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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跋涉》是一部以当代都市婚姻生活为
背景的长篇小说，以刘晚云和丈夫林皎然的婚姻
生活为主线，通过细致的人物刻画和复杂的情节
安排，展现了他们从相识到结婚，面对红尘诱惑
迷失自我，出轨后夫妻两人经历了情感的挣扎、
自我救赎与成长。

刘晚云与林皎然的爱情故事，如同许多现
实生活中的婚姻一样，经历了从一见钟情到激
情褪去，林皎然耐不住婚姻的寂寞，坠落、迷失
自我，致使家庭破裂。最终，他迷途知返回归家
庭。刘晚云和林皎然的爱情故事不只是个人的
情感经历，更是对当代社会现象、道德和人性的
深刻反思。

“三观”是婚姻幸福的基石。《红尘跋涉》让我
深刻体会到，“三观”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当
两个人因为外貌或某些表面的条件而走到一起，
却缺乏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时，这样的婚姻注
定是脆弱的。以貌定终身的婚姻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两人的性格、爱好、原生家庭的教养以及“三
观”是否一致。若能遇到良人还好，否则就如史
艳茹与王凯瑞的婚姻一样是一种悲哀。而真正
的幸福，需要建立在双方深入了解、相互尊重的
基础之上。林皎然是常务副市长的儿子，家庭地
位显赫，高大帅气，又是我国一流大学的高材生，
是众多女生心目中的钻石王老五。然而两人各
有所图，刘晚云来自普通市民家庭，嫁给林皎然
图的是他的家境和婚后的衣食无忧；林皎然则看
中的是她的清纯和可爱，两人的结合可谓郎才女
貌，他们的婚姻始于一见钟情的美好，却终究未
能抵挡住外界的诱惑和考验。

有人说婚姻的保鲜期只有三年，再甜蜜的爱
情也会有激情退却的一天。林皎然英俊潇洒，又
是中院副院长，头上的光环让他成为众多女性心
目中的“男神”、偶像，暗地里倾慕他的异性不在

少数。处在情感疲乏期的林皎然没能逃脱“办公
室恋情”的怪圈。婚后刘晚云忙于工作和相夫教
子，给了“男人婆”史艳茹可乘之机。史艳茹嘴
大、眼斜、长相平平，她嫁给丈夫并非因为真爱，
而是看中了做银行行长的公公和王家殷实的家
境。当下女孩子中流传着“学得好，不如嫁得好”
这句话，史艳茹的婚姻观正是当下女性普遍择偶
的真实写照。史艳茹与丈夫之间本没有真爱，史
艳茹的丈夫一段时间苦苦维持着这段没有真爱
的婚姻，婚姻真的是要选对人，而选错了伴侣就
免不了争吵，无法达成“同频”，改变不了彼此，就
要痛苦一辈子。史艳茹先是精神出轨，暗恋上司
林皎然，想攀上高枝改变命运。于是，她借助工
作的机会在林皎然面前卖弄风骚、百般引诱。尽
管史艳茹各方面都无法与刘晚云相提并论，可面
对一个女人长期的示好与死缠烂打，再坚固的心
也难免有松动的时候，再加上两人小别，林皎然
回来后的一腔热情遭到冷落，心情郁闷之时，史
艳茹及时送上的温情让他在婚姻中那盏即将寂
灭的爱情之灯重新唤起了光彩，这是对人性的剖
析，相信现实中一定有无数个林皎然的存在。林
皎然陷入了史艳茹的圈套，最终身败名裂，毁了
仕途。

经济独立是女性婚姻幸福的保障。刘晚云，
一个普通市民出身的女性，与官二代林皎然的结
合本应美好。随着婚姻中的激情褪去，林皎然的
情感迷失和出轨让这段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刘
晚云在遭遇丈夫出轨后，开始觉醒并明白女人不
能做男性的附属品，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才是王
道。而我们大部分的婚姻由于夫妻身处底层，加
之离婚的成本太大，为了生存普遍就是个搭伙过
日子——凑合。后来，刘晚云像电视剧《我的前
半生》中的罗子君一样在职场上不断进取，勇敢
追求自己的梦想，最终当上了整形医院的副院

长，成为了心智成熟的职业女性，实现了自我价
值和救赎。刘晚云从一个柔弱的女性成长为独
立、坚强的母亲，这一转变充满了励志色彩。她
不仅在事业上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更在面对
婚姻背叛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宽容与坚韧。刘
晚云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自己命运的抗争，也
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一次突破。

