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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烟雨中的美丽》《生命是一朵盛开的莲
花》《月照长河》《梅花语》《山中日月光》，作家
徐祯霞的又一部长篇非虚构散文新著《云端上
的故乡》出版发行。此书称得上短中长散文门
类的全系列，这在陕西青年女作家当中可谓凤
毛麟角。

《云端上的故乡》以“我”的成长经历为线
索，书写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故乡的追忆和留
恋、故乡的搬迁和消失、故乡的发展和革新，
向读者揭示了故乡曾经沉淀和绽放的美好，以
及岁月沉浮中人们的悲欢离合。此书展示了
社会大背景下整个乡村面貌及人们生活和精
神状态的巨大改变，凸显了作者对人生价值和
生命意义的思考，是一部集可读性、文学性、
哲学性及史学价值于一体的散文力作，也是一
幅审视当下生活的现实绘卷，是一部讲述百姓

故事的乡村通史和村庄简史。
该书由著名作家贾平凹、白描、邱华栋和

著名评论家李星联袂推荐。贾平凹题写书名，
并称：“她的作品接地气，有亲和感，温暖滋润
人心。”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称：“她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邱华栋感受最深的是：“她那颗无处不在的
爱心和悲悯情怀，以及对人间大道的追寻和探
求。”这是对作者文品和人品的肯定。

围绕“小细节”彰显“大情怀”

散文，特别是大散文主要靠细节去结构，
物质生活场景的描写与叙述反映出一个作家
对生活体验的深度与精细程度。作者将家庭
中那一本本难念的经讲得真切而丰富，如一部
连续剧，裹挟着生活烟火味的波动和遭遇，也
许会让你从中看到你的街坊邻居、亲人朋友，
甚至你自己。

生活表面之下，作者似乎还有一个更为隐
蔽的叙事冲动，就是探讨在大历史、大社会
中，作为个体如何安身立命，如何植入社会，
如何设定位置。其书写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朴
素的生活作注释，每一段细节铺展，都在以点
点萤火汇聚出璀璨的文字画廊。作者善于以
小人物、小事件衬托大情怀、大时代，艺术而
巧妙地以小喻大，以点带面，收到见微知著、
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围绕语言力量彰显自我存在

《云端上的故乡》之“云端”无疑是一种仰

望和憧憬。故乡并非虚无缥缈，而是离开故乡
之后的深度寄托和感怀，这种寄托和感怀一旦
嵌入键盘，就会敲打出发自内心的歌唱。这种
歌唱演化成“我”的故事，始于绵密细雨间的
家庭琐碎，终于心灵顿悟后的豁然开朗，刻画
出一组栩栩如生、命运各异、震撼人心的人物
众生相。

作者善于在叙述中以个体故事为切口，以
其独特的视角和思维，独到的叙事和修辞，细
腻的文字和笔触，将人情之善与恶、世态之波
起云涌与风清浪缓，如画卷般地在读者面前一
一铺陈开来，并全方位叙述与记录，使“我”的
存在更为真切、可信，具有了入世和在场的非
凡意义。

围绕乡村风物彰显故乡魅力

《云端上的故乡》通过对故乡人文历史、民
族记忆、地理变迁、风物传统，以及现实演进
的深入剖析，让读者全面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
魅力。书中引用的民歌、诗句和民间故事片
段，不仅增添了作品文化底蕴，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这些具体的描述，使得这本书更加生动、
立体，让人读后难以忘怀。比如作者在《回望
故乡》一章描述故乡村庄的变化后写到：“这
种巨大的变化，让我意外，又让我惊喜。意外
的是，变化太快，让我难以置信；惊喜的是，一
种新的文明，在老家的土地上诞生，并已落地
生根。其实，根是什么，根就是我们中华五千
年的文明，根就是良好的传统和良性的道德秩

序，这些才是必须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
这让此书境界得到很大的提升。自此，故乡不
再拘泥于小我之中，而呈现出一种大境界和大
格局，它和乡民的幸福息息相关，和社会的发
展和全民的共同富裕息息相关。

这部自传体写作实现了初衷——由最初
的不舍与怀念，达到了忘我和无我境界，其文
学品位、指向高度和时代律动也同时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和呈现。

围绕笃定信念彰显前行之路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作为陕西文
学界的青年翘楚，徐祯霞于文、于事、于人都
已经进入了圆熟而巅峰的境界。然而，正因为
坦荡清澈，她的圆熟里又镶嵌着某种天真的意
味。她在冷静剖析事物人情肌理的同时，又得
心应手地使用着天性里的执拗和坚韧，更使得
她的天真显得很强大、很有力量。

