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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夏华东）近日，《人民工
匠许振超》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去年 9
月29日，许振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获得“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成为共和国
首位人民工匠。

本书记述了许振超从一名普通的码头
工人、桥吊司机成长为“人民工匠”的人生历
程。50多年来，许振超以“干就干一流，争就
争第一”为座右铭，练就各种绝活，勇克技术
难关，9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充满干
劲和钻劲，不断创新创造，是我国当代产业
工人的杰出代表，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时代风
采和崇高品格。

《人民工匠许振超》出版

《大型飞机高升力控制
系统设计与验证》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健博）近日，西
北工业大学出版社联合多所高校、科研院
所，携手铸剑六年推出我国首部“飞行控制
系统工程系列丛书”的关键子项《大型飞机
高升力控制系统设计与验证》一书，填补了
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据了解，该书首次专业地定义高升力系
统、控制系统、增升装置的功能边界，首次全
面识别确认了高升力系统的设计需求，首次
制定了高升力系统设计和验证全流程方法
和理论，首次基于MBSE展现了HLS设计、集
成和验证过程，前瞻性地推演了HLS先进技
术的发展趋势和挑战。其发布将对推动我
国航空科技自立自强进程、迈向世界领先水
平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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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回味 心灵的共鸣

翟红芳

——读李宗保散文集《时光沙漏》随感

洞见当下乡村婚姻伦理现状洞见当下乡村婚姻伦理现状

——读朱军长篇小说《蓝色经纬》

纵横正有凌云笔

李振峰

——简析朱百强短篇小说《吃喜酒》

新书推荐

《家住浐河边》出版发行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 志
勇）近日，陕西作
家周养俊散文集
《家住浐河边》由
西安出版社出版
发行，这是作者
的第十二部散文
集，也是作者深
情献给故土的心
灵歌唱。

该散文集所
写内容洋溢着浓
浓的故土情怀，

生动记述了浐河沿岸的历史、文化、饮食、
风俗、民情、传说以及乡情、友情、亲情，其
以深厚的文字功力、朴实严谨的文风、独到
的视角和发现，向读者呈现一个与其他作
家不一样的美丽故乡。同时，此书对于了
解浐河、认识浐河、研究浐河具有一定的资
料和文化价值。

周养俊系中国邮政作协副主席、陕西
职工作协主席，迄今出版各种文学作品 27
部，曾获中国当代散文奖、第五届冰心散文
集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陕西省五一文艺
奖、陕西省职工文化艺术突出贡献奖等多
个奖项。

读李宗保先生的散文集《时光沙漏》，我常
常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他的散文将沉睡在我
心灵深处的记忆一一唤醒，我似乎也回到了曾
经的时光。穿梭于记忆的长廊，重温儿时久远
的情景，回顾半生跋涉的旅程，慢品人间烟火
的温暖，一边回味自己的人生，一边感受作者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过往的深情。

李宗保先生的散文集共分五辑：“长安尽
头是故里”“慢品人间烟火色”“相识已是上上
签”“纵马踏花向自由”“爱花常为花留住”，单
是这诗意浪漫的题目，就激起了读者的阅读
兴趣。文集的每一辑都是一段独特的心路历
程，他把人生旅程中一粒粒承载着幸福、忧
伤、温情、感动的“沙子”，用细腻的文字记录
下来，像辛勤的农人一般冬藏入囤，既愉悦安
抚了自己的灵魂，也给读者分享了人生旅途
的感动和感恩，让读者在回味人生时，产生强
烈的心灵共鸣。

故乡风物勾起怀旧深情
“长安尽头是故里”这一辑，如同一幅细腻

的画卷，缓缓展开作者对家乡、亲情、友情的无
限眷恋和感恩。家乡的美味、树木、童年趣事，
在作者笔下鲜活而富有情感，也常常让读者掩
卷沉思，勾起怀旧深情。

母亲的油馍、嫩南瓜包子、萝卜油渣饺子
不仅让作者久久怀想，也让读者忍不住口舌生
津。回忆儿时那简单却烙在心底的美食：端午
的菜角，让人回想起儿时豆沙粽子的香甜；中
秋的月饼，也让人回想起芝麻盐月饼的美味；
舔一口白糖、豆沙冰棍，也似乎熨帖了自己的
肠胃。作者偷红薯、逮知了的趣事，也让人回

