诗心是素
洁的，她所歌唱的诗意职业是如此圣洁，她
所追求的职业理想是如此高洁。正因为如
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杜波儿的《鸽子花
语》，是白衣天使自尊自爱的白色浪漫，是
天使之歌抚慰人间的大爱情怀！

□李焕龙

书人书事
新书讯

——康铁岭小说简评

探 寻 人 性 的 幽 微

2021年9月，我有幸参加了康铁岭先生
《书院门 1991》的小说研讨会，随后将我的
发言稿《人性之必然——探评以晏子敬为主
线的人性性爱》发表在“浅海文苑”上，但好
像言犹未尽，今又受到康铁岭先生邀请，现
对其及小说作以补充简评。

康铁岭先生是一个怪人、奇人，几十年
的人生阅历实现了好多角色的转换，从一个
司机到商洛外事办副主任，再到下海经商，
成为书院门影楼摄影师和老板，最后在人生
的秋天再次冲刺，实现了大跨步、大升华，突
破人性的物质需求，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和
高层境界上，成为人生赢家，成为《书院门
1991》等三部文学作品的作家。

《书院门 1991》这部长篇是一个多维
度、多层次，反映社会存在和内涵思想主题
的小说，从不同纬度、不同层次去看，都有比
较合适的载体和答案。

但更具有价值，更能表现和反映历史意
义和社会意义的是什么？我是研究和论述
历史生命哲学的，所以我戴上“生命哲学”的
眼镜去看，我觉得有最重要的两个不可或缺
的社会存在和思想主题。

第一，是揭示了改革开放，促进、推进
人们思维观念裂变、生活方式的快速转换
和生存质量的提高，肯定和歌颂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正确和成功，反映了改革开放对中华
民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一个宏
观的政治主题，更是一个永存历史的中华民
族主题。这一点很多文学作品已作反映，
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是揭示和反映了人性及其必然
性的主题，这既是人类生命的永恒主题，也
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性有四个类
别，分别是安全、物质、性爱和精神，和四个
类别对应的人性类别也有四个层次，从低
到高分别是第一人性需求是安全、第二人
性需求是物质、第三人性需求是性爱、第四

人性需求是精神。
由于五千年前，人类已经走出了大生态

部落，走出了安全阶段，已经挣脱了食物链、
生物链的束缚，已经获得绝对安全，从而进
入物质阶段。

由于人类认识的缺陷，在物质阶段人类
完全忘记了古人为我们今天的安全所付的
代价和努力，我们今天只知道物质类别层
次、性爱类别层次和精神类别层次。

康铁岭先生的《书院门 1991》以晏子
敬、李雯、李小兰、王六合、灵仙子和徐副厅
长等一组人物的得与失、苦与乐，拼搏与努
力、成功与失败，在这样的人性平台上展开
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们的人性以及
人性需求，完全表现了历史生命哲学的人性
类别及其人性类别层次，成为历史生命哲学
最好的注释和诠释，用生动的、鲜活的文学

反映了思维的、抽象的历史生命哲学。
晏子敬等一众人物用尽心思、想尽办

法、拼尽全力，实现人生理想，追求人生美好
生活，品尝、体验和分享自人类有史以来，基
因里迸发出来、血管里流淌出来，永恒不变
的物质需求、性爱需求和精神需求三个人性
类别。他们对人性追求和实现的先后次序、
轻重缓急、前来后到是有从低级到高级的人
性逻辑的，即首先是保证物质需求、然后是
性爱需求，最后是精神需求。

小说中，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地位低下
和高贵，无论是经商、从政、普通劳动者和灰
色地带生存者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人性规定
和规律，都是在这种规定和规律中完成生命
每一天，又开始第二天的。编织着每一个个
体不同的人生，演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
域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画卷。
所以，康铁岭先生的小说是一部生命的小
说，是一部人性的小说，是一部特色地域之
社会的小说，是一部特殊年代之历史的小
说，它不仅揭示了人性，更反映了人性的必
然性和人性的自然规律，同时也呈现了人类
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人性的存在是永恒的，人性力量是不朽
的，人性推动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所
以，十八世纪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
谟用他的《人性论》论述人性，经济学家、经
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用他的《国富论》论述人
性，十九世纪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卡尔·马克
思用他的《资本论》论述人性。今天，康铁岭
先生用他的《书院门 1991》表现人性。不能
不说，康铁岭先生小说表现社会存在，揭示
人类发展和精准对标人性的思想是深邃的、
深远的和永恒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康铁岭先生的
小说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随着人性的
释放、解放和自由的进步，将永存于世。

