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9日 星期日读 书2 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

《米脂劳模风采》
首发仪式举行

书人书事踮 起 脚 尖 走 路 的 人
赵命可

每年霜染瓦楞，渭北的柿子熟透了，在外
的游子就要归乡。这个时候，郭发红就会从
上海回到秦地。提前过上退休生活的这几
年，他一直在上海带外孙女，两地奔波，一年
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上海，上海的生活
阅历，在他这几年的文字里，也时有亮点。

这次回来，郭发红发给我一沓文稿，嘱我
给他这本新出的散文集写序，这让我有些吃
惊，给人写序，你要么德高望重，不说著作等
身吧，起码也要有个能唬一下人的社会身
份，我就是一个老编辑，怎能随意给人写
序？职业编辑养成的习惯，朋友发我的稿
子，我都会点开先浏览一下，也好心中有
数。郭发红发来的文稿体量很大，光目录
就很长，正值岁末，单位的事情也多，文稿
里面有些稿子是在我主持的报纸发表过的，
也没细看，就放下了。

先前，看过郭发红的几本书，是自己印
刷的、没有出版社的白壳书，这样的书，他
好像已经印过好几本，可见，他创作的体量

还是很大的。和郭发红认识，是我从岭南
回来以后，也就三四年的时间，平时他多在
上海，一年里能聚的时候也不多，平常都是
稿件来往。他很勤奋，写得多，涉猎的领域
也广，也好交友，每次从上海回来，都要招
呼大家喝酒吃肉，每次都会有新的朋友加
入，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这一次，他很认真地说：“你给我的新书
写个序，这次是正经出版社出版，线装书局
出。”我说：“我不给你写序，我就写个印象记
吧，写序的事情，你还是找个散文作家写好一
些，我也不怎么写散文，让散文作家给你写
序，正规些。”

16岁初中毕业后，郭发红考入陕西水校，
成了一名中专生。那年头上了中专，就等于
吃上了“皇粮”，毕业后，国家还分配工作，中
专是初中阶段学习好的农村孩子的首选。

农村孩子很容易就迷恋上文学，文学是穷
人家的孩子踮着脚尖看世界，想象外部世界的
窗口。特别是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极度匮乏

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几乎成了农村孩子
的精神脐带。我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文
学，文学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就是在这所农村孩子扎堆的水校，郭发
红痴迷上了文学，还当上了水校的文学社
长。有趣的是，他的妻子当时也是水校学
生，是他文学社的社员，文学让他们结缘，彼
此温暖地走过了半生。水校毕业后，郭发红
分配到渭南老家的一三九煤田地质勘探队，
工作的工区却在陕北神木神府煤田，就是在
这里，郭发红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近
万字的报告文学《钻机开动之前》，投给了
《陕西煤田通讯》。一个月后，他的工长远远
看到他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工长告诉他，
他写的长文刊发在了《陕西煤田通讯》，正是
这篇通讯，郭发红从地质勘探队的工地调到
了单位机关搞宣传，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

上世纪 90年代初，郭发红的单位推行企
业化改革，没有了计划任务，全凭自主经
营。那时他们夫妻俩在同一个单位，这种先

前被不少人羡慕的“双职工”，单位效益好
了，那就是双份福利；单位没了效益，一家子
就要干瞪眼。这个时期的郭发红是困顿的，
为了生活，他硬着头皮回农村老家背面。后
来，他又投身桥梁施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
时，两班倒，干活是拉铁制架子车，车上装的
是从地下挖上来的砂石泥水。体力活连轴
转，他累倒在河滩烂泥边的草丛里，几只青
蛙陪着他呼吸，露水湿了他的脸，也湿了他
的心。直到不惑之年，郭发红辞去公职与几
个朋友在西安成立了一家工程设计公司，他
的生活才有了起色。每当说起这段经历，郭
发红很是自豪，他的公司在岗员工多时达到
60人，大多为专业的设计工程师，还有一些
刚毕业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他一个中专生，
是他们的老板，这个公司，让郭发红摆脱了
穷困，让他过上了有尊严的日子。

