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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讯

“十一”回故乡岚皋探亲，特意带了《魔
芋姐姐》一书在身边，走亲访友吃农家乐之
余，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因为该书作者王
晓云是岚皋人，她的这本书也是写的岚皋
人、岚皋事，对于同为岚皋人也同为文学爱
好者的我来说，此书是必须看的。

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言，这是她第
一次为家乡岚皋写的一部较长的文艺作品，
以此作为回报家乡的一次尝试。她现在已
是中国作协会员，迄今已出版八部著作，这
一部则是专为家乡岚皋而写的定制之作。

一
晓云最初主写散文，去上海后主攻小

说，由短篇至长篇，都取得了成功。而给她
带来更大声誉的则是她的长篇报告文学《读
懂浦东》。这部作品得到了安康著名小说家
李春平称赞，认为这部反映大上海浦东新区
十五年开发历程的厚重之作，竟然出自一位
巴山女子之手，着实令人不可思议。这部作
品奠定了她在报告文学领域里的实力作家
地位，也因此有了后来一部接一部的长篇报
告文学作品问世。

《魔芋姐姐》不是晓云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她的首部长篇作品是《梅兰梅兰》。当
年出版后在上海小说界曾引起较大反响，
得到过陕西著名评论家李星以及众多专家
好评。此小说题材也是介于巴山汉水和沿
海城市之间，写了一个打工妹在一个特殊
领域里人性挣扎与自我奋斗的故事。由于

没有报告文学的体裁束缚，文笔上可以尽
情放开，人物开掘比较深透，社会现实残酷
面展示得比较彻底，因而作品更具有打动
人心的力量。

《魔芋姐姐》的写作题材，在我看来其
实更适合写成报告文学。对于已从容掌握
报告文学写作技巧的晓云来说，这几乎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她没有选择这条
路，而是决定用小说的形式来讲解秦巴山
区的神秘植物——魔芋，以及由魔芋衍生
出的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并借魔芋之光
映照出岚皋地域之美、人性之美。这样写
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避免报告文学以真
人真事示人可能带来的日后不可预测之

“反转”风险。二是写成小说，自由发挥空
间和余地较大，作者可以将自己的人生积
淀充分加以利用，读者也可以从中读到一
个被完全文学化的岚皋。

二
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郝一冰无疑是最

出彩的，是她串起整个故事、连缀起书中的
众多人物。她留学海外、履职上海后再回
归家乡，其眼界与格局自然与众不同，这也
是她日后锚定家乡最终创业成功的能力基
础。也因为她“土”“洋”兼具的身份，将处
于相对封闭的岚皋与时尚大气的上海有机
联系在一起。强烈的对比与反差给了游走
其间的主人公一冰更多情绪表达和思想回
旋的空间。因此，这个人物的设置是成功

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她的定位决定了书
中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

山南与李骄凡是拉扯一冰情感心弦的
两个关键人物，也是一冰在巴山与上海两
个不同时空舞台多视角、多层次展示自己
的中介人物。小说的好看离不开波动的爱
情，舞台的广阔可拓宽观众的视野。他们
两人，一个代表振兴中的乡村新势力，一个
代表前沿科技之都的新能量，因为一冰这
个纽带，串联起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
新面貌、新动能、新趋势。这是此二人存在
的价值和理由，也因此让《魔芋姐姐》看上
去有了现代气质和蓬勃朝气。

山南的父亲和一冰的父亲是上个时代
岚皋魔芋的开发者、奉献者，而山南和一冰
则是魔芋事业的传承人。两位老人的出现，
给小说增添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
感，避免了文本结构的单线条和平面化。

几个其他角色，如小敏、马佳丽、刘方钊
等人也各有特色。尤其对小敏的塑造，可谓
神来之笔，给作品增添了喜气与活力。

三
该作品虽着眼于魔芋，却并未局限于魔

芋。晓云利用小说形式，通过郝一冰这个特
定人物对魔芋资源以及南宫山、千层河、巴
山大草原、巴人部落等旅游资源的“串烧”式
考察，将岚皋最有价值的美丽风光和人文历
史一网打尽，做成“拼盘”端出来，给人的观
感大不一样，不仅多彩，而且有味。作品还

