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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寄来三本著作：《散文艺术论》《千
山万壑走洛河》与《行走黄河太华间》，说是
让我“批评指正”。柏峰是著名的文化学者、
散文艺术专家，“批评指正”显然是客气话，
其实是让我夸他几句，老朋友了，我欣赏，我
情愿。

认识柏峰很早。女儿阎荷在《文艺报》
编副刊时，同柏峰有过交往，记得是商讨有

关校注写法别具一格的古典长篇小说《何
典》的一些问题。

阎荷告我说，柏峰老师是做学问的，满
腹经纶。我说，柏峰老师多年来一直埋头做
学问，他校注《何典》，一般人连《何典》看都
看不懂。

阎荷去世，我想念她，无以寄托，散文来
叩门。我学写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头一
句话是“美丽的夭亡，她不相信眼泪”。我写
人道主义者黄秋耘的题目却是《黄秋耘相信
眼泪》。在《黄秋耘相信眼泪》之后，附有王
蒙来信。

2002年 3月底的一天，王蒙秘书到处找
我，说有急事，要我回电话。翌日，我拨通王
蒙的电话。

我问：听说你找我？
王蒙：你的电话变了？我看了《文艺报》

上你写黄秋耘的文章，挺好，打动了我，令人
叹息。你的文字老辣，你老成精了，不但辣，
甚至毒！我感谢你。

我说：你和黄秋耘交情深。
王蒙：我也写过一篇黄秋耘的，发在《新

文学史料》上。
我说：你那篇文章才叫好呢！
王蒙：我说阎纲，咱俩不要互相吹捧了，

我那篇浅薄多了。你并非一味地褒，而是褒
中有贬。接着写，这年头，什么不能写？你
的文章漂亮得不得了。你现在的电话？

我说：67600008

王蒙：4个 0、1个 8？好啊！我 4月 1日
出国，所以急着找你。以后咱们多聊。

王蒙之所以急不可待地同我通话，我想
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如何如何，而是文章触
动了他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勾起他对于故去
的黄秋耘从《文艺学习》批判《组织部新来的
年轻人》以来“爱我友我”的无限怀恋。对于
他们二人窃窃私语、终成友谊的几段接触，
我是记得的。

王蒙即将去新疆时，两人在什刹海游
泳，不期而遇，王蒙戏称：“涸辙之鲋，相濡以
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从兹惜别，一个天南，
一个地北。

王蒙当部长以后，身份的改变让他感到
不小的压力，万分苦恼，他倍加小心。他借
出差广州之便，专程拜望黄秋耘。黄秋耘未
忘于江湖，当面赠言诤谏：“寄语位尊者，临
危莫爱身。”王蒙深受感动。所以，当他看
到我写黄秋耘便勾起重重心事：从人生起
伏波澜，到最后如期挂冠，百感交集，江海
翻波浪。

《我吻女儿的前额》发表后，很短时间
38 家报刊转载。《黄秋耘相信眼泪》以及王
蒙的读后感传遍文坛。其后，我撰写了长
篇散文《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
夜夜》，并且进行散文理论的研究，读林贤
治和王兆胜，读《金蔷薇》，读《歌德随想
录》，还写些自己的体验和心得，什么写散
文：纯情——传神——带体温；什么“为规范

写作，给自己立下十条规矩”。但这一切，
细读柏峰今年 3月刚刚出版墨香可闻的《散
文艺术论》之后，我大为惊喜，脸上发烧，特
别推崇。

《散文艺术论》写自“无韵之离骚”的
《史记》两千多年以来“散文的发展史”，以及
对现当代一大批大约百名作家的作品列章
予以分述，探索“散文的艺术”，文笔简洁，富
有哲理。

他在按不同时期条分缕析百名作家的
作品之后，再按不同时期总结如下（为了简
练，仅选取其核心价值判断片段言词）——

一、20世纪 20年代至 30年代的散文吸
收古典散文的精华，晶莹的露珠，熠熠发
光。大量的留学生（鲁迅、胡适、徐志摩等）
学成回国，带进异国新思潮。

二、现代女性的散文在叛逆的道路上更
义无反顾，一些男性作家望尘莫及。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17年的散文，塑
造了各条战线涌现的新人形象。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散文风格各异，灿
烂辉煌。

