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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书心得

当我看到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出来之后，我又注意
到我书架上的《宝水》了。

初读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这本书的特别之处。
只觉得是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主旋律文学
作品。很多作家都写过类似的作品，并没有惊奇之处。
但是当我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时，就能感觉到这本书的
与众不同。

乔叶并不仅仅是在写乡村振兴的主旋律，而是更注
重人的真实情感在当下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来回转

换，在描写上也不同于常规的创作方式，而是更加灵活，
更富有新气，能够让读者眼前一亮。

乔叶出生在河南乡村，她对乡村的真实现状非常了
解。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宝水》写的是河南的乡村
故事，最基本的体验和感受都来源于河南。”但她常年生
活在大都市北京，她创作时，则是把这两者之间的情感
处理得非常微妙。

乔叶以地青萍的视角展开。地青萍本身是从乡村
走出来的女子，她不爱乡村的贫困之苦，觉得落后，缺少
机会；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终于在城市站稳了脚
跟，成为了城市中非常标准化的职业女性。但是因为
工作和生活等种种原因，她得了大多城市生活都有的
疾病——“失眠症”。

而宝水村，因风景秀丽、水土养人，被村人富商建设
成民宿，是绝佳的清净之地。地青萍便来到这里，就是
希望得以休养、静息，治疗她的“疾病”。

在“治病”的这段时间里，地青萍参与了宝水村的乡村
建设等一系列活动，一步步接触到这里的人和事物。无
论是宝水村的村干部大英、曹建华，还是热情有干劲的老
安夫妇、香梅两口子，又或者是大学生肖睿和周宁等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立体、饱满……在乔叶的笔下，商贩有
商贩的语言，干部有干部的作风，村民有村民的淳朴；尤其
是乡村建设专家孟胡子，他为人处世的经验极其老道，无
论是与政府或者村民打交道，他都处理的细致，让政府放
心，让村民信服……

这里缓慢的生活和秀丽的景色，成了治愈地青萍病

症的良药，她从未有过如此感受，她爱上宝水，爱上了乡
村，从而积极投身于宝水乡村的建设，与这里融为一体，
真正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地青萍的个人情感发生
的转变，尤其是精神的蜕变，让整个人物表现的非常丰
满，让小说也更具灵气，更有生活之风。

乔叶的文字一向诚实、细腻，而又富有诗意。《宝水》
给人的感受是具有一股很强烈的乡土气息，而乡土中的
花草、树木、河流等元素，又极具灵气，人物角色中的奶
奶、大英、孟胡子、杨镇长等人朴实善良，烟火气息很足，
小小的村庄，却铺展开了一幅绚丽的生活画卷。

乔叶曾说，我在创作实践中发现，认识和生活的作
用力是相互的。认识固然照亮生活，生活里也蕴藏着闪
闪发光的认识。我查找了许多资料，却总是陷于资料
中。困顿了很久后，我下定决心一次次进入生活现场，
沉下心去倾听、感受和记录，渐渐豁然开朗。这才明白：
问题不是坐在书房里就能解决的，只有到生活中才能知
道生活给予的认识是多么有力量，这种力量能修改成
见，也能赋予新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乔叶确实做
到了。在《宝水》中，无论是地青萍也好，杨镇长也好，小
说并没有明确的主角儿，而真正的主角其实就是我们这
本书的名字“宝水”，是我们走出来的地方。

而我们所向往的城市，是否具备我们所追求的事物
或适合我们的事物，又或者是像地青萍一样的青年人，
从乡村走向城市，再从城市回到乡村……他们在寻找些
什么？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生活的迂回中，喂养灵魂
——读乔叶《宝水》有感

□ 林钊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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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收录了迟子建老师近年来的散文
新作及其备受推崇的经典散文名篇。她从万物生死中探寻
世间真情，从人生的寒冬迈向岁月的暖春，全书字里行间透
着苍凉与温情。在阅读的过程中，迟子建对故乡深邃的情
感，深深地打动了我。

迟子建的乡情，在于生动而绚丽的自然景观。在迟子建
的散文中，对北国生动而绚丽的自然景观的描写如金子般璀
璨夺目。苍凉的漠河和雄浑的黑龙江，神奇的白夜和寂静的
北极村，大兴安岭的白雪、蓝天、森林、原野等自然景色，都在
迟子建的散文中熠熠闪烁。《我的世界下雪了》中：那一带蜿
蜒起伏的山峦，那清澈宽阔的呼玛河，那错落有致的青杨和
茂密的柳树丛；微风吹皱了的河水，将河面的夕阳、云朵和树
木的投影给揉碎了。迟子建笔下绮丽斑斓的景色，有着新鲜
别致的气韵，给她的散文涂抹了一丝浪漫与奇幻色彩。

