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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著名作家、“全国中小学生最

喜爱的十大当代作家”肖复兴对京剧、昆曲

等古典戏曲和当代话剧的欣赏笔记，插入作

者看戏之余随手画的戏曲人物画，呈现戏里

戏外的笔迹、画迹、心迹、足迹，展现中国古

典戏曲之美。书中描绘了作者如何通过传

统戏曲，认识生活、了解历史、感受悲欢离

合，以及共鸣喜怒哀乐、传承忠孝节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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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抒写故

乡历史与情怀的长篇散文作品，以富春江

为核心视角，通过你、我、他（她）三卷的全

面挖掘，呈现了两千多年来大江丰厚的历

史人文，结合作者自身经历和今日家乡人、

家乡貌，提炼和呈现出富春江的文化特质，

直抵富春江灵魂深处。富春山水有四姓，

姓桐，姓严，姓范，姓黄——桐君老人之桐

君山，严光之富春山，范仲淹之春山，黄公

望之《富春山居图》。“你”卷以文学浪漫笔

法讲述了桐君、严子陵、范仲淹、黄公望的

历史故事；“我”卷讲述作者在富春江边成

长与生活工作的体验；“他（她）”卷展现富

春江边新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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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于2010年设立，

由世界华语科幻协会支持评选，每年举办

一次，评委包括刘慈欣、郝景芳、韩松、何

夕、王晋康等数十位著名科幻作家，是检阅

华语科幻文学创作的标杆。《太阳坠落之

时》为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精选

集之一，内容主要包括张冉的《太阳坠落之

时》、陈楸帆的《巴鳞》、凌晨的《太阳火》等

多篇作品。其中同名小说《太阳坠落之时》

讲述了生死存亡之际，自天而下的坠落的

太阳，引发的何止是无休的灾难，更是一场

对人性的考验。

内容简介：
本书为“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彝族

青年作家英布草心创作的一部关注留守儿

童身心成长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力作，讲

述了一位凉山少年勇敢追逐梦想、最终走

出大凉山的励志故事。作品以大凉山为背

景，以作家的温情之笔触摸人间冷暖，关注

大凉山近年来的山乡巨变，以及在这种变

化下少年儿童所经历的身心阵痛及所获得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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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

□ 唐 雄

万长松，

祖籍江西，生

于黑龙江，江

西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中

国政法大学研

究 生 。 当 过

兵，教过书，做

过官，从过警，

经过商。中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出版专著

24部。《人民日

报》报道称其

为“儒警”。

赣籍儒警万长松，不仅有着从军、

从政、从警、经商的丰富人生经历，还是

一名涉及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

文学评论等多种文学体裁的高产作家，

已出版各种作品24部。

《潇洒地老去》2022年 8月由海南

出版社出版，全书 22万多字，收录万长

松的人生哲学 205篇（首）。这些短作，

或陶冶情操，或激励苦学，或修养品性，

或自省自戒，追求保守生活的本真、纯

朴，不受物欲影响，不受外界因素所左

右，是他发自内心最真实、最朴素、最原

汁原味的生活感悟。

万长松在《爱折腾的人生才精彩》

一文中写道：“人生贵在折腾，爱折腾的

人生才精彩。生命的价值在于认识自

己，成就自己，超越自己。生命的最初

就像一张白纸，成品全靠我们自己装

扮。不想几十年如一日地机械重复，想

要活得精彩就要敢于折腾。没有一次

次跨越现状，就不能站在成功的高处。”

他列举了自己“从中学生折腾到当兵”

“从江西折腾到海南”“从体制内折腾到

体制外”……最后他总结说：“每个人的

生命在最初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怎样

描画全在我们自己。不愿百年如一日，

那就必须折腾，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万长松的作品以当今现实生活为

背景，再从中抽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加

以提炼。每篇文章短小精悍，富有哲

理，能够体现生命中折腾的意义，易于

引起读者的共鸣，启迪智慧，升华境

界。他认为，读书能决定一个人的修养

和品位，是一种滋润生命状态的凸现。

万长松在《潇洒地老去》文中坦言：

无论老之将至，还是渐入“老境”，明白

了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心里反

倒踏踏实实、潇洒应对了……也许，这

就是《潇洒地老去》给读者带来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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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老师的花》
作者：刘崇善

出版社：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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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李汉荣散文选集》，看过《家

园与乡愁》，看过《河流记——大地伦

理与河流美学》，看过《万物皆有欢喜

时》，看过《总有喜鹊待人来》，看过《万

物有情》，看过《点亮灵魂的灯》，看过

《沧海明月》等等。我列举了这些，是想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读书是有机缘的，

要等待，要思考，如果“等待”和“思考”