通过主人公一冰参与“汉水丽人”旅游形象
大使才艺大赛的选拔，丰收季杨家院子魔芋
宴、田湾里的南山民宿等，将汉水文化、巴文
化、古稻田文化、民宿文化的来龙去脉条分
缕析，将多个文化知识点巧妙地镶嵌在小说
故事中，给《魔芋姐姐》赋予了深广的文化内
涵，增强了作品张力。

该作品展现了时代新风，让人眼前一
亮。国家“乡村振兴”口号的提出，缘于本世
纪初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打工潮
和乡村“空心化”，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乡村
日趋衰落状况而出台的应对之策。乡村振
兴主体是农村青年，吸引农村青年回乡创
业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魔芋姐姐》一
书人物主体也正是这样一群有志于改变家
乡面貌、渴望通过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当
代知识青年。他们紧跟时代、崇尚新潮，懂
得直播带货、放飞无人机，借助现代科技力
量办事创业，既有展示美丽家乡的动能，也
有展示自我风采的意愿。这些青年代表着
岚皋的未来、乡村的未来。

有人认为该小说过于理想化，与现实并
不完全相符。但我要说，这正是小说的魅力
所在。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
引领时代风潮的潜在力量。理想化的生活
方式需要靠奋斗去改变，靠拼搏去实现。
文学意境中的美好生活，可以是航标，指明
努力方向。这或许也是《魔芋姐姐》一书不
可忽视的又一价值所在。 □陈益鹏

乡村振兴的文学书写
读懂贾平凹、打开并走进贾平凹的文

学世界，是中外读者，尤其是我们热爱和
崇拜贾平凹的广大学子、读者、粉丝的共
同期盼。王新民不独是一位学识渊博、著
作等身的学者和造诣颇深、守正创新、师
心遣论、以文明道的文学评论家，而且是
贾平凹西北大学中文系校友，策划编辑出
版诸多与贾平凹相关著述的书友、交谊笃
深的文友。他的新著《读懂贾平凹》，是我
们读懂并走进贾平凹艺术世界的“导游
图”与“金钥匙”。

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立体交叉桥
型评述贾平凹出类拔萃的美学思想、审美
情趣、创作历程和卓越的文学成就，分明
是王新民《读懂贾平凹》核心母题意蕴。

由《我与贾平凹的三十年》《书友贾平
凹》《珍藏贾平凹》《〈平凹游记选〉等书出
版追记》诸文可见，王新民先生既是与贾
平凹有着笃厚交谊的挚朋诤友，又是贾平
凹创作的忠实读者与评论家、策划人与编
辑。王先生对贾公其人与其创作了解既
广博又深刻。他是与费秉勋、韩鲁华、孙
见喜齐名的贾平凹研究资深专家。王先
生的贾平凹研究造诣颇深，堪称“百科全
书”式的贾平凹研究专家。而《读懂贾平
凹》仅仅是王先生贾平凹研究丰硕成果的
一部分。

《“人生来受苦，为啥还顽强求生”》
《“发掘最动人的情趣”》等文述说贾平凹
的故乡情和创作根据地，犹如鲁迅之于
浙东、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京。
贾平凹以故乡商州棣花镇为创作根据地
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商
州棣花是贾平凹“生命的发源地”“心灵
寄托的港湾”、不竭的创作源泉、“永久的
精神故乡”和“脐带”。