迟子建的乡情，也在于浓郁而淳厚的民俗风情。故乡淳
厚的民俗文化氛围濡染着她的心灵，北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特
色涵养着她的性情。二月二龙抬头后家家户户有做酱的习
俗；端午节门楣上要插拴着红葫芦的艾蒿和柳枝的习俗；腊
月里的腊八粥；年前的杀年猪、蒸年干粮；过年要让家里里外
外都是光明，挂满灯笼；西墙则挂着各种农具和捕鱼的工具；
雪地上点燃篝火烧烤土豆等都散发出浓郁的民俗文化气
息。淳厚的民俗风情文化，寄托着迟子建对故乡昔日生活的
深切怀恋，弥漫着澄澈、浪漫、神秘的气息和氛围。

迟子建的乡情，更在于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生命的甜
美酣畅，生活的温馨祥和，人性的光彩动人，都活跃在迟子建
的散文里，如《灯祭》《好时光悄悄溜走》《龙眼与伞》就描写了
父女母子姐妹弟兄之间割不断的情感，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骂有它粗野可恶的一面，也有它温存浪漫的一面。”那骂声
有时与甜蜜、温暖、幸福、快乐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丧失
了生灵的烟火，一座城就少了最动人的色彩。”迟子建用笔去
点染人性中的善，以此来温暖人们的心灵。她以悲天悯人的
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流淌在她的散文中，使她的文字有
了一种张力。

苍凉漠河里的一抹温暖，她的散文疗愈无数人。阅读她
的文字，就像旅人在冰天雪地里遇见篝火，寒冷殆尽，温暖而
有希望，给人以爱的信念和力量。

情深意笃绘春秋
——品读蔡先进散文集《朴素的泥土》

□ 杨启刚

长篇小说《来日可追》上下两卷于本月由四川文艺
出版社出版，这是作家张广天的最新作品，是中国作家
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支持项目。

这是一部关于上海和与上海有关的中国的长篇小
说，一共分为四辑。有旧上海和新上海的场景、人物，有
这个城市的骨血、脉络和灵魂的秘籍。那些令人魂牵梦
萦的情人，公园长椅上日复一日等待盼望的白俄钢琴
师，天才的少年，美丽而奇幻的玫瑰园以及惆怅中执守
不弃的老克勒。不同的街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时代，
外国人和本地人，古人、今人和少年，却都由着旧日时光
而指向未来之日。

一个文学史上全然不同又淋漓尽致的上海。
一道不逝之光，从起初一直到终结，构成了张广天

小说系列的独特中国叙述，正如普希金所言：“过去的都
是美好”，又说，“心总要向着未来”。

多重方法论的叙述，小说和非小说融为一体，一个大
舞台的不同场景在转换，一些强烈的人物性格在交织，终
于呈现出大事的场面。这本书有浓烈的人物色彩，却归根
结底是以人写事的。所谓事，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写的，“那
些来日，因向着未来的心，总是美好的。我这书里记叙的
人事，都是我所向往的，于我而言，或者来而即逝，或者久
违而不曾来到。他的，她的，你的，还有我的，既不在当下，
也就无所谓是谁的，都是眼下不在的，总盼望将来实现。”

在《来日可追》中，我们邂逅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小说
家张广天。张广天，1966年生于上海。他的身份很多，
诗人、音乐家、戏剧家，还有小说家。他曾出版长篇小说
《妹方》《既生魄》《南荣家的越》《甘伯记》，出版叙事长诗
《玉孤志》和学术著作《手珠记》。

在《来日可追》下卷《第三辑》当中，对于自己的创作
动机，张广天如是说：

我，在这书里，不是所有的我。我有时老年，有时少
年，有时不同年纪于同一个时间一起出现。这话并不是
虚构的意思。我还是我，一直是我。

我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出离时间。现实中的我为时
间束缚，其实并不是真实中的我。我以这样的方式还原
叙事，令叙事走向叙述。

我是研究叙述学的。这门学问在之前被叙事者玩
坏了。他们分不清叙事与叙述，在拼写的语言中两者并
没有分别的语词。他们错把叙述当叙事，是为了获得叙
述的权力，为了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立场来看待人
事。所以，叙事是主观的，片面的，带着情绪和怨怼的。
结果，众说纷纭后，一切人事都裂为碎片，难以重圆。