想起偷豆角、挖红薯、烤知了、烤青蛙腿的童年
趣事，记忆瞬间被激活。

摇曳着乡愁的树，让人梦回童年的柿树
园，在树下捡掉落的小柿子串成佛珠，跑到饲
养室大院子勾槐花、摘香椿、采榆钱，在敬老院
打皂角，故乡的树啊，承载着多少童年的快
乐。看电影、吃冰溜子、打纸片、拔猪草，让你
不由得在美妙温润的文字间会心地微笑，更联
想起蹦弹球、跳房子、跳皮筋、打沙包的童年岁
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的匮乏，丝毫不影
响童年的快乐。

作者朴素而饱含情感的文字，激起了读者
强烈的代入感，如同一剂乡愁的解药，让人在
阅读中被温暖包裹，回望故乡充满深情和依
恋，并同作者一起欢笑和思念。

人间烟火悟出感动感恩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为生计、为理想

打拼，我们常常脚步匆匆，痛感忙碌和迷失。
李宗保先生的“慢品人间烟火色”选择了在西
安城里慢下来，细细品味生活的每一刻。这一
辑的文字如同一杯香浓的茶，让人在忙碌之
余能够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美好。

公园静坐聆听秦腔的意趣，星巴克慢品咖
啡的惬意，生日聚会的幸福感恩，除夕夜晚的
浮想联翩，窘迫元宵节的小小侥幸，下雨天按
下暂停键的放松舒适，行走古城听歌赏景的悠
然自在，失眠夜晚的胡思乱想，雨中漫步的恬
淡宁静，阳光下诵读的温馨浪漫，城墙行走的
幸福自豪，停电时刻思绪的自由飞翔……父亲
的离开、母亲的渐老、外孙的可爱，都在作者的
文字间流淌着慢生活的不疾不徐，心灵的微波
荡漾，人生的感动感恩，生活的自在美好。不
知不觉地让读者感悟到，生活不仅仅是追求速
度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享受过程，体验每一个
当下，人间的烟火味，才是人生最温暖的好梦。

互遇互温唯有珍藏心底
爱情和友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相识已

是上上签”是一种历尽沧桑后情感的豁达。作
者娓娓讲述那些曾经的爱情和友情故事，文字
极尽缠绵悱恻，思想却力求理性克制。平遥古
城的寻寻觅觅，城门洞内外的依依惜别，火车
站的残梦凄冷，情人节的孤单落寞，樱花树下

的浪漫温馨，白桦树下的款款深情……都化作
理性的思考，“虽然我们以后还会相互问候，还
会一路相伴，但我们两个人就像两条通向未来
的轨道，相互对望，相互平视，相互依靠，却永
远不可能相交。”谁没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作
者的文字引人反思，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曾
经，以及如何在变幻莫测的人生中，珍惜每一
段相遇，把互遇互温永远珍藏心底。

赏景观花皆是自在欢喜
旅行是心灵的释放，也是对自由的向往。

在“纵马踏花向自由”中，作者多次叙述自己从
都市的喧嚣中走出来，穿越层峦叠嶂的山川，
或独坐或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感受着山
川草木的心声。胡杨的灿烂和顽强，戈壁滩的
奇遇和危险，西湖的美景和传说，贡嘎雪山的
纯净和诗意，稻城亚丁的绝美和宁静，桑科草
原的多彩和迷幻……都让作者在大自然的壮
美中寻求到心灵的宁静，荡涤了心中的尘埃，
疗愈了内心的忧伤，期许生活的自在欢喜。

“爱花常为花留住”是钟爱，是自省，花是
作者的情感寄托。无论是庭院的桂花、栀子
花、君子兰、向日葵、莲花、樱花，还是漫山遍
野的油菜花，都承载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
自然之美的向往，让人在赏花中修行自身，洞
见人生。

总体而言，这部散文集是一部情感丰富、
内涵深刻的作品。它不仅是作者心路历程的
记录，更是对生活、对情感、对自然的深刻思
考。阅读这部散文集，就像与作者进行了一次
心灵的对话，让人在阅读中不断回味人生，心
灵得到慰藉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朱军生于汉中，长期在地方税务部门工
作。他酷爱文学，1985年至今，已出版作品57
部共计 1350万字，这组数字令我钦慕。一位
工作繁重的部门负责人，工作之余笔耕不辍，
不仅数量过千万字，而且作品涉及宽泛，小说、
散文、诗歌都有。