《贾平凹作品的编辑们》《“说平论凹”的批评家
们》《贾平凹的铁杆粉丝们》等一组长文，为读者引荐
与评述了贾平凹的一个独异而无比广大的社会文化
圈。首先，是颇有良知与慧眼而向社会推出贾平凹
作品的“伯乐”式的编辑们，诸如陕西人民、太白文艺
等出版社的孙见喜、朱鸿、张孔明、张海潮、贺治波、
高立民、雷波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双月刊《当代》社长
兼主编孔令燕、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金平、作家出版
社编辑室主任张懿翎等等。其次，是推介宏大的学
者型贾平凹创作批评家队伍：一是学院派，主要有费
秉勋及其《贾平凹论》、冯有源及其《平凹的艺术》、李
星及其《贾平凹评传》、王仲生及其《贾平凹小说与东
方文化》、韩鲁华及其《精神的映像》、冯望岳及其《鲁
迅与贾平凹》、邰科祥及其《贾平凹的心阈世界》，以
及季羡林、温儒敏、陈晓明、陈思和、陈先法、孙新峰、
王一燕等；二是社会派，主要有孙见喜及其《贾平凹
之谜》《鬼才贾平凹》、王新民及其《贾平凹纪事》、朱
文鑫及其《收藏贾平凹》；三是媒体派，主要有章学
锋、王锋、狄蕊红、张月庚等。其三，是引荐一群贾平
凹的铁杆粉丝：咸阳赵坤、北京朱文鑫、河南李耘、山
东陶北、广东金炳亮、辽宁王允科、江西张和珍，以及
姚敏、卫民、鲁风、胡青峰、何丹萌等等。

读者依据《读懂贾平凹》的推介与引导，不仅可
与“铁杆粉丝”联系以交流阅读体会，而且可“顺藤摸
瓜”阅读到更多专家、学者对贾平凹创作的评论和研
究著述，从而拓宽自我社会文化交流圈，提升审美情
趣和艺术感受力。

王新民与贾平凹都是深受“公诚勤朴”百年校训
陶冶的西北大学校友。他们皆用心为国家民族立心
铸魂的意识形态工作。《读懂贾平凹》绝不是时下艰
涩费解的理论性体系化专著，而是以《“本人气质决
定，我爱蔫怪”》《“发掘最动人的情趣”》《“苏东坡是
我最向往的人”》《“写作机器”和“假平凹”》《尴尬的
还乡与无奈的逃离》等为题的极富知识性、趣味性、
可读性的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诗性美文的结集。毋
庸置疑，《读懂贾平凹》堪称国人读懂并走进贾平凹
艺术世界的“导游图”与“金钥匙”。 □冯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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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精彩，为
金钱、为荣耀、为欲望、为地位，《信念》的
作者雷殿生却选择另一种人生精彩——
10年徒步中国。

为了这场“盛大的旅途”，他做了 10
年准备。筹备资金、恶补地理知识、坚持
运动提高身体素质，甚至为了避免在徒步
中突发情况，切除了阑尾。他用双脚紧贴
祖国大地，一步一个脚印，从祖国最北边
的中俄边境北极村，走到了最南面的西沙
群岛；从最东面的黑龙江乌苏镇，走到最
西边的新疆伊尔克什坦。

历经 10年，走了 81000多公里，相当
于绕赤道两圈。走掉了 19个脚指甲、穿
烂了 52双鞋、遭遇 19次抢劫、40多次遇
到野兽，历经泥石流、雪崩、沙尘暴和龙卷
风，数次险些丧命……回忆整个行程，雷
殿生坦言，最难忘的一段路程便是在罗布
泊。雷殿生在罗布泊经历狼群围攻、迷
路、断水饮尿，最终历时 31天孤身徒步成功穿越罗
布泊，成为自唐朝以来首位走出罗布泊的人。

戈壁是神秘又令人向往的地方，徒步是勇敢、
孤独、坚毅的代名词。2021年，我来到敦煌戈壁滩，
与 2128位徒友历经沙尘暴、冰雹、8级大风等极端恶
劣天气，4 天 3 夜徒步完成 108 公里戈壁无人区穿
越。常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出发？”我的回答是：

