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5月11日 星期日读 书2 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张 瑜瑜 校对：白艳红

拂动心灵的花丛，文学是稀缺的精神内涵

凌晓晨

——读梁新会散文集《风动一庭花》有感

梁新会是一位充满童心的女人，端庄美
丽，精致典雅，细心认真，诚恳善良，她是一位
老师。教师是自称，而老师是学生对其恩师的
一种称谓。我喜欢称每一位教师为老师，特别
是女老师，因为她们给人的感觉如同春风拂
面，冰凉而知性，亲切而温暖。《风动一庭花》分
三辑，第一辑：一方水土，写永寿，写故乡之情；
第二辑：高山流水，写行程，万里之行，有其旅
途的观感和心得；第三辑：临水照花，写读书的
感觉，是女人心语和特有的心思。读梁新会的
书，很亲切，也很感动。

故乡是记忆，是文学根脉的永远传承
梁新会是永寿人，与我是一个县的同乡。

我的故乡永寿，有一块飞地，在整个县域范围
之外，那就是以漆水河为界，东边是仪井，西边
是店头。飞地与北边地域由一条近 40公里的
道路连接着，中间是乾县的关头和吴店。店头
镇在明月山之南，也就是从汉代开始被称作娄
敬山的南麓。梁新会的家在店头镇南部的梁
家村，接近扶风天度，距离法门寺很近。

从地理上讲，娄敬山是关中盆地的地理界
限。北边是东西向延伸的渭北黄土高原，地理
上叫鄂尔多斯地台面缘隆起褶皱带。站在娄
敬山山顶向南眺望，田畴平坦，一望无际，隐隐
约约的秦岭挂在天空之上，地平线很深，云彩
飘荡在天地之间。

在历史上，永寿县古称漆县，源于漆水。
漆水就是姬水，与宝鸡的清姜河在渭水两岸相
对而出，成就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历史根源。
漆水有轩辕黄帝诞生的传说，而周先祖的后稷
教民稼穑的地方就在下游漆水河畔的武功镇。

历史的演进就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惊
喜。中国南北朝时期，北周最后一个皇帝宇文
阐在位时的大象元年（公元 579年），广寿县以
当时所辖的关头和吴店，与好畤县的仪井、店
头镇进行了交换，于是店头、仪井作为飞地，划
归广寿县管理。隋炀帝杨广登基后，忌讳“广”
字而改广寿县为永寿县。为什么要进行这次
土地交换呢？因为永寿县西北角有黑山，东北
角有槐山，东南角有五峰山，西南角没有山，四
柱八维不立，地倾西南。有了娄敬山，永寿县
的威严与尊严就树立起来了。在我的童年，夏
天经常会有暴雨，往往在下午四点左右降临，
我们称之为白雨。暴雨过后，就会有彩虹挂在
五峰山与娄敬山之间，有时还是双重彩虹。我
站在北部槐山之南的西兰公路边，眺望雨后如
洗的娄敬山美丽的倩影，遥远而神秘。

店头镇是较为富裕的地方，永寿人为之骄
傲和自豪。因为黄帝，因为漆水河，因为后
稷，还因为周文王、周武王，还有周公与召
公。离梁家村不远的地方就叫召公镇，是周
王朝重臣姬召的封地。在这块土地上，出现
了许多杰出人物，汉代的娄敬、陆贾，现代
的王芳闻、刘善堂、刘益利等，还有我们今
天的主角梁新会。

我们除了是同乡外，她还是我的一位知心
朋友的伯叔妹妹，于是显得格外亲切，似乎透
过她的哥哥可以看见她幼年时的形象。故乡
的童年对她影响很深，这在《风动一庭花》的第
一辑有很多表现，虽然她并没有在家乡待过多
少年。故乡的槐树、柳树、杏树，父亲、母亲、二
舅、自贤爷，包括她的莉莉同学、九龙嘴的家。
这些文字所形成的庞大的故乡系统，正是文学
本身的根系。故乡对于梁新会的那种真诚，从
文字的声音里就能品味出来，恬淡、惊讶，又不
失童趣。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乡情怎样写、亲
情怎样写的示范。关键是必须写好，写出特色
和天然的味道。可以说，她做到了，做得很好。

