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古
建
之
美
》

作
者
：
陈
从
周

出
版
社
：
江
苏
凤
凰
文
艺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面对美轮美奂的古建筑，你也有着“我

不能理解但大受震撼”的一肚子疑问吗？

跟着《古建之美》去旅行吧。这是一本细细

描述中国古建筑生命律动，带你聆听其沧

桑往事、感悟其文化内核、体味其余风流韵

的书。《古建之美》汇集了中国古建园林宗

师陈从周先生毕生考察、研究、品评古建筑

的精华之作，书中所记的建筑，时空远追秦

汉，下迄明清，塞北江南，无所不至。

《
源
头
》

作
者
：
吴
克
敬

出
版
社
：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源头》是一部原创现实题材长篇小

说，讲述了新时代古城西安年轻知识女性

云朵志愿扎根三江源并为之献身的感人故

事。云朵从西安来到三江源玉树，在象征

着无私博大的母爱的源头，以坚韧的意志、

温柔的心灵，竭尽全力做着奉献。作品生

动塑造了新时代胸怀大爱、柔韧勇敢的女

性形象，讴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中国梦”，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的生动写照。

《
斜
塔
》

作
者
：
孙
睿

出
版
社
：
作
家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影响一代人的著名作家孙睿，于《草样

年华》问世二十年后，劘荡广阔庞杂人生的

长篇新作，故事、语言都干净利索，以案件

为推动，悬疑感十足，悬疑背后的抉择更令

人唏嘘。老董追随女友到了北方一座小

城，成为一名教师，教学出色，打篮球特棒，

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但随着儿子唐氏综合

征确诊、妻子离婚后出走，他的生活艰难起

来。一日，老董带着儿子离开，再无音讯，

警方怀疑他“处理”了孩子……

《
黄
海
传
》

作
者
：
赵
德
发

出
版
社
：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该书钩沉黄海历史，讲述黄海故事，并

全面表现黄海西岸人民在当今经略海洋、

向海图强的辉煌成果。作者广泛搜集有关

资料，并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进行实地

考察，经过反复筛选、斟酌，才从海量材料

中提炼出要表现的内容。《黄海传》视野宏

阔，气韵丰沛，结构精巧，文笔生动，是中国

海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大众读者

认知黄海、了解海洋文化的高品质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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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的名字，有着一个时代的