伊萨克·戴恩森说，她每天都写一点，既
不抱希望，也不绝望。郭发红就是这样的写
作者，愿他一切安好。

故乡的一座语言博物馆

杨志勇

——读《旬阳方言词典》

几年前，我从微信朋友圈欣闻，华开锋先
生在工作之余，耗费十六七年心血，搜集、整
理、编著的《旬阳方言词典》出版，我惊叹，这
人把事干到了向上，不仅当地党委政府赞赏，
故乡的人民群众喜欢，而且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还将千古留名。但对华先生久闻其名，未
见其人，甲辰年中秋在古城西安的一次活动
中偶遇，聊及此书而结缘，不久便得到他用小
楷书法题写的签名本。得之爱不释手，通宵
达旦阅读，兴趣依然不减。平时摆在案头得
空随时翻阅，如有乡亲陪伴身边。

方言因其鲜活、生动与趣味性，特别能精
彩表现地域、环境和人物的身份、性情、性格
等特征，因而对于方言的恰当使用在作家写
故乡的作品中常见。我也不例外，在写乡情
亲情的文章中经常使用方言，又经常因为引
用某一句方言时对所对应的汉字把握不准，
或者对其所表达的具体意思不能准确理解与
运用，因此费心揣摩、推敲良久。有了这部工
具书，今后的类似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华先
生在此词典后记中也提到，其旨意之一就是
为文艺工作者提供资料参考。我感言，他是
把心爱之物送给了喜欢之人，把精神食粮送
到了我心窝里。

这是一部方言词典，也是一部集纳乡愁
的书。翻阅其中的方言词语、方言俗语、方言
歇后语和注解的例句，我经常读着读着，不时
就会自个儿笑出声来，好像把人带入了故乡

的某一个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父母和亲友身
边，听他们谝古今，拉家常。同时勾起了许多
美好的回忆，曾经在故乡生活的那些画面，那
些故事，那些经历，那些温暖，包括老师的谆
谆教诲等等，都始终贯穿着的那些方言，持久
闪烁着照耀心灵的光辉。至今，我都固守着
与故乡一根无形的强大纽带，这便是使用方
言。见我接听或拨打电话讲方言了，身边的
同事或朋友常开玩笑：“换频道了，肯定是老
乡的电话。”听方言的感觉，就像旬阳人遇见
酸菜面，关中人遇见油泼辣子，也像嗜者遇见
好酒，饮者遇见好茶，令人喜悦、惬意、过瘾。

古言，出门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异域
他乡，遇到老乡的感动之情，其中最大的媒介
便是乡音乡情，而对于老乡的判断和认可，最
可靠、最简洁的途径就是听乡音。旬阳人如
果在都市的茫茫人海中听到有人说家乡话，
你一定会激动地上前搭话：“嗨，你是旬阳哪
哈儿人？”然而，随着乡村面貌、人口结构、生
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的加快，方言正在以加速度的形势逐渐消失，
并且在生活中经常面临许多尴尬。就拿我的
家庭来说，孩子自小在普通话的世界生活，如
今仅能听懂很少的方言，和爷爷奶奶以及故
乡的亲人几乎无法交流。我高兴的是，孩子
完全脱离了乡土，融入了时代发展潮流；忧伤
的是，他们淡漠的老家情结，难以理解和接受
故乡的方言世界。所以，我庆幸这部词典为

