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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田散文集》出版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 妍 言）近

日，我省作家李高田新作《李高田散文
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李高田继《唐风录》之后推出
的又一部文史散文力作。这部 70余万字
的鸿篇巨制分为上下两卷，收录散文百余
篇。本书以地理空间为框架，上卷《踏歌
秦岭》通过 40余篇游记，将自然景观与人
文历史熔铸为文化地标；下卷《关中记闻》
以“冷娃精神”为内核，系统梳理王鼎、于
右任等60余位近代秦地英杰事迹，填补了
关中人物志研究空白。

该书的出版不仅为地域文化研究提
供了鲜活的文本素材，更以创新的“文史
散文”形式，探索了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
新路径。

风格迥异 洞见迭出

巴陇锋

——吕志军散文集《一条鱼的歌唱》读后

阅读吕志军散文集《一条鱼的歌唱》，感
受很独特。全书收录了作者“近两年生活的
部分见证”，共 48篇长短各异的文章，有原乡
情愫、人物回忆、日常杂感，有旅行见闻、生活
琐记，也有读后感、影评、书评和书序等，依次
以“遇见”“看见”“想见”三部分编之。

不同于一般散文用记叙、描写、抒情、议
论、说明等并举的表达方式，吕志军散文里描
写、抒情这两种表达方式用得比较少。因而，
他的散文少有情景交融的片段，不追求意境，
不追求“景语情语结合”，而多以对话、叙述、
议论见长，并且喜欢分节。其散文大抵引人
入胜，叙议相生，洞见迭出，启人心智，让人开
卷有益。与此相适应，吕志军散文在风格上
是别开生面的，并与中国散文的大传统保持
着相当的距离。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一孔之见，甚或是
偏见。所幸，作者后记的夫子自道让我释怀，
观点得到了印证。与绝大多数文学青年一
样，他的写作道路也是以写诗开启的。后记
说：“工作后，开始写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
给了我很大启发……那段时间的创作对我后
来的写作影响巨大，以至于我的各类文章里
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出现议论。”可见，文章
里议论较多，他是明确意识到的。这一特色，
最突出莫过于《电影五题》。老实说，他对影
片的解析，让我这个研究电影 20年的人不禁
要为其竖起大拇指。这是一篇长达 16页、充
满睿智和真知灼见的长篇影评，作者以丰富

深刻的人生见解为解剖刀，依次对《肖申克的
救赎》《功夫》《英雄》《女狙击手》《我不是药
神》《罗宾汉》等七部影片进行了剖析，令人信
服地发出“我们都是罪人，但从未放弃希望”

“仁者无敌”“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者”“他想活
着，他有什么罪”等观点，引导观众理解影片、
读懂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精妙的议论往往与奇妙
的构思相伴。如被用作书名的《汉江：一条鱼

的歌唱》，用长达 8节、12页的篇幅，为汉江也
为故乡及亲人唱响了一曲颂歌，文章构思奇
特、视野开阔，情感真挚而内敛，很能打动
人。文中，“水长长，梦长长，福长长”排比反
复兼用、诗意化的论说，辞约义丰。“当历史被
强行改写，历史也就写下了人们的急躁和贪
婪。”一语则显示了作者“纤笔一支谁与似”的
杂文锋芒。又如《落寞的小猪》，以一个被遗
忘在角落里的宠物猪的自述，将猪主人身不
由己的悲剧化庸常人生重置于读者眼前，文
末发出“即使我重回你的怀抱，却不再憧憬和
希冀，因为我韶华已逝，而你，也与少年隔
离。我们都与世界擦肩而过”，这种普世化的
咏叹，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隐喻。

其他本质化、诗化的隽永警策语也比比
皆是，且多散见于长篇记叙中，如珍珠散落在
大海里、星星行走于宇宙中。代序里，叙述城
市口袋公园里那数年如一日地吹单簧管的老
人，以这样的话语收束：“文学只是一支笔。
笔秃成冢的时候，也许真的就像老人之于簧
管，有了一片林子，有了动人的乐章，谁也说
不定呢！”以这般优雅而高邈的方式表明自己
对文学的抱负，试问，天下还有第二人吗？复
如《遇见：在凤冠山》，从山川自然写到自己的
影子，很有特点，结尾“影子拉开来，它们恰在
脚下，藏进岁月背后”，言有尽而意无穷。

