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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获中国
传记文学最高奖
本报讯（通讯员 张驰）第六届中国传记

文学优秀作品评选近日揭晓，四川作家苗勇
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晏阳初》获得优秀作品
奖，这是中国传记文学的最高荣誉。

由中国文联主管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
自成立以来，连续 5次举办中国优秀传记文
学作品奖推荐活动。该评选每 6年一次，本
届参评对象为2018年7月至2024年6月在中
国大陆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

《晏阳初》是四川知名作家苗勇历时 10
多年精心打磨的一部 50万言的长篇人物传
记，全书以传记主人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
主线，以其所推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
动实践探索为副线，以爱国、爱家、爱平民的
深厚情感为辅线，艺术性地再现了晏阳初博
士匍匐于大地、俯身于泥土、躬耕于陇田，为
其所热爱的平民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传奇
一生。《晏阳初》一书生动再现“平民教育之
父”和“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的一生，为我
们今天的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在现代化和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超越乡土中国提供智慧。

据悉，《晏阳初》一书自 2021年 9月由人
民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已引起思想学术界
和文艺界热评，再版 20次，新华社、《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400多家媒体相继
报道和评论，被人民东方出版社评为年度十
大好书，获好书探中外十本好书和好书人气
榜第一名，被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新浪、政帮
智库等60多家媒体（智库）评为好书，获2021
年度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第一名。

让理想之花，盛开在现实中

张旭升

大 散 文 气 质 与 现 代 意 识

张忑侠

——读楚秀月散文集《戈壁的黄昏》

——读《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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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论语》
张 妮

第一次学习《论语》是初中的时候。课
上，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并背诵课文，老师逐
字逐句地进行翻译、讲解。那时，虽然感叹
于先贤圣人的智慧，但对一个少年来说，背
诵全文应对老师抽查，或将原文答在卷面上
换取分数，似乎比静下心来领悟其中的深刻
含义更为重要。

然而，进入社会后，面对复杂的工作环
境和人际关系，我才渐渐发现，自己当初忽
视的那些智慧，竟然潜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
中的点滴细节里。

从品读《论语》中我学会了如何学习。
在面对学习时要有“学而时习之”的勤奋，要
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紧迫，要有“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卑，还要有“不知为
不知”的求真，同时要时刻提醒自己避免落
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误区。
我明白，学习的目的不仅是提升知识技能，
更是完善自身品德和提升修养的过程。只
有坚守初心，保持对学习的热爱和探索，才
能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大智慧。

从品读《论语》中治愈精神内耗。在人
生中，总会有孤独和迷茫的时刻，也会因为
渴望被理解而感到疲惫，这种无能为力的挫
败感常常困扰我。但《论语》中的智慧，总能
让我找到安慰与方向。“知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启发我，通过行动去冲破眼前
的迷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则提醒
我，与其纠结于他人的看法，不如反观自身，
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

从品读《论语》中学会与父母更好地相
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由于求学
和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但时常与父母通电
话、分享生活琐事何尝不是一种孝的表现。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
惧。”让我更加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尽孝
当及时，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才后
悔。而面对父母的不理解，“今之孝者，是谓
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提醒我孝敬父母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供
养，更在于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包容。

从浮躁中找到宁静，从困惑中找到方
向。《论语》不仅是一本承载古人智慧的经
典，更是一盏指引现代人生活的明灯。未来
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三省吾身”，以“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的心态完善自我，去遇见和成
就更好的自己。

懵懂的少年，从原生家庭出离，变成天涯追
梦的游子。又恰与家族迁徙史巧合，那生命的
滋味该是多么波折。楚秀月就是那个漂泊者与
追梦人。

因此，《戈壁的黄昏》绝不只是楚秀月的一
篇代表性散文，也不只是以此篇名为书名的最
后敲定，在更为深广的背景意义上，“戈壁的黄
昏”注定成为楚秀月生命的隐喻和象征，它关乎
着亲情、故乡、生命、生长、青春、思念与觉醒。
与原生家庭割离太久，以文字退回回忆反复咀
嚼，是她抚摸寂寞与暗伤的自带膏药。一篇篇
散发漠北边地气息、追寻“生命原乡”的文字，无
不饱含丝丝缕缕的深情与痛感。

戈壁的黄昏、冬雪的苍茫、故乡的往事其实
就是作者的“生命自传”，是怀念袭来时无数次
的“灵魂返乡”与“心电轰鸣”。

这样的散文是细腻而有张力的，具有明显
的在场感与代入感。这“细腻”不是把话说尽
的具象细化，而是善于捕捉记忆深处的幽微感
觉，植入意识的飞动，使行文意脉自然游走在

