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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的神兽》

作者：周乾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龙、凤、鹤、狮、象、麒麟、螭吻、蚣蝮……故

宫里共有多少种神兽？这本书系统梳理了龙、
凤、獬豸、甪端等五十余种神兽的踪迹。甪端
可以充当香熏，辟秽清洁的同时营造出仙界的
意境；水面上欢快奔跑的海马，是驱除邪恶的
海中战神……全书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辅以近
四百余幅精美图片，图文并茂地解读故宫内的
神兽及其所展现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DeepSeek技巧大全》

作者：陈才斌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这本书是一本以 AI 工具 DeepSeek 为核心

的 全 场 景 效 率 提 升 指 南 。 全 书 系 统 解 析 了
DeepSeek 在职场办公、文案创作、数据分析、营
销推广、生活管理、跨工具协作等十多个领域
的深度应用，覆盖一百多个细分场景。书中阐
述了深度思考模式、联网搜索模式、拍照识文
字、图片识文字、提示词框架搭建、自然语言交
互、多语言翻译等内容，帮助读者快速上手并
掌握。

《舌尖上的维生素》

作者：徐格林

出版社：三联书店
很多人都知道维生素的重要性，但究竟什

么是维生素却不甚清楚。人体所必需的维生
素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作用？哪些人需要
补充维生素？如何通过食物补充维生素？如
何选购维生素补充剂？这本书以问答的方式
详尽地介绍了 14 种人体维生素。通过对 14 种
维生素的一一介绍，旨在帮助消费者摆脱盲目
补充维生素的冲动，转而从均衡膳食中获取适
量维生素。

（综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
动”。这是自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文化艺术、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档案等事业，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倡导全民阅读”以来，“全民阅读”
连续 12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从“ 一 书 在 手 ”到“ 一 屏 万
卷”，数字阅读确实让阅读触手可及、方式灵活多
变，然而也引发了注意力碎片化、内容娱乐化等
方面的担忧。

去年 2 月，中国青年报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超半数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
量匮乏、表达单一。为什么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

“词穷”的现象？过半受访青年认为，阅读量少和
依赖网络语言及表情包是“词穷”的主要原因。
上述调查结果提醒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要警惕
数字阅读过于“碎片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思维习
惯的“碎片化”，要通过加强深度阅读，不断提升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提升
孩子们的作文写作水平，根本之策在于引导孩子
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通过深
度的“学”与持续的“习”，让自己的思维与语言文
字表达能力融合发展，相得益彰。

阅读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在传播思想文
化、提升国民素养、传承民族精神、涵养文明风
尚 中 有 着 独 特 的 重 要 作 用 。 各 地 应 积 极 构 建
书香社会，大力加强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
体 系 建 设 ，不 断 丰 富 阅 读 资 源 ，深 化 全 民 阅 读
活动。

“数 字 化 时 代 ，社 会 节 奏 快 ，静 下 心 来 、耐
着 性 子 坐 着 读 本 书 不 容 易 ”。 越 是 不 容 易 ，越
是 需 要 笃 定 的 力 量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应 从 我 做
起 ，以 实 际 行 动 争 做 全 民 阅 读 的 践 行 者 、推 动
者 ，学 会 阅 读 、热 爱 阅 读 ，做 到 读 之 有 成 、学 之
有效。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春天，我们用
阅读播下一颗种子，用心浇灌、精心培育、锲而不
舍。未来，定能在人生的田野上绽放绚丽之花，
收获到满满的果实。

《我家的路书记》由灵宝市作
协主席李亚民创作，讲述女儿李小
路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展现
新时代青年在基层的担当与成长，
文风质朴却满含真情，令人动容。

文章开篇独具匠心，聚焦窗台外
肆意绽放的喇叭花。这些由野种子
长成的花朵，无人照料却年年蓬勃生
长，红白、白紫相间的花瓣在风中摇
曳，吸引蜂蝶环绕。这充满生机的画
面，营造出悠然氛围，为“路书记”登
场铺垫轻松底色，也象征她在乡村土
地扎根绽放的顽强生命力。