试想，这是多大的工程啊！筚路蓝缕，
斩棘前行，艰难困苦，研究考证，花费了多大
的精力，头发掉了几根根，透支宝贵的生命，
谁解其中味？

这是迄今较为全面完整的散文艺术论
集，真诚可贵，我特别推崇，故而，向柏峰表
示祝贺并向文友们广而告之。 □阎纲

真诚可贵 特别推崇
——读柏峰著《散文艺术论》

一本诗集，让我近来常常
翻阅，这就是著名诗人李永刚
先生的新作《写给儿子的100首
诗》。从他签名后我们握手的
那一刻起，我就走进了这些深
情的诗行和意境中。

机场变得很小/你变得很
大/通往安检口短短的距离/
成为一段长长的路……你回
头招手的那一刻/我已和泪水
说话/异国他乡/思念比你倔强
的脾气/长得要快/你可随时打
开窗户/按照李白的做法望一
望/父母就是那一弯/微笑的月
牙……诗集的第一首就深深打
动了我，让我深思回味。

我和诗人是同龄人，曾有
相似的经历，这些深情的诗句
让我的记忆回到了原点。这首

诗的画境、心境，十年前我同样经历过。那种
感同身受何止是泪眼能够道白？至今，我还保
留着那天与儿子话别的微信，那部手机尽管早
不使用，但我还不忍放弃。每当偶尔提及这件
事时，我依然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我不知
道，为何自己在那时如此脆弱？我不理解，不
喜欢别人流眼泪的自己，为何在这件事情上常
含泪水？

诗言志，歌咏情。李永刚的诗止住了我的
眼泪。让我们静下心来，且听他和儿子的隔空
畅谈：小时候，儿子“用光溜溜的笑声/把我的
日子/装点”。长大了，“我们父子就是/朋友圈
里的那个最”。

“一切都是从陌生开始/陌生就是人生的/
起点”。不知道远方的儿子，“你是否会越洋/
踏入我的梦中来”？这是柞水静夜，诗人对儿
子的叮嘱。

回了趟老家，没有忘记告诫儿子：“家乡
都是你回望中/圆圆的那一个点”“你就是老
家长出的/一根绿绿的枝条/老家是你粗粗
的根”。

翻开了县志，诗人让儿子“理解烈士的含
义”；西安的炎热，让儿子深谙“青春”，“你应该
就是青青的春天了/以阳光为伴/你便拥有资
本/与风雨为邻/你尽可以展示缤纷/既然梦想
属于你的季节/就要让他梦想成真”。

还是没有跳出男人的思维，细腻温润的诗
句才刚写了十篇，就开启了“不需要任何理由”
的排比段落，总在想念、叮咛、回忆、要求、希望
的复杂情愫中交织，“我都在梦想你/未来的
你/是否永远是阳光的你”？

这本诗集通篇展现了诗人对孩子的关爱，
体味那拳拳的父爱和殷殷的深情。透过这些
诗句，仿佛孩子就在身边，就在眼前，他们随时
都可以亲切交谈。父爱是一座山，高大威严；
父爱是一潭水，深藏不露；父爱是一双手，总想
引导孩子走过春夏秋冬。

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期望莫过于此，一个诗
人对孩子的深情莫过于此。为人父当学李永
刚，写好诗应写抒情诗。我很懊悔，自己怎么
就没有把这些情绪变成永恒的诗句？我更幸
运，读了李永刚先生的诗，仿佛也抒发了自己
的胸臆，弥补了自己的这一情感缺失。

李永刚的诗拜读过不少，也常听艺术家的
朗诵，那些工业题材的诗在国内和陕西文坛都
很有影响力。但写给孩子的这些诗句，让我看
到了诗人的另一面。谁能想到诗人如此这般
的钢铁柔情？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最想实
现的心愿。作为父亲，我们到底要给孩子留下
什么？思来想去，认为有三，一是完善的人格，
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开阔的眼界。这些无形
的资产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价值观，一种面
对人生的智慧，将伴随子女穿越风雨，成为他
们心中永恒的灯塔。

当然，作为文学作品，这本诗集中的诗有
一些还不够凝缩，缺少内向收紧的环节。但情
真于此，冗长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让人更酣畅
淋漓，也是多少诗人苦苦的追求。祝李永刚先
生创作大丰，期待拜读他更新的佳作。 □戈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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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英雄 祖国脊梁
——赏荐高鸿《大地英雄——国测一大队纪事》

一

伏天前后期，
拜读高鸿书，
清风拂心田，
激情胸中涌。
国测一大队，

《大地英雄》颂，
测绘一面旗，
猎猎飘珠峰。
英雄群雕像，
屹立山河中，
测绘几代人，
坚毅乃初衷。
理想凝力量，
信念铸坚定，
不改报国志，
勇攀新高峰。

二

成立七十年，
尖兵劲旅称，
一马跑在前，
万马齐奔腾。
十万觇标建，
标石在其中，
各种测量数，
五千多万组。
七次测珠峰，
壮烈可称雄，
弦歌一曲曲，
化为七彩虹。
八八四八米，
中国高度呈，
世界均认可，
数据显伟功。