他在书中还写道：
“我写这样一本书，将近尾声时，难不成忽然兴起，

要教人怎样读这本书么？富足人看书是为了趣味，做工
人看书是为了得知识、求方便，而不上不下的人看书乃
是为了追求此间意义。”

“所以，我的书为软弱人而著，做心软的人的期盼。”
很多人还记得，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圣

人孔子》曾成为知识界的思想风标。他的戏剧《克尔凯
廓尔药丸》与《野草尖叫蓝靛厂》在欧洲和东亚多国上
演，影响了中国以外地区的戏剧观念。

张广天的文学作品和多门类艺术创作独树一帜，以
多学科方法论叙述和抒情，成为他最重要的艺术实践。
他主张中文写作以文统语的语文运动，对五四以来白话
写作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强调文学家的任务首要应
该注重语文建设。张广天的文字优美、流畅、隽永，视其
字而生义，诵其句章而闻乐，最大程度做到了汉字写作
的音形义三位一体。

（桂杰，中国青年报记者，诗人。小鲁，本名罗鲁峤，
中国新闻报记者）

文文学评论

在以方方、熊召政、陈应松、刘醒龙、池莉、李修文等
一批优秀作家为代表的湖北武汉作家群中，供职于武汉
市新洲区农业农村局的蔡先进是我比较熟悉的作家文
友。这位曾经以文学评论集《淡朴斋琐话》荣获第七届
冰心散文理论奖的评论家，也是一位擅长散文创作的散
文家。

在他最近列入“荆楚文坛作家文库（第十二辑）”出
版的散文集《朴素的泥土》（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6 月
版）中，我欣赏到了一个两栖作家的另一种创作情怀。
这部20万字的集子是他继2008年 9月出版首部散文集
《灵魂劲歌》之后的第二部散文集，也是他出版的第四部
个人专著，收录了他自 2003年至今 20年来创作精选的
68 篇作品，这些作品短的几百字，长的也不过三四千
字。从他早期的作品来看，主要创作特点是清新朴实自
然，犹如一阵阵拂面而至的春风。例如《浸润在菜单里
的爱》《母亲的鞋样包》《岳母》等作品。而近年来的作品
则多了几分老辣，哲理与思辨。在《在唠叨中成熟：与妻
书》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成熟作家优雅的克制，沉
稳的叙事和理性的思考。

集子第一辑“人物”，他用 23篇大量的篇幅描写了
家人，亲朋好友以及文化名流。父亲、母亲、岳母、祖母、
祖父、五爹、三姑、四姑、五姑、姐夫、内弟、小弟等，寥寥
几笔白描，人物形象与性格便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跃然
纸上，凸显了他对家人的无比挚爱之情。武汉普通市民
过日子，向来讲的是快活二字。他笔下的家人，也大都
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爽快善良之人。他这样写不怒自
威的父亲：“与我同辈的人，小时候见了他，都会感到害
怕。”其实父亲是一位慈祥、言辞不多，把爱深藏心里的
人。写岳母“办事有条不紊，是个十分明白的女人。”写
祖母“总是眯缝着眼睛，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写三姑“尽
管 大 字 不 识 几 个 ，可 是 能 说 会 道 ，嘴 上 功 夫 十 分 了
得。”……这些亲情散文情深意笃，不仅是一位作家对家
人深情的热爱，也是对一个和谐家族真实的历史记录。
多年之后，当这一代人都继续离开这个世界，这便是留
给后辈难能可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一种家庭智慧的精神
传承。并且，这些普通人的百姓故事还将在这个家族里
永远流传下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家人。

除对家人的挚爱抒写之外，作者对于同学朋友，笔

端里也是倾尽笔墨尽情描绘赞美。他笔下的同学群像
诸如黄囯平、张利华、游劲松等等，文友群像诸如南竹、
雨的符号、鄂侠等等，他们的交往和故事，细节生动，语
言幽默，读后让人忍俊不禁。这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后，还被收入《散文中国》《中国当代乡土作家作品选》等
文学选本。此外，他还不吝才情，对家乡的鄂东民歌、牌
子锣鼓、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它们的代表性传
承人进行宣传推介。这些作品，不仅让读者看到了荆楚
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看到了黄新民、刘艳庭、徐
海清、罗继平等层出不穷的精英人才的传奇故事与人
生，以及醉心于对这些武汉新洲籍知名人士进行搜集研
究的人物研究学家黄仕恒。

