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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书心得

作家王国华擅长从个人生活的细微之处着手，以
不温不火、静水流深的叙述方式，记录下深圳这座城
市的自然之美。“街巷志”系列便是其代表作之一。而
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掌上花园》，更是文学性与可读性
相得益彰的典范之作。在这本书中，他除了分享有血
有肉的感受和真真切切的体验与认知，还引领读者通
过阅读，发现那些与众不同的植物世界。

王国华笔下的植物，全部源自其亲眼所见，大小、
粗细、宽窄及颜色均为个案，并不追求百科全书式的
花卉专家身份。无论是品种、别名还是种植地域，他
的描述仅限于“我见过的花，我理解的花，我牵挂的
花”。从村落、古道到山岭、田野，甚至溪流、岛屿，这
些年他的脚步从未停歇。在他细腻的笔触下，形态各
异、色彩斑斓的花草不仅展现了自然界的绚烂多姿，
更化身为富有深度的文学形象。

早些年，深圳作家南兆旭写过一本《深圳自然笔
记》，颇受欢迎。相比之下，王国华对花草的热爱更为
深沉。他在《掌上花园》中所描绘的花草，并非仅仅是

对现实中植物的简单映射。这些花草承载着更为丰
富和多维的意义，它们与叙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一种
伴生之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凡是长在大地上，
风吹雨淋无法搬动的植物，无论它们的花朵多么残破
和怪异，我都爱它们。”这段话令人感动不已。

表面上看，王国华的散文是从具体的生活场景
中提炼出想象与哲思，对熟悉的花草进行诗意的再
造，并赋予其内部的贯穿性。他巧妙地处理生活经
验，平衡陌生化与日常词句的关系，最终让语言绽放
异彩。这需要长久的练习与积累，而《掌上花园》无
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此书，通过一束花的
生长轨迹，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四季更迭与
轮回。

笔者做了统计，这本书共写了215种花，量大而心
细。除了《夹竹桃》《九里香》等介绍较短外，还有融入
典故的《六月雪》《灯芯草》，以及怀念亲人的《五彩苏》
《长寿花》等。王国华说过，唯有亲见，这些花朵才能
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使其名称与形态在记忆中重
叠。由此可见，这些年，他确实将目光投向生活中的

“微小”与“琐碎”，如他喜爱的这些花草。
相较于单纯的行走，王国华更注重内心的感受与

深度思考。他不仅仅满足于对花草的简单辨识，也不
拘泥于固定不变的介绍词，而是深入探寻花草的本质
与内涵。在《千日红》《火炬花》《红掌》《赪桐》等篇什
中，他聚焦于个人生活、体验、情绪与情趣等“小格
局”。正是这些细微之处的深入挖掘，进一步映射出
整个植物生态的繁茂与丰富。

王国华的文字魅力在于，即便是最朴素的语言，
也能散发出非凡的厚重感。例如：“叶子落在路边或

是水中，花儿都知晓，都同意。它们彼此的默契，就像
你我一样”；“花儿啊，躲到什么地方，我都能沿着绿色
脉络找到你。只为说一句，好的，我懂你。”这些句子
能够让人不知不觉地加深情感投入，逐渐与文中所描
述的花草同哭同笑，产生深刻的共鸣。

在我看来，王国华是那种罕见的、对周围环境具
有极高认知敏感度，同时又不乏艺术感觉，并能恰如
其分地进行艺术描述和表达的作家。这几乎可以视
为一种天赋。尤其在《花儿向我跑来》一文中，这种感
受更为直观:“笔下的花，或活泼，或沉郁，或淡然，或
跳脱，但每每落笔，常有忍不住大哭一场的悲伤。花
儿们各自芬芳，开了，谢了，哪里知道我已经陪伴了它
们的一生。”