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才能长久。林
皎然的形象更为复杂，他的堕落与觉醒，以及在
婚外情中的挣扎，深刻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林
皎然与史艳茹的关系，以及最终对史艳茹的暴力
行为，让人看到一个在权力和欲望面前迷失自我
的男人。然而，林皎然在经历婚外情的挣扎和痛
苦后，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并努力挽回妻子的
心。作品的下半部分，林皎然从坠落到觉醒，在
与妻子经历婚姻考验后，两人相互宽容，为了挽
回家庭，他开始自我救赎，一门心思经营律师事
务所，在经历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后，宽恕并接纳
了妻子的私生子，还瞒着刘晚云在北京买房子打
算给她安家等方式，表达了他对过去错误的忏悔
与自我救赎。

《红尘跋涉》中不乏措辞优美、蕴含哲理的金
句，诸如：“美女是男人们的毒品”“男人的权力是
女人的一剂春药”“人生就是由希望与失望交织
而成”“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爱情，不过是人
们泛滥感情生活的调剂品”等句子，既富有诗意
又蕴含深刻的道理，让读者在品味故事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生活和爱情的独特见解。

总之，《红尘跋涉》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当代
都市知识分子婚姻生活的真实画卷，深刻描绘了
人性的复杂与当下多元社会诱惑下婚姻的脆
弱。作者试图告诉当下的男人和女人们要“守正
缘”，经得住诱惑，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包容、相互
理解，才能长久。

情感迷途中的灵魂觉醒与自我救赎
——读杨岚长篇小说《红尘跋涉》有感

□ 祁军平

品品读三袁

读“三袁”谈随性 打开星空一片
□ 余公

在中国古代璀璨文库中，“公安三袁”——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
和人生哲学，犹如三颗耀眼的星辰，照亮了历史
的天空。他们不仅是明代文学的重要代表，更
是随性人生哲学的践行者。作为荆州人，公安

“三袁”是我的先贤，而同为楚人的后裔，尚凤是
我们骨子里的 DNA，是我们共有的属性。尚
凤，无疑是心性对自由的企盼与渴望，是寻求随
心随性的一种逍遥自在。

袁宗道作为三袁之首，其文风稳健而又不
失随性。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将平
凡的事物赋予深刻的哲理，让人在品味之余，不
禁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诗歌风格通常
是有感而发，如《曹元和邀饮灵慧寺同诸公赋》，
描绘出了寺庙的景象和游历的感受，展现了其
洒脱的性格和随性的创作风格。他的代表作
《春日闲居》，描写了作者的闲居生活，展现了诗
人对宦途沉浮的厌倦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人
间何物度朝昏，懒性新来更厌喧。除却跏趺惟
饮酒，才闻呵殿便关门。虚窗月上摹松影，尘榻
僧来印衲痕。独有盆梅嫌寂寞，故舒丹蕊照清
樽。不才敢拟子云玄，索米金门又一年。风味
渐随双髻减，天真犹仗一樽全。破冰滴砚展笺
易，扫地安单夜坐禅。闲洗时瓶烹岕茗，故人新
寄玉山泉。人海何妨一粒藏，身闲稍觉昼壶
长。厌将礼法绳腰骨，且看经钞浇肺肠。画里
身黏苍壁色，梦中魂染白莲香。春来最是城西
好，拟共山僧坐绿杨”，消解了传统中国文人“文
以载道”的沉重宏大叙事。全文中不着一个

“闲”字，却句句描写出闲适的心情；诗作集《白
苏斋集》亦是如此，它不仅展示了大师的文学才
华，还体现了他对白居易和苏轼的崇敬。他很
多作品，有论理说禅，有闲情逸致，风格都一律
自然清新，突显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中本应有的

情趣。
袁宏道是公安三袁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

他的散文特色鲜明，清新明畅，反对承袭前人，
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他的诗
歌如《避雨崇国寺三日纪事》和《紫骝马》等，都
体现了其随性和真实的创作风格。“紫骝马，行
且嘶。愿为分背交颈之逸足，不愿为追风绝景
之霜蹄。霜蹄灭没边城道，朔风一夜霜花老。
纵使踏破天山云，谁似华阴一寸草。紫骝马，听
我歌。壮心耗不尽，奈尔四蹄何！”袁公借骏马表
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世俗束缚的困惑，其追求
自由、不愿被名利束缚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都知道，古人的“出处行藏”，一直都是人生
中最大冲突的大命题，虽然简单时说一句：“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真正隐居时，又会
渴望朝堂。三度做官又三度辞官的袁宏道，在诗
歌最后，发出了“谁似华阴一寸草”“壮心耗不尽，
奈尔四蹄何”的呼唤，中国古代文人关心庙堂政
治、关注公共生活、关心民间疾苦，但极少有人
真正叩问自己内心的和谐与统一。