这种强大力量的背后，是故乡给予她的坚
实而可靠的底座。因为对于故乡的眷恋和牵
挂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澎湃激情。由此，
我们可以自信而笃定地认为，她想把故乡的故
事和故乡的壮美一股脑告诉全世界，像贾平凹
一样，把秦岭告诉全世界，让全世界知道秦岭
里有个商洛、有个柞水、有个下梁、有个王坪。

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故乡的亲人和乡亲
才是那片土地上最忠实的守望者和定盘星，
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奔
腾向前，就一定能够战胜挑战，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 □顾新闻

不屈文学之路的次第呈现
——品读徐祯霞散文新著《云端上的故乡》

最近读了陕西作
家许海涛创作的《光
明行——盲人张喜平
的一天》，小说的主人
公是长安区马王村
村民，真人真事，令
人感动。

阅读中，我常常
泪盈眼眶，甚至泪满
脸颊。并非我多愁善
感，容易冲动，而是其
中情节和情境使我产
生强烈共鸣。比如，
在买担笼时，考虑患
有小儿麻痹又刚做过
胆囊手术的手艺人焦哥的处境，张喜平叮嘱
养女梅梅的女婿带上礼物，不要砍价。这分
明不是一个生意人，而是一位义气侠者。读
到此，焉能不被这身无一技的、靠苦力买卖鸡
蛋的盲人的善良感化？看到朋友、司机、警
察、企业家、摊主、市民对张喜平点点滴滴的
关怀和帮扶。他们有的倾囊相助，有的出谋
划策，有的宽心打气，一幕幕无不令人动容。
当听到养女要远嫁千里之外时，张喜平难以
割舍，竟想到要给养女下跪，幻想着她能改变
初衷，回心转意，守在自己和老娘身边，这场
景使我涕泪滂沱。

作者以其博爱的情怀和深邃的视觉，以
敏锐的观察力和翔实的笔触，用其再通俗不
过的语言，通过文学的艺术形式，将这样一位
离我们咫尺之近的人物淋漓尽致地呈现给广
大读者，作者的为人素养和文学功力当极其
不凡。

这部小说叙述以一天 24小时为经纬，恰
是张喜平几十年如一日的生命规律，是其顽
强奋斗、坚韧不拔、恒心如磐的写照。通过倒
叙和插叙等文学手法，自然入理地回忆了他
五十七年来的生活和事业，也满足了读者探
究主人公更多深层故事的好奇心理。我从中
读出了张喜平、周围人和社会中的善、美、礼、
爱，读出了人间真情，读出了普世福音，读出
了张喜平身上的勤劳、纯洁、忠厚、仁孝，读出
了他自强不息、搏击命运的坚韧和大智。

我尤其惊叹于张喜平创造的奇迹。他本
有相爱的人，却为对方一生幸福考虑选择了
放手。虽然他深埋着爱的种子，捂严了爱的
火苗，可一刻也没有忘记爱的初心，这就是他
纯真的天性。他赡养母亲，收养弃婴，这些都
是他个人小爱和人间大爱的交织和浓缩，都
凝聚在一位盲人奋斗不息、超越自我的生命
中，这是何等的胸襟和“眼”光。他身心的灵
性和聪慧的听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不
断努力，刻意锻炼，有意提高，养成习惯，植入
生命，化腐朽为“神力”，成为他独有的本领，
造就他的非凡和伟岸。

作者行文近乎土话和口语。品读这些文
字，让人感觉到小说中浓厚的原乡情结，自带
着沣河西岸的土渣渣、泥点点。在西安城里
的场景对话，又分明受了回民巷里那千滋百
味的熏染，有着老西安街巷的独有气息，但更
多的还是原汁原味的长安物语，是木铎的纯
净、平和与绕梁之美。作者仿佛一位采诗官，
身持初心，穿戴官服，手执木铎，来到沣河，往
复于西安，奔波在回坊，将一曲《光明行》创业
诗呈现于读者面前，给世人奉献了一首生命
赞歌和奋进旋律。

总之，阅读《光明行》能给人以新的鞭策，
使人增加新的动力，向阳而生，追光前行，读
者的人生之路将更加宽广，更趋高远。

□贺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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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每一部
著作背后，一定有一个人，其学问和
性情渗透在文字里，其境界、智慧闪
烁在字里行间。我们读经典既是文
学层面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悟到作者
的“文心”。

