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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讯

本报讯 9月 23日，国务院原参事、陕西
大荔籍作家忽培元长篇小说《同舟》新书分
享会在渭南举行。著名作家贺敬之、王蒙、
何建明、贾平凹、白烨、张亚丽、何向阳等发
来贺电。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影视
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陕西
省委网信办主任柯昌万，陕西省作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单红，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
政等领导和著名作家、评论家共 40 余人参
加分享活动。活动由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李
国平主持。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单红
在致辞中表示，忽培元先生是陕西文学界一

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同舟》这部作品从人物
到细节，处处彰显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读来
亲切朴实、真挚感人。作者怀有强烈的责任
感和敬畏心，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乡村的变
迁、农民的命运、社会的风貌以及人性的光
辉，精准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和故事，并将
它们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充分体现了作
家的使命和担当。

与会嘉宾对忽培元先生和《同舟》的出
版表示热烈祝贺，对长篇小说《同舟》的文
学内涵和时代价值给予高度评价。分享会
期间，忽培元向渭南市图书馆、大荔县图书
馆、培元书院和安仁镇鲁坡村图书室赠送长
篇小说《同舟》。

忽培元长篇小说《同舟》新书分享会举行

拿到忽培元先生所著长篇小说《同舟》，一
看书名就倍感亲切。同舟不仅谐音同州，而且
记述了新时代家乡人民继往开来，同心同德，
同舟共济建设美好家园的寻根史、奋斗史和变
迁史。

这是一部乡土文明的寻根史。该书开头讲
述了元末明初蒙古族忽家兄弟为逃避战乱，改
名守仁和守义来到黄河西岸的同舟村，后与段
家姐妹喜结良缘，从此受到出身士大夫退休在
老家的岳丈段文海儒家文化仁义道德的潜移默
化，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传承者的故事。

该书表面写了乡村社会及其文化形态的历
史变革与转型，这是人类生命及其命运从乡村
走向城市必经的阵痛。而深层次写的是乡村在

城市化过程中带给人们的困惑、眷恋与挽留叹
息。所以，不要只看作品的表层故事，书中反
映的“三农”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经过长期努力
能够解决的。

该书一反当代农村作品中有志青年一心奔
向城市的写法，描写了赵志强、马志远、忽沛东、
吴文倩等博士生、大学生毕业后或从军转业主
动回到或来到农业大县和农村，参与新农村建
设，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带领父老乡亲奔小
康的历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建立书院、创建学
校和创办村史馆，不仅取得物质文明的丰收，而
且取得精神文明的丰收。村支书赵志强是社会
学者，他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在考察调研基础上
撰写《关中灾荒史考据》《历代西北地区征战史
考古论证》，尤其是在建设新农村实践中总结撰
写的《同舟日记》，对同舟村乃至整个乡村振兴
具有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奋斗史。本被誉为“渭
北小江南”的黄渭洛三河交汇处的同舟村，在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却衰败凋敝，正如后记中所道，
目睹故乡的面貌和父老乡亲，作者流下了眼泪。
有志青年学成回到或来到同舟村，以“中华儿女
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从反复
谋划运筹到改变生态环境，从引进推广冬枣种植
到强力推行全域旅游，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奋
斗，终于使同舟村“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是一部农村的变迁史。数百年来，拥有丰
富资源的同舟村祖祖辈辈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农耕生活，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依然吃不饱
穿不暖。改革开放以来，勤劳的农民可以吃饱穿
暖，但腰包缺钱，不得已去城里打工，农村依然落
后。通过赵志强、马志远、忽沛东、吴文倩、段淑
娴、文燕等青年带领父老乡亲艰苦奋斗，终于使
一穷二白的同舟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

村和模范村。
该书主要有以下艺术特点：一是塑造了立

体丰满的人物形象。经典小说之所以能够经得
起时间考验，就是留下了一两个永恒的人物。
看完全书，掩卷长思，智谋双全的赵志强、能文
善政的马志远、敢闯敢干的忽沛东、知性十足的
吴文倩、贤惠能干的段淑娴、活泼开朗的文燕等
一系列人物形象走马灯一样仍在眼前。赵志强
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有理想、有抱负、
有魄力、有知识、有智慧的新人物，是新时代山
乡巨变中成长的弄潮儿，堪称新时代大学生村
官的榜样，堪称新时代的乡贤，为当代中国文学
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

二是风物描写美丽生动。书中时不时描写

同舟村的新面貌，黄河滩自然风光，龙首渠、金龙
塔、丰图义仓等名胜古迹，淳朴的风土人情和羊
肉汤、罗汉圆鱼汤、冬枣等特产，令人目不暇接。
经过赵志强等年轻人的艰苦奋斗，同舟村旧貌换
新颜，更加靓丽引人，成为旅游打卡地。

