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香延安YUEDU悦读悦读悦读悦读 责任编辑/延媛 视觉/李延庆 组版/景小燕 校对/尉丹2024年9月15日 星期日 3

南征北战的历程
吉麦广

今年六月的一天，富县的一个亲戚给我打来
电话，说他和延安市作家南征认识。南征出了一
本书，托他交给我，看需不需要快递到西安。我
说，今年夏季我准备回富县度夏，快递就不必了。

回到富县，我很快就把书拿到了手——《急景
流年》，南征著。再一看书里的照片，和我猜想的
一样，他人胖了些，也更有风度。看他们一家人的
合影，他的个头好像比三十多年前也略高了些。
这本书在我的手中沉甸甸的，好像几十年前的往
事就在眼前。

南征，学名叫南炜兵，一九八四年县委宣传工
作会上表彰奖励过的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出
生在富县南道德乡新民村。一九八五年，初中毕
业的他来到县广播站向我辞行，说他北上到吴起
去打工。当时，我觉得有些遗憾。他才初中毕业，
十几岁，正是学知识、学文化、长身体的大好年华，
就急急火火地出门去打工，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年
轻，能吃得消吗？会有咋样的结果呢？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
这是南征书名的出处。光阴易逝，人生苦短。南
征独自北上打拼，他的奋斗历程也像他书的封面
一样，高高低低、波澜起伏，但一直奔流不息、勇往
直前。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散文，第二部分
是诗歌。散文部分又分体味人生篇、欣赏自然篇、
故人故事篇、杂感篇，诗歌部分有仿古体诗，也有
现代诗。从书中，可以隐约看到他的奋斗历程。

南征先到吴起打工，后又辗转安塞、延安等
地。多年来，他在建筑工地劳动过，在文化单位坐
过办公室，在企业搞过管理，也从事过新产品的研
发，还干过推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从事过
房地产开发方面的经营管理。虽然多次挪窝转

行，但既不是穷途末路，也不是四面楚歌，而是事
业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人脉地脉和超前思维推
动他不断跳槽。这次说要出书，过去的一些搭档、
老板和行家里手纷纷表示支持，从各个方面伸出
援手。

书中既有对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景象的详
实描述，也有对家乡巨变和葫芦河畔、山川秀美、
乡情乡音、邻里情长的赞誉，还有他对青少年时期
境遇的回忆回味，对亲友同学的怀念怀想，对一些
人生拐点或失落或顺畅的总结思考。篇幅或长或
短，不一而足。长则几千字，洋洋洒洒，有理有据，
深入浅出，耐人寻味；短则几百字，一事一物一叙，
简洁明快，毫不拖泥带水。

长篇通讯《记沙棘开发先行者林顺道》一文，
书写了主人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不懈带领团队
开发了沙棘油和沙棘饮料等系列产品，为延安乃
至陕北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广大农民群众
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新路子。《记延安医科专修学
院的老师》《甘谷驿镇治沟造地侧记》等长篇报道
一经刊登，就引起不小的反响。《给香莲婶拜年》通
过一个家庭的变化，折射出家乡的巨变。

南征在书中多次提到舅舅杨来祥。年长他十
二岁的舅舅和他住在同一个村子，小时候带着他
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帮他砍柴、捆柴等。从他上
小学时，就一直鼓励他好好学习。文革后，杨来祥
第一批以优异成绩考入延安师范学校。毕业后，
教书育人，是闻名乡里的好教师。后来调到政府
部门，也是有口皆碑的好领导。

在吴起县，南征一边在工地上劳动，一边利用
工余时间到附近的农村和机关去采访，晚上熬夜
写稿。那时，县广播站常常一个月能采用他六七

篇新闻稿件。转行后，不论出差还是旅游，他都一
路走一路搜集资料，偶有空闲就动笔书写，或散
文，或诗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讴歌改革开放
以来千变万化的大好形势。