不可否认，王国华在行文中展现的多种层次、多
种维度和多元化的意趣，着实给人惊喜。他从所见到
的植物中，都能充分发挥想象力营造出诗意的意境。
特别是以诗入笔的《木棉》《垂序金虎尾》等，简洁中透
着耐人寻味的温暖与珍贵。此外，文本中那些未被直
接表达与陈述的部分，恰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让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的阅历、想象力与独立思考，去
丰富并完善这一文学图景。

读罢散文集《掌上花园》，我深感作家王国华心中
似有一面魔镜，透过这面魔镜折射入纸的文字，不落
窠臼，别出新意。也就是说，在抒写时，他并非以旁观
者的身份介入，而是真正融入其中，获得了一种内在
的深刻体验。这些文章由平实无华的句子构成，避免
了晦涩难懂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式结构，确保每位读者
都能轻松理解。在此基础上，更多的读者也能体会到
和作者共通的一种感动。

对熟悉的花草进行诗意再造
——浅析王国华散文集《掌上花园》

口 吴荣强

序序跋精萃

故土、征途、时代：一个金融人的生命史诗
□ 杨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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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人世间，走过万水千山，我最喜欢读古诗词。在浩如烟海的
古诗词中，最让我热血沸腾的便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
烟雨任平生。”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出自大文豪苏轼的
词《定风波》。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经典诗词，他的《定风波》创作于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春，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指控“讥讽朝
政”，被贬至黄州。他和朋友春日出游，行至沙湖道时偶遇风雨。面
对突如其来的风雨，苏轼同行之人均显狼狈，唯有苏轼泰然自若。风
停雨息，天空放晴，苏轼一时兴起，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定风波》。

《定风波》通过描绘苏轼先生偶遇风雨这一小事，呈现了苏轼面
对逆境的坦然与豪迈。词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表
现出苏轼不安于现状、不因风雨变节的从容态度；“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则道出了他在黄州时期的坦然心境；“回首
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表达了他在经历风雨后的
人生感悟，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旷达超脱的胸襟。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多么优雅的词句，多
么乐观洒脱的个性，多么天下无我，天下有我的无惧胆魄。逆境之
中，苏轼能以泰然自若的态度面对人生风雨，让我钦佩。我们要向苏
轼学习，学习他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和淡定处事的胸怀。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经历喜怒哀乐。人的一生也许随时逆境
重重。但不管怎样，我们是否都能历尽艰难险阻，仍然保持初心，一
如继往，热爱生活，砥砺奋进？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的人面对
逆境，不是畏惧，就是沉伦。畏惧是一堵墙，会遮挡我们前行的路。
沉伦是无形的枷锁，会束缚我们顽强的意志。我身边曾经有一熟人，
他因创业失败灰心丧气，最终，承受不了压力，吸毒身亡。还有，我的
一位亲人因失恋轻生。这两个人如果能像苏轼一样乐观生活，笑对
人生，一定还能改写命运。

阅读诗词，我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精神力量。生活中，每逢遇到
困难或不开心时，我总是默念苏轼先生的诗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它像一缕阳光洒在我的心田，温暖而明媚。有
了这诗词的鼓励，我总是大胆挑战工作中的困难，工作变得得心应
手。业余时间，我刻苦钻研写作，不仅出版了个人著作，还顺利加入
了省作协。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以乐观的情愫和极
强的哲理，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感谢苏轼先生，感谢他的诗词给我
的力量。人生路漫长，我会继续阅读诗词，用诗词滋润心灵，激励自
己奋斗，并引领身边的人阅读诗词，用诗词丰富心灵，改写人生。有
诗词文化的滋润，我相信我们泱泱华夏会越来越强大，国民会越来
越幸福。

余华的《兄弟》作品上下两部，一部是背景，一部是现场。一部叙
述特殊时代的压抑，一部叙述放肆时代的荒诞。

特殊的时代，我们希望“宋——凡平”“李——兰”。荒诞的年代，
我们希望“宋——钢”“李——光头”。

事物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宋凡平，活成了一面旗帜，是家庭
的屋顶；李兰，兰也坚忍，牢记“不要在别人面前哭”，却过着自闭的
日子。