□郑金民

阅读，一个人的朝圣
书房与客厅一体化，是很多人的向往，也渐渐

成为一种潮流。
家里装修的时候，我将客厅的电视墙整面装

成了书柜，这样既显得空间开阔，也方便拿书阅
读，而且家里的学习氛围还特别好。我在客厅中
央摆了一张多功能桌，又是书桌又是餐台，再配置
几把舒服的椅子，摆上自己喜欢的花草，这就是我
朝圣的地方。

现代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节奏很快。日常的
忙碌、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让我
们在各种角色中来回穿梭。街上随处可见步履匆
匆的行人：戴着耳机的人、背着书包的学生，背上的
书包重得像一袋水泥，连脚步都变得沉重起来。以
前的孩子们放学后，可以成群结队地去玩；现在的
孩子，放学比上学还忙碌。绘画、钢琴、篮球、奥数，
各种课外班、补习班、文体班的卷，将我们每个人裹
挟其中，似无可奈何也仿佛无法自拔。

在繁忙之余，我想做自己。我最喜欢待在书
房阅读。赫尔曼·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
能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
我想拥有独一份属于自己的清欢。在客厅的书房
阅读，就是一个可以忘记工作、忘却烦扰、忘怀一
切的地方。

我捧起一本书，随即进入作者创造的世界，并
与书中的角色共情，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阅读，
除了拓宽视野、丰富自我认知、体验不同的人生，
还可以打发时间。正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人
间至味是清欢。”

临睡前阅读，我躺进沙发椅，随手拿起一本书，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适感。“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
人间好时节。”

节假日阅读，我会选一个无人打扰的时间，用
大把的时间去阅读。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感觉自
己像一条鱼，自由自在，身心放松，我终于做了自
己喜欢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世界上真正的奢侈品是悠闲，是真正拥有属
于自己的时间。愿大家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成
为自己的一束光，并绽放自己的光彩。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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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笛散文集
《彼岸的风景》出版
本报讯（记者 刘诗萌）近日，我省作家柳

笛散文集《彼岸的风景》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这是作者的第三部散文集，也是继
《俄罗斯散记》后推出的又一部散文力作。

《彼岸的风景》是一部兼具历史性、文化
性、思想性的行旅记录。作者以游踪为线，以
史实为依据，通过游历世界多个国家的所见所
思所感，展现了不同国家壮丽的自然景观、悠
久的历史文化、深厚的人文积淀。作者巧妙地
将历史事件与现实体验相互对照映衬，使得散
文的内容层次更为丰满，既有历史的纵深感，
又有现实的鲜活气息，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空间
立体感和时间厚重感。作者所描述的游历过
程，是一场身体的旅行，更是一场思想历史文
化的旅行。

从 细 微 处从 细 微 处《《读 懂 贾 平 凹读 懂 贾 平 凹》》

读书，一辈子的事
读书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无尽的智慧和人

生哲理。在我看来，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因为书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理解世界、提升自我、丰
富人生的不二法门。

读书是开拓视野的最佳途径。无论是历史、地
理、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书籍都为我们打开
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儿时的
我，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家中藏书有限，
也就是一堆连环画和爱好文学的父亲收集整理的
一些书籍，每一本都如珍宝般被我捧在手心。童
话故事中的奇幻世界，寓言故事中的深刻道理，古
诗中的意境深远，都让我为之着迷。书中的文字，
仿佛是飞翔的翅膀，带着我飞向那未知世界。

读书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书籍中蕴含着
各种智慧和人生经验，这些经验通过文字的呈现，
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吸收和理解。通
过读书，我们可以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
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的人
生，每一页都充满了启迪和感悟。读书可以使我
们在困境中找到出路，使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
使我们在困惑中找到答案。

读书是一种独特的享受。阅读的过程是一种
精神旅行，是一种心灵滋养。在书中，我们可以与
智者对话，可以与历史共鸣，可以与自己对话。每
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一个故事都充满
了情感和感动。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暂时放
下烦恼，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享受那种独特的宁静
和愉悦。大学时期，我开始接触更多书籍，历史、
哲学、科学、文学……每一本书都如同一扇窗，让
我看到了世界的广阔与深邃。我曾沉浸在古人的
诗词中，体会那份深沉的情感；也曾探索科学的奥
秘，领略那无穷智慧。每一本书，都成为我成长的
助力，塑造我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因为读书可以让我们更
好地理解世界，提升自我，丰富人生。如今的我，已
然踏入了社会，但读书的习惯却从未改变。忙碌的
工作之余，我总会抽出一些时间，翻开一本书，让心
灵得到片刻宁静。读书，不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
种修行。它让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平
和与坚定。

回首我的读书生活，深感书香伴我成长。每
一本书，都像是一位智者，为我解答生活疑惑；又
像是一位挚友，陪伴我度过人生每一个阶段。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愿与书为伴，继续在知识的海洋
中遨游，探寻那无尽的知识宝藏。 □孙冬刚