如上，我们已能大略了解作者记叙能力
的出色。的确，集子里的许多作品，都是叙事
散文的佳构，如《一个人的玉华宫》作为旅游

散文，作者几乎没有给读者展示什么风物、描
写什么景致，而是带领读者在游玩过程中倾
听故事——玉华宫的历史、唐三藏的译经、车
内抽烟的男人（似作者本人）的人生体悟——

“不觉已到山顶”时，文章距离结束已经不足
百字矣。《怀念一支笔》以冷峻而温暖、小说化
的记叙文笔，追忆老吕（爷爷）、父亲以及整个
家族作为“万明堂”毛笔世家的难忘故事，将
家族记忆、非遗叙事、故乡物事巧妙融合，实
乃妙文。12页分六部分的长篇记人散文《乡
人》则堪为全书的压卷之作。作者以精妙、传
神、简洁的笔墨记叙了“毛孩”“猪娃爷”“狗娃
舅”“红叔”“瓜奶”“墙根”等故里村人的难忘
往事，以神来之笔画出了爱牛的毛孩、疼孙子
的猪娃爷、重情重义会写毛笔字的狗娃舅、有
传奇人生经历的红叔、扛竹竿的瓜奶、执拗而
勤劳的墙根等自己熟悉的乡人。其实，这些
人何尝只是作者的“乡人”“熟人”，他们简直
就是我们所有农村人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
友，永远活在我们对童年的记忆深处。作者
笔下的“猪娃爷”“狗娃舅”“瓜奶”等已经成为
农村人的共名，可见文章的成功。诚然，在如
此精妙的记人散文里，是少不得精妙话语的，
如写狗娃舅，开首说：“虽然在县城做生意，但
还是乡人，名字就是证据。”多么妙趣横生的
高级幽默。写抱娃的红叔，“他把孙子像端碗
一样端在胳膊上”，多么形象鲜明。写瓜奶，

“她鼓鼓囊囊的乳房里，装满的是这种恐惧，
还有对生活的担忧。”形神兼备、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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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王雄文所写
的《建筑中的妙与趣》一书，
深为书中优美的语言和美妙
的故事所感动。他以散文的
笔调，将冰冷的建筑写得富
有炽热的情感，称建筑是一
首抒情的歌、一幅立体的画，
使建筑饱含着丰富的美学神
韵，将读者带进一个五彩缤
纷的建筑世界。

认识王雄文已三十多
年，他的做人、作文一直为人
称道。他早年写的新闻稿曾
多次荣获新闻奖，后来渐渐
转入文学创作，主要是写散
文。多少次我在报刊上看到
他写的建筑散文，这使我多
了对他的关注。因为，在众
多的散文中，王雄文的建筑
散文有了自己的特色。他
用深厚的文化底蕴、细腻生
动的描写、真挚深沉的情
感、深刻的哲理思考以及优
美典雅的语言，在散文创作
领域中发出了夺目光彩。
我发现王雄文的建筑散文
有这么几个特点：

文化底蕴深厚。王雄文
的建筑散文宛如一座文化宝
库，他对建筑所承载的历史
文化的挖掘极为深入。在描绘古建筑时，他往往
能精准地追溯到建筑的建造年代，结合当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背景，将建筑诞生的缘由娓娓道
来。例如，在描写慈恩寺、大雁塔时，他不仅介绍
该寺的建造时间和主持建造者，还会阐述当时宗
教文化的盛行程度、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等因
素，如何促使这座庙宇得以建成。同时，他还会
讲述与建筑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如
同珍珠般镶嵌在散文中，赋予建筑神秘而迷人的
色彩。他笔下的西安古城墙，既有古代的军事防
御作用，又有城墙曾发生的故事及文化意义。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历史的
长河中，深刻感受到建筑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从
而对建筑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敬畏。

描写细腻生动。王雄文对建筑细节的捕捉
和描写能力令人赞叹。他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画
家，用文字为读者勾勒出建筑的立体形象。对于
建筑的外观，他会细致地描绘其整体轮廓、色彩
搭配，从屋顶的飞檐翘角到墙壁上斑驳的痕迹。
在描写江南传统园林建筑时，他这样写道：“粉墙
黛瓦在绿树的映衬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那弯弯的月洞门，恰似一轮明月镶嵌在墙上，透
过它，仿佛能看到另一个诗意的世界。”对于建筑
的内部结构，他也能深入剖析，从梁柱的榫卯结
构到门窗上精美的雕花，都能以生动的语言进行
描绘，让读者仿佛目睹。通过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他赋予了建筑鲜活的生命力。他会把古老
的建筑比作一位历经岁月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诉
说着过去的故事。