三

两次赴南极，
填补测绘空，
南极测重力，
穿越百丈冰。
内蒙古草原，
挺进四十五；
大地原点建，
泾阳得美名。
高原无人区，
踏入五十五；
沙漠腹地里，
又入五十五。
天山量身高，
北非鏖战忙，
港珠澳桥测，
工匠精神扬。

四

控制网布测，
地壳网观测，
天文主点测，
青藏铁路测。
海岛礁测绘，
三峡大工程；
唐汶玉地震，
灾后重建绘。
西气向东输，
南水往北调，
重大工程项，
多个均支撑。
徒步量国土，
足迹遍神州，
公里六千万，
地球绕千五。

五

建设和发展，
测绘当先锋，
一个又一个，
奇迹不断涌。
七秩极不易，
冰雪严寒中，
高温酷暑行，
沙漠忍干渴。
雪崩雷击遇，
洪水野兽凶，
山高路艰险，
威胁呈种种。
坠崖车祸连，
断水冻饿同，
疾病随影行，
风险亦种种。

六

英烈四十六，
为国献生命，
前仆又后继，
人生标杆耸。

“最美奋斗者”，
伟业多恢宏，

“感动中国人”，
丰碑树心中。

“忠诚一辈子”，
大地可作证，

“奉献一辈子”，
江河在咏颂。
一代接一代，
一批又一批，
使命唤新为，
时代启新程。

七

溯源这部书，
地图社畅明，
就在三年前，
邀请作家动。
高鸿接任务，
事迹感心胸，
不愧大手笔，
沧海见英雄。
采访百余人，
细节更生动，
国测一大队，
青史启后生。
英雄交响曲，
篇篇感人深，
踔厉奋发中，
为国立新功。

八

国测一大队，
大地英雄传，
祖国脊梁柱，
美名天下传。
时代奠基者，
测绘精神艳，
砥砺奋进行，
行稳方致远。
此书非一般，
赏荐大家读，
科普知识稠，
开卷受益繁。
封面很大气，
装帧典雅精，
一册不离手，
读后精神增。

因工作关系认识李成砚已有十几年，虽交
往不多，但也略知他的情况。在杨凌主办《农业
科技报》成绩卓著，调任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
部部长、党工委管委会秘书长等职务，后来先后
调任省委宣传部、陕文投集团。也看到过他写
的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文章，却不知他还创作
了不少散文、杂文，更不知晓他的书法也是了
得。待看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李成
砚文选《庙湾》，才识得他这个真人之相。

读完《庙湾》，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
话：“古砚微凹聚墨多。”李成砚名字里有个“砚”
字，此“砚”里墨水的确不少。我看过不少文友
的文集，多是赞赏江河湖海、名胜古迹和风花雪
月，或记述亲情友爱、尊老爱幼和家长里短，或
描写社会见闻、生活苦辣和感情阴晴。《庙湾》却
给人视野开阔、耳目一新之感，给人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之感，给人关注现实社会、匡正
时弊之感，给人学贯古今、有容乃大之感。

纵观李成砚的创作，与国计民生尤其是

“三农”密切相关，这也许与他长期在杨凌及
《农业科技报》工作有关，但我以为主要还是在
于他的家国情怀。比如《访欧散记》记述了他
随团考察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农
业后，在文末写道：“回国途中，我认真梳理此
次出访的点点滴滴，虽旅途劳顿，但收获颇
丰。考察团考察了欧洲的现代农业，也了解了
当地的风土人情。大家深深地感到，我国农业
的现代化发展任重道远，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还需不断加强，‘走出去’‘引进来’的任
务还十分繁重，希望此访成果能为我国现代农
业发展增添一份绵薄之力。”从后记中得知，由
于工作原因，作者曾多次到他国考察学习，此
文不过是作者出访考察报告的代表之作。每
次归来，他都认真梳理和总结，形成出访考察
报告。在曾刊发在《人民日报》的题为《建设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要注意三个结合》一文中，他
阐述了要把追求经济效益与改造传统农业、增
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要把园区的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建设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要把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与艰苦创业、勤俭创
业的精神结合起来。

时下广告铺天盖地而来，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作者在《广告小议》一文中所道：“时下，广
播、电视和报刊上带‘最’字的广告比比皆是，
听得多了，顾客就难免产生逆反心理。”他举未
用一个“最”字，却赢得了患者信任“降糖舒”的
销售广告为例，说明广告应如实介绍产品的使
用效能和质量保证措施及生产厂家等，对产品
本身却提得很少，不摆花架子，叫人一看就觉得
没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接着作者
又借古喻今，举鲁迅在主编《乌合丛书》时曾写
过的一则广告为例：“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
愿的：无非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
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对于读者，是希望
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以此进一
步佐证真实是广告的生命。