旬阳的子孙尤其是我们这些游子留住了留不
住的乡音，留住了浓浓的乡愁。

从未来看现在，《旬阳方言词典》是旬阳
传统文化之瑰宝，其以一万个词条七十多万
字的丰富内容，可称之是编著者倾心倾力为
故乡建造的一座语言博物馆。旬阳的子孙和
游子通过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域都可以回到
精神上的原乡，也可从中寻找或回望先辈们
曾经的生活。因而，此词典对发掘和传承当
地文化便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其文化价值
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也是穿越古今和将来
的。它对研究当地历史、地理、经济、人口、文
化等方面的发展变迁，皆具有资料、导引、证
据等作用，尤其是对陕南地域方言的发掘和
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价值。其特色、文化
意义和社会贡献，张维佳、夏放、周政等相关
专家学者，均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我的认知和感受里，此词典是扎根在
宽广深厚的旬阳乡土文化土壤中成长的一棵
大树，无论远观还是细看，都是一道永恒的美
丽风景。其中保藏的丰富的方言知识，犹如
这棵大树上盛开的缤纷之花。每每欣赏着
它，似乎有一种力量浸淫在我身心的每一处
角落里，安慰、愉悦和鼓舞着我。

我经常说，写作不仅会使人在生理上健
康长寿，更会让人的精神世界永葆青春。人
生一世，一切都将是过眼烟云，四五辈子之
后，连你的名字都不会有人知道了，而唯独你

留下的文化遗产可能会相对长久。由此可以
说，此词典不仅是华先生对自己人生的一个
重要交代，也是对养育他的故乡的一种回馈，
更是他给自己树立了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
任凭时序更替、风吹雨打，后人皆会将其和他
的名字一起铭记。

这部词典出自华先生之手，我是心悦诚
服的，亦感到不足为奇。他作为土生土长的
旬阳人，又是从事中学教育和语文教学的名
师，研究当地的方言，自然有着别人无法比拟
的地域、理论优势，难能可贵的是，他有心、用
心、专心。

创作一部书其费力程度如同建造一座房
子。这部厚重的词典告诉我，它的成型与面
世，就更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工作
量不亚于修建一座摩天大楼，从设计架构、材
料准备到精心施工、整体封顶、细节修补、装
饰润色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工匠精神，而在
华先生的精心编著过程和作品质量中也体现
了这种精神。

做学问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认真、严谨、谦虚，华先生亦是如此。他称自
己是方言学的业余爱好者，做得不很专业，
力是费了，但不一定完美，希望大家能指出
不足，以便再版时补充完善。这就更加让人
感动了，因为他还在虚心地吸纳意见，追求
完美呢！

最后，向华开锋先生致敬！

冬 夜 书 香
赵 娜

冬夜的屋外寒风瑟瑟，夜深人静，只有墙
角的蜡梅与我相伴。它们散发出淡淡的香
气，如同古老的诗篇，引领我走进冬夜的寂静
与深沉。

冬夜读书，仿佛是一场与古人的对话。翻
开一页页泛黄的古书，那些早已消逝在时间中
的诗人和墨客，仿佛在文字中重生。他们在冬
夜吟咏风月，在雪夜寻找梅香。他们的笔下，
冬夜不再寂寥，而变得充满诗意与韵味。

夜深人静时，我喜欢读一些古诗词。我
沉浸在“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
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神”的诗句里

幻想。再过几个读书夜，某日清晨醒来，我察
觉到冰雪融化，万物复苏，鲜花盛开，草色嫩
绿，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春归来。想着这
些，我的嘴角露出微笑，心中充满欣喜；我在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的诗句中许下愿
望，愿国泰民安，年年岁岁康健与美好常相
伴；我在“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
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中与词人
一起忧愁，慨叹。那些绝美的诗词，仿佛是古
人用心雕刻出的艺术品，字字尽显绝美的表
现力，令我陶醉，欲罢不能。

冬夜读散文，韵味悠长。独坐窗前，窗外

风声呼呼，我却在书房中感到暖意融融。打
开台灯，翻开一篇经典散文，诗情画意的句子
瞬间令我沉醉。我的书案上常常放着一套当
代散文集，是巴金、季羡林、冰心、老舍、宗璞
的书。他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在他们
的文字中，我领略了文人的雅致，体会到生
活的万般滋味，同时也感受到每位作家追求
光明、创造光明的品质。读到宗璞先生在身
体不适期间，沉浸于莫扎特的音乐中，寻求
安慰和支持，并体会到不一样的美学；季羡
林先生喜欢绿色植物，他在自己的书房，养
几盆水仙或君子兰等花草。他有篇散文中