第二辑“心语”，是作者的 17篇心情散文。这些作
品，仅是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追求与胸襟。
《恬淡人生车做伴》《有书作伴苦也甜》《但做书痴喜欲
狂》《涛声依旧情依旧》等等一系列作品写出了一位作家
的人生百味，酸甜苦辣。这些作品从童年出发，写到人
生的四十不惑，对生活的感悟，爱情的表达，对孩子的厚
望，迁居新居的喜悦……不仅见证了一个人 40多年来
的拼搏奋斗史，同时也折现了四十多年来社会的变迁和
时代的变化。还从另外一个侧面，真实地写出了一位作
家长期以来对文学及文学创作执着的不断追求，以及结
出的累累硕果。

第三辑“笛韵”16章作品则全部是散文诗。这些作
品借水稻、菡萏、腊梅、栀子花、行道树等植物，以及小
鸟、孤雁、白云、晚春等飞禽和时令意象，抒发了作者丰
盈的情感，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祝福与向往。这些作品语
言优美，缠绵悱恻，富于哲理，读后令人掩卷沉思。作者
写菡萏：“穿着红彤彤的衣裙，像一位不胜娇羞的待嫁新
娘。”写腊梅：“当繁花似锦，你毅然摒弃喧闹与嘈杂，不与
众花争夺春天的宠爱。即使零落成泥，也要让如故的清
香滋润大美的春天。”写栀子花：“当你凋零了花朵，释放
完最后一抹清香和热情，你便落入尘埃，静候来世的涅
槃。”……瑕不掩瑜，如果说这些散文诗作品还有什么不
足的话，就是多了一些散文韵味，少了一点诗的意境。
如何在散文和诗歌之间寻找到散文诗创作的绝妙路径，
这还需要广大的作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实践。

作为一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武汉作协签

约作家、武汉新洲区作协副主席，作者主攻文学评论，
主要任务是写评论推介武汉作家。早在十年前，他就
出版了近 20 万字的首部文学评论集《怀揣月光上
路》。这部评论集蕴含了他近十年的心血，评论对象不
仅包括像莫言、路遥、贾平凹、余华、刘醒龙这样的文学
名家，也包括文坛新锐。在写法上既有学理性强的长
篇论文，也有随心见性的短评文字。之后 2015 年 12
月出版的 25万字的第二部文学评论集《淡朴斋琐话》
是一部散文评论集，对四十多部散文作品从各个角度
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和赏析，阐明作品所表达的意义，使
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作品的主旨和写作方式等。因
此，在这部集子的第四辑“书香”中，他为12位作家主要
是本土作家散文集撰写的评论作品，我称之为散文式的
评论，也可以说是读书随笔。这些评论作品没有那种匠
人式的高深大论，没有说教式的词语堆积，而是视角独
具，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语言不干涩不呆板，清新鲜活，
自然灵动。特别是对邱风的《遥远的清音》、赵林的《家
在鱼乡》、蔡代明的《走不出的乡村》、王建生的《布谷声
声》、成丽的《月从故乡来》等几位本土作家的乡土散文
集的评论，更是倾注了他的满腔热情与心血，不仅评文，
同时也评人，让文人相亲得到了更为具体的表现。他
的这些评论作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同时也是文笔
优美的散文随笔。

作者说，正是因为读书写作，才找到了人生的价
值。多年来，他几乎把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文
学创作上，笔耕不辍。纵观全书，这也是一个进入天命
之年跋涉者苦苦追寻的形象生动的全方位呈现。正如
作者在《爬格偶感》一文中所写的：“岁月容不得人们稍
作片刻的休憩。诗人折棘为杖，叠草为鞋，一步一个脚
印踏上泥泞蜿蜒的小径，胸怀一个永不泯灭的理想，朝
着他心仪已久的圣地，沿着他顶礼膜拜的方向，尽管他
早已清晰地意识到那也许是一条不归之路。”这更是他
孜孜不倦地进行文学创作的真实写照。

（杨启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都匀市作协主
席。公开出版有评论集《文学新浪潮》《在乡村与城市之
间抒情》、诗集《落日越过群山》等。其中，评论集《在乡
村与城市之间抒情》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2014年度少数
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获首届贵州省文学奖。）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的一本治愈系散文集，收录了他各
阶段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写的是草木，见的是人间。在他
的笔下，万物有情，人生如诗。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
面对逆境时的心态。