风格舒适，是教化人心的温暖和美好
读《风动一庭花》的感觉很好，正如作者的

书名一样。像风，有风的语言，有风的情趣，有
风的作为，也有风的性格。风可以穿透任何缝
隙，扬起万里尘埃，堆积形成黄土高原，经河流
冲刷成为华北平原，风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语
言。春风、夏风、秋风、冬风，季节不同、风的节
奏与动感不同，生命的感受也会不同。梁新会
的风是什么风呢？自然是故乡的风、亲情的
风、友爱的风、和谐而美好的风，似乎也是教化
之风，深入人心，滋养心灵。

文字规范，张弛有度。梁新会的文学语言
十分规范，这与她的教师职业有关，面对渴望
知识的学生，而且是自己的学生，她有着视如
己出的感觉，文字简朴认真，没有生僻和忸怩，
不绕弯子，直入胸怀，干净、贴心。譬如她写
《夜翻九龙咀沟》：“我当时又饿又渴，甚至想到
路边的村子讨口水喝。最终，我咽了几口唾
沫，什么也没说。”“我们加快脚步，在天黑之前
赶到了沟边，远远看见了对面的几排窑庄，莉
指着最南边的一片大树，兴奋地说那就是她的
家！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加之长期生
病，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但听了这话，立即精
神大振，二话不说，兴冲冲地开始翻沟。”我想，
梁新会在之前，是没有见过窑洞的，窑洞里如
何住人，她也是不知道的。后来，她忘记了害

怕，忘记了饥饿……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有
特别深刻的意义。

意象独立，教化有方。收入《风动一庭花》
中的散文，很适合在校学生或者初高中学生阅
读。梁新会这样写散文，是她的性格和风格的
一致性，也是她教化人心的温暖和美好。循序
渐进，不拖泥带水，清澈透亮。例如她写崆峒
山，凤县的凤凰湖以及绍兴的青石板，都有一
种高台之风，沐浴之感。作为女性，这样的感
受十分难得；作为老师，这种风格特别舒适。
文字与人格，情感与风格的完美结合，在她的
心中也在她的笔下。

情感美好，湿润适宜。梁新会在第二辑
中，收录有 10篇写西域之行的文章，很值得品
味，细思这些文章的形成，有她自己的精致攻
略和匠心独具，更多的是她对情感美好的温
度控制。例如《一个人的奎屯》，写红柯的作
品，写红柯的人格，写奎屯对自己的感觉。虽
然作者去奎屯是在秋天而并非冬天，没有那
种彻骨的寒冷，灵魂出窍般的寂寥，但是她做
到了文章的温润适宜，读来令人意味深长。
还有《千年一瞬》《又见敦煌》《他乡遇故知》，
让人掩卷长思，佛性、人性，那种流淌般的思
绪是解开一切烦恼的流程，给人的是美好和

温润，没有愁怨的心结，任何挫折和伤害都动
摇不了的特殊疗效。

读书阅心，是女人知性和慧根的萌发
文学，是写人的。没有人，这个世界是失

去意义的。
读《风动一庭花》，就知道梁新会读书的认

真态度以及读书的细致和缜密。她读山、读
水、读人，实质上都是在读心。走心灵路线，看
透人心，读书阅心，知性很高，慧根很深。

梁新会的散文，励志、成长、见识、理性、执
着、正义、大气，有着屹立不倒的气概。她的散
文女性气息并不浓烈，没有特别的温柔，却有
无限的关注与热爱。她进退自如，不做作、不
娇情，没有任何妩媚低俗的姿态。她的作品真
实、自然、短小、精明、雅致，语言质朴、纯真可
爱、善良真诚。她特别敏感，观察得也特别仔
细，生怕忘记明显的特征和重要的细节。她的
想象力因人而动，因情而流，从不随波逐流，也
不拖泥带水，不任意夸张。她的表达是诗意
的，往往以直线思维的方式调动读者的情感，
有着特别的知性特点和风格。