在阅读朱军先生的长篇小说《蓝色经纬》
时，我感受到了一种浓厚的墨香与浓烈的书
卷气。《蓝色经纬》分为三卷三十章，字数接近
32万，是一部充满地方特色和行业性文化的
长篇小说。

背景特殊，构思别开生面。从写作手法、
创作理念来看，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现实主
义文学作品，它以 20多年来地税系统的种种
变迁为时代背景，通过对工作生活的真实反
映，描写了众多人物关系和情感体验，具有强
烈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很多人从青年到退
休，告别岗位时往往百感交集，还想写点文字，
留给献出了宝贵年华和心血汗水的系统单位，
但往往如袁枚诗句“爱好由来下笔难”，一番壮
怀激烈后默默返家。退休之际的朱军先生，捧
出了给单位、同事、友人的一份大礼，即这部人
生百态、气象万千的长篇小说。

主线突出，情节交织时空。从 1995年到
2018年，我国税收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杠杆之
一，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资源配置、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承担征收
与管理任务的税务系统，特别是一线工作人员
常年辛劳、默默奉献，值得尊敬和赞颂。怎么
来写这部小说？朱军《后记》载：“每个人物活
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能平面化，要立体化，
要有温度，也要有造型。”作者确定三个家庭作
为作品的主线，来实现作者心中写作的目的。
一个税务世家，一个从财政到税务的家庭，一
个半路入行的税务之家。有着丰富写作经验
的作者由此任笔驰骋，左右勾连，上下衔接，经

纬交织，汇集成书。
描写生动，文字语言朴实。文学是文字语

言构成的艺术形态，也是人物心理活动再现的
艺术，同时是来自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
艺术形式。作者是文学积淀比较深厚、人物
描写比较成熟的写手，他运用丰富的构思和
写作技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市税务系统
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烟火人
生，还有地级老领导江之淮、王志勋等等。令
人信服的情节，朴素自然的语言，使我们阅之
真切、读之可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让人
感到深刻难忘。

殊声合响，地域特色浓厚。作者对小说的

写作构思、情节把握和文字运用的能力都比较
强，《蓝色经纬》以人物为纽带，三个家庭三线
并行，涉及人物广泛，情节错综合理，体现了若
干年前，汉中市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生动状
况，我也看到了小说中真实和虚构的有机融
合。书中人物生动的标志之一就是方言，作者
运用得恰到好处，如“三十晚上曲麻黑”“冒飙”

“吵得人耳根子痛”等等。
读着这部书，好像感觉到褒谷口和青石关

吹出来的阵阵山风，吹来了升仙村的橘子、面
皮、核桃馍、罐罐茶、苞谷酒的醇香，令人陶醉。

从《蓝色经纬》通本来看，作者对几条线上
人物的安排，对情节的构思，对矛盾冲突的表
现，对文字语言的驾驭运用，我认为是合理的，
也是成功的。

形象丰满，平凡人物情真。作者生动描写
了三个家庭人员及其他一些地税工作人员，表
现了他们踏实工作、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还
有他们和相关人物的友好交往、平淡生活、为
人处事中的矛盾冲突，体现了平凡人物的内心
世界和人性的良善。他们有阳光灿烂、风和日
丽，也有离愁失意、苦恼烦闷，作者所塑造的形
象各具特色，让读者过目难忘。

人们常说，女人要有女人味。人们一般认
为，女人该有温柔、贤惠、细致、体贴、明智、性
感、情韵的味道。女性美，缘由她们善良、清
纯、大爱的本性。

还有人说，女人该有一种香味。如今女性
从身边过，总会飘来淡淡香味，这种香味，多是
她们身上的香水味。女性喜好的香味不同，身
上就会挥发差异的气味。

我认识一位女性，素来就爱读书，待人接
物“知书达理”，虽然后来为人妻母，如今也进
入老龄阶段，却一直是“有味道”的香女子。其
香味不是香水飘逸出来的，而是一种自内向外
散发出的迷人气息。无需近身，一眼观看，便
可感觉淡香怡人。