非亲兄弟的二人：内秀的宋钢，虽然贫穷，少时却有父母疼爱，
踏实求稳，一生都在苦苦谋生，处处碰壁的结局是把自己送上绝
路；浪荡的李光头，未出生便丧父，胡作非为，未曾安生，偷看屁股
的糗事都可以淘到一碗又一碗三鲜面，结果成了知名富翁，收获无
数倾慕者。

《兄弟》作品上下两部，一部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一部的时代
还在继续延宕。

上下两部叙述的差距，跨越时代的天堑。上部：“精神狂热、本能
压抑和命运惨烈”。下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

特殊时代有狂热与单纯，延续时代亦纷繁与复杂。
《兄弟》置大众万象，由叙述对象的“我”到“我们”，囊括了普罗大众。
“我们刘镇”嘲讽了所有人，“我们刘镇”也有怜悯之心。
两个重组家庭的兄弟，却在成年后分道扬镳。
寻求安稳者，却处处碰壁，终留贻笑，直到亲手把自己送上绝路。
胡作非为者，却折腾有成，慕者无数，收获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截然不同的结局，诚然如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所言：“无论是

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
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草木一生，风霜雪雨那样不曾遇到，人活一世，预设与生产何曾
一致。这个世界，没有挣不脱的出身，只有看不远的选择。

选择躺平，拥有眼前的轻松，只能在坐困愁城里苦苦挣扎。选择
窄门，不缺稳妥的冒险，路越走越宽才有了无限可能。

《兄弟》并非给我们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是将无限可能提供，胡作
非为者李光头可以坚守信誉的良知，忠厚善良者宋钢却失去钢铁般
的意志循入骗局。

生活的惊涛骇浪一直都在，卧薪可以尝胆，功高难免思危。顽强
的生活着，即便是异父异母的兄弟，少年时的大白兔奶糖，“你要好好
照顾他”得母遗，都是足以支撑用乐观的态度坚持的力量。

岁月蹉跎，别辜负了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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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孙瑞雪老师的《在爱中成长》，书页间溢满了温情。正如
作者所言，这是一本关于“爱”的书，而非“教”的书。在育儿的道
路上，许多家长陷入了焦虑的旋涡，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做参
照。一提到自己的孩子，便情绪失控，习惯性地放大缺点，吝啬对
优点的赞美。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对孩子教育的误解与焦虑。完
美主义的苛求，让多少孩子在打压中成长，长大后他们的肢体语
言往往透露着拘谨与压抑，少了那份自由、洒脱与从容。与其执
着于孩子的不足，不如多发现、多欣赏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
在爱的滋养下，自由地成长。

书中提到：“一个孩子，从 0 岁长到 18 岁，身体需要能量，靠食物
完成；情感需要能量，靠爱的联结完成；心智需要能量，靠爱、靠环境、
靠孩子认知的发展和自身的领悟来完成。能量够了，就成长一步，0-
18 岁持续需要能量，持续成长……一个人，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亡，生
命一直是成长的。”

爱的语言包括很多种，口头语言、身体语言、情绪语言……它们
都在“开口说话”。在一次直播中，叱咤商界的作家冯唐回忆自己人
生的关键时刻，母亲的鼓励如在耳畔：“我爱你，无论发生什么，这都
不会改变。事不成，没关系，妈妈有点小钱给你兜底。”这份深沉的
爱，赋予他直面挑战的勇气，激励他不断成长，永不止息。