“虚”与“实”、“象”与“意”之间，瞬间情感返乡，
激荡不已。

而楚秀月散文集已呈现出“大散文”气质，
开头几篇堪称典型。这种“大”，首先是指篇幅
的宏大、叙事的宏大、体量的宏大。当文字大幕
徐徐拉开，在追溯延展中渐次跃出人、事、物、
景，闪现情、思、理、悟，又有若隐若现的意识流

动，于是“象”“意”“境”的浮沉变幻意蕴无限。
这种鸿篇叙事式的书写与意识流动式的

内化使其文笔从一开端就跳出了同类题材同
质化怪圈。她笔下的这些“恒常”叙事常常落
入知觉与意识的萌动，生命成长隐秘的苏醒、
觉察与幽微感知，字里行间氤氲着云雾般的现
代意识。

宏大的叙述视野、舒缓的叙述节奏、妥帖
的叙述声气、热切的叙述言辞，轻松抵达更久
远更宏阔的叙事背景。过程以“忆”编织，以

“象”铺排，以“情”统摄，以“思”收结，完成灵魂
返乡。那广远深邃的天际，古老神秘的戈壁，
苍茫无际的雪野，早已渗入作者的血液与骨
髓，成为她生命最初的原始地。所以，在城市
文明背景下的“精神返乡”就格外热切、鲜活、
珍贵、疼痛，无不打着戈壁“黄昏”的时空印记，
无不是对时光深处漠北人生的激情大写意。
这些宏大叙事往往起于情绪，指向影像，全血
复活后又落在意识深层，成为“意”中之叙，

“念”中之事。作者往往沿着某种情绪郁积或
物象触动，意念被打开，影像被唤醒、复活、演
绎、重现，心绪在一幕幕一段段“往事”里纾
放、平息、治愈。这样的文字治愈，在拥挤物
化的现代文明背景比衬下，常常超越个体经
验，上升到群体意识的普遍审视，一步步向

“大散文”逼近。
但楚秀月散文的“小”亦不可忽视，这种

“小”可以看作她语言艺术的一个切口：即她的
散文，有一种小树发芽、伸枝展叶的气息。常
常在文字行进中信手延宕，或一语双关，生出
意味几重；或联想比拟，惹出留白几许；或顺手
一击，引发人性审视；或突发奇想，逗出别样意
趣。如：

“他们是冬季结的婚，过了蜜月，春天
就来了。”

“不见祖母答应。风似乎把我的喊声刮
走了。”

“用一张柳条编织的篱笆，把红薯窖盖得严
严实实，像捂住大地的一只眼睛。”

……
这些刹那闪出的“小”，就像一朵朵晶莹

透亮的浪花，划破鸿篇叙事的苍茫水面，在微
波中闪动哲思诗意，改变阅读节奏，唤醒阅读
沉闷。

而整本散文集随处散逸的现代意识尤其不
可忽视。作者敏锐捕捉表现人的自我意识，从
幼儿初始觉知到少年生长自觉，到青春意识苏
醒，再到爱的朦胧觉知，试图剥开生命与成长的
隐秘，所以从一开始就向深层写作挺进。文中
的“我”作为客观生命存在，对美味的本能敏感，
对最早走进生命的血缘亲近与依恋，交融着

“我”的意识生长和家族命运变迁，使文本散发
浓郁的“自传体”小说意味和现代意识。这应该
根植于那辽阔、旷远、纯粹、单一而独具异质的

兵团生态。
“我”总是在夕阳落幕的黄昏时间，一个人

悄悄走出家门，走向辽阔无垠的戈壁，望向不知
究竟有多远的远方。

这个反复出现的细节应该成为楚秀月散
文的代表性意向，象征内在意识的朦胧觉醒与
探索外部世界的隐隐渴望。它贯穿了作者整
个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记忆，既是久居异乡游子
呈给“故乡”的深情诉说，更是拨开时间迷雾、
探索生命奥秘、追溯生命印迹、触摸灵魂胎动
的精神回归。

当她在故乡往事中不觉落入意识活动，便
把通常情态的乡音、乡情的讲述者和记录者，变
成感知者、参与者、反观者和思想者，因而字里
行间渗透着她的意识流和生命感。这种现代意
识写作，体现在她的散文叙事中总是向内寻求
的，敢于大胆裸露隐秘的内心“真实”和生命“真
相”，自觉抖落“载道”“教化”等附加值，更加贴
近“人”学本身，成为生命苏醒与成长自觉的深
层体认和自我肯定。