优秀的她，无论远望近观，都会有三香扑
面的感觉。她有自然之美的草木之香，无论日
子过得酸甜苦辣，对生活，她总是充满热爱，时
时透露出一种激情雅致的清香；她有乐观成趣
的烟火之香，无论岁月风雨沧桑，对家常事务
总是兴致盎然，时刻缭绕出一种清纯浓郁的馨
香；她有情寄书中的翰墨之香，无论工作杂务
多么繁忙，执着读书始终乐以偏爱，散发着一
种内涵丰富的书香。

有知识的她，即使素面朝天，依然彰显高
雅雍容，由内向外散发淡淡芳香。“茶亦醉人何
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她在我心目中，是一
种才华魅力的香味。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知
识，才能使人充实明理，使人境界升华，使人拥
有平和的心态；只有文化，才能有和美大度的
胸怀，才能客观地认识社会，才会直面自己的
人生。缘故“胸存江海容乃大，腹有诗书气自
华”，这就是她永不消失的女人香味。

我与她交谈，常听她说：“此生，我愿做沉
醉在书香中的女人。”还说：“惟书有色，艳于西
子；惟书有华，秀于百卉。”于是，她专注传统文
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经常陶醉于古人绝
妙的文字之中。她认为是“楚辞的风骚、汉赋
的酣畅、唐诗的俊逸、宋词的雄阔、元曲的典
雅、明清的厚重”，为她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精彩
绝伦的审美大门，引领她洗礼意识灵魂、排除

负面杂质，优雅通透地前行。从而造就了她妙
语如珠、蕙心兰质的缘故。

酷爱文学阅读，尤其国内外名著，是她的
最爱，并奉若至宝。我深刻记得，她手捧名著
全神贯注阅读的情形，好似一道最迷人的风
景。很多时候，当她翻读几页后，就掩卷会意，
自言自语与书交谈；当她仰天注目时，笑意写
在脸上，随风飘散着幸福密码；当她凝神沉思
时，睫毛翘起一缕情丝，眼睛盈溢一泓池水，眼
角绽开一榭春花，双眉娇俏一对柳叶，小口呼
迎一剪月光，怎能不让人心跳情动。

俗人也常说，女子妩媚妖艳，谓之秀色可
餐。我认识的她，一颦一笑的颜值，确为清丽
秀色；但她一言一行的理智，让人敬畏而不可
餐；她那淡雅的气质，诚然让人怦然心动，却恰
似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可远观而不可近亵。
优雅大方的她，像一本精品的书，不仅有流光

溢彩的封面，更有生动丰富的内容，让人忍不
住一页一页地细读下去，好似清风拂面而过，
恰如甘洌沁人心脾。清纯脱俗的她，像一树冬
梅，不仅生机勃勃迎飞雪，而且傲骨临寒花枝
俏，淡淡清香随风扑面，好似品味到绵醇的甘
甜，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

知性是她的魅力，最能懂得生活情趣；灵
性是她的智慧，生命的内心很通透。她的人生
中，皆因满身书香，而充满了知性与灵性。工
作生活中，她从不张扬而温文尔雅，让人深切
感受到她那份剔透玲珑。无论身处何地，她擅
用文字抒发心灵的丰盈，字里行间犹如行云流
水，言词意境胜似花间照月；其文笔具有超强
的感知力和透视力，句句散发出灵性的光芒。

书香让她心态年轻，花甲的年龄，颜容却
还特别青春。她拥有一颗孩子般的心，无论在
任何年龄，都保持着纯真和好奇。不纠结过
去，不恐惧未来，十分珍惜今天，乐观体验现实
生活。这种智慧让她自己开心，也熏陶身边人
愉悦，更让家人亲友和美。

才女书香味，清纯
优雅美；不负韶华年，诗
与远方醉。

杨柳岸

进了腊月就是年。各种各样吃喜酒自然
就多了，而我刚读的这篇朱百强的短篇小说
《吃喜酒》（原载《佛山文艺》2024年第 12期），
让人提前感受到了年味。

小说前后共写了主人公王海胜的两次吃喜
酒经历。两次经历都很特别。第一次是得知自
己孙子刚出生的消息，吃自己孙子的出生喜
宴。家里人都在省城，留守在农村家里的王海
胜经不住乡亲们的鼓动，在镇子里最好的饭店
摆了两桌子，自己喝醉了，醒来后埋了单，糊里
糊涂花了两千多。第二次是村上老刘二女儿的
大喜婚宴，王海胜只需要随个礼就能吃喜酒，乡
间叫坐席。可是老王这一次却没有去吃喜酒，