梁新会的散文，是女性慧根的萌发。她用
9篇文章书写阅读《红楼梦》的深切感受，入情
入理，简单易懂，恰如其分。贾宝玉、林黛玉、
秦可卿、王熙凤、薛宝钗、元妃、尤氏、袭人等
等，女人读女人，既可以读懂女人的心思，也可
以理解其中的情感路线。从一个侧面还原了
曹雪芹的构思，以及《红楼梦》悲剧形成的原
因。没有大爱精神，没有慈悲胸怀，没有慧根
发芽，是读不懂这些的。例如贾母的心思、紫
娟的心思……梁新会用情用意很深。

她写苏惠，她写李清照，她写武则天，都是
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审视这些女人。例如她
论述女人的爱情，引述约·谢菲尔德的话：“爱
情是生命的盐，多了，少了，都不对。”爱情并不
接受中庸之道，许多轰轰烈烈的爱情，都是对
道德底线的冲击和挑战。这一点说明：女人永
远是火焰，女人是爱情的点燃者，是社会进步
的推动者。向所有女人致敬。

梁新会的精明能干，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
出来，从她的笑容里能感觉得到。她的勤奋和
努力，正是她获得成功与许多奖项的原因。祝
福梁新会，祝贺梁新会。我们期待能读到她更
好的作品，祝福梁新会收获更大的奖项。

一个诗人，读了一本书，说这么多，是因为
兴奋和激动。

诗让我们走向永远。

让日子快乐飞翔

齐凤艳

——简析朱百强小说《椭圆形歌舞厅》

塑造人物和回应时代问题历来是现实主
义文学的核心关怀与重大主题。朱百强的作
品一贯重视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对时代大问题
的探究，并且他非常善于从平凡人物的“小故
事”中反映人性和社会焦点问题。在中国人口
老龄化的今天，他的小说《椭圆形歌舞厅》（原
载《延安文学》2023年第 6期）以退休女工陈美
芳的老年生活为主线，通过书写她的人生历程
和思想情感，表达了一位作家对老年人心理健
康、精神和谐、自我主体性确立等问题的思考
和关怀。当然，小说也间接地称道和呼吁了社
会对老年人上述需求的保障。

小说以陈美芳在生活了一辈子的周城“旅
行”开篇。这不是常见的少年成长小说中的离
家，如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那样，可是退休
老人陈美芳的“旅行”同样是心灵成长史。它
由回忆过往与追求当下共同完成，它是老年人
走出孤寂、应对变迁、过好当下、确立自我、追
求幸福晚年的历程和写照。作家以自家门口
的旅行发端全文，是因为他深知陈美芳需要的
不是“闯荡世界”，而是“求诸己心”。任何年龄
段的个体，其精神危机的解决，最终依靠的都
是心灵的充盈和情感的建设。

陈美芳的本城探访之旅是她生命进入老
年阶段后自我追求的觉醒、仪式和路径，那是
通向自己的道路。人要想找到自己，需要觉
知和智慧。陈美芳的觉知，从她不再为生活
奔波开始，更确切地说，从她不用再为生活奔
波而拥有大把空闲时光开始：她孤独寂寞空
虚了——心灵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由此，衣食无忧唤醒了一直被忽视的情
感尤其是精神需求。小说中，作家对陈美芳寂
寞的描写生动传神，在此就不引用原文了。但

是必须要说的是，在这一段描写中陈美芳听见
对她的召唤。作家写道：“谁在唤我呢？她的
心悸动了一下。”此时，陈美芳的自我意识觉醒
了，虽然听懂自己内心需要一个过程。