提到中国《孔子家语》中的话：“与善人居，如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读
着美好的文字，心中仿佛也闻到了作家书房
中的花香。一时间，我的文思灵感来了，便赶
快拿起笔，写下一行行真挚的文字，心中感到
春天般温暖。

冬夜读书时，心灵好像一朵花，伴随作者
的灵魂，摇曳在书本里。俗常的夜晚，也因书
卷的清香而变得迷人。

相对于春夜的疲倦，夏夜的炎热，冷寂漫
长的冬夜最适合读书。冬夜，居一安静处，翻
看心仪的书籍，享受美好的夜读时光，让我的
心灵感受到无疆的快乐。

漫长寂寥的冬夜，以书卷的清香暖心，生
命便有了一段芳香的记忆。心灵沉浸于美妙
的读书旅程，能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无限可能。
书香浸润我们，成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冬夜
里的书香，醉了梦也醉了人生。

读《延安岁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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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延安岁月》，
是一部珍贵的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的回忆
录。它收集了64位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
作和学习过的美术工作者的回忆文章，“从各
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历出发，给我们描绘
出一幅幅明快的画面，宛如当年的木刻作品，
显得真挚朴素、亲切感人。”（引自该书前言）

《延安岁月》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三点：
首先，文艺工作者要有坚定正确的信仰和

政治方向。当年的鲁艺美术工作者“都有一个

共同信念，就是抗日能胜利，革命能成功，遇到
困难能克服，因而满怀信心地去争取胜利”（苏
光《到“大鲁艺”去》）。著名版画家力群在《鲁
艺六年》中陈述了鲁艺制定的“艺术工作公
约”，共有十条，其中前四条都是有关政治方向
的，其内容如下：“一、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
主义的方向；二、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
三、不违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四、不对
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
与匡正。”正因为有上述的革命信念和政治方
向，鲁艺的师生们才能在民族存亡、革命成败
的关键时刻，积极克服重重困难，改造和创作
了各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
文艺作品，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
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如今，文艺工作
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坚定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积
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为精神文明建设
和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其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摇篮。1940
年前后，古元、力群等鲁艺广大师生通过下乡、
实习等多种形式，纷纷潜入生活的海洋，汲取

营养，分别创作了《选民登记》《离婚诉》《烧炭
组画》等一批优秀作品，不仅深受群众喜爱，而
且得到了美术大师徐悲鸿的高度评价。他们
在人民生活中“学习到许多知识，深感创造物
质财富的艰辛；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
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因而，像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感情
起了变化”，其创作思想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
巨大变化和质的飞跃。古元在《摇篮》末尾深
情地写道：“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的
时间，这一段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以
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是我艺术生涯中
的摇篮。”如今，党和政府为艺术家深入生活创
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的艺术家唯有珍惜
和善用这些有利条件，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养料
源源不断，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来。

再次，人民是艺术的良师益友。著名美术
理论家蔡若虹在《窑洞风情》中说：“我们作画
的模特儿是工农群众，我们作品的读者是工农
群众；引导我们创作思想的也仍是投身于火热
斗争中的工农群众。”著名画家石鲁在《改造

“西洋景”》一文中叙述了他为满足群众需要，

并根据群众的喜好和要求，将旧洋片改为新洋
片，“群众像看戏一样兴高采烈”，以致后来新
洋片“已经成了一种崭新的而又相当普及的美
术工作形式”。又如著名木刻家郭钧等人每在
《桥儿沟画报》上发表作品前，都先征求老乡们
的意见：第一问他们“解下解不下？”（这是陕北
话“能不能看懂”的意思）；第二问他们有没有
画错的地方；第三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些作
品？只有这三条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们才出
来贴在木牌上——《桥儿沟画报》。这张画报
越办越好，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深受美术工作者
和群众喜爱的宣传形式。正因如此，当年以延
安鲁艺为中心的美术工作者们创作了一大批
富有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形成了闻名国内外
的“延安画派”。

