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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 痛 的 根 系
高 鸿

——长篇小说《满山红遍》读后札记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颂歌

李子白

雷蒙德·卡佛在《关于有事件和结局的小说》一文
中说：“那些接近生活的小说，拥有能被认同的人物、
动机、情节和戏剧性，也就是说有事件和结局的小说
（二者密不中分）……”（引自译林出版社《需要时，就
给我电话》）。可以说，这是对现实主义作品最合理的
诠释。无疑，惊蛰落月的网络小说《满山红遍》契合卡
佛所说的诸多文学要素。

发表于“七猫中文网”平台的《满山红遍》，全篇二
十余万字。文本以大学毕业生陈平凡通过村干部考
试，担任了陕北贫瘠的龙头村书记助理。他所面对的
是村中青壮力外流，混好的在城里买了住房，接走父
母子女；混差的成年不归，让乡村减失了生气。经过
两年的努力工作与村民关系融洽的他赢得认可，担任
了村支书。他一心扑在富民一方上，一改昔日肩挑车
拉的传统销售方式，利用直播带货等现代手段想方设
法地外销本村苹果，取得不菲业绩，使龙头村成为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增加了原乡的吸引力。一度时间青
壮力外流，几乎让龙头村变成空心村，重新焕发了活
力。不少青壮力返回就业，一些在外经商风生水起的

“能人”也重回故里生活。陈平凡来到龙头村的第三
年，村里重新闹起了秧歌。村子在陈平凡一班人马的
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知道，所谓的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山乡巨
变，村里得有人、有青壮年接力才是关键。陈平凡没有
满足眼前的成绩，带领村委一班人着眼于龙头村的长
远高质量发展，在解决了富裕后出现的有人出轨、有人
试图攫取集体利益和消除与邻村的矛盾，在物质致富
的同时提升村民的精神认知等问题后，加快苹果产业
的升级，建起了水果加工厂；研发果汁、果干、果醋等新
品，吸引省市果商来洽谈合作；不断拓展产业链，提升
产能；为扩大果源，请来专家对相邻马大滩村的土地进
行改良；开展了秦长城旅游，安置邻村年长者就业；筹
资千万元，成立慈善基金组织……促使龙头村的发展
再上新台阶，成为县上的龙头企业和经济引擎，并获

“全国文明村”称号，他本人也获得了国家荣誉。龙头
村成为乡村振兴中具有典型性的镜像。它既是老百姓
鸡零狗碎的日常，也是上层建筑的高大上。

小说的文本构思缜密，叙事逻辑合理，沿循时间
顺序，故事情节紧绕主题，环环相扣，没有过度写作的
节外生枝、衍生与拓展。

就人物而言，陈平凡这一人物形象塑造颇有新
意。由于自己是家中独子，且父母双亡，他孑然一身，
直接从校园考录了村干部，没有被社会浸染、官场熏
陶，所以他清纯洁净，视村为家。一心扑在龙头村的
新农村建设上，只要村中有事，没有上下班概念，具备

了一种先天的高洁。正因为他的大公无私，赢得了村
长安世杰等村委的支持和县、镇领导器重、村民信
任。同时，获得了同为大学毕业、回村就业的村财务
主管杜小欣的青睐，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并在来龙头
村的第七个年头结婚生孩子，像龙头村一样迎来了全
新生活。名义上他是迎娶杜小欣，事实上是“入赘”杜
家，成为一名“嫁”给龙头村的儿子。面对既有抹黑假
冒龙头村苹果的同行，又有因校园霸凌而想辍学的学
生；既有杜小欣的表白，又有李纯的暗恋；既有程瑞的
出轨，又有杜龙腾蚕食集体利益的私欲等诸多矛盾和
问题，他总能沉着应对。这些戏剧性冲突情节从生发
到裂变，直至最终化解，无不彰显了陈平凡这一人物
形象的能力和丰满。当他获得全国荣誉后，县领导调
他到县上工作，期望他有更好的发展时，他却决心留
在龙头村继续他的事业。这与那些奉迎拍马、投机钻
营，视功利为唯一之辈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执意乡村
振兴的新人形象跃然眼前。