就在作者沉醉花中时，“路书
记”打来电话，一句俏皮的“妈，我
看中一套非常好看的衣服 2000 多
元，能给赞助一下吗”，与背景里村
委会医保激活通知声巧妙融合，展
现出她在生活与工作间的自如切
换，让读者感受到其驻村生活的多
样，人物形象也变得鲜活立体。

行文巧用回忆与现实交织，串
联“路书记”成长轨迹。多年前机
关招录，她举着成绩单兴奋转圈，
备考用掉的约 100 支中性笔芯，见
证 她 为 梦 想 拼 搏 ，换 来 体 制 入 场
券。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后，从帮王
大爷要回拖欠三年的工钱，到去村
小学讲课被孩子追着喊“第一书记
老师”，再到期盼冷链物流项目获
批卖土特产，她的聊天记录就是一
部《乡村振兴实录》，清晰展现她在
驻村工作中的成长与蜕变。

“路书记”形象饱满、极具生活
气息。家庭里，她是会撒娇“啃老”
买衣服的俏皮女儿，用幽默话语逗
母亲开心，尽显活泼可爱。工作中，
她专业干练，在主题党日和新项目
会议上，从容介绍领导，条理清晰阐
述村里经济与发展方向，赢得大家
的 认 可 ，是 乡 村 发 展 的 有 力 推 动
者。暴雨夜冲回村里转移群众、为

留守老人剪指甲，又体现出她的担
当与爱心，是群众的“贴心人”。作
者通过多场景描绘，塑造出有血有
肉的新时代青年干部形象。

结尾堪称点睛之笔，引用《哪
吒 2》“是仙是魔我都是你的孩子”
这句台词，将“路书记”比作凭努力
把小村庄变桃花源的平凡英雄，揭
示她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点明
孝顺不在距离，而在生活琐碎与关
键时刻的双向奔赴，诠释亲情与奉
献，引发读者对家庭、责任和人生
价值的思考。

《我家的路书记》以小见大，借
家庭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主题。细
腻笔触与真挚情感，让读者体会驻
村工作的艰辛与成就，感受亲情的
温暖与力量，它是兼具生活质感与
时代温度的佳作，映照出新时代青
年精神风貌与乡村发展生机，极具
文学和现实意义。

我 以 为 真 正 的 文 学 就 是 对 生
活的诗意再现，它能够于生活的罅
隙中透射出人性的光辉。刘庆邦
就是这样一位坚守着传统文学创
作理念的作家，他的小说集《挂在
墙上的弦子》让我们从普通人身上
看到了生活的本真。

《挂在墙上的弦子》是第二届
鲁迅文学奖得主、短篇小说大师刘
庆邦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
他 9 篇已发表但尚未结集的小说新
作。小说以豫东农村为背景，展示
了平凡人物背后温柔而丰富的精
神世界，记录着日常生活中正在消
逝的传统与人性之美。

在这部书中，刘庆邦巧妙地以
弦子为隐喻，将家庭、乡情与人间
的联系紧密地串联在一起，每一个
故事都如同一曲动人的弦乐，拨动
读者的心弦，让人在平凡生活中发
现 美 的 存 在 。 如《挂 在 墙 上 的 弦
子》作为小说集同名篇章就是一篇
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讲述了潘明
华 和 高 新 月 相 思 相 守 的 爱 情 故
事。潘明华以拉弦为生，与高新月
因弦子结缘，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传统弦艺逐渐被现代娱乐取代，潘
明华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留
下妻子高新月独守空房。在丈夫
离家的日子里，高新月将对丈夫的
思念全部寄托在弦子上，弦子承载
着他们的爱情、忧伤、牵挂。刘庆
邦通过描写妻子对弦子细腻的情
感，将人性中的眷恋与坚持展现得
淋漓尽致，显得格外真切。“挂在墙
上”的弦子，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
在，更是妻子停滞时光与难言情感
的占据。当丈夫工伤断指回家，再