对多数读者而言，贾平凹就是一个巨大的
“谜”，要想弄懂他，确非易事。近日，王新民精
心结撰的《读懂贾平凹》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推出，从一个个细小的维度，以细腻平实的
语言，向我们揭开了贾平凹身上的“谜”，展现
了一位伟大而丰富的作家多彩而平凡的人生。

王新民，陕西大荔人。1983年毕业于西北
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年分配到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后一直在省新闻出版系
统工作。其实，早在西大求学期间听了贾平凹
的文学讲座并开始关注他的散文小说作品后，
王新民就与这位当代文学大师结下了不解之
缘。此后数十年间，他开始策划、编辑、研究贾
平凹著作的生涯，先后出版了《书友贾平凹》
《贾平凹打官司》《真话真说——贾平凹图书策
划出版畅销纪实》《〈秦腔〉大合唱》《贾平凹纪
事》（1990-2000）《贾平凹纪事》（2000-2010）
《策划贾平凹》等20余部，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好
评和赞誉。因此，王新民观察贾平凹、研究贾
平凹都比别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独特丰
富的视角。他与贾平凹的交往，是文字的交
道，文学的缘分，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王新民
为人善良忠厚，做学问、写文章严肃认真，不虚
妄、不偏执、不哗众取宠，也不伪饰矫情，得到
了贾平凹的认可和支持，这为他研究贾平凹的

提升和深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本《读懂贾平凹》就是王新民在策划、编

辑、阅读、鉴赏贾平凹作品之后，撰写的有关贾
平凹的随笔、书话、书评汇编，是他对贾平凹及
其作品的思考、记载和研究，是对中国当代出
版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出版业的生
动记录，也是从细微处了解、走近、读懂贾平凹

的一部有益之作。
全书以 30个题目，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

生动展示了贾平凹的成长成名、作品出版、作
品获奖、遭遇盗版和他看石雕、练书画、打官司
等日常生活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编辑、评论
家、师友的生活横断面，描述了一个具有标志
性、代表性和贯穿性领军作家神奇、丰富、多彩
的人生画卷。在这位迄今已出版600多种版本
作品的大作家身上，展现出诸多精彩个性。比
如，对于令贾平凹大红大紫又大悲大喜的“安
妥灵魂的大书”《废都》，他说，“它不是死得干
脆，就是活得顽皮”。比如，对于业余的书画
创作，他说，“我无意当书法家，书法是我种麦
子而在收获到麦粒外又收获了麦草”。贾平
凹对此有着高度的自谦和自知，他的字，是典
型的文人字，质朴厚实，寓精巧于古拙之中，
在无法中建法度，沉稳静气，又有着做人的苍
茫骨气，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的字静，能沉
下来，再一不花哨，做人、写文章我都不喜欢
花哨。我的字表面上看，瓜瓜的、憨憨的、笨
笨的，好像没啥技巧似的，内部有灵动的东
西，学养的东西，我对美学的鉴赏自然而然地
带到字里面去了。”比如，关于写作，贾平凹
说，“作家就要像农民那样”，只管耕耘，不问
收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贾平凹创

作的小说、散文、文论多达 1500多万字，是文
坛上不多的、名副其实的“劳模作家”，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几乎以每两年一部长篇
小说的产量影响着文坛。正如评论家周俊生
所分析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贾平凹的长篇
小说创作，不仅仅以数量庞大引人注目，更重
要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入历史和现实，
充满了历史的思辨和对人性的质疑、拷问，也
不乏对现实的质疑。贾平凹长篇小说，对社
会、历史、人生的记录和反思，体现了贾平凹
思想的长度和深度，这种大气象在浩荡的中
国作家队伍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五十大话》中，贾平凹说：“爱我的人和
支持我的人，是在前面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
劲；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面推我，给
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反两股力量的作
用，成就着我。”多年来，贾平凹秉持作家的初
心，真诚为文，忠实做人，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发
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这么多年，王新民与贾平凹，从书友到文
友，再到如今亦师亦友，王新民关注着贾平凹，
记录着贾平凹，不隐恶，不溢美，知人论事，直
白书写，把一位个性独特、人格魅力无穷的作
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了解、走近贾平
凹，提供了一个可值得信任的文本。 □胡忠伟

《留住乡愁》是作家赵攀强的散文
集代表作，2015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
版。虽然已过去近十年，今天读来，那
些字里行间对故乡、对父老乡亲的真挚
情感依然深深地打动我，那种朴素的行
文风格对今天新乡土散文创作仍然有
着范文式的指导意义。三十多年来，
他的散文作品无不弥漫着浓烈的田园
情结、乡土味道。他的散文大多是对
故乡的赞美、对乡土的依恋，对往事深
情回忆，对亲人、乡邻的感恩和怀念之
情。威廉福克纳说：“我一生都在写我
那邮票大小的故乡。”赵攀强又何尝不
是这样？