都遇见了，我想文章自然就流出来了。

李汉荣的《植物记》已经购买很久

了，但一直没阅读，我说读过他的很多

书和文章，当然与《植物记》里的很多

文章都有交叉，一来想把新鲜感冷却，

把秉承的和固有的经验和感受都忘

掉；二来重新阅读能保持更好的新鲜

感，重新感受他文字带来的美好，在学

会忘记的同时学会发现。这样阅读会

有一种自我超越。

散文《外婆的手纹》中有这样描

述：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

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

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外婆

说，一匹布要变成一件好衣裳，如同一

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都要下点功

夫。无论做衣或做人，心里都要有一

个“样式”，才能做好。一件布料遇见

好的裁缝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在我看来，读书更是如此。

书在找阅读它的人，人也在找自

己想读的书，读到了就是一件幸福的

事儿。就包括很多题目的遇见，看似

很随意，实则都是一种机缘巧合。周

作人有意思，经常翻阅《字典》，为的是

查找一个好的题目。贾平凹写《废都》

的最后，龚靖元的儿子将父亲字画变

卖了，以为字随随便便还会写出来，画

也还会再画出来，其实他不懂字画。

最好的字，是心情、感觉、时间等等堆

积在一起的东西，藏着一切不可复制

的品质在里面。阅读也是一样，感受

时过境迁，感受也与时俱进。

所以，我阅读李汉荣老师的文字

时，最怕落在原来的感受和经验里。

我们读文字，读小说读散文读诗

歌，到底读它的什么？我想可能从专业

评论的角度说什么意象、诗意、美学，说

什么更高深的一些理论等等，这完全在

情理之中，但更多的应该抛开这些评论

的学术学问与知识体系，不是所有的阅

读者都有那么大的学问，都会受到中文

文学高等学府的教育，所以，我们普通

人阅读，总要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在他

的文字里我们获取到了什么，在他的文

字里我们发现了什么，受到了哪些启

发，有了哪些改变，这才是阅读给予普

通人的真正意义。这次阅读我“冷却”

并“抛开”秉承的阅读经验与感受，终于

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从植物的角

度出发，回归到生命上来。

说雨过天晴，其实是说作家文字

的质地。他的文字像雨水洗过一般，

洗掉了“灰暗”的色调，浮躁的色调，雨

水又增加了色彩的浓度，况且色彩中

又加入了阳光的光泽，我想这就是我

阅读李汉荣老师文字后的感受。你说

童真也好，天真也好，纯粹也好，我更

愿意把他的文字说成“雨过天晴”的清

澈、明丽、纯粹、一尘不染。

我常常在思考，什么样的作家能

写出这样清澈、纯粹的文字，是内心没

有世俗的欲望，没有世故的冷眼，满眼

都是自然的草木、山河、星光、宇宙，我

想他的内心肯定还养一汪清泉，冬暖

夏凉地护着他，源源不断地涌出，才让

读者看见这样清澈的文字。有了泉水

的浇灌，润泽，流进了植物的内心，才

能发现植物的秘密。那就是：没有一

种植物会抑郁的，它们生来，自打找到

合适的土壤，扎下根来，就懂得随遇而

安，一生一世都会铆足劲地生长；没有

一种植物会抱怨，抱怨出生，抱怨生长

环境，抱怨天不逢时，抱怨所遇到的人

为或自然灾害。

或许，作家就是一棵纯粹的植物，

要不然他怎么会如此懂得植物的生长

过程，能阐释出那么多哲理的东西，回

味的东西。可以说他的文字是丰富

的，复杂的，独特的，诗意的，意象的。

一棵小小的豆芽，一生没见过土地的

豆芽，无不充满了诗意与遐想；一片薄

薄的银杏叶，记录了多少秋天的账目；

一棵战战兢兢的丝瓜蔓，它的浪漫之

旅其实是生命向上的高度。

其实借物喻人的文章早在《诗

经》、在老庄的文字中、唐宋的诗词中

都有记载，但像李汉荣从纯文学的角

度，从内心出发，归结成一本书《植物

记》还是鲜见。他为植物代言，为草木

立传，那些平常的植物，草木、果蔬，我

们看惯了，我们吃惯了，我们都习以为

常了，可在作家眼里它们非同一般，都

是有着血肉生命的植物，它们有思维

有思想，也有自己的理想与乡愁。作

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它们有的精

短，文字像一盘小小豆芽菜；它们有的

很深情很诗意，为了农家的一抹亮丽，

一抹春色，把自己挂在邻家大嫂的窗

前。它们诉说着自己的过往，劝说着

有思想且粗暴的人类，维系着自然的

生命平衡与美学。

人心里装着草木，装着山水，装着

自然，当然人就有了草木山水自然的

气息。

比如说韭菜。“你再看刚刚被刀割

过的韭菜，你以为它从此完了？完了的

是他的旧我，在刀痕里，他获得了新生。

什么是绝处逢生，什么是向死而生？这

死而复生、不断新生的韭菜，在给我们一

次次耐心讲解生与死的辩证法。”