“见天地、见众生、见更好的自己。”
《信念》这本书我用了两个晚上，伴着无数次热

泪读完。因为我们走过同一段路，我能感受到他的
感受，共鸣到他的精神，共情到他的坚强。

雷殿生的故事让我们相信，只要有坚定的信念
和不懈的努力，就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目
标。用生命贴着大地的人，必然使自己的生命意义
获得比其他人更长久、更光辉，你走的人生每一步
都算数。 □付秀杰（中交一公局西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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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短笺》是王磊发表在《延河》
杂志“新诗经”栏目的一组诗歌。这组
诗由《丧事有感》《由悬崖想起》《秋日短
笺》《献诗》和《成全》构成，整体轻叙事、
重表达，其中不乏大量想象和联想画
面。这些画面中，既有来自真实生活的
联想，又有发源文化背景的想象，它们
共同构成了一幅知识青年“漂游”在城
市中的精神漫游图。

提起“精神漫游”，不得不先谈一谈
诗歌中的“漫游者”形象。19世纪上半
叶巴黎的拱廊街——这一 18世纪末的
建筑被重新修筑。人们在这里享受身
处人群而又遗世独立的精神快感。这
种双重丰富性引来许多文学家与艺术
家，拱廊街被视为室内与室外的第三方
空间。在拱廊街中游荡的“漫游者”也
成为现代精神的缩影。这个时期的“城
市漫游”，更像是文学家、艺术家们对城
市形象的再审视和对城市生活的精神
逃离。他们站在一个处于城市之中，但
又未完全进入城市的角度，以极其冷峻
的眼光注视霓虹灯下的黑暗。法国诗
人夏尔·波德莱尔第一次将“漫游者”形
象引入诗歌。从此，“漫游者”成了诗歌
现代精神表达中经久不衰的经典意象。

而在今天，由于城市的进一步改

造，切切实实地在城市中漫游已经成为
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诗人，尤其是正
在事业拼搏阶段的青年诗人很难再通
过这样的方式去“审视城市”。他们转
而通过想象，去看见新的画面——并非
一定是城市画面，而是各种各样未曾真
实经历过的画面或真实画面的嫁接。
它们构成一个新的、精神上的“拱廊
街”，供作者徘徊其中，以思考和观察达
成“精神漫游”目的。其中，以知识青年
尤甚，他们有更加丰富的间接经验，这
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材料。

这样的“精神漫游”并非无源可
溯。英国诗人T·S·艾略特也颇喜欢互
文写作，他的代表作《荒原》《四个四重
奏》等诗歌中不仅有与现实的互文，还
有与历史文化的互文、与其他文本的互
文，大量的隐喻、真实与想象的融合未
尝不是一种“精神漫游”。艾略特推崇

“历史观”，他认为了解历史是一位专业
诗人的必要功课。历史经验在诗歌文
本中会有意无意地呈现出来——通过
对诗歌世界的建构，这个诗歌世界是诗
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结果，也是诗人对
现实生活的观察路径。从这个角度来
看，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拱廊街”？

“漫游者”形象往往与现代性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这组诗同样体现了追求
人性的现代精神。王磊说：“在黄昏里，
我为死去的人痛哭流涕/也为活着的人
哭泣。（《丧事有感》）”“此刻，面对血一
样鲜红的落日我和旁边在人间打坐多
年的那株草一样内心有过微微的颤
动。（《由悬崖想起》）”“我们喝酒如喝
药/一些不是病的病需要治疗。（《秋日
短笺》）”“一只铜瓢还在瓮中清澈的泉
水里打转/像一个少年尚不敢说出的沉
甸甸的喜欢。（《献诗》）”这些诗句直接
或间接表达对现代社会压抑人性的不
满与反抗。诗人试着回归内心，唤起
更多情感。这也让这组诗的文本细读
不那么复杂，也可以说不那么重要。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青年诗人、一
个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观察生活、观
察社会的。

正如新锐诗歌评论家陈啊妮所说，
王磊的诗歌文字“具有冷峻和硬朗的内
在气质”。我想，这样的气质很大程度
上来源于他的“精神漫游”让他得以在
一个异空间里审视生活、审视生命、审
视社会。而在文字背后，又隐藏着他充
沛的情感和丰富的生活感悟，冰与火的
冲击造就了对生活的新观察路径，也造
就了这样有张力的作品。 □水良