情感真挚深沉。王雄文对建筑饱含深情，这
种情感贯穿于他的每一篇散文之中。他对建筑
的热爱，源于对其美的欣赏和对文化传承的使命
感。面对保存完好、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建筑，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赞美与欣喜之情；而当看到一
些古建筑因岁月侵蚀、人为破坏而濒临消失时，
他都充满惋惜与痛心，以及对传统文化流失的担
忧。这种真挚的情感并非矫揉造作，而是基于他
对建筑文化深刻的理解与热爱。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很容易被他的情感所感染，与他一同为建
筑的命运而喜忧。

哲理思考深刻。王雄文的建筑散文不仅是
对建筑的描述，更是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深刻
思考。他通过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探讨
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在描写传统民居村落时，他会阐述古人如何
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依山傍水建造房屋，体现
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进而引发读者对当下过度
开发、破坏自然行为的反思。同时，他从建筑的
兴衰更替中，感悟人生的无常和社会的变迁。一
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
冷落、荒废，这让他联想到人生的起伏和社会的
发展规律，使读者在欣赏建筑之美时，也能获得
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启示。

语言优美典雅。王雄文的建筑散文语言充
满诗意。他对词汇的运用精准而巧妙，能够用简
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字，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在
描写建筑的夜景时，他这样写道：“月光如水，洒
在古老的屋檐上，为它镀上一层银辉。屋檐下的
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那昏黄的光晕，仿佛在
诉说着往昔的繁华。”这样的文字，让读者仿佛
身临其境，感受到静谧而美好的氛围。他的语言
节奏明快，长短句交错使用，读起来朗朗上口，具
有很强的韵律感。同时，他善于引用诗词典故，
为散文增添文化韵味，使文章在展现建筑之美的
同时，也彰显出极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王雄文的建筑散文以其独特的魅力，为读者
打开了一扇了解建筑文化的窗口，让人们在文字
中领略建筑之美，感受文化之韵，思考人生之理。

在时光褶皱里打捞文明的琥珀

惠 东

——评朱文杰《西安的西仓》

朱文杰笔下的西仓，绝非简单的地理坐
标，而是将千年文明压缩成可触摸的时空胶
囊。从隋唐永丰仓的粮帛丰盈，到明清旗人校
场的鸽哨蝉鸣，再到民国集市里此起彼伏的

“逛档子”的叫卖声，作者以考古学家的精密，
将西仓的肌理层层剖开。他考证出西仓巷道
命名与屯田道的军事关联，揭示出粮仓选址暗
合《周礼》“前朝后市”的营造智慧，让读者在街
巷中读出礼制文明的密码。这种将方志考据
与田野感知熔铸一炉的写法，使西仓成为解码
长安城兴衰的活体标本。

在《西安的西仓》中，朱文杰以诗性笔触描
绘了消逝的市井图景：晨光里抖开油布的虫贩
子、竹筐中互相撕咬的蛐蛐笼、染着靛蓝的估

衣摊主，这些细节构成鲜活的民俗长卷。特别
令人动容的是对“档子”语义流变的考证——
从校场栅栏的物理阻隔，到市井交易的风险隐
喻，再到当代人“上当”的戏谑表达，文字间流
淌着语言与时代碰撞的火花。当作者记录下
胡家大院最后一位守门人颤抖着交出铜钥匙
的场景时，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表，而是带着
体温的记忆琥珀。

不同于学院派的历史书写，朱文杰开创了
“贴着地面飞翔”的叙事策略。他既引用《明清
西安词典》的权威记载，又穿插老茶客“三秦套
餐”的闲谈；既考证西仓门砖雕的营造方式，又
描摹集市上“鸟衔虫、人织网”的流动生态。这
种跨文体写作，使学术性与可读性达成奇妙平

衡。书中收录的 23张老照片，从民国粮票到
褪色招牌，构建起多维度的记忆坐标系，让读
者在文字与图像的互文中完成时空穿越。

在推土机轰鸣的背景下，朱文杰的书写具
有文化抢救的悲壮色彩。他记录下西仓旧书
摊主珍藏的民国《秦腔戏考》，抢救性拍摄濒临
消失的“杠箱会”表演，甚至详述某种已失传的
羊肉泡馍制作工艺。这种对民间记忆的执着
打捞，呼应着冯骥才“文化守门人”的当代使
命。当作者痛心疾首地写下“西仓鸟市若消
失，西安将失去北方观鸟文化的活态基因库”
时，字里行间跃动着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西安的西仓》对西仓的书写，标志着城市
文学的重要转向。它打破了“帝王将相”的宏