除了辑篇和附录篇文字外，书中还插有

作者一幅书法作品，既有为甘肃华池县乔山新
村题写的村名，也有“蓬莱胜迹”牌匾；不仅有
书写“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古诗句，而
且有自勉自励的“天道酬勤”，连夹在书中的书
签也是作者书写的“兰馨芙池”，这些书法作品
均是行书或行草，字如其人，人正字正，柔中有
刚，笔力遒劲，给人美的享受，也使全书充满着
书卷气。

《庙湾》是践行“四力”特别是笔力的硕果，
应予点赞和倡导。 □王新民

古 砚 微 凹 聚 墨 多
——李成砚文选《庙湾》读后感

《改革开放简史》这本书紧密围绕改革
开放的主题与主线，通过大量实证材料和生
动案例，展现了从 1978年到现在，我国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的巨大变迁。

作为一名企业的党支部书记，阅读《改
革开放简史》不仅是一次深入了解国家宏观
政策变迁的学习旅程，更是一次审视企业发
展与自我职责的机会。这本书全面回顾了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
验，为我们深刻理解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思考路径。
在实际工作中，这本书的启示尤为重

要。首先，作为党支部书记，需要深入贯彻
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企业员工不断适应和
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是在当前国内
外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更需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其次，改革开放的历程告诉我们，只
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企业才能在市
场经济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推
动企业管理上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当前的
重要任务。

此外，书中还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带
来的社会全面进步，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的成就与经验。作为煤炭行业的一
分子，我们要特别关注和实践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响应国家关于节能减排的号召，通
过技术革新和优化管理，减少环境污染，努

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读完这本书，我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名党

支部书记的职责与担当。我们需要在企业
内部持续推动党的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
论指导实践，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确保企业
的发展方向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同频共
振。通过深化改革、拓展创新，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简史》是一本值得每一位党员
干部细读的好书，它不仅帮助我们回顾过去，
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照亮未来的发展道路，提
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经验。在阅读
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改革开放
的伟大力量和时代价值，也坚定了我作为一
名党支部书记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历史责任
和使命。

□袁海彬（陕煤集团）

读《改革开放简史》有感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先生以其深
沉的笔触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赢得了广
大读者的喜爱与尊敬。他的作品《河
山传》再次以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为我
们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
迁与人性挣扎。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历
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
反思。

《河山传》的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延伸到
2020年的新时代。这样的时间跨度，使
得作品能够充分展现中国社会在这一
时期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从传统的农
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从封闭走
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这些巨大的
转变都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贾平凹的笔下，乡村与城市不再
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相
互影响。在乡村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比
较有主见或有能力的人们，他们或许没
有高学历，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他
们有着对土地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
他们在农业社会的转型中，努力寻找自
己的定位，努力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
们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虽然感到迷茫与
不安，但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价值
观。而城市的机灵“马仔”们在商业竞
争中，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经历人
性的挣扎与命运的起伏。他们在追求
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迷茫。

贾平凹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展现了中国社会
在转型时期所经历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他深入探讨
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元，让我们看到了在变革的大潮
中，人们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如何面对生
活的挑战与困境。

除了对人物的刻画，贾平凹还通过对历史事件和
社会现象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社
会面貌。他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大事件、大人物，更
是那些被忽视的普通人、小事情。这些普通人、小事
情，或许在历史长河中并不起眼，但却是构成社会的
基础，是构成历史的细胞。贾平凹以他敏锐的洞察力
捕捉到了其背后的深刻内涵，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真
实面貌。

在《河山传》中，贾平凹多次涉及对传统文化的思
考。他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绘，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
尊重与敬畏。同时，他也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的困境与挑战。这种困境与挑战不仅仅来自外部
的冲击，更来自内部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放逐。贾平凹
通过这部作品，呼吁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发掘
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此外，贾平凹还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表
达了他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与担忧。在现代化进程中，
人类往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
展。然而，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生
态问题。贾平凹在作品中多次提醒我们，要尊重自
然、保护生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他通过描绘自
然环境的变迁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让我们深刻
感受到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重要性。

在叙事风格上，贾平凹继承了其一贯的细腻与深
沉。他运用丰富的语言，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
感变化。他的文字既具有诗意的美感，又充满了力量
与激情。他通过对细节的刻画与情感的抒发，让我们
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世界。

总的来说，《河山传》是一部集历史、文化、人性、
命运等多重主题于一体的作品。它不仅仅是对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映，更是对人性、命
运、乡村与城市等多重主题的深入探讨。贾平凹以
他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真
实而复杂的社会面貌，让我们在品味其作品的同时，
也能思考人生、理解社会、探索未来。

最后，我想说，《河山传》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更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作品。它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让我们思考
人性的复杂与多元，让我们关注生态文明的未来。

□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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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