回忆是必经之路。因为记忆是时间的见
证者，也是生命的永恒守护者，更是情感的桥
梁。所以，陈美芳的旅行之地是自己生活的城
市而不是别处。她看到了旧地，她遇到了故
人，她发现了变化。已衰败的纺纱厂、摆过摊
的十字路口如同老熟人，而老朋友、老同事张
翠莲则无疑令她恢复了很多活力——这位故
人让她对昔日恋人的记忆更清晰生动起来：

“她忽然感到，自己心中还存着一个念想，它在
死灰复燃，并发出光亮。”苦累的过往让陈美芳
和张翠莲心里都憋着复杂的委屈，而文化宫被
拆除又让这光亮暗淡下去。对于陈美芳来说，
文化宫的拆除令她最美好的那些日子失去了
根基，它们开始显得不可靠了。

那椭圆形歌舞厅是一个场地，更是隐喻和
象征。与方形建筑的棱角带来的严肃感不同，
椭圆形建筑柔和，身处其中如同被环抱，就像
跳舞时人们的相拥。椭圆形建筑追求的是温
馨而不是容积率，椭圆形歌舞厅象征了文化需
求与精神滋养的温暖和美好，它要孵化的是

爱，所以，当陈美芳爱恋的马建华将椭圆形歌
舞厅比喻为“鸡蛋”时，她内心充满了美妙和欢
欣。小说也写到了文化宫被拆除后，开发商片
面追求土地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而无视环境
友好；写到了有年轻人对文化宫这个概念及其
职能的迷茫；更写到了有人愿意为了离文化宫
近而每平方米多花两千元在其附近买房。这
些反映出了不同境遇中的人对物质需求与精
神需求之间的不同态度。

椭圆形歌舞厅中与李建华翩翩起舞的日
子，令陈美芳永生难忘。小说中写道：“庸常的
日子已使她对生活没有了任何梦想。偶尔，她
静下心来，回忆逝去的岁月，觉得在‘鸡蛋’里跳
舞的日子，尽管模糊而缥缈，却是她人生中最绚
烂的一刹。”陈美芳是非常有追求的女性，年轻
时追求爱情，婚后为一家人的生计拼搏，现在退
休了，她不想浑浑噩噩。“任何一个不曾起舞的
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也许她不知道尼采
的这句话，但是她有这股精气神。所以，椭圆形
歌舞厅象征心灵的起舞、日子的明媚。

陈美芳是无数勤勉努力的中国女性之一，
她的老年生活也是她们的一个缩影。当与“人
生中最绚烂的一刹”相关的人和物，一个早已
不知所终，一个也被铲除，陈美芳的精神出路

在哪里？作家再次为这个问题摸索答案：她的
小孙女启示了她。这个答案意味悠长。生命
的欢腾需要在朝气蓬勃的新鲜事物中寻找出
路，活到老学到老，于是社区老年大学走进了
陈美芳的生活，它是“椭圆形歌舞厅”的变形和
演进。从而陈美芳找到了生命焕发生机的新
温床——老年大学及其中的人们和各项活动，
包括绘画。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少情景交融让
人难以忘怀，多少悲喜交加的故事有开头不一
定有结尾，多少沉浮中某种力量支配的命运决
定着人生的走向。小说中多年后相遇时，同事
老牛对曾经带给陈美芳的伤害表示忏悔，陈美
芳对此表示释然，这都是人生过半后习得的智
慧。小说的结尾部分，陈美芳与一个也叫马建
华的残疾人都画了一幅题为《飞翔》的画，并都
获得了一等奖。这个马建华是她从前的恋人
吗？当年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作家给读
者留下了悬念。但确定的是，陈美芳对于当年
的情感也释然了：“颁奖那天，陈美芳特意精心
打扮了一番，把琥珀色的发卡别在头发上，早
早去了老年大学。听说马建华今天要来和她
同台领奖，她想，无论是哪个马建华，她也应该
当面表示祝贺。”