比如说银杏叶。“他呈现了一棵树

一生都不会改变的童心，呈现的是植物

的童心和宇宙的童心。”如果说这篇文

章非要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我想它闪烁

着童趣，清澈，纯粹是必不可少的。那

种文字所呈现的大自然，甚至比大自然

更自自然然，更有趣鲜活，因为读者看

到的是喜爱的自然，美丽的自然。

比如说树。“每一株树都是美的，

都那么好看，树是美人君子，是天生的

唯美主义者。人是为自己活着的，而

没有一株树是仅仅为自己活着的，它

为鸟儿、为土地、为风、为乘凉的人活

着。”等等。李汉荣的文字是松弛的，

是自然的，是悠闲的，看了使人宁静，

看了同样使人致远。

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再“断章取

义”，我的阅读仅仅之于我而言，虽然

有自己的角度，但同样有为人所诟病

的局限。你们的阅读才让文本有了不

一样，有了深入，有了万千星辉。

还有，我想说的是，一个文人最伟

大之处，不是按照条条框框，不是按照

市场营销的“规律”卖多少钱去书写文

字，而是按照内心，按照本心，按照自

然之心，按照仁慈之心，按照敬畏之心

来书写文字，他才会被世人所赞誉、所

传颂。张九龄有句诗：草木有本心，何

求美人折。文字亦如此。

每一棵植物都有雨过天晴的闪烁

□ 朱宜尧

《植物记》
作者：李汉荣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读李汉荣《植物记》

刘崇善是一位年届 90的著名儿童

诗诗人，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一直从

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他钟爱儿

童诗，几十年不改初衷，践行自己的儿

童诗主张，“努力去写让儿童看得懂，反

映儿童生活，表达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

的儿童诗”。近日，读到他入选“童诗百

年”书系的儿童诗集《献给老师的花》，

这是一本情真、意深、巧思，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和生活气息的儿童诗集。

《献给老师的花》精选了刘崇善创

作的儿童诗 69首，他的儿童诗的显著

特点，就是从儿童出发，儿童日常的学

习、生活、游戏、友谊，以及他们的苦恼、

焦虑、渴望、理想等，在这本诗集中都有

所表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儿童世界和

精神风貌。

儿童诗要抒儿童之情，寄儿童之

趣，刘崇善特别注重诗的取材和构思，

虽然儿童诗的题材并不受限制，但各人

的着眼点和写法却不同。

刘崇善的儿童诗，写山并不就是

“山”，“我从公园里的假山起步，/快把

面前的道路缩短 ，/‘这山望着那山

高’，/对！越高越险才越想登攀。”（《登

山遐想》）从人与山的关系中，突出儿童

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

写湖也并不完全是“湖”，既有自然

界湖的存在，又有儿童在面对它的感受

和愿望，“该不是我的幻觉，/湖上闪过

船影，/白帆在蓝天上飘，/船在星际中

航行。”（《湖中幻影》）

同样，写花和草也不只是花花草草，

“花的根须扎在我们心底，/我们是繁花似

锦的一代”，“一年四季，/万紫千红，/春天

始终与我们同在”（《花的世界》）；“姐姐爱

花，/我爱小草”，从“小花和小草，/它们亲

亲密密多好”，联想到他和姐姐亲密地

“手牵着手，/洒下一路的笑”（《爱好》）。

儿童诗可以托物抒情，也可以咏物，

但刘崇善的诗不是咏物诗，而是将人事

物景融合在一起，这样写更具体、形象，

也更符合儿童的欣赏习惯和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大的现实题

材也在诗集中出现，诸如《勇敢者的道

路》《闪光的路》《旗》《到天空去旅行》

《神奇的大海》等等。这些儿童诗不论

写景、咏物，抑或言志、抒情，总是充满

豪放之气和进取之心。《闪光的路》创作

于上世纪 80年代，发表于《少年文艺》，

曾被香港一年一度举办的诗歌朗诵节

定为中小学生朗诵备选的作品之一。

这样的诗，的确是当今儿童文学所缺少

的，它们是儿童成长的精神之钙。读这

样的诗，可以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在

新时代的今天更需要这类振奋人心、鼓

舞斗志的儿童诗。

儿童诗的构思不是闭门造车、冥思

苦想的结果，而必须是从生活中来。刘

崇善自始至终遵循艾青提出的“朴素，

单纯，集中，明快”的创作要求。他认

为，“创作儿童诗并不是简单的兴趣出

发，既要考虑不同年龄的读者的要求，

努力做到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又要注意

诗的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因此，

他的儿童诗写得清新、活泼，富有意

味。所谓“意味”即“有意义”或“有意

思”，恰恰是中国儿童诗的传统。儿童

诗需要创新，但必须在创新中守“正”，

让生活成为创作的源头活水，让孩子们

通过儿童诗遇见未知的自己，让孩子成

为文本的真正解读者。

——读万长松《潇洒地老去》有感

阳光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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