三是语言化用方言十分妥切。小说是语言
的艺术，优秀的小说家都在摆脱旧时的风格，创
造着新的语言。同舟村位于东府大荔东部，方言
有特色，农村方言保留较多。该书的人物对话运
用或化用了不少方言，既符合人物身份，也突出
了地方特色。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为家乡树碑立传的史
诗，或用作者的话说——“《同舟》是游子献给故
乡的一个敬礼”。 □王新民

寻根史、奋斗史、变迁史
——《同舟》读后感

退休后，我认识了一些陕北作家，高安侠是为
数不多的女作家，她的端庄、娴静、大气、漂亮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说，陕北的后生生下来就
会跳舞，陕北的女子生下来就会唱歌，我敢相信，
高安侠打小就会写文章。

高安侠是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青年作家协
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协副主席，曾获第五届冰心散
文奖，三次获得中华铁人文学奖，是鲁迅文学院高
研班学员。

我读过高安侠的一些文章，最近又读了她由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自选集《树的箴言》。
与以前相比，作品越发显得成熟、老道，其立意之
高远、文笔之娴熟、语言之灵秀、思想之深刻，吸引
我很快读完，并产生了写篇感想体会的冲动。

一是创作视野更加开阔，触角更加延伸，笔锋
更加敏锐。过去我读高安侠的文章，多是她写工
作的油田、生活的小镇以及她身边的人，收入《树
的箴言》中的文章增加了她行走过的南方、北方、
草原、黄河以及历史典故和人物，比如《黄龙断章》
《树的箴言》《地上弯眉》《大唐的月色》《张载的陕
北》《沈括的石油》《武则天的胸怀》《长城的女人》
《卖菜的老杨》……天地广阔了，历史久远了，人物
面孔复杂了。一个个场景、一处处风光、一个个人
物在她的笔下生动亮丽、楚楚动人。

二是感情细腻、作品精美。她的细腻来自记
者工作的经验，有深入生活、观察事物细致入微的
深刻。高安侠重视细节，善于抓事物和人物的特
征。比如《面对草原》中写草原的野花，不但写了

草原野花的种类、颜色、形态、动作，还写了其命运
及归宿，最后由草原、野花联想到自己，巧妙地把
草原、野花和“我”融合在一起，很自然地放大了

“我”。最后，“我想起了一句话，如果你在困难面
前却步，不妨请教大自然”。这句话，她是说给自
己的，也是说给读者的。《巡线的人》给我印象颇
深，我曾在电话局干过修电话的线务员，就认真读
了。高安侠是机关干部，下基层“巡线”是检查工
作，时间短、路程也不长，因为她有心，善于观察，
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一堆素材——和她一起工作
的同事小高，中年丧妻、坚守工作岗位的老冯和背
负沉重经济负担、踏实工作不叫苦的老惠，把人物

写得栩栩如生。
三是灵动俊俏的文字，诗一样的语言。高安

侠文字功夫扎实，语言丰富灵巧，有一种诗歌的
美。这种美不是修辞和文采的堆积，而是独特的
想象力和诗的气质。《永坪，永坪》这篇文章我在网
上读过，再读又有收获。高安侠在永坪生活过，她
对此地有感情。在这篇文章中，她写永坪的街、永
坪的房、永坪的酒精、永坪的麻将、永坪的人以及
永坪的味道，写自己在永坪的生活，写自己对永坪
的感觉，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永坪“白天是灰头
土脸的农夫，晚上是美艳奢华的丽人。繁华的外
表，乡村的气质，还有它那工业表情混搭在一起，
很难给它找出一个确切的形容词”，这些语言形
象、诙谐、幽默，读之有味，思之有趣。

四是立意高远、思想深刻。读高安侠的文章，
会发现每篇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性。《树的箴言》一
文是这部散文集的核心和灵魂。文中写了陕北山
脊上一高一低两棵树，写了滇藏公路边的桉树，

“异常高大的棕榈树”“一粒未消化的榕树的种
子”，并通过对这些树的观察、研究、思考，得出几
个结论：“树是人类的老师。”“阅读一棵树所汲取
的智慧，远比阅读一本书的收获更大。”“如果你理
解了一棵树，那么无形中树已经陶冶了你，提升了
你。”通过阅读树，作家“不再抱怨生活”。