南征的仿古诗《中秋夜》“薄云漫笼中秋月，万
家灯火皓如雪……”还有《遇佳偶》《春暖三乡》《教
师节》等五十多首，韵律对仗，朗朗上口，有古体五
言、七律之美感。他的自由诗《黄土地、黄土坡、黄
土歌！》“古老的黄土地，褶皱的黄土坡。父亲的镢
头在这里拓荒，母亲的镰刀在这里收割。辛酸泪
浇熟丰收果，黄土地奏起大风歌。”五大段现代诗
歌有创意、有品位，又有自己的风格。“高山、土峁、
深沟壑，槐花、苦菜、糠窝窝”一语道破过去的艰
辛。紧接着，又以“赤手缚苍龙，扼腕把脉搏，黄土
儿女显身手，改天换地新日月”歌颂改革开放以
来，家乡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他的现代诗《妈妈的心》中写，“将一个熟透的
柑桔，分成八瓣，一瓣给了爷爷、一瓣给了奶奶、一
瓣给了孙子、一瓣给了孙女……桔红的桔子皮捏
在手里，心想，据说这还是一味良药，越放越好。
啊！这就是一位母亲，这就是一位母亲的奉献。”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母亲一生养育了
六个儿女，活了八十八岁，守寡四十四年，与邻为
伴，与人为善，一生节衣缩食，一路艰辛，无疾而
终，可歌可泣。

书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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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评长篇小说《同舟》

王俊虎

《同舟》是一部书写新时代、新乡村与新农民
的乡村振兴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同舟》
中，忽培元以真人真事展现当下新乡村建设中的
新型农民群体，进而将其文学化，在小说中塑造出
以新时期返乡知识青年等为主体的新型农民，从
而展现了以作者故乡陕西大荔为原型的同舟村在
乡村振兴中发生的变化。

忽培元在《同舟》中描绘出一幅生动而又真实
的新时代乡村美丽画卷。他以有着六百年历史的
同舟村为切口，完整呈现且深刻剖析这个在以新
时期返乡知识青年赵志强为首的村领导班子和全
村人共同努力下建成的堪称新时代样板新乡村的
古村，展示出乡村变迁的曲折过程和广大村民的
心路历程，着力为新时代的新人物高歌礼赞。作
品生动描写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有文化、有
志向和远大抱负的年轻人。他们积极深挖同舟村
历史文化积淀，敢用、善用、巧用先进科学技术与
现代农业理念，以文化复兴促进乡村全方位发展。

《同舟》这部书看起来是书写农业、农村和农
民的，实际上它在内涵上已经大大地突破了这个
范畴。如果说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相对侧
重于脱贫攻坚，那么《同舟》主要是着眼于中国
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新型农民和新型农业产
业发展。

《同舟》不是简单地对当下乡村振兴进程的描
述，而是紧扣时代主题，随时间、事件对真实乡村
人民从物质到精神进行全面梳理，对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进行系统思考。作者注重将同舟村深厚的
传统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这就使得
小说内容翔实、人物生动，既有时代之新辉，也有

传统之底蕴。正如忽培元所说：“我是从土地里生
长起来的，把真实的农村写出来，把农民的实际情
况和想法写出来，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同舟》之所以可读、好读、耐读，就在于其作
品当中扎实丰富的内容都是源于当下新乡村、新
农人的实际日常生活，其稳健厚重源于作者日积
月累的实地体验。小说中大量运用典型的陕西关
中东府方言，展现出极强的地域特性。当然，方言
并非占据全文，一部分方言保留了原本模样，另一
部分则经普通话加工后以文学语言呈现出来，体
现出忽培元从方言到文学语汇的探索。