有人这样定义袁宏道，说他是典型的非典
型。“说他是陶潜吧，他是范进；说他是名士吧，
他又是官僚；说他是闲官吧，他又是能吏；说他
是儒家吧，他又是道家；说他是知识分子吧，他
又当山野村夫；说他是乐天的李白吧，他又是苦
吟的杜甫；说他是静爱僧的王维吧，他又是闲不
住的徐霞客。没当官想当官，当了官想丢官；没
当隐士想出世，当了隐士想入世……”用他自己
的话说，“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
伊，是隐不蒿莱。是贵著荷芰，是贱宛冠佩。是
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
黛。”袁宏道把人分四类：“有玩世，有出世，有谐
世，有适世”。自己是哪类？“独有适世一种人，
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

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
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
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
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
之极，心窃慕之。”可见袁公随性到何等地步。
本来，文字的出现，是用来描述与记录生活的，
是思想的镌刻与延伸，而绝非是语言的枷锁。
他的适世方法，字字珠玑，曾引起大方之家在哲
学领域对此进行深刻探讨，以区分出庄子的适
世与袁中郞适世的同与不同，不得不说《袁宏道
对庄子破执以适世思想的思考》是篇深度好文。

而袁中道则继承了两位兄长的优点，既有
着稳健的文风，又不失随性的气质，他的作品往
往能够深入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最记得他
的《游荷叶山记》，“山之苍苍，水之晶晶，树之森
森……”作者由玉泉山经沙市回公安，到老家荷
叶山祭祖，他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
者笔下的荷叶山，“犹有不尽之景”，可见作者对
家乡有无限眷恋之情。特别是在文章的最后一
段中，作者与“忧旱”的“慷慨悲怨”的家乡民歌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发出了“真诗其果在民
间”的感慨，真可谓山歌寥哉。

“公安三袁”的随性言论，不仅体现在他们
的文字之中，更贯穿于他们的生活与思想。他
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这
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独特
和珍贵。正是他们随性，不拘泥于“为圣贤立
言”的规则法例，只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
真情实感之一隅，却给自己留下了在中国文学
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纵然那些为圣者立言者
巧舌如簧，却难免被岁月湮没。独抒性灵，敢
于表达自己，这种勇气和胆识，让中华文坛铭
记住“三袁”，让他们的著作百世流芳，让后人深
感敬佩。

古韵悠悠，甲骨轻吟。
迟子建的最新中篇小说《碾压甲骨的车轮》

是一部历史探案小说，以晚清学者罗振玉所藏
甲骨的神秘失散为故事的开端，围绕这一历史
事件，勾勒出跨越百年的古今人物命运交织的
图景。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巧妙运用了类似
东野圭吾的悬疑笔法，通过线索人物和关键物
件，巧妙布局，线索如草蛇灰线般隐秘，伏笔深
远，层层推进，左勾右连，推陈出新，逐步揭开真
相的面纱。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东北的重镇旅顺，主人公
李贵，一位经营影楼的丈夫，突然失踪，唯一留下
的线索是与妻子往来的电子邮件。李贵声称自
己去寻找祖辈曾经压过甲骨的车轮。这些邮件
成为连接现实与历史的桥梁，使读者在两个时空
之间穿梭，体验故事的跌宕起伏。海鲜小厨的老
板贺磊，以陪伴之名，与李贵的妻子之间悄然滋
生了情感纠葛，妻子在道德责任与个人欲望之间
挣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立体，他们各自
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选择，李贵的失踪牵动了整个
故事的脉络，而他的妻子、贺磊、公公、李满、巧凤
等人物则在各自的生活轨迹中与甲骨的历史交

织在一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物，虽
微不足道却立体鲜活，共同编织了一幅幅动人心
魄的画面。

在迟子建的笔下，李贵的失踪并非孤立事
件，而是与历史的长河紧密相连。通过李满的回
忆，读者得以窥见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学术
追求与人生抉择。甲骨的失散，不仅是文物的损
失，更是文化传承中的一次断裂。迟子建巧妙地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交织在一起，让读者在感
受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对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小说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
了李满对甲骨文的痴迷，以及他与罗振玉、王国
维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情感纠葛，展现了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通过这些生动的人物形
象和曲折的情节，迟子建不仅重现了历史，更引
发了读者对文化价值和历史责任的深思。