记忆，一条路的变迁，也诉说着一个

城市的历史。当代作家曾万紫的最

新散文随笔集《我家住在解放路》运

用细腻而温暖的笔调，描绘她脚下的

那块热土，记录她对生活的深情感

悟，为读者朋友们打开了一片崭新的

视野。

浓郁的生活气息是这本书的第

一个特色。我经常听别人讲，想去看

老海口就得去解放路，当时我还疑问

一条路有什么好看的，在中国几乎每

个城市都有一条路叫解放路。但是

在曾万紫的这部书中我找到了答案：

海口的解放路和新华路，还有附近的

中山路、博爱路等组成了海口的老街

区，也是如今海南省会海口市的雏

形，它坐落在骑楼老街，是一个时代

的印记，在历史的风尘里展现出自己

独特的风采，记录着椰城海口的沧桑

巨变。

作者用嵌入式的写法使得该书

生动活泼，满溢着浓郁的地域风情，

散发着醇厚的生活气息，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比如在描写海南第一家

戏院——永乐戏院（和平电影院）时，

作者回忆“有些孩子在影院门口尽量

弓着腰，弯着腿，努力地不让自己的

身高超过 1.2 米，这一切都是为了给

父母省下一张电影票的钱。”提到半

个多世纪的老医院——海口市妇幼保

健院时，她写道“海口老街区有一半的

人在这里出生的，这家医院对老海口

人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那一

年的某个清晨，我随着初升的太阳也

在这家医院呱呱坠地，发出了我人生

第一声啼哭。”还有解放路上的一家百

年老店——春光摄影室，她是这么写

的：“摄影室的老板十来岁就开始在这

家照相馆当学徒，学习摄影、铅墨、人

像放大等技艺，后来他将照相馆盘下

自己当起了掌柜。我从刚出生的‘幸

福满月照’到笑吟吟的‘一百天纪念

照’，再到上学时的学生证、毕业证上

面的‘标准正经照’等，都是在这里拍

摄的。”我想，这些正是曾万紫对这个

城市、这条路有独特感情的源头。正

如作者所言，我们看惯了城市繁华的

烟火，习惯了钢筋水泥的冷漠，再听听

老一辈人嘴里说出的那些曾经熟悉的

地名，感觉是那么亲切和朴实，每一个

消失的地名都有令人追忆和回味的往

事，使人不断怀念和思念。

通过飞扬的哲思来启人心智是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随着城市发

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但曾

万紫恰恰善于从紧张的工作中反思

人生，并从城市生活中领悟生命的真

谛。例如在《走海口》一文中她写道：

“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座城市，是

我对生我养我的这座城市最直接、最

亲密的接触。人之所以走得远，不是

因为长着两条腿，而是因为人有一颗

要走的心。人生就像南大桥，跑到哪

里都有出口；生活就像世纪大桥，上

去就很难掉头；心情就像龙昆南大转

盘，从来就没顺畅过；爱情就像滨海

大道，顺时激情四射，堵时撕心裂肺；

事业就像南海大道，总有红灯在你面

前……”还有在《钟楼的钟声》中她写

道：“从江上传来，百年沧桑，钟声依

旧。无论我生长的这片土地如何变

迁，在我的心目中，古老的钟楼永远

是伟岸的、高大挺拔的。是啊，除了

钟楼，还有哪座建筑更容易让我们想

起椰城海口的历史沧桑？还有哪座

建筑可以让人们将其当成故乡的象

征，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呢？如果说海

口像一艘船，那么矗立在海甸河岸边

的钟楼，就是插在这艘船上的一根桅

杆，它时时刻刻感知着这座城市的每

一份欣喜、每一份收获。”

作为一名作家，一个行走文字间

的女子，阅读和写作占据了曾万紫太

多时间，她对生活也有更深的感悟。

特别是第三辑《世态百生》中，曾万紫

将视角放到了更远的地方，涉及的

面也更广，其中有历史上的人物故

事，有现代人面对生活的种种无

奈。比如雷州的石狗、会“说话”的

植物、江西弋阳国际文学村……，让

人看后突生感慨，这就是作者笔下的

百态人生。

浓郁的感恩情节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体现了这本书的第三个艺术特

征，也是曾万紫的作品必然向纵深发

展的坚实动力。散文集中的作品，无

一例外地彰显着感恩向善的情怀，以

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教卅年感

赋》是曾万紫一篇回顾自己从教30年
时的感言：“卅年之时光兮，不懈追求，

山高水远亦不怕；卅年之韶华，砥砺奋

进，春去秋来气如虹！”从这些词句中，

让我们看到了曾万紫坚守教学生涯三

十年如一日，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琼北省娘节》一文描述的是琼北地区

外嫁女集体回娘家的一个习俗：“在省

娘节回娘家的女儿当中，年长的有近

百岁的老婆婆，年轻的有二十多岁的

新嫁娘，有时一家有三四辈外嫁女同

时归来，好不热闹……九十多岁的阿

香婆尽管年纪大了，可是每次她还是

迈着颤悠悠的脚步，满面笑容地回来

‘省娘’，其实她的亲娘早就不在人世

了，可是她说‘这里是我永远的家

哩！’”这样的话语何尝不打动人？

在《自贸港·海南梦》中，她写到

自己每次向新一届学生提的问题“中

国面积最大的省是哪个？”然而，她得

到的总是五花八门的错误答案，她觉

得遗憾，继而反思：“作为一名教师，

我们对海洋知识的普及，对‘国土面

积’概念的理解，抑或是对海洋意识

的培养，是不是存在不足呢？”在《南

海诸岛礁的昵称》中，她写道：“没错，

无论是世代渔民给南海诸岛礁起的

昵称，还是政府后来规范化了的学

名，即便再小的岛、礁或滩、沙，哪怕

从来没有露出海面，只要把它们稍作

分类就可以看到其背后断不开的文

化与情怀。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相同

的坐标——南海，而且它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中国！”