释怀是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必修
课。释怀不意味着对过去的忘记或否认，释怀
是选择一种更加成熟与理智的态度去接受已
经发生并且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心灵的画布上
重新调配色彩，旧的痕迹纵然无法抹去，却也
要让新的色彩更加鲜艳。纵然曾经拥有的变
成了失去，我们依然可以拥有新的起点和希
望。保持好心情，轻装前行，只要爱心永存，对
世界温柔以待，就会有幸福生活迎接我们。

做自 己人生的主 角

魏 佳

——陈彦长篇小说《主角》读后感

“做自己的人生主角！”三年前，去大学报
到的前两天，喜欢读书的父亲送给我一套陈彦
老师的长篇小说《主角》。

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佳佳，女孩子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有空多读几遍这部
文学经典，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感受。”

在父亲的极力推荐下，我浅尝辄止地通读
了一遍《主角》。当时，我粗浅地认为陈彦老师
塑造的忆秦娥看似一个放羊娃，是运气好、机
会好，那个年代人才少，是遇到了贵人、遇到了
伯乐，理所应当地登上“主角”的舞台，若放到
现在就是无稽之谈。

大学所读的专业并不是自己非常喜欢的，
业余就痴迷上数学，还悄悄报名参加了全国
大学生数学竞赛。然而，当竞赛结果公布的
那一刻，我傻眼了，校级选拔没有晋级。这
个结果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
上。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陷入了深深的
自我否定和迷茫之中。

寒假回家，我和父母聊到了这次挫折和委
屈。站在一旁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这点挫
折算什么？若学习和生活感到不顺时，就要静
下来读书，静下来思索，你会感受到经典的文

学作品与我们日常生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同
频共振，尤其是在经历挫折时，读书能给予人
一种无形的力量，能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舞台。”寒假小长假，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再一
次拿起《主角》开始品读。每一次拿起《主
角》，忆秦娥奋斗的画面就在我脑海里回放，心
中五味杂陈，仿若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个人都在自己
的舞台上扮演着主角，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
要演好自己的角色。”每当在学习中想要放弃
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忆秦娥在舞台上的坚持和
努力，她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只为传承和发扬
秦腔艺术，这种纯粹显得尤为珍贵，这种精神
深深打动了我。

2023年，陈彦老师从北京赴咸阳礼泉看望
当年92岁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老师，我作为
摄影师有幸全程参与。在为读者签名的环节，

陈彦老师知道我喜欢数学，还特意签名“做个
数学家吧”送给我。

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数学竞赛的失
败，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它不能定义
我的未来。我开始分析自己在竞赛中存在的
问题，找老师请教，重新制定练习计划，调整自
己的心态。

通过一次次品读，《主角》触动了我的神
经，忆秦娥不仅让我对秦腔艺术有了更深入地
了解，更让我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前进的方
向。它让我明白，无论生活给予我们怎样的剧
本，只要心怀热爱、勇于追梦，未来的路无论多
么坎坷都将充满无限可能。只要用心去演绎，
就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一次次的经历，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人
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
的主角。在这个舞台上，有鲜花和掌声，也有
荆棘和坎坷。就像忆秦娥一样，我们要勇敢地
面对一切，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去战胜困难。

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
我都会像忆秦娥一样，坚守自己的梦想，在属
于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因
为我知道，只要心中有梦，有坚定的信念和不
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在人生的舞台上，做自
己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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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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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阳湖畔》是我
的第二本散文集，书中
主要收录了四部分内
容 。 其 中 包 括 截 至
2024年 5月底前，未被
《漫泉咏叹》收录的随
笔、游记、访谈和杂论
等，重点是 2017年以后
撰写的文章。2018 年
在陕煤思创学院参加
为期三个月的高管培
训班期间收获的所见、
所闻、所思和所悟；为
澄合矿业公司工会创
办的文学期刊《盗火
者》撰写的卷首语和自
己在此刊上发表过的
散文作品；十多年前，
在《渭南晚报》“寻觅被
遗忘的小村落”栏目中
发表的走访渭北农村一带部分小村落所撰
写的十余篇文章。