近年来，国内著书立说、阐释经典
者不计其数，但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与淘洗的为数不多。《中国古典文
心》便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好书，为“20
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学问与人生的巅
峰之作，由国学大家叶嘉莹珍藏了六
十多年才公之于世。”

《中国古典文心》为顾随讲坛实
录，据其学生叶嘉莹的笔记整理而
成。该书主要辑录了《论语》《文赋》
《文选》和《文话》，一共二十四讲。通
篇蕴含着人生哲理，闪烁着智慧火
花，不但对文学创作原理进行了阐
发，且处处讲文学本质，讲做人与作
文相通的道理，使读者在写作鉴赏、
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得到有益
启示。

对我而言，这是一本值得逐字逐
句认真揣摩的书。综观全书，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文学本质的阐释，“文心”

“诗心”对于文学至关重要，他认为
“有此心始有此文”。

何谓“文心”？《文心雕龙》道：“文
心”乃“天地之心”。顾先生以为“文
心”是有“科学的，唯物的根基”，即以
生活为根基。这一点从书中对《论
语》《文赋》的阐释可见一斑。作者讲
文学时总能联系到做人的道理，又能
信手拿人生道理讲文学。

中国古人说“诗言志”。无论诗
歌、散文抑或小说其他体裁文学，讲
的都是心里的东西，是人性的映射。
学作文就是学做人，所以文学会使人
走上人生更高的境界，有了情趣意
境才有高尚的作品。王羲之《兰亭
集序》古往今来多少人临摹仿效，但
大多是徒有其形，未传其神，缺的正
是人生的境界。没有境界，怎能有
笔墨？

中国古代先贤对文章写作有过阐
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
之道也”，意思是说人文来自天文地
理，圣人之所以伟大，就是秉承天地
自然之道，以文施行教化。曹丕说：

“文章经国之大业。”杜甫说：“文章千
古事。”顾随强调：“做任何事情都不
能脱离生活，要向生活学习。”我们今
天读书、思考、实践都必须立足客观
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将内在收获转
化为外在行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
继承历代哲人名家治学、修身、济世
的古典文心。

读顾随的文章、讲录，读的不仅是
文学、美学、人学，还读的是人生、哲
学的真谛和修炼本心的道理。阅读
《中国古典文心》，不仅被中国传统文
学所感染，更领略到古往先贤高超的
人生智慧和境界，从中汲取精华，铸
就自强、自信、自省的本心，进而秉持
浩然正气，满怀赤诚之心，写就梦想
和事业的“大文章”。

□屈佳（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

有此心始有此文

安康作家李思纯的长篇小说《蚕门》，通过企
业改制的悲壮、蚕桑生产的起落，演绎了城乡经
济和工农大众的命运沉浮。在写到第七章第一
节时，老蚕农杨宝根的一声断喝，亮出了中心人
物的价值观：“你没有道义！从根子上讲，你不讲
道义！”

父亲指教儿子，出言何以如此鞭辟入里，用
语何以这般振聋发聩呢？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外贸市场萎缩，国际丝绸
市场下滑导致蚕茧价格下跌，加之中国加入世贸
之初产生的市场调节、价格调控等等不适，骤然
引发了由市场经济考验政府管理、社会治理能
力，由经济效益、金钱观念考验人性、人心的蚕茧
大战与社会动荡。杨宝根的儿子杨海军为了让
辛辛苦苦自产的蚕茧卖个稍好的价钱，瞒着家人
私自骑车运走三袋茧子，准备和他人一块乘火车
偷运到汉中去卖。不料行动暴露后，人被派出所
抓了，还上了广播，成了一件丢人现眼的坏事。

对此，杨宝根大为震惊，而杨海军极为不服，
他的理由，一是茧站压级压价坑农伤农，理应另
寻销路；二是政府只抓兴桑养蚕，不管茧价大跌，
且限制蚕茧外销，顾头不顾尾的做法有失公允；
三是自己的蚕茧自己做主，到外地去多卖点血汗
钱天经地义，无罪无错，无可厚非！

为此，父亲杨宝根痛心疾首，十分严厉地批
评了他一顿，让他从根子上认识错误。

杨海军搞不懂这事错在什么“根子”，他本
能、质朴而又委屈地反问父亲：“从根子上？我不
过是想多卖点钱，辛辛苦苦养的蚕做的茧卖不上
好价钱，我心疼！这有什么错？”

杨宝根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没道义！”这四
个字掷地有声，直指问题核心，给了儿子一记响
亮的重锤。接着，他又以理服人，好言教子：“你
从上小学，老师就教你要爱国。一个小老百姓咋