我从湖北武汉来到海南已有十

多年了，我常想，对于落户在这个城

市的人来说，生活不仅仅是只要找一

份工作就可以了，还要有精神享受、

文化追求。而作为外来者，怎样和这

座城市契合起来？如何去了解这个

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的底蕴和包容

度，以及开放度就很重要了。作为一

名海南本土女作家，曾万紫的记忆储

存中，存在着非常有趣的城市生活信

息以及人文地理历史知识，她的作品

为人们打开了了解海南的一扇窗口，

让我们看到了“小”文章背后的“大”

情怀。

曾万紫的这本散文随笔集让人

读后感慨颇深，同时也发现自己对生

活的这个地方多了一份了解和深情。

“小”文章背后的“大”情怀

□ 陶 昱

《我家住在解放路》
作者：曾万紫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读曾万紫散文集《我家住在解放路》

寻回文学的本真

□ 蔡小华

郑朝能，黎

族，1983 年生，

海南保亭人。中

国诗歌学会会

员，海南省作家

协会理事，保亭

县作家协会副

主 席 兼 秘 书

长。出版黎族

作家文学第一

部叙事长诗集

《黎乡仙游记》、

诗集《木棉花开

的声音》《钓一池

好时光》《橄榄

集》，并著有短篇

小 说 集《锦 城

记》、散文集《流

泉飞瀑》、少年励

志专著《自己才

是自己的拐杖》。

郑朝能的散文集《流泉飞瀑》摆在

我的书桌上，我竟然哑然——我需要一

点时间来回味那纯粹的文学的意味。

从里边的篇章，我真切地看到了文学的

回归。在他的笔下，文学成为了陶冶和

享受，成为了抒发真挚情感和描写风物

之美的无可替代的方式。

当我们沉迷于文学的花式技巧和

深邃思想无可自拔时，才发现，文学仿

佛离我们越来越远。文学成了一种标

志，乃至一个必备工具。而阅读朝能的

散文随笔抑或序跋，不论是记述家乡人

事，还是抒发人生感怀，都从中看出他

是为了文学而文学，文学在他那里，只

能是文学。对他来说，文学就是抒发，

是表达是念想和希冀，而不是其他。他

在个人生活经验里边，展示了一个作家

独有的思考和追问，他把文学带回原

点，又提升到云端。

从《不同寻常的一个月》《走向理

性》等篇章，可以看出从“我”的缩影折

射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和大时代之下

每一个人的灵魂和感情。而这一切，

都根植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起源

于他对世间万物的欢喜，诚如他在书

中所言：“我爱城市，也爱乡村，爱乡村

的和谐宁静，爱田野上弥漫的泥土气

息。”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自然万物

精神和情感彼此相通的媒介，我想，朝

能做到了。

为什么一个作家能够把文学当成

纯粹的事业或者爱好来进行，原因就在

于作家的人格和文学的纯粹是成正比

的。朝能为人豪爽诚恳，为了支持家乡

文学事业，慷慨解囊；他痴心文学，却又

醉心山水……当一个人的性情、志趣和

信仰与其文章对等，并且交融时，我们

不仅看到了文字的流丽、情感的纯真，

还听到了流泉飞瀑的潺潺之声，更听到

了从文章迸发出来的烈烈的金戈铁马

之音，这是灵魂的轻语，这是大自然的

回响，这是文学最本真的声音。

我始终坚信，真正的文学，是寒冷

冬天的一床被子，裹住了某个灵魂。一

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而我们的心灵

又该怎样无尽的宽广？也许，通过本

书，可以找到答案。

勾勒黎家习俗的美丽图画

□ 冯汝常

高照清的黎族身份不只是一个

符号，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浸润，使

得作家不仅能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词