知识青年的精神漫游
——王磊《秋日短笺》读后

本报讯（记者 朱碧波）56.3万字的《论吴树民与
吴树民论》，近日由陕西文学杂志社选编出版。三
原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田广军为该书作了

“当代三原文坛一面旗帜”序言。
该书由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

三原创作基地副主任王欣担任主编，由三原县文
联副主席赫滢和咸阳文学院三原文学分院副秘书
长吴海鹰担任副主编。该书收录了胡采、杜鹏程、
李若冰、周明、王愚、李沙铃、邰尚贤、肖云儒、李
星、雷涛、党永庵、赵熙、常智奇、朱鸿、商子雍、庞
进、郭兴文、马涛、李引进、焦仁贵、傅晓鸣、杨焕
亭、孙英钧等文坛师友，在百余家传媒先后发表评
介吴树民美文 219篇中的 81篇，以飨读者。同时，
收录了吴树民先后为 60 多位文坛师友立传、评
书、写序中的 54篇。

“半个多世纪作品倾吐心声，百余位文坛名家
纵横评说。”本书汇集的这两类具有历史性、可读
性、趣味性的美文，可以让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
观察吴树民作品和人品的高度，撞击读者心灵，开
阔读者视野。

《论吴树民与吴树民论》日前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总体组
织编写，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任总顾问，
中国民协主席、著名民间文艺研究家、翻译家、教育
家潘鲁生等任总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大型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陕西首选被列入该丛书的《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陕西党家村》《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陕西青木
川》，分别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邱运华，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陕西卷》总编、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王
盛华作序。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陕西党家村》真实、客观、
艺术再现陕西党家村 700年辉煌历史，深刻揭示党
家村人在农耕文明进展的过程中，所创造四合院式
的建筑艺术、雕刻艺术和当地浓郁的风俗，耐人寻
味，令人深思。《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陕西青木川》系
统介绍位于陕西、四川、甘肃三省交界处的青木川
古镇的历史风貌和自然风情。这里曾是著名作家
叶广芩同名长篇小说《青木川》和电视连续剧《一代
枭雄》故事的实际发生地。

这两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陕西重要文旅资源、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党家村》《陕西青木川》隆重出版

本报讯（张翟西滨）近日，咸阳市资深媒体人
高彦民随笔集《泾水流长》由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泾水流长》收录了作者对家乡泾阳历史文
化、人物传记、山水遗迹等方面的随笔和杂文，分

“山色水韵”“那年那月”“生活感悟”“心声留痕”“人
物春秋”五个章节，近 70篇文章。作者用历史时光
更迭的明线、个人奋斗心路历程的暗线，围绕泾
河、嵯峨山等对家乡进行文化探溯和深情歌咏。

本书以游子的细腻笔触回望过往、遥望家乡，
不仅是作者对家乡深沉热爱的倾情力作，更是作
为一名文化人对历史文化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的
治学之作。

高彦民随笔集《泾水流长》出版

冯友兰先生说：“世上的书很多，但
值得读的书并不多。”阅读一本好书能
够丰富见识，滋养精神。最近读完的
《长安的荔枝》就让我感触颇深。

乍看标题，以为是“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俗套窠臼。仔
细看完，却发现其在借小官吏李善德殚
精竭虑成功运送荔枝的故事，呈现出意
味深长、发人深省的处世体悟。

永不言弃。《劝学》里说：“锲而舍
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李
善德被人算计，稀里糊涂接受任务。传
闻中“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
的荔枝、长安岭南五千里的迢迢山水、
处处刁难的官员，关关难过，但关关须
过。他怀着一腔孤勇，精密计算，反复