当被人轻视时，他选择不屑一顾，大胆说出自己的想
法。栀子花粗粗大大，香气极浓，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
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看似
写的栀子花，实则表达了对于自视甚高行为的抨击和不满。
他劝年轻人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他点明这指的是
文艺创作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文艺创作，做人也不要太有分
辨心，要尊重差异化，接受多样性。这背后是对世间万事万
物的同理心，也因此有了一双能发现生活可爱之处的眼睛。

当朝不保夕时，他选择苦中作乐，戏谑中透着坚韧。汪
老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正值抗战，警报非常多，一响，别无他
法，大家就往郊外跑，于是取名“跑警报”。汪老总结出跑警
报的集中地点，其中有一个，离学校近，空气好，待在那里极
其舒适，还能买到各种零吃。他观察跑警报时大家带的随身
物品，有书、有论文，甚至有情书。也有不跑警报的，一位女
同学一有警报就留下洗头，另一位一有警报就留下煮莲子
吃。将躲避轰炸描绘得如此妙趣横生，让人差点忘记那是一
个形势严峻的时期。打趣也好，热爱也罢，这背后是一颗坚
定自信的心，骨子里有不服输和打不死的气节，相信苦难终
究会过去。

当面对批判时，他选择随遇而安，发现生活的好玩之
处。下放农村劳动，他在果园里喷波多尔液，有了《葡萄月
令》里真实质朴的描写：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
了。有了《果园的收获》里国光苹果的描绘：一口咬下去，噶
叭一声。后来，他留在农村，任务是画马铃薯。他在《马铃
薯》一文里写道：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没有人管我，也不需要
开会。有人问他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

“随遇而安。”人生总有一些难捱的境遇，能够安之若素的背
后不是得过且过，恰恰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面对逆境一是要乐观，二是要朝前看。”汪老用他细腻
的观察，平实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逆境中的绝佳心态：千帆
过尽，你很辛苦，很累了，但生活仍旧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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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宣称为“软弱人而著”的小说
——读长篇小说《来日可追》有感

□ 桂杰 小鲁

《秋园》是杨本芬老人的处女作，主要讲述了作者母亲秋
园艰辛、悲惨又不屈的一生。这本书看似讲一位普通的女性
故事，实则是中国无数女性长辈的缩影，其中令我最震撼的
是秋园面对悲惨生活的坚韧。

秋园的童年是在十二岁那年结束的。那年，大嫂和二嫂
遭遇沉船身亡后，没多久父亲病了半个月也去了，秋园的大
哥受不住打击得了怪病，怪病好了之后染上烟瘾。秋园也没
书读了，读书是秋园的梦想，她一直没放弃读书的念头。所
以当秋园母亲问她是否同意仁受的求亲时，秋园哭了三天，
才向对方提出了同意婚事唯一的要求是让对方供她读书。
在连续痛失至亲后，秋园没有沉沦，依旧还能选择目前对自
己最好的路。

以为丧失至亲是苦难的终点，后来才发现是起点。仁
受赴重庆履职的途中，带着一家子回老家看望父亲。秋园
才发现，仁受并非求亲时说的有田有屋小康人家，而是连个
房子都没有。他们只能暂寄居堂弟家，买房时，却被堂弟骗
光所有积蓄。幸好秋园被聘请在花屋小学教书，一家子全
靠秋园微薄的工资生存。儿子还要上中学，秋园只能再给
别人缝缝补补来补贴家用。仁受疝气病发作时，家里的重
活基本都是秋园做，再苦再累也要撑起这个家。在那个特
殊的年代，女子本就不容易，而秋园没有一味依靠丈夫，而
是选择面对。

秋园的平静生活并没维持多久，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仁
受的历史被扒出，家里像样点的东西都被没收了，秋园也因
此失去了工作。最难的时候，秋园和女儿还出去乞讨过。仁
受身体出现水肿，秋园去买消肿药路上买了个鸡，结果没几
天队部来人说她偷鸡，秋园否认偷鸡，要求找卖鸡的婆婆来
对质，但是没有人相信。那些人连续好几个晚上想要屈打
成招，因为秋园死都不肯承认鸡是偷的，他们也觉得无趣，
才罢休。没多久，仁受去了。秋园经常遭到邻居辱骂，深思
熟虑后便让女儿去读书，自己带着两个小儿子，换了地方继
续生活。秋园的生活苦难很多，但是她从来不屈服，坚强地
活着。

秋园的一生很悲苦，但是她依旧坚强地活下去。也许
生活很苦，但是只要内心还愿意向阳而生，总会有阳光照射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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