语描绘黎山黎水的秀美，而且在黎

乡峒寨历史与现代故事的文学叙事

中指示了回归精神故乡的路标。高

照清是土生土长的三亚人，他创作

了大量带有鲜明黎族生活印记的文

学作品。如散文集《黎山是家》等，

这些作品大多以三亚黎族地区为观

察点，把现代城市与山乡黎村、社会

变迁与个人经历、经济发展与文化

传承等融合起来，用朴实无华的文

笔呈现出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而获海南省第三届“海南文艺

奖”的散文集《黎山是家》，即是高照

清这一创作特色的最好见证。

高照清出版的散文集《鹿回头

一个永恒的主题》，分为“山水旅踪”

“岁月沉钧”“黎山拾遗”三辑，共收

入近年创作的 42篇散文。在《蛙声

萦绕的村庄》里，他曾说：“我生在黎

族山区，长在黎族山寨，生活居住在

黎族的峒寨里，我熟悉这一方山水

的泥土气息”。确实，作为本土作

家，高照清扎根于三亚这片沃土，长

期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对故乡怀有

浓厚的赤子之情。正如《黎山是家》

文集的书名，他不仅把这里的山水

当作自己的家，也把寄寓的历史、文

化、亲情等都视作自我的精神故乡，

深爱这里的山川草木，更记录这里

所发生的人情与故事。

这种赤子之情，更渗透进《鹿回

头 一个永恒的主题》里所辑的散

文，如《博后故事》《寻味之旅》即是

验证。《博后故事》不仅探寻了因文

旅而闻名天下的“博后村”这个黎村

的命名渊源，而且还对它当下的生

存与发展状态，通过对先进人物苏

洪武带领乡亲致力美丽乡村建设而

脱贫事迹的叙述，把这位“时代的弄

潮儿”的感人故事，在如家常话语的

舒缓文字里娓娓道来，显得那么真

切自然；《寻味之旅》不过是三位知

己朋友之间的日常相聚，在一起小

聚的场景与闲聊的话题叙述中，黎

村的青山绿水，特色的美食，欢愉的

友情……不经意间透露出民族文化

特有的味道，也勾勒了一幅黎家习

俗的美丽图画。

黎族人是非常热情好客的，认

识高照清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而这种带有民族普遍性的性格也被

写进了他的散文。就拿文集中的

《奔格内·琼中行之一》这个篇目来

说吧，不懂黎语的人，肯定不明白

“奔格内”三字的意义。“‘奔格内’是

黎族语言，其黎语汉译为‘请来这

里’或‘请到这里来’。这是一句朴

实的语言，是琼中人发自内心的真

诚邀请，让八方来客感受到琼中人

民的热情。”独具特色的黎族语言所

表达的热情好客，使我很快联想到

了海南改革开放初期那首红遍大江

南北的一首欢快的歌曲——《请到

天涯海角来》，这不就是黎语“奔格

内”所表达的热情好客吗？

高照清散文创作的表现视角，以

自己的眼睛、耳朵和感觉来感知这里

的岁月，这里的乡土，这里的人世

间。“我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揣着一

份兴致勃勃的情，踏进青岭的。自涉

足青岭的那一刻起，我就被绿色包围

了：满山的青一丛丛，满岭的翠一簇

簇，满野的绿一片片……”在高照清

的笔下，绘就的正是四季花开的美

景，触目所及的黎山黎水，以及由之

而生发的黎情。读高照清的散文，不

仅能够“把我们从焦虑中解放出来”，

而且，让人们对多元文化有了更多的

了解与认知。

《鹿回头 —个永恒的主题》
作者：高照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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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郑朝能散文集《流泉飞瀑》有感

——评高照清散文集《鹿回头 —个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