当然，这本集子后半部分篇章与前半部分
似有较为明显的写作时序差异，尚需再度嵌入，
深入把握，使之生出更深的滋味来。

冬月时节，有
幸收到文友永涛
寄来的小说《周秦
坡》，同时还有一
幅书法作品。打
开快递的那一刻，
我就思索了许多，
几年不见，永涛的
书法大有长进，第
一感觉就是力透
纸背、意态横生、
韵味无穷。当然，
我不是书法家和
评论家，对此不做

过多的评述。只是觉得，一个同龄人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多年坚持练习书法、胸怀文
学梦想、坚持文学创作，实属罕见。

利用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不到一周
就认真读完了《周秦坡》。之所以读得快，
一是对作者的熟悉，二是小说描写的是曾
经发生在西府大地的故事，许多事情也是
自己成长中的一段经历。

小说是生活的影子。《周秦坡》通过对
陕西美阳县周秦坡上周、秦二姓大户人家
的生活描写，记录了一段发生在那个年代
的乡村故事。小说中两家孩子发现了青铜
器，周家埋在自家照壁背后。秦家将青铜
器带回家，后又埋到自家坟地，结果招来土
匪，秦家两口子被土匪用烟火熏死在自己
的窑洞，儿子秦文龙侥幸逃过一劫，后来做
了周家的干儿子。从此，周、秦两家的三个
孩子走向不同命运。

西府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青铜器之
乡”。宝鸡陈仓区、渭滨区、金台区、凤翔
区、眉县都曾出土过大量青铜器。国家一
级文物何尊1963年出土于宝鸡市陈仓区贾
村镇，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尊内底铸有铭文 12 行、122 字铭文，其中

“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
载。青铜器是历史的记录和见证。西府大
地出土众多青铜器，足以说明这个地区历
史深厚、文化博大，在中国发展史上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一笔。

致敬历史，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先
人们的怀念。情系故土，就要感恩故人、
礼赞故乡。《周秦坡》记录回忆了西府美
阳的那段历史，作者用细腻的笔深情亲
吻着西府大地，作者把对故土的热爱和
眷恋用这部小说表现出来。由此可以看
出，作者是一个热爱生活、勤思善学、积
极乐观的人。小说是作者思想的一种外
漏，通过读悟小说，也能对作者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

我和永涛相识于 1996年暑假。当年，
时任《炎黄》杂志主编常志奇老师组织了

“炎黄杯”首届华夏青少年文学夏令营。来
自陕西安康、甘肃平凉、四川广元等地的50
多名心怀文学梦想的青年齐聚宝鸡。后
来，在文化界具有影响力的马召平、胥建
礼、李勇刚都是在宝鸡相识。张永涛是一
个有思想的人，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
从公路局的一名职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
通过自己的努力，早年就走上了领导岗
位。他对文学和书法的热爱一刻也没有放
弃，2015年就出版散文集《一路清风》。《周
秦坡》是张永涛深厚文学造诣和渊博知识
储备的彰显。

“所谓历史，即是不断爬坡。”张永涛用
这句话对生活的感悟做了总结。他说自己
是故土的一粒种子，在故土生根、发芽、成
长。但他藏在骨髓里的气脉，一生无法改
变。这就是深深的故土情，亦是浓浓的故
乡情。他把那些故土的变化和美好生活的
回忆用《周秦坡》记录了下来：

周秦坡的风清爽地吹着，空气中偶尔
也能闻到青铜器的气味。

七星河的水静静地淌着，河槽里的鱼
儿欢快地游来游去，宛如一群精灵在翩翩
起舞。

周秦坡的人们向着美好的生活在奋斗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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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出差已经成为常态，我出差必定会

带上一两本书，在登机后，随着引擎轰鸣声渐
行渐远，我便翻开书页，沉浸在字里行间构建
的世界。这趟旅程，我选择的是一本关于时
间旅行的小说，它如同一叶扁舟，载着我穿梭
于现实与幻想的河流。

飞机穿越云层，窗外是一片茫茫的白，仿佛
整个世界都被柔软的棉花糖包围。我的目光却
牢牢锁定在那一页纸上，文字像是有魔力一般，
将我带入了另一个时空。在那里，过去、现在和
未来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画卷，每一次翻页
都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未知的大门。

我读着书中主人公的冒险，他在不同的年
代间跳跃，见证历史的变迁，感受人性的光辉与
阴暗。而我，坐在这个金属制成的鸟笼里，虽然
身体无法动弹，心灵却在书的世界里自由飞
翔。我想，这就是阅读的魅力吧，它能让人在有
限的空间里体验到无限可能。