大叙事，转而聚焦市井生态的微观史；跳脱“风
景明信片”式的抒情，深入文化基因的解码工
程。书中对西仓空间叠写的处理尤为精妙：物
理空间上，从隋唐粮仓到现代集市的三重时空
折叠；文化空间上，融合了军事要塞、商贸枢
纽、民俗剧场等多重功能；精神空间上，则承载
着西安人“既守旧又纳新”的集体性格。这种
立体化的书写，为城市文学树立了新标杆。

当电子导航覆盖了青石板路的肌理，朱文
杰的文字成为对抗遗忘的盾牌。他笔下的西
仓，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地标，更是精神层
面的乡愁容器。那些在集市上讨价还价的手
势、鸟笼里跳跃的光影、虫笼中窸窣的鸣叫，经
由作家的文学转译，升华为文明传承的密码。

家 风 家 教 永 流 长

杨志勇

——《两地书》的启示和时代意义

亲情尤其是母女情，这是人世间一种普遍
的、共通的、永恒的情感，说不完、道不尽，且也
常说常新。阅读翟红芳、许雪迪母女俩合著的
《两地书》一书，其母女情的表现形式就令人耳
目一新。这种“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们
采用书信的形式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寻求共
识，二是她们把书信以书籍的形式公之于众，
分享给读者，二者在当下都显得稀罕而珍贵，
更显示了她们的一种勇气。她们之间来往的
书信内容洋溢着浓浓真情，在自然而然中共同
演绎了这个时代美好、和谐、幸福家庭建设的
主旋律——淳淳慈母心，悠悠女儿情。

这类书信体的文章在本质上属于表达最
自由的散文。而作者母女俩也把书信写成了
最自由的散文，读来让人感觉轻松愉快，不知
不觉就走进了母女两代人的精神世界。相比
而言，母亲翟红芳在书信中的表达要严肃严谨
一些，每一个字都显得很认真，而女儿许雪迪
在书信中的表达是随性的、散漫的，每一个字
似乎都带着青春的烙印和呼吸。翟红芳在书
信的字里行间，对女儿的说教事无巨细，甚至
旁征博引，金句不断，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生
怕女儿不接受，不理解，让人能够强烈地感受
到她的望女成凤之愿、谆谆关爱之情，可鉴淳
淳慈母心。在许雪迪散淡的笔下，回应母亲的
问题和关心，有时候是有一说一，有时候是东
一榔头西一棒槌，有时候是顾左右而言他等，

但是可见她从中真实地道出了自己当时的生
活、心态和认识，也映照出了她对母亲的眷恋、
感激与敬爱，可鉴悠悠女儿情。

母女俩的往来书信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两
代人在生活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差
异。这种差异是时代现象，并不是在她们身上
独有的客观存在。作为母亲，对孩子在生活上
悉心照料、对其学习严格要求，在成长中耐心
引导，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乖顺，成为自己想
要的模样。如此这般，对孩子来说，母亲似乎
永远都有唠叨不完的话。孩子自小成长在与
父母亲青少年时期不一样的生活和时代环境
中，他们在自己的认知世界和生命体验里，总
是在努力追求和塑造理想中的自己，往往不希
望自己成为父母那样，伴随着慢慢长大成人，
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会抵触父母的各种“好
意”，或者会有意识地选择逃离父母，甚至出现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与父母专门“唱反调”的
现象。于是，在家庭中就自然地产生了两代人
之间的一个问题——需要不断地磨合。这种
磨合，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理解、退让和融入、
支持。这就是此书带给我的启示之一。

启示之二，家风家教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作为一位为人父的读者，我从内心里是
非常赞同翟红芳的家教思想和观点的。她写
给女儿的书信发自肺腑，娓娓道来，情真意
切，用心良苦，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孩子朝着正