掩卷长思，我理解了书腰上的一段话：“在时
间无垠的长河里，生命如此短暂，于是，写作就成
了我手中的武器，用来对抗虚无，证明我在这个世
界活过。” □周养俊

视野开阔 立意高远 语言精美

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从南山花园酒店访友归
来，看见仙鹅湖下丹江边的滨水步道上，一排排
白杨树直直地站立着，指向天空，指向蓝天白
云。一阵风吹过，树叶哗哗响着。它们高大得让
人仰视，站着好多年了。它们当年站在尘土飞扬
的丹江边，身上刀刻着的表达爱情或者仇恨的名
字，已经模糊，变为成长的伤痕。如今站在两边
都是楼房的宽阔路边、风景如画的滨水步道旁，依
然努力地向上生长。

不论环境好坏，努力生长都是它们的主题。
我忽然想起了以白杨为笔名的张宏。他是一个经
历丰富的人，务农、参军、做记者、任乡镇干部、当
司法干警，一个人能从事多种职业，应该说阅历够
丰富了。

不管是在农村种地，还是部队站岗；不管是当
记者到乡下采访，还是作为乡镇干部，为一方的百
姓致富奔忙；不管作为司法干警，为一区的平安忙
碌，还是节假日闲下来写一点自己的文章，他都忘
不了一个人，用他的话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他
的先祖叫张载，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
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每当看到或想到这“横渠四句”的
时候，张宏一种立心立命开太平的强烈责任感就
萦绕心头，久久不能挥去。

《商洛日报》原总编辑刘少鸿先生给他的《且
行且歌》序言里写过这样几句话：“热爱是成才的
内在动力，勤奋是成才的必由之路，钻研是成才的
重要阶梯。”热爱、勤奋、钻研，让他在工作和文学
上，年年有进步，收获多多。张宏不光是张载的后
人，还是我的乡党。我们原来是邻村，现在合成了

一个谢垣社区，成了一个村子的人。
他的新书又要出版了，我先睹为快。我以为

这本书的特色有三。第一有真情，不做作。真情
是有温度的，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再装也是装不
出来的。写他们的先祖、写过去的朋友、写自己的
父母，文字里都流淌着发自内心的感情。第二有
动人的细节。文学作品是讲究细节的，没有细节
的文章是没有感染力的，只有鲜活的细节才能让
别人感同身受。比如他写的《厅叔》，其实写的也
是我的一位亲戚。他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他当
年办南秦文学社时赞助他一元钱，一个是过年前
给病人送药时遇车祸的细节，结尾尤其感人。

他写道：“二〇一五年腊月十三日傍晚，南秦
川道的公路上，大车小车摩托车川流不息，灯光
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奇叔在急匆匆给下赵塬社
区患者送药途中遭遇车祸，惨烈地走完了 69 年
的历程。”我后来才听村里人说，那个患者当晚是
有药可吃的，奇叔完全可以在第二天早上送去。
奇叔出门时对家人说：“给人治病，既要医病，又
要医思想。药送到了，病人就不恐慌，就有了精
神支柱，病人就少些痛苦，病也就好得快些。”作
为一个老作家，如果让我写奇叔，也写得没有他
这么好。

第三，文字干净朴实。张宏不是专业作家，也
不喜欢华丽的辞藻。他说出自我世界的时候，用
的是平常的、朴实的语言。贾平凹说，文章就是
说话，而把说话生动地写出来，也是很难的。

张宏不光能写文章，还能把文化方面的特长
用在工作上，用在自己主事的乡镇形象打造上。
在腰市，著名作家京夫的故乡，喊出“文化之乡，文

明腰市”；调往北宽坪工作，在李先念转战并创建
商洛县政府的地方，想出一句话“革命老区，红色
宽坪”；调往丹江南岸的刘湾街道工作，又想了一
句话“水韵江南，灵秀刘湾”。

白杨是张宏的笔名。他说：“小时候，我们村
的水泵渠两岸，栽植着两行高大的白杨树，父亲是
木匠，从村上买下白杨树，伐了锯成木板，做成板
柜，卖给没处存放粮食的村民，挣一点手艺钱。
每每伐树的时候，父亲就讲，白杨树是可用之才，
不挑土、长得快，扦插也能成活，人也要一样，啥
环境都能适应，要做有用之才。父亲这些话，深
深地烙印在我心里。后来学了茅盾的《白杨礼
赞》，我的思想也慢慢跟着升华到伟岸、正直、朴
质、严肃，坚强不屈与挺拔，磨折不了，压迫不倒，
力争上游，力求上进。我觉得，以‘白杨’作笔名，
于我再好不过了。”

他起了白杨的笔名，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人，一
看就是喜欢白杨。当兵的时候，像白杨一样为祖
国守边防。当乡镇干部的时候，像白杨一样守护
着一个乡镇。当司法干部的时候，像白杨一样，守
护着一方的平安。他的工作是守护，写作是他业
余的生活。白杨树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像是他的
内心独白，那是在闲暇的时候，深夜灯下，悄悄地
对亲人、对朋友、对陌生人，说出他自己的世界。