迟子建还巧妙地运用了对比与反差，比如，
书中那位年轻女子与老车夫的对话，老车夫向年
轻女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包括他父亲在伪满洲
国日本人开的船厂工作、发现甲骨的经历，以及
这些甲骨如何成为他的家庭历史的见证。他提
到了自己的儿女遭遇的不幸，以及他如何带着一

片甲骨作为护身符，走过许多地方。通过这段对
话，读者可以窥见小说中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以
及个人命运与历史变迁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让
人不禁思考：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究竟应该如
何定位自己的人生？

《碾压甲骨的车轮》的结尾是开放式的，没有
明确揭示所有谜团，而是以一系列的悬疑结束，
如李贵的生死、凶手是谁、贺磊的最终命运等，
这些悬疑如同谜一般接踵而至，不出答案作品
便戛然而止，让读者在享受文学美感的同时，也
被引导去思考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命运与选择
的复杂。

随着缓缓合上《碾压甲骨的车轮》最后一
页，我们仿佛也跟着书中的人物经历了一场穿
越时空的旅行。无论精神探索，思想内核，还是
历史气息，艺术质地，《碾压甲骨的车轮》无疑是
迟子建创作生涯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部小
说。迟子建的作品通常都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
怀和深刻的人文精神。她以其独特的文学才华，
将历史与灵魂紧密相连，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
中，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低吟，更能听到灵魂
深处的回响。

历史的低吟与灵魂的回响
——读迟子建中篇小说《碾压甲骨的车轮》有感

□ 李小丽

书书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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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通过六个
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事件，讲述了明
朝时期的百姓生活。其中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第一个事件中的程任卿，他敏锐的
洞察力，勇敢争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
神令我印象深刻。

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普通
人，程任卿在历史事件到来之际，勇于抓
住机会，得益于他敏锐的洞察力。程任
卿在看到人民因额外增加的负担而苦不
堪言争执不休，而大家又群龙无首，他敏
锐察觉到当前的局势对他很有利，如果
他挺身而出，不但拥有极高的声望，也对
他的未来大有好处。于是他趁势而起，
积极的为百姓服务，拉拢人心，所以最后
的结果是“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
风头无二。”即使生来普通具有敏锐的洞
察力，就可以抓住机会从而取得成功。

即使身处牢狱，他也“勇于为自己争
取”。当他和帅嘉谟被捕，罪名下来时，
他没有哭诉哀号，勇敢上书自辩，即使没
有改变。就如书中说:“这些抗辩，并未
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最后他到了
戍边，但在戍边他也没有放弃希望，通过
立下大功，荣归故里。不得不感叹一声
人生无常，面对人生绝境，我们都应勇敢
的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就如小草即使
落在悬崖绝壁上也能迎风摇摆，即使面
对狂风暴雨也绝不放弃希望。

程任卿不愧为奇人，“他在狱中编写
了《丝绢全书》，而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

剖白心迹，表明冤屈。”很难得的是，程任
卿的态度客观中立。“他虽然自认冤屈，
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
纂，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
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
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
微辩解几句。”作为编书者，面对历史时，
态度端正，严格的要求自己实事求是。
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
实风貌不禁让人钦佩。

程任卿无疑是世俗的，但他却用自
己的普通，写就了传奇。他敏锐而勇敢，
积极而乐观，中立而客观，最终成为让人
景仰的奇人。

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讲述的
是主人公王端午的一生。在王端午小时
候，他和弟弟一次在院里玩耍，弟弟不小
心踩到了一颗钉子，由于没有及时处理
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弟弟死了。他
认为弟弟的死是他造成的。内心的不安
让他感觉弟弟的灵魂就住在他的脑子
里。每当他和脑中的弟弟出现意见分歧
时，他会自言自语地说话，其实，脑中的
弟弟就是他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有灵
魂，当孤独或者陷入困境时，我们就会和
另一个自己对话。

在这部小说里，王端午多次和自己
的灵魂对话。比如说第一次偷包子，第
一次捡垃圾吃，最精彩的是他在走投无
路之下偷李文艳包裹的时候。这个时候
他和弟弟的对话可谓是精彩至极。那时
是小年，回家的人很多，他守在广州火车
站，行动最终战胜了灵魂。他成功偷走
了李文艳的包裹，包裹里有2400元现金
和一张身份证以及名牌大学的毕业证。
此时灵魂让他还回去，可他又一次战胜
了灵魂，还将自己打扮成李文艳的样子，
并用他的身份成功进了一个名匠广告公
司当高管。在他和老板的共同努力下，
名匠广告公司知名度越来越高。他也积
累了不少财富。