随着故事的深入，我开始思考起自己的生
活。常年出差，让我习惯了离别与重逢，习惯了
在不同城市间穿梭，却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
审视自己的内心。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
出我内心深处未曾触及的角落。我开始反思，
这些年来，我是否也在进行着一种形式的时间
旅行？每一次出差，每一次抵达新的目的地，不
都是对未知的一次探索吗？

飞机上的阅读时光总是特别宝贵，因为你
知道，一旦降落，就要回到现实中去。所以，我
会珍惜这段难得的宁静时刻，让自己的心灵在
书海中遨游。有时候，我会忘记时间的流逝，直
到广播中传来即将降落的通知，才恋恋不舍地
合上书本，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挑战。

我喜欢在飞机上阅读，不仅仅是因为它能
消磨旅途中的无聊时光，更重要的是，它能让
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平静。在这个快
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事所牵绊，很难

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生活的意义。而书籍，就
是那把钥匙，能打开心灵的锁，让我们得以窥
见自己的灵魂深处。

在飞机上阅读，我喜欢选择一些经典文学
作品。这些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依然能够打
动人心，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思考和成长。
比如，我会读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充满了对
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通过
阅读他的作品，我不仅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社会
风貌，也更加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此
外，我还喜欢读一些关于旅行的书籍。这些书
籍不仅能够丰富我的地理知识，还能让我在阅
读过程中感受到不同地方的文化魅力。

在飞机上阅读，我还喜欢做一些笔记。每
当读到一些触动心灵的文字，我都会用笔记录
下来，以便日后回味。这些笔记不仅是我对阅
读过程的记录，更是我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加深了我对书籍的理解，
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每次出差回来，我都会带着满满的收获，
不仅是工作上的成功，更有心灵上的充实。我
知道，这些经历都将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
富。而那些在飞机上读过的书，就像是一个个
小小的时间胶囊，记录着我成长的脚步。

作家路遥受前辈柳青影响，扎根现实主义
的土壤，用手中的笔书写生活漾入内心的波
澜。翻开《平凡的世界》，字字句句都是路遥真
挚的人生见解和经验所谈，他用眼睛、心灵观察
体悟人世间的人和事，用渴望美好的执着描画
通往理想生活的各种尝试和探索。他通过亲身
经历、所见所闻，将自我对生活的敏锐察觉，描
画成一幅幅生动又真实的生活画卷，刻画普通
人在现实生活重压下坚守内心的理想，努力走
向幸福生活的无畏精神。

一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从路遥的出生

地清涧起篇，讲述路遥颇有波澜的童年以及被
过继后所经历的生活光景。在困难的日子里，
路遥步入青年，迎来了构建自我关系脉络的各
个节点。他得到延安大学、《延河》及各位导师
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迎来了《人生》的一举成
名。不得不说，路遥的人生经历了坎坷、荣辱，
有过浮华、低落，也承受了真情、假意，不惑之
年的路遥因《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
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日子，也以自己的回望和思
考对人生做了深刻告别。最令人动容的，在于
作者作为清涧人、路遥的同乡，走访收集了大
量有关路遥在清涧的资料，为读者了解路遥之
所以在后来写作中心怀浓重的恋土情结，做了
深厚铺垫。

书中收录了多幅路遥生前的照片，将路遥
创作时的沉思、个体生命承受的沉重以画面的
形式展露无遗。路遥是典型的北方汉子形象，
中等身材。从照片上看，路遥的眼神和表情沉
重忧郁。肖云儒曾说：“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心
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历史发展性的
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
苦着他……第二，是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孤
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痛

苦。”即“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
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个路遥则要求在社
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现实的自我。”

书中记录了路遥为了写《平凡的世界》，去
煤矿体验生活，继而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直
到完稿的情形。多数时候，路遥的心情是沉重
的，有一种“浓云叆叇的忧郁”凝固在他脸上。
路遥喜欢蹙眉，走路的时候时常低头思考，凝
坐时习惯用手支颐，像是一直在沉思，思索那
些千百年来被人类一直追问，又一直无解的难
题。路遥说，时常有两个我在头脑中交战，一
方步步紧逼，一方顽强防守。只是路遥将这种
忧郁升华成极强的创造力，化为作品中极致的
深沉和温情。“空荡荡的一个小屋，孤零零一套
桌椅，满屋子烟雾弥漫，脚底下烟头成堆，像一
个关押犯人的单间。”而路遥则是：“乱蓬蓬的短
发，红巴巴的眼睛，先是迷惘后是惊喜的神情，
半是抒发半是呻吟地叹息。”逢人开口的话题永
远是“孙少安的无奈、孙少平的沉重、孙玉厚的
迷茫、孙玉亭的成精……”作家“是一种并不潇
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
歪，甚至像个白痴”“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
要是精神上的。”时常感觉到“心理上的负担无
比沉重”“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
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只要没倒
下，就应该继续出发。