《留住乡愁》一书收录了作家 83篇
散文，分为“情系故乡”“难忘亲情”“旬
阳风情”和“往事如烟”四辑。其中一、
三辑写故乡的山水风物，乡村的社会变
迁。赵攀强是陕西旬阳人，他生于斯长
于斯，走遍了故乡的山水，这里的一草
一木都留下了他生活的气息和难以磨
灭的印迹。不管贫穷还是富有，留在记
忆里的，永远清新明亮温暖如初。他以

沉入故乡深处的方式，寻找记忆与现实的交叉点，充
满了对故乡山水、对故乡风俗人情的膜拜之情。他以
笔为刀，精心雕刻家乡的山水风物和发展变化，诠释
着乡情和乡愁。在朴实自然行云流水生动活泼的文
字深处，掩藏着作者如潮水般涌动的激情。更难能可
贵的是他没有漠视故乡的衰败与萧条，秉笔直书故乡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曲折，彰显出他对故乡的忠诚和
一片赤子之心。

赵攀强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第二辑“难忘亲情”
是作者的亲情随笔。《母亲坟头的诉说》《母亲的茶饭》
《父亲的故事》《持家女人》《女儿，爸爸为你感动》等篇
章分别写父亲、母亲、妻子和女儿。在他的笔下，亲情
是挡风遮雨的伞，亲情是抵御严寒的棉衣，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父母妻子的感恩，对女儿的谆谆教诲，朴实
无华的文字流露出真挚的情感，令人感动。第四辑

“往事如烟”，写记忆中的日常生活，乡邻间的交往和
友谊，作者用简笔勾勒和淡笔素描的方法将一幅幅记
忆深处的生活的画面呈现给读者。《黄桥往事》一文，
作者写自己二十年前给黄桥的村民治牛，结果治死了
两头牛，“有一种无形的谴责，折磨了我一年又一年”，
结果是“每当遇见黄桥人或路经黄桥时，都会勾起我
对 20年前那件往事的回忆……常常使人自惭形秽，
无地自容”。一篇几百字的散文，一个人的真性情跃
然纸上。这些文章看似写记忆中的往事、小事、个人
经历，但小事往往能见大。他书写了时光的流转，社
会的变迁，个体经验独特的发现。读赵攀强的散文，
特别是那些朴实的日常生活，常常让我想到“非名山
不留僧住，是真佛直说家常”这副对联。生活中并不
缺少乐趣，缺少的是发现的眼光。日常生活的零零碎
碎，无不蕴含无限禅机。禅就如清风明月，看似不可
捉摸，其实无处不在。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是赵攀强
散文创作达到的境界。

乡村、记忆、亲情，构成了赵攀强散文的三原色。
它们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汇成了属于作家
自己的文学河流，在这条明暗互现的河流之上，漂荡
着乡愁与乡情，追寻与徘徊。作家的追忆是建立在乡
村社会的时代之影中，而乡村的身影又折射到人物的
丰富内心之中。我惊奇地发现，正是因为作家对于时
代细微之处的敏感、对于人心深处末梢神经的敏感，
作家记忆中的乡村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而作家精神
的成长，回荡在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使每一个
人物都从朴实的叙述之中呼啸而来，撞击着我们本已
疲惫的心灵。

有位文友说：赵攀强的散文太直白、太短小、缺少
文采。我很不以为然。散文贵在真实，事件记叙真，
感情表达真，这是散文的基本伦理，也是赵攀强散文
的鲜明特色。真实和朴实，才是散文的传统。赵攀强
恪守传统，又不刻板，于朴实无华中守正创新，写出的
散文才是真散文。欧阳修讲：“文章如一精一金美玉，
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留住乡愁》先
后五次印刷，发行量过万，事隔多年，仍然为读者喜
欢，就很能说明问题。何况赵攀强的散文不是直白，
而是平实，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徐徐展开一幅幅乡
村生活画卷，使人深入其中，身临其境，产生共鸣。

《留住乡愁》一书，写的都是平常的小事，写的都
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写的都是至爱亲人，作者与他们
同呼吸、共悲欢，朴实无华的文字中，无不体现着满腔
真情和深切关照。“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
淳。”元好问的诗拿来形容赵攀强的散文再合适不
过。仔细咀嚼书中那些朴实的真切表达，跟随作家在
悠悠世事中观物、赏景、读人，那些掩藏于家长里短中
至真至淳，往往会下意识触动读者最柔软的内心，令
人感动。 □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