这些生动的事实都启示我们：文艺工作者
只要像古元、石鲁等鲁艺美术工作者那样，遵
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正
确的创作方向，不断深入人民生活，从中汲取
创作的营养，在艺术上认真严肃、刻苦钻研，就
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何军）1月 16
日，《米脂劳模风采》首发仪式在米脂县委
小礼堂举行。现场出席领导向县文联、史
志办、档案局、图书馆、米脂中学、劳模协会
和职业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
学、第四中学、第五中学工会赠送了《米脂
劳模风采》。

《米脂劳模风采》是该县有史以来首次
专门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编撰出版的
书籍。本书内容的时限跨度从陕甘宁边区
时期起至 2023年止，共收录了 182名各级
各类米脂籍劳动模范，其中陕甘宁边区时
期劳动英雄 5人、全国劳动模范 3人、陕西
省劳动模范21人、榆林市（地区）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43人、榆林市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9人、米脂县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82人，在外工作的部分米脂籍全国劳动
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人、省部级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11人。

在汪曾祺先生
的众多散文作品中，
《故乡的元宵》犹如
一幅充满生活气息
的风俗画卷，以细
腻而温情的笔触，
描绘了故乡元宵佳
节的热闹景象和独
特风情，勾起了读
者对传统节日的美
好向往，也唤醒了
人们心中那份对故
乡深深的眷恋。

文章开篇，汪曾
祺先生便直言不讳
地表达了对故乡元
宵的喜爱：“故乡的
元 宵 是 并 不 热 闹
的。”然而，正是这种

“不热闹”，反倒成就
了它与众不同的韵
味。他没有用华丽
的辞藻去堆砌节日
的繁华，而是以平实
的语言，从点点滴滴
的细节入手，如“不
很多的花纸灯笼，都
是纸的”“孩子有自
己的灯。兔子灯，绣
球灯，马灯”，让读者
仿佛置身于那个朴
素而温馨的小镇，亲
见那些简单却充满童趣的灯笼。

汪曾祺先生对于故乡元宵的描写，不仅仅局
限于外在的形式和活动，更深入到了人们的内心
世界。他写人们在节日里的忙碌与喜悦，写街头
巷尾的小吃摊，写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吆喝声，

“炒白果的在街头歇下担子，扯上嗓子喊：‘阿要
白果树板？’”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却饱含着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故乡人情的深深怀念。透过他
的文字，我们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烟火气，以及
人与人之间质朴纯真的情感。

文中对各种民俗活动的描写更是栩栩如
生。“看围屏”这一习俗，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神秘
和期待，“八张屏，有八出戏，排成一长溜儿，彩墨
画得挺漂亮”。还有“送麒麟”，“麒麟送子，象征
天下皆春，昭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些传统的民俗活动，不仅是节日的点缀，更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承载着故乡人民的精神寄托。

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故乡的元宵是有味道
的。那味道不仅来自各种美食，如“炒米团，炒花
生，还有芝麻糖”，更来自岁月的沉淀和故乡的情
怀。他用味觉的记忆，串联起了对故乡的深深眷
恋，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也能品尝到那
熟悉的味道，感受到那份温暖和亲切。

然而，在这热闹的背后，也隐隐透露出一丝
淡淡的忧伤。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曾经熟悉的
场景和习俗或许正在逐渐消失。汪曾祺先生在
文中写道：“现在，每年的元宵，我们那里的孩子
还会打灯笼吗？”这种对传统文化流失的担忧，令
人深思。

《故乡的元宵》是一篇充满诗意和温情的散
文，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元宵佳节，也
让我们感受到了汪曾祺先生对故乡的挚爱与深
情。在他的文字中，我们不仅领略了故乡的风土
人情，更读懂了那份对传统、对家园的坚守和珍
惜。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心中那片
关于故乡的角落，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重新
找回那份宁静与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