试验，着眼保存方法，明确转运路线，加
快运送速度，终于实现运送新鲜荔枝。

坚守初心。《诗经》说：“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在荔枝运送的过程中，李善
德敏锐地察觉到华丽繁荣背后潜藏的危
机。红颜一笑的浮相下，却是万万千千
的生灵涂炭。为官一任，造福百姓，做官
的道义和做人的良知在他内心并没有泯
灭，他直言不讳，冒死谏言。当然，在那
样的朝廷格局下，最终得罪权相，“杖二
十，全家流放岭南”。看似悲惨，但也因
此躲过了安史之乱，这难道不是不幸中
的万幸吗？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
焚而不可毁其节，坚守初心，终可善德。

“千古艰难唯做事，一事功成万头
秃。”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永不言

弃、穷则思变、坚守初心的李善德不一
定是一个人，或许是一类人；故事不一
定是过去，或许是在今天。

《长安的荔枝》的滋味值得一品。
□韩一鸣

《长安的荔枝》，且品一品

贠文贤先生和我同住白鹿原，曾同
从事工会工作，他在省总工会，我在陕
西邮政工会。贠文贤是工会有名的笔
杆子，我也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无论工
作还是写作，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贠文贤工作认真，学习刻苦、勤
奋。前年夏天，我和他在北郊相聚，贠
文贤先生给我讲了他想写一部小说的
想法，说他已经开始构思。不到两年时
间，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梁村》就面
世了。

贠文贤先生在创作过程中曾多次
与我电话讨论有关问题，坦诚直率。但
是，当时有两个顾虑，我一直没有同他
说，怕影响他的创作。一是他多年从事
公文和理论文章写作，怎么能把这样的
文字转换成小说语言；另一个是他写半
个世纪农村的发展变迁，如何回避许多
敏感话题。读了他的小说初稿，我意外
发现他文字转换得很成功，生活真实和
文学真实的矛盾也处理得很好。

读《大梁村》，我觉着这是一部大气
厚重、很有价值的书。

一是故事真实自然。《大梁村》描写
了白鹿原上大梁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变化，真实自然地反映了两代白鹿原农
民在几个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
状态，记录了白鹿原大梁村的历史变
迁、风土人情、民间风俗、地方风物，展
现出多姿多彩的农村画卷。

二是描写机智巧妙。《大梁村》描写
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其中经历的几个
时期都很复杂，不好把握和表现。作者
巧妙处理了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重视
每一个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使整部书浑
然一体、天衣无缝。作者将历史事件文
学化为人物之间的个人矛盾和冲突、人
性之间的博弈，或者让不同人物对同一
问题做不同反应、不同回答，充分体现
了作者政治上的成熟和稳健。

三是人物个性鲜明。《大梁村》中有
名有姓的人物近三十个，个个有特点。
如于刚乾的聪明、智慧、坚毅、理性，从
青涩少年成长为有理想信念的干部；于
恭让的倔强、幽默，“一辈子不沾别人一
分钱”；金文涛信奉“人的命天注定”，笑

对人生、说段子逗乐，困苦中给人以乐
趣；金玉秀的清纯美丽、性格软弱，走向
了爱情悲剧，成为一位悲剧人物；丁香
梅的单纯、简单、直率；易建设的心机
重、多面性，从自私走向贪腐，成为腐败
分子；丁德让的奸诈狡猾、害人害己等
等。作者写人物时不是简单描写，而写
出了人的复杂性，重视人性的挖掘。陕
西人民出版社的评语这么说：《大梁村》
将一个传统村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沧
桑巨变用长篇小说的形式立此存照，让
每一个登场人物成为个性鲜明的“历史
剧中人”，其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

四是生活气息浓郁。例如“开社
员会”一章，写饲养室的氛围和社员们
打闹逗乐场面，“龙口夺食”一章写夏
收碾打翻场、起场、扬场情景和妇女嬉
闹场景，让人如临其境。作者熟悉农
村生活，对生他、养他的白鹿原有着深
厚感情。这也是我喜欢《大梁村》的原
因之一。

总之，我认为《大梁村》值得阅读
学习。 □周养俊

喜读《大梁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