王端午在名匠广告公司上班期间，
尽管工作能力非常出色，但他也非常低
调，生怕别人发现他不同寻常的身份。
后来得到一个可以回到李文艳家乡的机
会，他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当
他悄悄来到李文艳家乡看到了李文艳的
母亲，还从别人口中得知李文艳死了的
消息，他的内心更加充满负罪感。他又
间接背上了一条人命。此时，我倒是为
王端午松了一口气，至少他可以光明正
大地用这个身份了。可是王端午并没有
这么做。被兄弟刘祖之写信到名匠公司
告密，拆穿他的真实身份，公司老板已经
原谅了他，明明他可以继续用此身份，可
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做回了“王端午”自
己，还创办了书店。为了减轻罪恶感，他

曾试图改名叫王端，后来发现坦然面对
一切的时候，叫王端午也未尝不可。

王端午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好人。
至少我个人如此认为。在当时那个环
境下，我理解他的不得已而为之。他是
一个好丈夫，给了妻子冯素素无微不至
的关照，在他儿子去美国读书时，他看
到她的妻子恢复了良好的工作状态，将
书店打理得比他还要好，他很欣慰，他
开始赎罪了。除了之前每个月给李文
艳母亲汇款以外，他又重新开始了流
浪，流浪是心灵的自由，用文中的意思
来说，之前是弟弟隐藏在脑子里，如今
该由弟弟支配他的身体了。而弟弟就
是他本人的灵魂，也就是说，他在用灵
魂赎罪。他主动和妻子离婚，将所有财
产给妻子后如释重负，真正一个人无牵
无挂地开始了流浪。他身无分文，再次
尝试翻垃圾堆的食物吃，他并不觉得可
耻。当他战胜自己时，他又是如此兴
奋。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心
灵的自由！

这是一部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小说，里
面的人物形象个性分明，栩栩如生。主人
公王端午也将人性的丑恶彰显到了极至，
刻画了一个时代的背景，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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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讲述了一代名伶忆秦娥从
县剧团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名伶的历
程，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舅舅
胡三元作为司鼓手视鼓如命的情节，老
一辈艺人对鼓艺的专注、纯粹和坚守让
人钦佩。

胡三元对司鼓的痴表现在技不离
手，即便身陷囹圄。宁州剧团里，大家
对胡三元敲鼓水平的评价是“附近七八
个县都找不下他这个手艺”，这不仅依
赖他日复一日的晨起练功，更得益于他
在不能敲鼓时也从未放下鼓艺。他在
县中队劳动改造期间，作者描写忆秦娥
看望他时写道，“她舅正猫着腰，在河边
挑选石头，可两个指头，是一个劲地在
石头上做着敲鼓状。看似是在挑石头，
实际上，他是在石头上敲着鼓呢。嘴里
还在咕叨着打击乐谱。”对胡三元来说，
敲鼓不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它早已融
入生活。

他对司鼓的痴也表现在只为戏敲
鼓，无关个人恩怨。一台锣鼓半台戏，在
戏剧舞台表演中，只有司鼓师傅的鼓点
充分配合演员的唱腔和动作，一场戏才
能好。胡三元尊重鼓艺，从不给人敲黑
鼓，即使是好友要求他在死对头米兰的
演出上使绊子，他也不为所动。作者在
书中描述，只要一开戏，胡三元的目光就
只是盯演员的动作，盯拉板胡的，盯敲锣
打镲的。一场戏结束，他通常累得没有
一丝气力，完全瘫软在椅子上，挂在脖子
上的擦脸毛巾就跟刚从脸盆里捞起来一
样，能扭出好多水，穿着的背心和裤子都
湿完了，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就顺着椅
子腿朝下滴答着。他始终坚信戏比天
大，这份对艺术的纯粹让人心生景仰。

胡三元对司鼓的痴还表现在对鼓艺
的从一而终，即使行业式微。唱戏这行，
在巨大的时尚文化冲击下，已呈萎靡之
态，城市里已经很少能听到秦腔的声
音。不少戏曲团体开始顺应时势，搞歌
舞团、音乐团，胡三元所在的剧团也面临
转企业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
得过且过，但胡三元从未如此。作者在
书中描述，他还是老习惯，一天到晚都要
抡起鼓槌，击打爆爆响的板鼓。害怕影
响人了，就拿书敲，或垫上布敲。反正不
敲，他是活不下去的。在远离城市的乡
村，还有一些红白喜事保留着唱秦腔的
习惯，胡三元就常来到这里唱秦腔、过戏
瘾、讨生活。

这一生，胡三元用鼓艺痴心诠释着
自己的艺术追求，司鼓于他来说，已是一
种珍爱，一种习惯，一种禀性，更是一种
生命的指望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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