次拉响的弦音，成了这个凄美的故
事里，人们在艰难生活中永不放弃
的希望。

刘庆邦的小说善于以小见大，
注重对人性的挖掘，通过一个个看
似平凡的故事，折射出社会现实的
方方面面，引发读者对人生、对社
会与时代的深刻思考。在他的笔
下，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知识分
子，仿佛就真实存在我们身边。如

《非常名》这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
朱家运渴望出名，于是在张秘书帮
助下自费出版了一部小说，借此成
功 地 进 入 作 协 ，并 加 冕 作 协 副 主
席。然而由于缺乏真正写作才能，
他的作品始终无法发表，最后只能
通过买稿子的方式维持名誉。小
说暗讽了文学圈的一些乱象及扭
曲的价值观，给人以深思。

刘 庆 邦 也 是 一 位 有 悲 悯 情 怀
的作家。他以独特的个人话语和
人文情怀表现了对生活在物质和
精神双重重压下的人们的关注和
同情。他的小说氛围大多弥漫着
悲剧色彩，正是这些对于苍生的悲
悯和无可奈何，使得故事闪烁着强
烈的人性光芒。《花篮》这篇小说，
讲述了煤矿工人杨师傅把用炮线
编织的花篮送给了搭档宋师傅的
女儿，结果在那个特殊年代遭受了
批判。在这场风波里，宋师傅一家
的表现与杨师傅的选择，共同彰显
了普通人身上隐忍、坚韧的品格，
也展现了刘庆邦对弱者的深切同
情，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悯的情怀。

著名作家李敬泽说：“在汪曾
祺之后，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最
好 的 ，如 果 让 我 选 ，我 就 选 刘 庆

邦。”刘庆邦的小说有股特别的散
文味儿，他很擅长用细腻的文字，
营造出既真实又有意境的氛围，这
种特质使他的作品在当代小说中
独树一帜。如在《终于等来了一封
信》这篇小说中，为了体现出女主
人复杂的情感，作者写道：“后半夜
起了北风，风还不小，把院子里的
桐树和椿树刮得呼呼响，把树上最
后的叶子都吹落了。有一片桐树
叶 子 ，大 概 被 风 吹 落 后 又 被 风 卷
起，啪地贴在门缝上。”形象地描绘
出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和内
心的不安。

刘庆邦用显微镜般的笔触，将
日常褶皱里的光与盐凝练成结晶，
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身上闪烁的
人性光芒。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
愿我们都能在他的文字里感受生
活的温度，重新发现那些被忽视的
美好与感动。

“ 人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这是哲学家对于人的精准描
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中民老
师的长篇小说《远方有多远》写的
就是主人公姚远的社会关系。出
身于河南农家的姚远只身到深圳
打拼，他本是满怀希望，意欲打出
一片宏伟天地，然而天有不测风
雨，就在其事业刚有起色之时，一
场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生意上一
连串的打击使姚远心灰意冷，在
给自己的心上人余静打完告别电
话后，他纵身一跃，悲情地跳入了
滔滔的珠江之中。

这样的开篇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读者自然明白拥有“主角
光环”的姚远并不会轻易死去，
可是劫后重生的姚远又该如何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读者的心思
就这样被小说轻松“拿捏”。

贾平凹曾说：“心上有个人，
才能开心地活下去，不然生活的
意义就会越来越低。生活里需
要情感的羁绊，恰是因为这些羁
绊，才有了念头。人一旦有了念
头，生活就有了奔头。”姚远醒来
时，他生命中最后的“羁绊”——
余静就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小
说以极其细腻生动的文笔，生动
传神地写出了余静对姚远无微
不至的呵护。心灰意冷的姚远
是一棵被烈日晒蔫了的秧苗，而
余静的鼓励就如同一泓甘美的
清泉滋润着这个男人，使他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