与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
渴望走出大山，改变自身命运和家乡贫瘠不同，陈
平凡的形象是一种蹲踞原乡，渗进去的浸润，是新
时代新征程中一位充满高光的新农村建设新人。
其实，新农村建设书写的人多，写好亦难。如写不
出新意，会落俗套。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优秀作品的标准之一，是作
家对素材所表现的真诚。无疑，我们会强烈感受到惊
蛰落月对自己笔下作品主人公陈平凡的赏识。无论
是陈平凡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苹果的培植、果品加
工的流程，乃至陕北风土人情扭秧歌、转九曲、火塔塔
的描写，和羊肉臊子、大烩菜、洋芋擦擦等特色美食的
呈现……惊蛰落月是下了功夫的。可以肯定地说，
《满山红遍》是一部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书写乡村振兴，反映山乡巨变主题，契合时代精
神，礼赞新时代新征程新农村建设的主流佳作。

当然，文本极具网络文学的特征：故事性强，叙事
节奏快，感染力明显；少有写景状物的停滞，和人物心
理的描写与剖析。但也存在因日更仓促，不及沉淀，
以致语言丝滑，别字较多，故而尚需锤炼。

说实话，近年鉴于网络文学作品动辄数十万字或
逾百万字的体量，读的网络文学作品较少。但《满山
红遍》我却一口气读完，方才察觉自己对网络文学的
认知依然停留在早期的穿越、玄幻、仙侠之类的刻板
印象，自省自己虽曾任省作协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数年，若不“苟日新，日日新”，也会落伍停更。

是的，《万山红遍》的阅读让我对网络文学的变化
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素笔绘春景 深情染流年

祁军平

我与刘小会老师的相识，源于共同
的文学爱好。作为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
会副主席的她，文采出众，新闻报道、散
文、报告文学皆能驾驭自如。她出生于
麟游，而我则在麟游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们又都是宝鸡交通系统的职工，因此
多了一份亲近。

刘小会老师惠赠的散文集《春去春
又来》搁在我书架上有些日子了，我是
个懒散的人，一直读读停停。直到清明
节长假，我终于静下心来，一口气读完
了这本书。

捧起这本散文集，我就被封面吸引，
一位扎着马尾辫、身穿翠绿碎花裙的少
女静静凝望着远山，她的身影宛如春姑
娘，给人无限遐想。书名《春去春又来》
寓意深远，既指四季轮回，也象征生命的
循环与重生，更隐喻作者经历一些事后，
让前半生的荣誉“归零”，重新出发。

这本书凝聚了刘小会老师十多年笔
耕的心血，约31万字，分为三辑。捧读这
本书，我不禁被她质朴而深情的文字深
深打动。她的文字如同清泉般流淌，细
腻而真挚，可以用“以小见大、细节感人、
生活气息浓郁、接地气”来概括。读罢她

的文章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饱含真情，书写故乡风采。在刘小

会老师的笔下，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充
满了温情。《我热恋的小村》用质朴的语
言描绘了她出生地的点点滴滴，从迷人
的风光到热闹的生活，从赶集到上学，都
承载着她对家乡的眷恋。《麟游血条面》
是写舌尖上的麟游味蕾；《忙毕》将农村
夏收后的悠闲日子描绘得活灵活现，让
我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烟火气。这些文
章充满了浓浓的乡愁和对家乡的热爱。

细腻笔触，勾勒温暖亲情。《母亲的
妊娠纹》《姑姑》《婆婆》《父亲》等亲情散
文犹如一幅幅温情画卷缓缓地展开。作
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与母亲、姑姑等
亲人之间的点点滴滴，让读者仿佛置身
其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母亲的
妊娠纹》展现了母亲在孕育生命过程中
经历的痛苦与付出，以及她对子女无私
的爱。作者将母亲在生育、养育孩子过
程中的种种经历娓娓道来，语言质朴却
饱含深情，通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直
击人心。《春去春又来》通过回忆与母亲
的两次分离，展现了母爱的坚韧与亲情
的温暖，文字中既有童年的懵懂，也有成