冬日的暖阳透过枝丫，洒落金色的光斑。一阵微风拂过，片片金
黄的梧桐叶，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轻盈飘落。一位母亲正陪着她的孩
子，一起捡拾落叶。小男孩专注地寻找着那些形状最完整、颜色最金
黄的叶子。不一会儿，他就捡起了一大把，小脸上洋溢着兴奋。母亲
看到孩子收获的喜悦，温柔地弯下腰，语气里满是赞赏：“哇，宝贝真
厉害！妈妈都没找到这么多呢，你找到的叶子真漂亮！”小男孩听了
妈妈的夸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露出两排洁白的小牙。他紧紧
地抱着那一大把梧桐叶，像抱着珍贵的宝物一样。母亲轻轻地将他
搂进怀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宝贝，你笑起来真好看！妈妈好爱
你！”孩子满足地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那一刻，阳光、落叶、母子
间的温情，构成了一幅充满爱意和温暖的冬日画卷。

愿每个孩子都能沐浴在父母爱的语言里，感受肯定、被看见、被
珍视。如此，他们方能自信地张开翅膀，翱翔于属于自己的天空，成
为人生舞台上真正的主角。让我们将爱的语言融入日常生活的点
滴，成为一种习惯，让爱的力量伴随孩子成长，让他们在爱的滋养下，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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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郭扬华先生是老朋友、忘年契，凡二十年，我
们君子之交、云淡风轻。先生本高人，嘱我作序，我虽
感忐忑，但确有话说，不敢矫拂。郭扬华是银行资深
高管、金融实力作家。此著三卷，系郭扬华整体职业
生涯之呈现、半世人生之总结，亦是其在繁忙工作之
余清廉自守、笔耕不辍诸多成果之收官之作。其笔触
之生动、史料之详实、见解之深刻，令人不忍释卷。故
此，郭扬华《一路风景》可当文学赏，可为历史读，可作
教材学。

故土。《回望沮漳》，情深意重。地图上找不到的
郭家岗，周边散布着的大小村庄，村庄之间的田地、水
塘、沟渠，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农作物般一茬茬生长

着的孩子……在这部书中，我们常与似曾相识的人和
事物相遇。篾刀破青竹，毕剥声声，我们看见他的祖
父，便似看见自己的祖父。生活粗粝，善良又坚强，我
们看见他的父母，便似看见自己的父母。不同于大
多数的乡亲，那个晴天摸鱼、雪天捕鸟的乡村少年终
究一篙撑出了故乡，走向苍茫辽阔，也走向颠沛漂
泊。无论到达何处，他都无法忘记故乡。故乡也叫血
地，我们生在那里，我们的一半就死在那里。“看到一
位和父亲年龄相仿、容貌相近的老人，我情不自禁跟
在后面走了一程又一程。我知道那不是父亲，但我真
希望那是父亲。”怀念逝去的父亲，其实也是怀念远去
的故乡。

征途。青年郭扬华走出乡土，《汗洒荆楚》。他进
入金融系统，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征途漫漫，从职
场小白到银行行长，从稚气青年到两鬓微霜，郭扬华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在地市合并、银行分
设的风云变幻时期，他亲历改革与调整。他直面挑
战，勇于担当，不仅在实践中锤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
更学会了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寻找机遇，引领团
队前行。这段不乏惊心动魄的经历，不仅是郭扬华个
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初期金融行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艰难与辉煌。讲述这些经历时，作者常有思
考与总结。这是智者的思考和行动派的总结。这些
思考与总结并不多余，而是恰到好处、格外珍贵。他
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时代。2012年元旦刚过，郭扬华从武昌出发，一

路北上。此后六年，《情满中原》。在新时代，随着职
业生涯进一步攀升，郭扬华置身于更广阔的天地。作
为金融领域的高层管理者，他不仅要关注业务的发展
与创新，更要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服务地方经济，助
力社会进步。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浪潮中，他见证了
金融行业的日新月异，也亲身参与了农业银行、农业
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革与发展，
每一步跨越都是对专业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国家大局
观、社会责任感的深刻体现。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人
生易老不负流年，郭扬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告别时
刻。作者仰望星空，回首过往，心潮起伏。我们通读
全书，掩卷喟叹，百感交集。