住院期间，姚远有幸认识了
新天地公司创始人新加坡老华
侨晁总，巧合的是两人做理疗时
的编号连在一起，所以他们总是
经常在理疗室相遇，相似的人生
经历、共同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拉
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最为重
要的是，姚远身上展现出来的能
力与优秀品德为老华侨所赏识，
康复后的姚远顺利入职老华侨
在深圳的新天地公司，并担任人
事部经理一职。

空降公司任职的姚远如何
立足、锐意改革的他又将会遭到
什么样的阻力，这既是对姚远能
力的考验，也是对作者创作能力
与经验阅历所提出的要求。张
中民擅于从芜杂的生活中“披沙
拣金”，在创作这部书之前，他就
深入到工厂一线体验生活，积累
了大量的写作素材，所以作品中

有关机械、厂房、企业管理、谈判
技巧、经济政策、政商关系以及
广州深圳一带的城市风情、市民
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
内容描述无不一一展示得淋漓尽
致，在充实小说内容推进故事情
节发展的同时，也使该作品具有
了区别于一般小说的精神特质。

小说是讲究逻辑的艺术，故
事 的 章 节 要 环 环 相 扣 ，在 契 合

“文似看山不喜平”理念的同时，
又要避免故事情节的过度巧合
与突兀。作者安排了一场姚远
和表面上是秘书实际上是老华
侨情人的小刘在酒后乱性的“意
外”，成了老华侨和姚远分道扬
镳的导火索。念及姚远对公司
的巨大贡献，老华侨还是给了姚
远一百万元作为离职补偿，老华
侨这样做表面上看似顾及到了
双方的体面，实际上则给了姚远
咸鱼翻身自主创业另立门户的
机会，因此这是又是一个大大的
伏笔。

果不其然，姚远很自然地选
择了创业。他创办的远南公司
从一家毫不起眼的小作坊做起，
逐渐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在
收编了原属于新天地公司的技
术骨干与管理精英之后，远南公
司的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已经
具有了与老华侨的新天地公司
掰手腕的实力。故事到了这里，
作者的处理也尤为独到，小说中
安排老华侨两次主动约姚远喝
茶，极大地缓和了二人的矛盾冲
突 ，从 而 削 弱 了 故 事 情 节 的 突
兀，规避了逻辑上不合常理，充
分体现了久经商场历练的老一
辈企业家在商场斗争方面的成
熟与老练。在小说的最后，两位
从原来的主仆关系到而今的竞
争对手的企业家握手言和，他们
的企业合二为一成为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企业。

《远方有多远》兼顾了艺术
性 与 思 想 性 两 个 方 面 的 出 彩 。
纵观全书，其结构框架明晰，故
事情节的发展自然流畅，利落干
脆，几乎是一部一气呵成的长篇
小说。作者以生动而精细的文
笔，刻画出了河南青年姚远逐梦
的故事，以小见大，歌颂了小人
物搭乘时代之东风造就大业绩
的不凡故事，必将成为激励新一
代青年奋发作为的经典之作。

用阅读播下种子
让成长走向纵深

威利

我的新书《怎一个佛字了得——漫说
王维》出版发行了，回首我的创作过程，可
以用一个梦、一段情、一本书来概括。

一个梦

1978 年我考上大学，读的是中文专
业。那时老师讲唐诗时主要讲李白的浪
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对其他诗人
则 选 择 一 带 而 过 。 当 我 在 图 书 馆 看 到

《全唐诗》，才感受到唐诗的海洋浩瀚。
当我看到王维的诗时，不禁感到震撼，他
的诗几乎不用任何典故和生僻字，就能
表达韵味无穷的意境，而且他关注和表
达的不仅仅是一己之悲欢，而是生与死、
阴与阳、官与隐、虚与空、人类与大自然
等大问题，其认知高度与艺术境界别有
天地。从此我爱上了王维的诗。