长后的深刻感悟。这些散文是对亲情的
礼赞，展现了亲情的伟大。

书写“时代楷模”，讴歌责任担当精
神。第二辑人物通讯篇章结构严谨，条
理清晰，事迹典型，生动感人。刘小会
老师通过扎实采访，深入挖掘身边“时
代楷模”的先进事迹，深情地讴歌了他
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一
个老兵的难忘记忆》描绘了郑仰秦在战
场上的英勇和转业后的坚守，体现了革
命精神的传承。《云端小镇致富路》展现
了姚红星带领村民发展中药材产业，实
现脱贫致富的故事，是对乡村振兴的
赞歌。《宝鸡有个“民企纪委”》则讲述
了冯西见在路桥私企建立纪检委，积极
参与社会帮教活动，体现了路桥人的责
任与担当。这些报告文学通过讲述不
同先进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主人公
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

合上书本，窗外的春意正浓。刘小
会用文字将时光定格，让我们看见四季
轮回中，那些被岁月沉淀的深情，永远是
最动人的风景。她的《春去春又来》为
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生活画卷，更是
一曲献给故乡与时代的深情赞歌。

——读刘小会散文集《春去春又来》有感

书人书事

在渭北高原的深处，有一个叫庙岭的村庄，它的黄
土褶皱里生长着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辛峰的笔端
蘸着泾河的水，把四十年的光阴凝于笔尖，在《西漂十
年》的都市迷宫与《十里庙岭》的乡土废墟之间，搭建起
一座横跨城乡的精神桥梁。这位失聪者的耳朵里，听
不见长安城的钟鼓，却能感受到黄土地里胚芽破土的
震颤，洞悉矿井深处煤尘弥漫的幽暗。当城市化的推
土机碾过麦田，当留守的炊烟越来越疏淡，这个从矿工
家庭走出的文学苦行僧，正用带血的笔锋在城乡文明
的断层带上，刻录着一部疼痛的乡村记忆。

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故乡不仅代表着地域的
归属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它如同一根
脐带，源源不断地为作家提供着丰富的写作营养。辛
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从小怀揣着对文学的
挚爱和美好憧憬，与大多数陕西作家一样根植于深
厚的黄土地，故乡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
源泉。辛峰的童年是幸运的，因为有深爱他的父母
呵护着，特别是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他刻骨铭
心，终生难忘。同时，辛峰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他
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坚韧
和倔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挣脱黄土地的羁绊，不
再重复父辈“吃阳间饭，干阴间活，三块石头夹着一
块肉”的命运。少年辛峰不像大多数出生在农村的
孩子那样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毫无意识地荒废
掉童年和少年时光，目睹父母被生活沉重的担子压得
喘不过气来的窘状，他表现出有悖于同龄孩子的忧患
和迷茫，默默承受着那个年纪不应有的压力，稚肩扛
鼎，艰难前行。当 16岁的少年在教室后排突然坠入无
声的深渊时，轰鸣的采煤机仍在地底吞噬着大地的筋
骨。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让他获得了比常人更敏锐
的感知维度——他能感知母亲纳鞋底时针尖穿透千
层布的声音，能听见父亲升井时矿灯撞击铁轨的叮
当，更能听见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轰鸣掩盖的呜咽。
在《十里庙岭》的“红尘心履”专辑里，作者用细腻的文
字触摸故乡的沟壑，感知季节变幻的温度和大地的轮
回，听春雨滴答，夏蝉鸣唱，秋虫呢喃，冬雪织梦。喧
嚣的世界渐行渐远，老井边的辘轳停转了，墙角的蟋
蟀噤声了，院子外核桃树上的麻雀也停止了歌唱，整
个世界似乎都离他远去。这种可怕的寂静比任何呐
喊都更具杀伤力，就像他笔下的那些文字，看着“那些
生命中远去的背影”“任世间繁华，我静坐寂寞”，辛峰
用失聪者特有的通感，将机械文明的噪音转化为农耕
文明消逝时的阵痛。这种疼痛在《西漂十年》中转化
为更为残酷的都市寓言。当主人公蜷缩在城中村潮
湿的出租屋时，外面喧嚣的世界与他无关，一个人沉
浸在自己构筑的文字中喜怒哀乐，难以自拔。年轻的
辛峰穿梭于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体
验不一样的烟火。