读书即读人。郭扬华说：“我坚持做一个真人、好
人、善人、正直的人光明磊落，宅心仁厚”，“我经历过
顺境，但更多的是逆境，我别无选择”，“遗憾是有的，
不过我这一生还算是幸运的”，“此生足矣”。郭扬华
是赤子，是君子，他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悲悯情怀。风
景三卷，不仅是一部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承载着
深厚情感与丰富阅历的优秀文学著作，更是一部时代
变迁的见证录。这是一个金融人的生命史诗，郭扬华
用一生的勤勉、奋进、谦谨、忠诚，绘出这充满情感与
智慧、繁花似锦的一路风景。而同样作为普通人，我
们无论从事何种行业、身居何种岗位，都一定能够通
过阅读此书，受到激励和启迪。我们需要这份温暖与
力量，也需要这种警示与提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梦想和荣光。

人勤春来早，愿我们的世界满园芬芳。

王十月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是一部深刻描绘
底层劳动者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的力作，2024年10
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王端午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
努力挣扎、不懈奋斗的普通人，又是一个在理想与现
实之间徘徊、在道德与欲望之间挣扎的复杂个体。
通过王端午的形象，王十月不仅展现了当代农民工
的艰辛生活，更深刻揭示了他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

王十月的写作风格在《不舍昼夜》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他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构
建场景、编织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在充溢其中
的挣扎、反抗与荒诞之外，展现了进城务工者追求美
好生活的希望与不同动机的爱情。王端午是一个

“不彻底的人”，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但
正是这样的摇摆，让他的故事充满了悬念与张力。

王端午的故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鄂湘边
界和长江沿岸的农村，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生活条件
艰苦的典型农村。王端午长于贫困家庭，又经历了
弟弟意外死亡、父亲的暴力等感情创伤，家庭经济状
况也困窘。与此同时，当时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反
差，在王端午的心中埋下了对城市强烈的向往之情。

王端午不愿意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做一个农
夫，他选择了逃离生他养他的烟村。在城市的繁华
与喧嚣中，王端午逐渐感受到了城乡差距的巨大鸿
沟，以及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卑微地位。他目睹了身
边人的种种遭遇，包括工友的意外伤亡、老板的无情、
初恋女友的失联。这些经历都让他深感困惑与迷茫，
他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甚至产生了退缩的念头。但
每当这个时候，王端午内心深处那份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又会重新点燃他的斗志，激励他继续前行。

全书中，有一个核心事件，像乌云一样，隐藏在
王端午心里。王端午被人骗走钱财及证件而沦为流
浪者后，他窃取了李文艳的财物，包括他的大学毕业
文凭和身份证，并以此为契机，以李文艳的身份在深
圳一家广告公司入职，成为白领。在此期间，他得知

李文艳因为失去文凭和身份证而自杀身亡，这一事
件成为他终生的痛苦。在假身份被前工友揭穿以
后，他离开深圳到广州经营书店，与女作家冯素素结
婚生子。生活步入正轨以后，结果他又在妻儿面前，
先后讲述了偷窃李文艳财物并冒充李文艳的那一段
不光彩的经历。到临死的那一刻，他还惦记着自己
作下的恶业。王十月没有把王端午刻画成一个励志
型的书店老板，或者直播网红，而是让他“一时的作
恶，一生的痛悔”贯穿后半生，像一记响亮的警钟，提
醒人们在任何环境下，要学会自处，一时之恶行，必
然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深远负面影响。

《不舍昼夜》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成长的小说，
更是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史诗。小说中，王端午在
不同的身份中反复跳转，从故乡到异乡，从少年到中
年，从独身一人到一家之主，他不断艰难跋涉，反躬
自省，接近自我，完善自我。

《不舍昼夜》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
人生、社会、人性的深刻思考。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时
代洪流中个体的渺小与强大，以及人性在困境中的挣
扎与升华。通过王端午的经历，我们要珍惜尊严，严
格自律，坚守那些在困境中依然要留住的美好品质。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如何自处
——读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

□ 钱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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