忽培元写作的出发点立足于农业、农村和农
民的真实状况、内心诉求，写出生活故事下的思想
潜流与观点交锋。忽培元有着扎实的乡村日常经
验，小说中大量涉及的乡村行政模式以及特色民
俗风情都是忽培元多年来下基层、进田地村庄亲
身经历与见证的。就人物塑造而言，小说中的每一
个角色都是立体饱满的，他们的身上都具有不同的
特质。此外，忽培元也没有忽视在轰轰烈烈的乡村
振兴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女性，极力发掘出女性在乡
村振兴中展现出的强大时代力量，高度赞扬女性在
家庭生活与工作创新中的果敢与勇气。

当然，最为核心的创新则体现在忽培元所选
取的写作对象：新型农民。乡村要发展，最核心的
就是人才。如果没有现代农业技术、现代文明的
渗透，那么乡村的发展会大幅减缓。如果不造就
大批新型农民，那么乡村建设就无从谈起，更何况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群体是乡村振兴中最
活跃的因子、最重要的因素，他们自身充满活力，
为乡村未来发展蓄满后劲儿。青年时期是最能干
事的时候、最有创造活力的时候。新型农民群体

的主力军是青年，乡村的脱贫攻坚、发展振兴，最
主要的力量还是青年。小说中塑造的大部分新型
农民，都是在新时代乡村建设与发展中成长的年
轻共产党员和农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返乡知
识青年，一部分人是主动转型的农民。他们的成
长与乡土文化息息相关，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阅读小说，读者始终能够感受到忽培元
对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小说中的新型
农民群体也同样如此，他们的信念无比坚定，将建
设新农村作为他们的目标与任务，进而为之挥洒
汗水与青春。乡村给予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广阔舞
台，他们也以自己的勤奋努力与智慧勇气交上了
令老百姓满意的答卷。

在忽培元的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乡村的巨大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心理的
变化。小说何以起名《同舟》？忽培元认为，心目
中的乡村，像一条船，永远在风浪中搏击。“同舟”
也正是书中村庄的名称。同舟村就像停泊在黄河
岸边的一艘古老渡船，在新的发展理念的引领下，
重新扬帆远航。

可以说，《同舟》就是漂泊的游子忽培元献给
故乡的礼物，是其重回故乡、记录故地、礼赞故园
的心血之作。透过《同舟》，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对
故乡的守望，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乡村、对农民的浓
浓深情。

四季都是读书天，而我唯独喜爱
秋，日子带着一丝清凉，适合思考，适
合书写，适合阅读。泡一杯茶，捧一
卷书，边品味茶香，边品味别人的喜
怒哀愁。每本书里都藏着一个灵魂
绝佳的去处，所有的情绪也都会在书
页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归属。

秋天读书是一种美丽的静谧。
秋季，轻盈柔和的空气萦绕在周围，
会让人更感舒适和愉悦。凉爽的秋
风伴着醉人的清香，拂过脸颊，飘入
心间，人的精神也会倏然间抖擞起
来。在这个时候读书，身体最是舒
畅，心情也最怡然。我暂且抛开琐
事，摒除心中的杂念，沉浸于书海之
中，细细品味这秋日里的书香书韵。
读圣贤之书，能养浩然之气；读学者
之书，能强化专业精益求精；读君子
之书，能知察天地通晓人情。在美妙
的读书过程中，我仿佛触到了秋天的

静谧和恬淡，找到了方向，寻到了心
灵的慰藉。

秋天读书是一种沉静的优雅。
初秋的景色层次丰富，且有一种肃穆
安详的气象。远山淡如浅妆，湖水波
平如镜。如果飘起雨来，天气变得清
凉，早晚还有一些轻寒。此时，无论
是坐在书房的窗前，庭院的摇椅，或
是公园的长椅读书，片刻就沉浸到书
里面去了。读情感作家张小娴的散
文集《那些为你无眠的夜晚》，缠绵、
温柔、细致而又感性，如许红尘，如梦
一场，那些失眠的夜晚，有张小娴的
诚挚陪伴，不再孤单寂寥。读毕淑敏
的《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温暖冷
静，平和亲切，给心灵以安定，给生活
以信念，蕴含的光明与力量，深深震
撼人心。读这样的书，宛如清冽的山
泉，可以洗刷心灵的疲惫与枉然。