确的方向努力前进。其书信题目观点鲜明、
望文知义、通俗易懂，比如《人生要有目标》
《才华需要勤奋》《生活要有节奏感》《学业是
主旋律》《珍惜当下，快乐生活》《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健康和美都需要》《责任是活着的最
大意义》《说说读书和交友》《谈谈成长与爱
情》《做一个力争上游的人》《机会总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选择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到优秀
的群体中去》等。我之所以罗列了这么多的
书信题目，想要表达的是，这些内容不仅是她
教育引导女儿的，也表达了广大父母的共同
心声和良好愿望，其指导性不仅对于学生时
代的孩子有用，而且对于所有成年人和家风
家教都依然有用，所以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
鸣、思想共鸣。由此，不仅彰显了翟红芳的家
国情怀、责任担当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而且
让她们的书信具有了超越母女俩沟通需要之
外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家风家教需要
榜样、需要传承，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
当下，翟红芳为我们作出了一个样子。

启示之三，孩子是父母永远的牵挂。尽
管此书收集的书信所反映的内容比较丰富，
但是依然有其局限性。导致这种局限性的原
因，在于母女之间的情感、认知、思想交流沟
通永远有话可说，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说
完。于是就有了作为母亲的翟红芳在本书中
的最后一篇文章《孩子是母亲终生奉读的

经》，这篇文章在本书中的位置安排恰当，恰
当地对全书进行收尾，恰当地总结了母亲对
女儿一辈子唠叨的深层原因，恰当地向读者
提出了一个非常诗意和哲学性的问题，而且
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所有的孩子都是母
亲终生奉读的经。孩子年龄无论多大，只要
父母在，就永远是孩子，而父母对孩子的操心
和关照常在生命油尽灯灭了之后才能被迫中
止。翟红芳用她的书信文章深情地告诉读
者：可怜天下父母心。

启示之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和谐关系问
题，是人世间一道永恒的需要经常温习和不断
破解的命题。基于此，《两地书》的时代意义还
在于它不仅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家庭教育实践
参考，更在于让读者产生了深刻的思考——究
竟如何做好家庭教育，才能与孩子和谐相处？
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与孩子交朋友，尊重
孩子的选择。关于这个问题，现在的参考书有
很多，流行的理念也多，但是要真正做好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一把钥匙只开一把
锁，每个家庭的问题各有不同，解决问题的方
法也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
况，去寻找和探索适合自家的方法。

家风家教的方法和观点无论千方百计、
百花齐放，但有一条应该是最基本的坚守，这
就是翟红芳曾经告诉女儿所说的那句话：责
任是活着的最大意义。

写在康铁岭《马道2001》出版之际
冯望岳

康铁岭及其“古城三部曲”《书院门 1991》
《马道 2001》和《民乐园 2011》，是二十一世纪
上半叶一个重大而奇葩的文学现象。

康铁岭是一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行吟
诗人。他深明大义、博闻强记，由文化界马弁、
政坛新秀、商海俊彦而成小说巨匠。一部创作
自选集《城里城外》已充分彰显出超凡脱俗的
艺术才情。六旬有五，康公“铁心矢志，著古城
三部曲，岭峻山崇，立仁德百万言”，横空出世，
更表现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清虚静泰、守正
创新的风采。

继百万言的“古城三部曲”之《书院门
1991》出版，好评如潮后，《马道2001》近日由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马道 2001》截取新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大
时代 2001年的横断面，以西安古城墙下的南
马道巷西段为背景，以宫宝塬、丁光、赵二东为
代表的古城黑虎拳协会及其培训活动；玄一大
师清一堂及其清一汤传销活动，以及西郊古井
村开发工程为主场戏，演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
历史壮剧。为新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大时代留

存下了一部全景式、史诗型的原声“录像带”。
《马道 2001》既接地气，富有人世间烟火

味，颇多风月，又通天宇，极富家国情怀与远
方，颇多风云。既捕捉和抒写出一个现实大魂
（时代精神），又深切地体验和诗性地表现出形
形色色的现实小魂（鲜活个性）。人民为本位
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

须是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鲁迅《中国小说
史略》明确指出：我国小说具有“取材多在近
时”和主“娱心”而寓“惩劝”之优秀传统。《马道
2001》自觉融启蒙现代化于审美民族化之中，
以爽朗明快、粗犷豪放、幽默风趣的“话本体”
述说当代市井生活故事，使《马道 2001》既不
同于柳青、路遥、陈忠实现代小说传统语体，又
迥异于汪曾祺、贾平凹等文人笔记小说语式，
卓然不群，独树一帜。

康铁岭分明是具有健全的中华民族“文
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行吟诗
人，动用 60春秋生命体验，厚积薄发，有意为
之，奉献于读者的又一部百万言的“新大众文
艺”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