与辛峰相识，大概是 2020年初秋，他的评论集《文
字的风度》新书签售会在西安古西楼文化众创空间隆
重举行，现场嘉宾读者共百余人参加。与会嘉宾各抒
己见，对辛峰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签售会办

得非常成功。此后，我便开始关注他的创作，辛峰笔
耕不辍，常有作品见诸报端，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这
部三十余万字的散文集，令人十分欣慰。辛峰的文学
根系深深扎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中，父亲井下作业时
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母亲在阳光下晾晒的麦子和玉
米，兄弟姐妹夭折时襁褓里的奶香味——这些带着血
腥味的记忆碎片，在《十里庙岭》中发酵成醇厚的乡
愁。他的文字不是文人式的田园牧歌，浅吟低唱，而
是矿工儿子用指甲缝里的黑煤渣书写的生存实录。
辛峰用显微镜般的观察，记录着故乡已经远去的炊
烟。炊烟是故乡的气息，是游子的乡愁，是记忆深处
故乡的影像。他善于在粗粝的生存图景中提炼诗意，
语言富有张力，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字里行间
流淌着对亲人浓浓的爱意，催人泪下。当他在西安城
中村的出租屋里书写老地窑，笔尖刺破的不仅是城乡
的物理边界，还有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隐形高墙。
那些被人渐渐遗忘的乡村物事在他的稿纸上重新生
长，获得尊严，如黄土地中倔强生长的野蒿迎风招展，
生生不息。辛峰用八年送报生涯的微薄积蓄支撑自
己的文学梦想，他笔下的文字如淙淙流水，不紧不慢
地流淌着，流过了山峦沟坎，流过了是是非非，最终流
成了一个人的人生。

辛峰的文字重新定义了“底层写作”的精神维
度。在《老地窑：我的出生地》的叙事褶皱里，沉默始
终是最尖锐的存在：母亲选择性遗忘子女夭折的惨
痛，父亲用粗粝的谩骂掩饰无力感，连作家本人都陷
入“追忆与失忆”的精神分裂。这种集体性的记忆遮
蔽，恰似老地窑墙壁上不断剥落的泥灰——每代人都
试图用新的叙事覆盖旧的创伤，却始终无法抹平底层
生存的裂缝。作家对宅基地轮回售卖的书写令人印
象深刻。在《十里庙岭》这部散文集中，他捕捉到的不
仅是生存的困境，更是文化基因的艰难嬗变。他的文
字里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
识。他以失聪者的视角，在寂静世界中感受生命的
脆弱与坚韧。辛峰在 18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他
深爱着脚下的那片土地，还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
人们。这些情愫让他获得了足够的亲情温暖和乡土
养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源泉。他的笔
端除了对父母深情的回望，还有村邻、四叔、舅舅以
及朋友的人生故事，他目睹他们的生存之艰，目睹父
母在病痛的折磨中离他而去，那是生命中一种惨痛
的凌迟，作为儿子，他感到非常无助、无奈和无力。
他只有将这一切诉诸笔端，因此才有了《西漂十年》
和《十里庙岭》这些著作。

在这个崇尚消费主义的时代，辛峰的写作犹如黄
土地里的铧犁，带着锈迹斑斑的真实与粗粝。他笔下
的庙岭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微缩
模型；他书写的城中村不仅是空间存在，更是文明嬗
变的实验室。当我们在钢筋混凝土森林里迷失方向
时，这个失聪作家的文字犹如地心传来的古老钟声，
提醒着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应该是对传统的彻底否
定，而是在疼痛中寻找文明的脐带。在这个意义上，
辛峰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条衔接乡愁与乡情的精神纽
带，带给我们诸多的回味和思考。

希望看到辛峰更多更好的文字，也希望他的文学
之路越来越宽，越走越远。

这 边 风 景 独 好

辛 敏

前年与大荔文友李跃峰、武德平等
人游览大荔南部的沙苑后，曾著文《沙苑
不仅仅是沙漠》，在描写了沙苑独特的风
景、风物、作物特产，记述了家乡父老乡亲
在沙苑创业事迹后，文末写道：沙苑这边
风景独好，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沙苑不同
于国内外任何沙漠，沙中有苑，苑中物产
丰富，风光无限，素有“小三亚”之称。