二
有学者说中国现代作家：“在对现实的批判

方面时时显示出思想的深刻性，而一写到理想，
却常常表现出思想的贫弱。”认为现代文学中，
现实性与终极性的对立，是民族生命现代重构
的误区。然而，在路遥的作品中，人的内部生活
的自由自律，恰恰指向了追求超越之美的理想
拯救。从生命内部奔涌的不竭永动力，和对真
善美的追求与叙述，恰是改变这种思想贫弱的
有力论证。

或许，现实生活的琐碎的确阻碍了这种超
越性思考的深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遇到
自身与外界的纠葛、束缚，抑或各种碰壁，不得
要领地想要突破什么。又或者陷入某种争执
中，无法安宁，又自身迷惑，陷入苦恼。书中描
述当路遥有机会去县城读书时：“很晚了，我才
回到自己的宿舍。同学们都已经睡熟了，灯还
亮着。我在地上怔怔地站了一会。这个时候，

我才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明天啊，我就要离
开这里了。”可见路遥内心对于所遇，心怀感恩
和善意。

对于普通人来说，温情的世界慰藉着我们
的孤独，让我们能够应对命运给予的种种。我
们之所以能挺过去，是因为心中有爱，有感恩，
有力量，有对美好的向往。而路遥的人生，就
是这样心怀善意与美好奋斗者的一生。在红
与黑中，于连说：“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
运的农民。”路遥则对海波说：“感觉特别孤独，
就像一只小羊羔独自处在茫茫雪原上那样孤
独。”他的孤独，有不被理解的坚守，也遭遇过
质疑和嘲笑，苦难与希望，他坚信自己笔下的
人物能打动人心，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印
记，能对抗周围的喧嚣与浮躁。路遥身体日渐
憔悴，病情加重，但不影响他每一个文字中都
有着生命的温度。

三
米哈尔科夫曾说：“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结合中认识当代现实，认识历史中的自我和自
我中的历史。”但是，我们的认识和体验，带来的
永远是理解之后的迷惑，迷惑之后的恍悟，恍悟
之后的虚空，虚空之后的渴望充盈。

历史不是空泛的概念和静止的幕布，而是
涌动在人们内心行为活动的潜在内驱力，普通
人的琐碎生活随着历史的演变，投射在时代中，
又通过每一种情绪、行为、语言表达出来。或许
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最能磨人。他们的劳作，他
们对于命运的抗争和人生的改变，都与时代风
云息息相关。

路遥，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新中
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惧怕开拓的惰性心态已
经被历史的浪潮掀翻。生活的贫困磨练着人们
的意志，理想诱发了人们的追求精神。即便在
经历了“文革”，人们心灵备受煎熬，但是，时代
已经不允许人们再继续保守、闭锁。

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多矛盾和冲撞，在社
会、家庭、爱情中表现出不同尺度，安分守己
的上一辈开拓创新精神，自我觉醒的下一代
冷静坚强、果断温厚，他们思虑过多又稚嫩、
自卑，他们热情沉着、积极参与生活，无论时
代如何变幻，对纯洁、善良人性的追求，对故
土的眷恋之情，都是永恒的人性。或许追求
的途中会备受干扰，但是执着追求始终是涌
动在人们心底的歌声。

《晨曦中的读书人》
出版发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新年
伊始，被誉为“一群读书人的心路历程、
一个阅读推广人的灵魂笔记”的散文集
《晨曦中的读书人》，由安徽文艺出版社
隆重推出，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该书采用纪实散文的笔法，深情讲
述了全国优秀民间图书馆创办人李传
文、央视“中国诗词大会”选手包善懋、安
康人周末读书会名誉会长王文林及一批
工人、农民、公务员、志愿者读书成才与
助人阅读，以及宁陕县筒车湾镇敬老院、
岚皋县大道河镇九年制学校等单位的阅
读推广和白河县狮子包广场、正阳酒店
等公共场所的阅读服务故事。全书 33
个精彩感人故事，向读者呈现了读书人
的成长和阅读推广人在“力推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中的成果与奉献。

该书作者李焕龙，系陕西省散文学
会副会长兼安康分会会长，多年来致力
于文学创作助力全民阅读，先后出版《阅
读者》《图林情缘》《我心目中的图书馆》
等6部相关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