爱国？不就是听政府的话，勤劳致富，多生产、多
打粮，多喂蚕子！江城缫丝厂给了你亲妹妹一个
铁饭碗，那个厂对我们家就是有恩的。你的蚕
茧，你就为了多卖点钱，不愿意给江城做贡献，却
要往外卖——你的道义在哪里？你对不起养活
你妹妹一家的那个厂，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
政府。”

杨宝根的这一番示儿之理，让人幡然醒悟：
所谓“道义”，就是道德和义理，就是道德和正
义。由此，让人想起了宋代诗人欧阳修在《朋党
论》中劝人行正的一段名言：“所守者道义，所行
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环顾《蚕门》全篇，见其思想内涵与精神价
值，正是“道义”二字。

其一，老一辈代表人物方文贺是道义的化
身。他年近五旬时面临着氮肥厂外迁汉中，自己
将被调往省城的人生机遇，放弃个人安乐，留在
江城创办缫丝厂，其选择是为道义。退休之后，
他仍关注企业发展、工人命运，在危急关头，抱病
赶到县政府门前，宁愿引火烧身，也要为闹事的
工人明辨是非，是为道义。临终前，他不交代后
事，不操心儿子前程，却叮嘱厂里要设法找回被
骗的公款，一片丹心，是为道义！

其二，新一代的创业者群体，在道义之旗的
引领之下创出了新的辉煌。杨宝根之女、副厂长
吕蒙之妻，在企业改制的危难时刻带头签字下
岗，并以甘当保洁员的勇气率先自谋职业，于厂、
于国尽显道义！当工厂效益下滑、需要裁员减负
时，主动辞职、自谋职业的女工夏莉莉，在企业改
制时为了挽救工人的命根子、留住江城的茧丝产
业链，联合下海创业的姐妹回乡收购厂子，让缫
丝厂起死回生，其家国情怀正是大写的道义！杨
宝根的儿子杨海军，凭着技艺、人品已在缫丝厂
谋下职业，将被委以重任时，却弃工返农，重归山

乡，垦地植桑，发展蚕业，亦是为了道义。
其三，道义的磅礴力量让迷途羔羊痛改前

非。曾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在企业改制最艰
难的当口纠集不明真相的工人到县政府闹事的
范大力，在经历了父亲被他气死、老厂长被他气
病等打击后，终于认清人心、拨云见日，他不给企
业添负、不向国家伸手，上街修车、重新做人的勇
气，来自道义！曾因贪占小便宜而上当受骗，给
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韩秋燕，在明白事理后离家
出走，只身追款，其壮士断腕的雪耻行为，也生于
纯洁的道义！

正因为道义的光芒让人心豁亮，让天地晴
朗，让生活多彩，让事业辉煌，以道义为精神导向
的《蚕门》才是当代改革题材小说中突显人性力
量的有深度之作，是工业题材小说中融合工农情
感的有温度之作，是本土长篇小说园地一部思想
性、艺术性俱佳的有力度之作。 □李焕龙

道义：《蚕门》的精神价值

不知从何时起，手机霸占了我的精神世
界，我也成了“低头一族”。闲暇之余捧着手机
消磨时光，渐成常态。

家里书架上有不少书，每年还会添置一
些，惭愧的是平日里很少翻阅。有时在周末午
后，也有泡一杯清茶、捧一本带着墨香的书细
细品读的冲动，但不知是心境的变化、还是思
想上的懒惰，拿着书看上几页就感到心烦意
乱，没了兴致。

孩童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几乎没什
么课外书可读。那时，读书就是读课本，我喜
欢语文课本里的文字，简洁明快，读起来朗朗
上口。开学发了新书，别的同学都在忙着包书
皮，我却迫不及待抱着语文课本看起来，遇到
不认识的字词，或查字典或问父母。反复看几
遍后，就能流利朗读了。因为读得流畅，被老

师选中早读领读。那时，阅读带给我的快乐是
书本上描绘的外面的世界和同学们投来的羡
慕眼光。

中学时代，我最中意的还属《读者》《青年
文摘》这类杂志期刊，贴近生活的感人故事、富
有哲理的经典文字将我深深吸引，让我挪不开
眼。到了大学，图书馆便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
方。舍友也喜欢看书，我们便结成读书“搭
子”，课余常常一道去图书馆看书。

学生时的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没有琐事烦扰，尽在书中遨游。出
了校门，走向社会，工作忙忙碌碌，每天早出晚
归，时间被结婚成家、购房置业、生儿育女、柴