地灵人杰，沙苑不仅为创业者提供
了施展拳脚的用武之地，也为作家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就
像商州秦岭山地、高密红高粱地分别
成为贾平凹、莫言的文学创作基地一
样，沙苑无疑也已成为邢根民的创作
根据地，且不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就
长篇小说而言，邢根民就在沙苑这块
风水宝地上耕耘收获了《沙苑人家》
《荒漠绿洲》两部大作。

《沙苑人家》已由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该小说描写了 20世纪 60年代初，
陕西关中东部沙苑地区农妇刘东霞在
生活困苦的压力和重男轻女思想的驱
使下，将自己病重的年幼女儿春草丢弃
在黄沙窝窝里。春草被执行任务回来
的派出所民警宋大成捡回家并抚养长
大。小说围绕刘东霞长达 35 年的丢
亲、思亲、寻亲、见亲的故事，塑造了 10
多位个性鲜明、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
演绎了农村家庭三代人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和非亲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矛盾
和情感纠葛。

小说浓缩了陕西农村的历史变迁过
程，刻画了陕西农民面对困境艰苦奋斗、
生生不息的精神，赞扬了人性之美和人
性之善，揭示了人们只有选择大爱和包
容，才能获得美满和幸福的生活真谛。

这部小说在整体构思上采用了明暗
两条主线，即以时间发展顺序的轴线为
明线，按照这个明线展开故事的发展和
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同时以丢弃春
草、寻找春草为暗线，以公安民警宋大
成对杨天祥、刘东霞一家的暗中帮助和
宋大成的生命进程为暗线骨架，最后达
成明暗主线重合的艺术效果。令人拍
案称奇的是，当初在沙苑军训时与春花
恋爱的梁斌因负伤残疾，与春花分手
后，竟鬼使神差在治疗期间打动春花丢
失多年的妹妹春草的芳心，并结为伴
侣。探亲看望春花时，春花却因回娘家
坐满月与梁斌失之交臂，但也避免了尴
尬伤情。善解人意的作者在春花读了
梁斌的信后写道：“春花是含着泪水读
完这厚厚的十几页信的，现在她终于明
白了梁斌为什么后来再没有和她联系，
也明白了他是怎样和自己的妹妹春草

走到了一起的，已经原谅了梁斌，心中
一切的怨恨和伤痛都随着这封长信烟
消云散了。她没有见到他，也不再遗憾
了，他觉得有了这封信反而比见到他还
好点，最起码没有了误会，没有了冷场，
也没有了尴尬。至于春花，她只能模糊
想起春草小时候柔弱乖巧的样子，如今
总算找到了，她心里当然高兴。她想，
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去新疆看她这个亲
妹妹的，当然，也会见见他的，而让她不
能原谅的还是二姨西霞，她怎么能从中
阻挡一对失散了二十多年母女的相
聚？她怎么知道妈就不想认她的亲生
女儿呢？”春花的善良慈悲和通情达理
也由此跃动在字里行间，令人感动。

为了准确、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深入剖析和挖掘人性，作者在这部长
篇小说创作中，尝试了多种艺术表现形
式。在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穿插了大
量的歌谣、书信、日记、诗歌、楹联等内
容，以此展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内
涵。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给小说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特别是梁斌的书
信和宋大成的日记，更有助于读者进一
步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灵魂。

小说特别突出了陕西关中东部沙苑
一带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采用白描
的笔法多次描写了不同季节的沙苑、洛
河、华山一带的自然环境与景观。作者
还细致展示了陕西关中一带农村的饮
食、建筑、婚娶、丧葬、年俗等文化，使小
说刻上了深深的西北地域特色烙印。

总之，《沙苑人家》是一部家族悲欢
离合、奋斗不息的秘史，是一部改革开
放前后关中东部沧桑巨变的变迁史，是
一部陕西关中东部沙苑一带地域风情
的美丽画卷。

——评介长篇小说《沙苑人家》

序与跋

《岁月印记》序
常智奇

寒门有赤子，教育出栋梁。 1980
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梁治中，来到宝
鸡市渭滨区谭家村小学任语文带课老
师兼班主任。在师道守真、教书育人、
授业解惑的道路上走了 30多年，并出任
小学校长。人们都叫他梁校长。