“心里不痛快，没脸去”。这是为什么呢？
王海胜当过村干部，乡亲们都叫他王主

任，他的独生子学习优秀，考入名牌大学，后来

留在省城一家外资企业任职，三十多岁了，就
是不结婚。眼见其他人的孙子都会跑了，在王
海胜两口子着急催婚下，儿子匆匆结了婚。儿
媳怀孕后，王海胜老婆就去省城伺候儿媳怀孕
生子。虽然平时两口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只是电话联系，但可以想见，他们是让村里人
羡慕的。可是风波陡起，因为孙子生病在医院
要输血，才发现孙子的血型和儿子不一样，于
是老婆黄梅花电话告诉王海胜，怀疑孙子不是
儿子的种，儿媳给儿子戴绿帽子。于是，小两
口在家里闹离婚，老两口对于这样的家庭丑闻
难以接受。这对于独自生活在乡村的老王来
说，真不亚于天塌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连续
睡了三天。

所以，当村上老刘二女儿办婚礼让王海胜
去吃喜酒时，这个心病让他“没脸去”。当天晚

上，老刘提了酒肉来到王海胜家，喝酒谈心。
老刘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他没有儿子，只有
两个女儿，大女儿早已结婚成家。二女儿几年
前在南方某大城市打工，未婚先育，成了一个
单亲妈妈，这在乡村算是大丑闻了。而老刘
说：“我羞耻得真想一头撞死南墙上，心里难受
得如针扎，像一条老狗在哭，可是我看见小孙
女的眼睛像夜空中的星星，就不流泪了。我
想，别人爱咋说咋说吧，我装作听不见就行了，
它就是一桶泔水，我也得把它喝了。”此后，老
刘两口子照管孩子，二女儿去省城打工。今年
春节，二女儿竟领回一个愿意倒插门的男朋
友，这小伙子不嫌弃她有个私生女，这可把老
两口乐坏了，热热闹闹给女儿把婚结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小说主体是写王海胜
的家事，作为副线，通过老刘的叙述也写了老刘

的家事。小说描写了老刘二女儿，一个乡村女
性多年的打工经历，她的经历有典型性，有无数
乡村外出打工女孩的影子。而老王的儿子，是
一个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改变了自己阶层
命运的乡村男孩子的典型。一男一女，这两个
乡村出身的年轻人，在小说中都没有正面出场，
但他们却是小说里的潜在主角，他们是乡村人
生活的希望与未来。他们命运的改变，必然牵
动着关心他们的上一辈人的心，也反映了上一
辈人在乡间的生活。王海胜和老刘这两个父
亲，代表了乡村里的上一代，而王海胜的儿子和
老刘的二女儿，则代表了乡村的新一代。他们
生活在大城市里，他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于
原先的乡村人，他们的婚恋观也必然在父辈生
活的乡村引起一些波澜与冲突。

小说以喜剧方式结尾。在老刘女儿的婚

宴上，虽然缺少了王海胜，但当天晚上，二人喝
酒交心，倾诉各自心里的纠结。对于王海胜来
说，听君一席话，至少胜吃一次喜酒。也可以
说，这次二人喝酒倾谈，就是一个微型的、更有
实质内容和更大象征意义的“吃喜酒”。以至
于结尾以王海胜的心结得以解开而惬意地哼
起秦腔而结束，以照应开头王海胜手机铃声的
秦腔。秦声秦韵前后呼应，可谓结构巧妙，有
轻喜剧味道。

但是小说在轻喜剧的氛围下，又不回避深
厚而复杂的生活内容。这篇小说以小见大，反
映的还是那些永恒的主题，诸如城乡社会，乡
村年轻人的命运与前途，两代人思想观点的冲
突，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新变化之间的冲突，
从两个家庭洞见当下乡村社会里，年轻人的婚
恋伦理道德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