米油盐分割占领。埋头灯下，与书页交流的时
间越来越少。各种事务干扰心境，愈见浮躁的
心绪，让读书之乐日渐遥远。

前些日子，收到大学室友寄来的书。电话
问她为何寄书，她说时常想起大学时一起看书
的场景，那时我们将青春岁月和懵懂情怀安置
在同一个地方。如今，虽不能像大学时期那样
一起看书，享受静谧时光，但还想把自己喜欢
的书分享给我。毕业十多年，朋友还保持着阅
读的习惯，而我却丢失了年少时的喜好。

看着朋友寄来的书，“沉淀已久”的读书情
怀被触动。翻开书，密密麻麻的文字如一缕裹
着春意的清风，将我带入温润的精神世界。生
活不只有上班、下班和柴米油盐。静下心来，
暂别俗世日常，坐地神游，体味那一个个悠远
而绵长的意境，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李佩

重 拾 读 书 心 境

午睡醒来，只听得书页哗啦啦作响。阳
光、窗台、白纱拂动，书本慵懒地被风翻阅，岁
月静好不过如此。

苏轼曾感叹：“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独处渴望内心的平静，有明月清风入怀，若再
添一本书，给个神仙也不换。而我独处不是一
本，而是一床书。“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
一床书。”我虽才疏学浅，不敢自比杨雄，但这
一读书就铺开来的架势却像极。书房、床铺我
坐哪儿，书就放哪儿。

从小我就和书亲，捧着书就跟孙悟空发现
了水帘洞：好一个洞天福地！幼时读书如饥似
渴、不知冷暖。多少夏夜闷热难耐，家人都在
外乘凉，独我在房内捧着书如痴如醉。母亲坐
在小马扎上，大蒲扇在腿上啪啪地拍着蚊子，
隔一会儿就喊我出来凉快一下。我被烦得气
急败坏：“不出去！”母亲不再劝：“这女子犟的，
也不知随了谁。”

与玩具相比，书更像我的玩伴。有一次，

我去同村小伙伴家玩，百无聊赖之余在窗台上
发现了一本书，叫《针眼里逃出的生命》。我如
获至宝，捧起书扑通一下坐在水泥道沿上读起
来。那种感觉就像沙漠行走的人蓦地发现一
片绿洲。“婆婆是个瞎子，连天黑天明都分不
清。”只读了个开头我就被深深吸引，这就是我
们西府人的生活呀！我读得欲罢不能，全然忘
记了周遭嬉笑打闹的小伙伴，直至暮色四合。

与和人周旋相比，我更愿和书打交道。上
师范学校那年暑假，大我一岁的表姐来家里做
客。我俩在一起有事做还好，无事干就有点不
自在。我抓起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往她手里一
塞，就埋头看自己未看完的小说。没过两天，
表姐就嚷着要回去。母亲一再挽留，表姐皱着
俊俏的眉眼悻悻说：“算了，表妹只知道看书。”
表姐走后，母亲一言不发，双手叉腰，恨铁不成

钢地朝我翻白眼。
我很喜欢小说《秘密花园》，读完之后振奋

不已。书中那神奇的花园可以让人源源不断
汲取力量，每个人都可以因它而获得幸福。而
我的秘密花园就是书，多少个遭遇挫折的时刻
是伴着书一起度过的呢！每次读完，心里的阴
霾都会一扫而空，目光重又明亮起来。

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喜欢坐在阳台看书。
明亮的阳光里，整个人都是安详幸福的。潺潺
雨夜中，我也喜欢读书。一书在手，整个世界
的喧嚣刹那间退去，漫上心头的是无边的充实
和宁静。

美学大师朱光潜曾说：“有趣的灵魂是有
静气的。”还有谁比爱读书的人更有静气？爱
上读书，便有了一个有趣的灵魂，一个宁静深
邃的内心世界。 □兰芷

年年岁岁一床书

本报讯 10月 19日，陕西真元文学
社和万邦书店举办了李凯林教授等主
编的《农德载国，践行有我：古稀忆芳
华》分享会。

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党怀兴主
持会议。著名作家孙见喜、陕西音像馆
原馆长林广海致辞。主编李凯林致辞
答谢。陕西省委宣传部原二级巡视员
王新民，西安财经大学教授、西安交通
大学客座教授赵永泰，《技术与创新管
理》期刊社原总编韩莹，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丁为祥在会上发言。

大家共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其中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城乡融合是重头戏，这本书的出版
是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过往与未来的
重要参考，有利于温故知新。知青一代
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是
一部由老知青撰写的具有史料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精品图书。

《农德载国，践行有我：古稀忆芳华》
分享会在西安举办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