当时，我的经济并不宽裕，无法购买
王维的诗集，图书馆里的《王右丞集笺
注》也很难借到，于是我开始从《全唐诗》
里手抄王维的诗，并从《旧唐书》《新唐
书》《资治通鉴》及各种诗话、词话中摘录
有关王维及其诗歌的资料，最后形成两
大厚本的“手抄书”。那时我有一个“私

密的梦想”：努力写一本王维的专著。
大学毕业后，组织分配我到乡政府

工作，下乡驻村、为基层服务，成了我最
紧要的工作，那个学术的梦仿佛与我渐
行渐远，但我阅读王维、热爱王维的初心
一直没有变。

四十多年来，这两本渗透着心血、寄
托 着 梦 想 的 手 抄 书 是 我 随 身 携 带 的 宝
贝，不论是出差还是下乡都会带着它随
手翻阅。

随着年事渐长、阅历增加，我读王维
的方式也在变化，开始把他放在历史的
长河里、放在唐诗的大海里、放在世事
的沧桑里、放在人生的悲欢里，去读，去
品，去悟，总想透过诗情画意，探索王维
独特的人生轨迹，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本书的行文风格，不是严格的学
术规范，而是夹叙夹议、亦庄亦谐的文
化随笔。

清代陈楚南有题画诗：“美人背倚玉
栏杆，惆怅花容一见难。几度呼她她不
转，痴心欲掉画图看。”我就是那个绕到
背后看画的“痴心人”。《怎一个佛字了
得——漫说王维》这本书就是我痴心四

十年的“圆梦之作”。

一段情

四十年前，我抄写王维诗歌及其研
究资料，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出王维研究
专著，当时远在内蒙古的杜得敏老师知
道后，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无限关怀。

1984 年，我在一个三条腿的书桌上
写出第一篇论文《阳关三叠唱 千古送别
曲》。杜老师把自己的论文从杂志上撤
下来，换上我的论文发表。 此后的几十
年中，他不断教导我、鼓励我。这一段如
师如父的感情，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
富，也是我人生奋斗的最大动力。

这本书的样书拿到后，我第一时间
跑到杜老师的墓前，向他跪交作业，这本
书也是我的“还愿之作”。

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但它的背后渗
透 和 凝 聚 着 许 许 多 多 朋 友 和 亲 人 的 心
血。

在全国政协的书香政协活动中，经
济界别的组长杨主任、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的李主任，还有其他政协委员，都给
予了我许多鼓励和帮助。康震教授为本
书作序，连辑先生挥毫题写书名，还有陕
西农科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科成陪我
走完“西出阳关”的三千里路云和月，出
版社责任编辑卢祥秋为这本书用心剪裁
和包装，我们单位主管退休干部工作的
陈主任既有慰问勉励又有学术指导……

他们组成的名单仿佛是一条守护我
的“长城”，正是大家的关心、帮助、鼓励，
使我得以重拾旧梦，陆续写出了王维研
究的“三部曲”：“王维的诗韵”“王维的官
运”“王维的朋友圈”。 因此这本书更是
我的一部“感恩之作”。

新书出版之际，我曾写了一首诗《书
成感怀》：

初心未泯弦未断，
寻章摘句四十年。
采撷红豆缀相思，
踏马西行出阳关。
洛阳月夜吟凝碧，
长安夕阳醉辋川。
满纸文章满头雪，
痴心依然似当年。

痴心依然似当年
杨建平

书书 评评以独到的小说创作思考人生
——读张中民长篇小说《远方有多远》

王帅许 从尘埃与褶皱处看见暖光
——读刘庆邦小说集《挂在墙上的弦子》

陈伟雄

烟火与担当交织的驻村之歌
——赏析李亚民散文《我家的路书记》

王绵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