作家是商洛的又一个文化特产，就像核桃、
木耳一样。张宏这个笔名叫白杨的人，像一棵
白杨树，总是笔直站立向上生长的模样，正在成
为特产的一部分。作为乡党、作为文友，我真诚
祝福他像白杨树一样笔直站立，写出更多努力向
上的好文章。 □鱼在洋

——漫谈张宏和他的散文

白杨树总是笔直站立向上生长的模样

近期阅读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青少年心理卫生与心理
咨询》一书。此书作者通过调查发
现，有近 17%的青少年学生存在严重
的心理障碍问题，这个数据不得不引
起我们的重视。作者结合事例，对青
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及如何防治进
行了详尽讲述，对于作为教师的我来
说，受益良多。

作为一名基础教育老师，我深感
肩上责任重大。重视青少年心理健
康，让孩子们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健
康成长，是我们每位教师必须重视的
一个课题。我们应当提高思想认
识，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把心理健康教育作
为日常工作来做。教师要学习掌握
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知识，掌
握疏导方法、谈话技巧，面对有特殊
心理问题的学生时，才能及时给予
必要的心理疏导。有条件的学校可
以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使心
理健康课程常态化。

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离不开倾听
学生心声，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教
师要尊重、信任学生，更要聆听学生
的意见建议，多站在学生的角度和
立场上体会其观念和行为，设身处
地感受学生面临的心理困惑，并以
此为基础，师生共同探究解决问题
的策略。同时，班集体可以举办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行为习惯养成
活动、辩论赛等，引导学生消除不良
品行和心理问题。同时树立身边榜
样，用他们的言行影响、引导其他学
生，激发其他学生对榜样的认同与
效仿。

此外，家校沟通是解决学生心理
问题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家庭是
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育观念、
家庭的成长环境都直接影响着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影响其健全人格的形
成。每位家长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
不同的思想，在教育孩子方面不一定
有正确的方法，有时也不能与学校教
育步调完全一致，但我们可以利用家
长会、座谈会、开放日等活动，传递正
确教育观念，交流教育方法，力争达成
教育共识，明确教育方向，齐抓共管，
促使孩子良性品行的养成。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只有家
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关注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并有所作为，才能使青少
年拥有阳光心理，成就美好人生，才
能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祖国的
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王芳（商南县城关希望小学）

拥有阳光心理
成就美好人生

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
近日，著名作家、学者红孩
的最新散文集《活出想要
的人生》由北京华景时代
图书公司策划编辑、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一
经面世很快引起全国青少
年读者的广泛关注。

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
生》分六辑，收录了红孩四
十年散文创作不同时期的
代表作品，如《唤声姐姐叫
萧红》《女人的荷》《你为什
么不悲伤》等，既充满浓浓
的乡愁，也蕴含着对世事人
情的思索。其作品短小精
悍，有着独特的美学追求，
著名作家蒋子龙、肖云儒、叶
梅、肖复兴、赵丽宏、柳建伟
倾情推荐。

红孩的文学创作题材丰
富，体裁多样，散文、小说、报
告文学、诗歌、评论、话剧、电
影剧本等均有涉猎。近年
来，他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和
散文理论研究，提出的“散
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
说的世界”“散文创作是从
我走向我们的过程”“散文
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系列
散文理论在文学界产生广
泛影响。

红孩现担任中国散文
学会常务副会长，曾经在农
场当过畜牧工人、团委书
记、宣传干部。自 1992 年
起，先后在《北京工人报》《中
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等
多家媒体工作。

红孩散文集
《活出想要的人生》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 西滨）
近日，咸阳女作家郑曼创作
的长篇小说《乐人》由陕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郑曼系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
省作协会员、咸阳市职工
文化艺术创作创新工作室
成员，曾出版诗集上下册
《一株玫瑰》。

长篇小说《乐人》，以二
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当下中
国乡村发展变革为背景，描
述了“乐人”这一乡村特殊文
化群体曲折而又多彩的命运
历程，展现了一批血肉丰满
的“乐人”艺术形象，讴歌了
一代音乐人在社会转型的激
流中坚守人格底线，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的高尚品德和纯
美心灵，再现了传统戏曲种
类皮影、木偶、秦腔曲牌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朴实
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颂扬
人间真情与善良，传承非遗
文化、风俗与礼仪，弘扬传统
戏曲文化。

该书先后荣获 2022 年
咸阳市文艺精品创作项目入
选作品、2024年陕西省重大
文艺创作入选项目。

郑曼长篇小说
《乐人》出版

——读高安侠散文集《树的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