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内卷”作
为网络用语，已经成为反映大多数人真实
生活状态的时髦说法。大家都在紧张地
忙碌着，为生存、为能过上体面生活而努
力地打拼着。处在这样的时代，既是机遇
更是挑战。

每个人的人生仅仅有一程，绝大多数人
都会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低下仰着的头，寻
思着如何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最有用、最
能直接创造价值的地方。客观地讲，写文
章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在当前的社会大
背景下，一般人都不会把精力投入到做这
件事情上，更不会奢望靠它求得大富大贵。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字一直是
很神奇的一种存在。试想一下，倘若不是
仓颉发明了文字和文字的承载，中华民族
的历史仅仅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口
授，怎么会有绵延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
文明光耀世界呢？人类文明的传承也必定
会因此大打折扣。我谈这个观点，并不是
自负地认为我的文字就具有如此重要的作
用。但是，正如再浩大的工程都是由众多
的单项工程所组成，再宏大悠久的历史都
得借助诸如文字之类的媒介来传播。我没
有奢望我的文字能扮演如此显赫的角色，
但是在书写人类文明的过程中，能尽自己
所能且正向地搭把劲、添份力也是升华生
命价值的积极追求。

在工作之余，我比较钟情文字，对文
字投入的心力也比较多。我非常清楚自
己这样做，远不如把精力用在挣钱和追求
更大的物质利益上，更符合社会的主流节
奏。但是，这大概就是我的宿命，也是我
作为“匹夫”的一点个人情愫。在我生命
中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历史上曾出现过
的许多情操高尚的士人一直都感染影响
着我，他们有家国情怀，视金钱如粪土，特
别是他们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所焕发出
的无穷魅力，始终在潜移默化地校正着我
前行的方向。我虽然无法像他们那样，生
活得至真、至简、至纯、至理，一以贯之地
站在民族大义或追逐梦想的高地，但是，
竭尽全力去向他们学习闪光之处，顺着他
们指引的方向去前进，努力为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干点添砖加瓦的小事情，也不枉在
人世间从容真切地走这么一遭。那么，在
消费人生的过程中，始终怀着虔诚感恩的
心，准确地定位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认
真对待每个平凡的日子，把自己能做会做
的事情做好，也算是给生命递交了一份合
格答卷。

《卤阳湖畔》这本集子正是在这种思
绪的浸润下收集整理出版的我的又一本
散文集。为什么要取名《卤阳湖畔》呢？
因为我出生在卤阳湖的北岸，在那里度过
了孩童和少年时代，那个阶段尽管生活得
很艰苦，但它却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难
以估量的正向影响。每每想起这些，我的
思想深处总会不由自主地涌出莫名的感
动。我的前一本散文集取名《漫泉咏叹》，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家乡曾经有
一条被叫作漫泉河的小河。《卤阳湖畔》恰
好能与它形成姊妹篇，在我看来也算是天
作之合，更是一位长期在外的游子对乡愁
的深沉表达和对家乡的真诚回报。

在收集《卤阳湖畔》书稿初期的工作
当中，我的同事李晓会女士帮助我做了大
量具体且烦琐的工作，为出版这本集子打
下了坚实基础。我的校友郭军平先生知晓
此事后，忙前忙后地联系贾平凹先生，最终
促成先生欣然挥毫为本书题写书名。老村
先生和周养俊先生在我的恳请之下，也抽
出宝贵时间为本书撰写序言，极力向读者
推介。太白文艺出版社的汤阳编辑在得知
这部书稿收集完成之后，就积极协调出版
方面的有关事项，为这本书面世提供了多
方面支持和帮助，同时，她担任本书的责任
编辑，在审阅书稿、封面设计和把关出版等
各个环节上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我
一并向各位老师、编辑、同事及好友致以诚
挚的谢意！ （本报有删节）

序与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