秋天读书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秋天，万物成熟，稻谷泛金，菊黄蟹
肥，瓜果飘香。在这洋溢着丰收气息
的日子里，可以读一些闲书、杂书。
读倦了，吃几个糖炒栗子，嚼几颗脆
甜的大枣，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读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书里有老北京
的烧鸭、豆汁儿、小吃酸梅汤和糖葫
芦，不亚于品尝了一顿美食所带来的
满足，更可算为一种精神的会餐。读
汪曾祺的《人间有味》，可知生活是有
滋有味的，简单的一茶一饭、一菜一
蔬，都洋溢着情趣，流露出人生的幸福
感受。书看完了，自己也学着做一两
个菜，清蒸几只大闸蟹，吃一口蟹黄，
喝一口老酒，滋味真美！生活真好！

秋天读书是一种诗意的浪漫。
选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来到郊外。
看秋色无边，听秋虫呢喃，倚树而坐，
捧一本喜欢的书安静地阅读，时而树
叶被秋风吹落在翻开的书页上，于

是，风和落叶也成了这本书的读者，
和我一起感受书里的喜怒哀乐。文
字、自然、人的融合，无端地就生出了
几分诗意的浪漫来。读席慕蓉诗集
《一棵开花的树》，那清雅剔透的文
字，给人无限遐思，感觉生命就是在
不断地经过、经过、经过……读萧红
的《呼兰河传》，宛如在听作者娓娓讲
述她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
郁，却仍然美丽动人。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
点尘。”宁静的秋天、绚烂的秋天来
了，既没有夏天让人喘息艰难的酷
热，又没有冬天刺骨入髓的寒冷，正
是读书的美好时节。

正是秋日读书时
王瑶

我市青年诗人肖志远的诗集《成为一棵树》由百
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由“安魂曲”“悲欢并不相
通”“听歌记”和“风谷之音”四辑组成，表达对故园亲
人、烟火人间的依恋和对方音乡谣、山川形胜的热
爱。诗人将它献给家乡、时间、自己和读者，为“乡愁
之诗”“漫游之诗”“成长之诗”和“倾诉之诗”。

何微是中国名记者、著名新
闻教育家、新闻理论家。学界有

“北甘（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南
王（复旦大学王中）、西北何（何
微）”之美誉。本书收录了对何微
新闻生涯的研究文章59篇，选登何
微新闻精品、新闻理论研究成果及
新闻生涯回忆文章85篇，以及《何
微生平简介》和《何微年谱》，通过
这些翔实的史料和新闻报道，展现
了何微波澜壮阔的一生。本书不
仅为读者全面了解何微的新闻人
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更是对
新闻事业崇高精神的传承与弘

扬。阅读此书，你将感受到一位新闻巨匠的执着与追求，更将汲
取到前行的力量与智慧。

《英雄记者杜鹏程》一书全
书共 60万字，分为“杜鹏程新
闻生涯研究”“杜鹏程新闻作品
选粹”“杜鹏程新闻认知论说”

“杜鹏程战争日记选编”“杜鹏
程家人亲情思念”及附录六大
部分，收录研究、回忆杜鹏程的
文章20篇，刊登杜鹏程生前采
写的新闻作品80篇，选登杜鹏
程《战争日记》362篇、珍贵图
片40多幅，是一部具有英雄色
彩、燃烧着革命激情的传记性
著作，为中国新闻史加注了英
雄色彩。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一

片未知海域中航行的船只，

时而顺风顺水，时而又遭遇

突如其来的风暴。面对生活

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感到

迷茫，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将

会通往何方。然而，《人生起

风时》这本书就像是一位经

验丰富的领航员，为我们揭

示了如何在变幻莫测的海面

上找到自己的航向。

书香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