梁校长是一位生活简朴、热情善
良、敦朴知变、思维敏捷、多才多艺的
人。他志向高远，诗人气质浓郁，平常
随和平易，言语朴实诚恳。如有集体讲
话，他口吐莲花，妙语横生。

“儒有蓬户瓮牖而自立者”
（柳宗元语），梁校长当属自然之
真在善的智慧派送下，在立德树
人之道上走向“无蔽状态”的寻
觅者、“自立者”。他是中共党
员，中学高级教师，先后被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有突出贡
献专家、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先
进工作者、全国千名中小学骨干校长
等，还先后当选全国小学骨干校长工作
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小学管理研究会
副会长、陕西省艺术教育联谊会副秘书
长等。他撰写了 200多篇教学论文、调
查报告、文艺作品等，有多篇论文和作
品获国家、省、市级奖励。

庚子暮春的一天，阳光明媚，清风
和畅，鸟语花香，梁校长突然来电告诉
我，他要出《岁月印记》的文集，邀我为
之写序，我欣然应诺。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书
稿，感受良多。这是一位农家子弟，一
身“乡土”，怀揣自己儿时的从教理想，

走进现代化都市，站在三尺讲台上，手
执教杆，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的忠诚谱写的书；这是一个忠
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用毕生心血探索启蒙教育规律，表
达自己审美感情的书。这本书真实地
记录了一个从社会最底层走来，不忘初
心，乘时代之风，顺势而为；聚社会之
力，开拓创新，一路辛劳的斑斑足迹。

全书分为三部分：“实践与探索”
“耕耘与收获”“创新与发展”。“实践与
探索”收录了他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
都来自他工作实践当中的经验总结、理

论思考、科学探索，富有针对性，充盈着
一股感人的实践理性精神。在这里，作
者更多强调经世致用的操作性。“耕耘
与收获”收录了他的一些文学创作作
品。这些作品是从生活土地长出的花
草，是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火花，无矫
饰、无显摆、无卖弄，或叙事、或抒情、或
言志、或设议，自然流畅，朴实率性，直
面人生，言真向美。“创新与发展”收录
了社会“他者”对他和他的学校、师生的
一些评价。如囊萤、如映雪，借他山之
石，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他在生活、工作
环境中的一些情况。三个部分，互有联
系，相互依存。三种语境：哲学的，抒情

的，报道的。三个章节，营造了三种美
学形制：“实践与探索”可以说是“神
秀”，“耕耘与收获”可以说是“骨秀”，

“创新与发展”可以说是“肉秀”。这些
锦绣文章集中表现了一个富有艺术感
受、文学情怀、理想诗心、科学态度、实
干精神的山城小学校长献身于普通教
育工作的精神风貌。

梁校长在生活中所创作的文学作
品带有更多的工作性质，大多数都是因
工作需要而成，因事而起，合时而为，充
满了生命在创造生活中，享受生活的浪
漫主义内涵。他的作品是从生活激流

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是从
生命血管里流出的血，是从生存
喷泉里喷出的水。它激越、鲜
活、热情、清澈、明亮、纯真、质
朴、刚健、畅达、通脱，散发着生
命的热、生活的光、生存的力、自
然的能、创造的智，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醇美的感情意味。

这是“为人生的艺术”开放在社会
底层，散发着人间烟火味，接地气，具有

“培根育本”精神指向的作品；这是在人
性初心与民族魂魄建构的精神文明建
设中培育文学之花的园丁之作；这是来
自生活现场，具有在场性、记事性、即时
性、真情的自然流露；这是现实主义的
创作在生活写实的沃土中开放出绚丽
多彩的文学之花。

总之，我欣赏这本书，欣赏它的教育
理念、教学思想、治校方法、治学精神；欣
赏它的情感性、经验性、真实性、创造性、
典型性。我相信，有教育工作经历和体验
的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