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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荐书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李梦霁 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
自己的声音，渴望在生活的
洪流中找到那份坚定与自
在。百万畅销书作家李梦
霁携新作《勇敢的人先享受
世界》再次归来，这次她以
温暖细腻的文字和深入人
心的故事，为那些容易紧
张、缺乏勇气、不懂拒绝，时
常忘记取悦自己的朋友送
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
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
位老友，在你耳边轻声细
语，告诉你如何拥抱生命中
的每一个瞬间。

《让成长带你穿透迷茫》
俞敏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对于正处在人生转

折点上的年轻人来说，面

对未知的未来，难免会感

到困惑与不安。就在这

时，《让成长带你穿透迷

茫》这本书悄然走进了我

们的视野，它不仅仅是一

本普通的励志书籍，更是

俞敏洪老师用自己多年

来的经验和智慧为年轻

朋友们精心准备的一份

礼物。

书 讯

《做一个快乐而简单的人》
雾满拦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每个人都渴望找到内
心的平静与幸福。畅销书
作家雾满拦江的新作《做
一个快乐而简单的人》，就
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困
惑时为你点亮一盏心灯，
用温暖的语言告诉你：“你
的上进，可以放轻松；没有
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值得
你去羡慕。”这本书不仅是
一本解压指南，更是一套
让你自信自洽、告别焦虑
的思维方法论。

醉心路遥的世界
赵小玲

我喜欢读的书很多，但在我心中路遥的书永
远排在第一位。他的文字是滚烫的，是有温度的。

在路遥的文章里，我看到了人间，看到了哲
学，看到了力量，看到了豁达。《平凡的世界》《人
生》《早晨从中午开始》等我都读过很多遍，特别是
《平凡的世界》，说读过八遍一点儿都不吹嘘。

我生命中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路遥的《人
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口
气看到天亮的小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时间磨平了棱角，盗走了
青春，小时候的许多记忆都变得模糊。唯有四年
级暑假读路遥的《人生》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脑
海里。

记得当时姐姐借回一本书，读得很着迷，不读
时就锁在小木箱里，生怕被我弄脏。趁姐姐去外
婆家，我偷偷地撬开箱子，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
那么如痴如醉。阅读中，我基本是追着巧珍和加
林以及加林和黄亚萍的爱情故事跑。与巧珍加林
无关的，我就一目十行。当时还是个无知的孩童，
看到加林与巧珍从县城回来，在岔路口分手时，巧
珍低下头小声说：“加林哥，再亲一下我……”这样
的片段，我都会偷偷地笑，会好奇再重看一遍。

那晚匆忙看完后，我就将书悄悄放回了原
处。躺在炕上激动地睡不着，脑子里像过电影一
样，情不自禁地回忆着书里的故事，想不起来的地
方，就又从箱子里拿出书继续看。那天晚上，我把
书放进去又取出来，来来回回折腾了四五次。现
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感觉自己看个书，就像巧珍
大清早圪蹴在硷畔上刷牙一样洋相！

石狮子做报告——实话实说。第一次看路遥
的书，只是过程记忆犹新，书的内容并没有多少印
象。但从那天起，一个天真无知的乡下女孩开启
了对小说的钟爱，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叫路遥的作
家。

岁月荏苒，再次读路遥的书，我已经上高中
了。青涩懵懂、情窦初开的青春年纪读《平凡的世
界》，更多情感和精力还是放在了书中的爱情故事
上。润叶少安分手、润叶向前复合、金波与藏族姑
娘、金波红梅相遇、少平与惠英嫂……他们曲折的
爱情故事，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因为他们的
爱情，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特别是田晓霞和孙少
平一见倾心、理所当然的恋爱。他们恋得高尚、爱
得洒脱、温馨浪漫、柔情蜜意……让人留恋向往。
当时，我已梦想着自己就是田晓霞，然而晓霞死
了，她被洪水卷走了。明明是少平的晓霞，我却肝
肠寸断，心疼得要命，双眼哭得红肿。我果断地合
上书，发誓再也不看《平凡的世界》。

岁月催人老，又一次看《平凡的世界》时，女儿
和我一般高了。作为生日礼物，我给孩子买了一

套。这时再翻看《平凡的世界》，看到孙少安孙玉厚
时，我突然看到了父亲。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 1953年出生，我的父
亲是 1947年底出生，大少安六岁，也算是同代人。
父亲初中毕业后一直担任大队会计，22岁参加拓家
河大坝会战工程，是一名管灶员，一干就是三年。联
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养过几百只羊，承包过百十亩
烤烟，那时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在为我家打工。现在
想起来，也为父亲骄傲。成为万元户的父亲像少安
一样，并没有忘记贫穷的乡邻。他自告奋勇挑起村
长的重担，带领全村人民一起致富。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修建村小学。

爷爷过世早，父亲像书中的玉厚老人一样，也舍
不得让自己的弟弟干苦力活。他托熟人找关系，总
算把三爸安顿到我们乡的中学，虽是在后勤上打杂，
但总算暂时脱离农村。

长兄如父，父亲又开始和二爸一起为奶奶和三
爸箍了两孔新窑，找木匠做门窗、做面墙，忙前忙后，
直至奶奶搬进新居。这期间他还一直在为三爸张罗
娶媳妇。

父亲用行动诠释着对亲人的挚爱。奶奶病了，
他果断地接到我们家买医送药，和母亲一起悉心照
料，直到奶奶去世。在那个贫穷落后、交通不便的年
代，兄弟妯娌之间生病住院，不论是寒冬腊月，还是

三更半夜，只要一声召唤，爸爸妈妈便扔下年幼的我
们，帮助照看亲人，义无反顾，从无怨言。

父亲是我眼里的山，是我心里的神，曾经我认为
他无所不能。队上买的钢磨，全村只有他一人会操
作；我的自行车坏了，妈妈的缝纫机不转了，只要父
亲用改锥和螺丝刀稍稍舞弄一下，就奇迹般的好
了。尽管岁月为父亲刻上了皱纹、染上了胡须，但父
亲永远都是我心中最能干最帅气的父亲。他用平凡
和坚韧，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生活。

父亲或许没有给我无尽的荣耀和财物，但却给
了我世界上最无私的爱。他省吃俭用坚持供我们姊
妹五人读书，想方设法将我们转到条件相对较好、教
学质量相对较高的学校。好在我们姊妹虽然没有什
么大的出息，但都靠自己的努力端上了公家的饭碗，
这也算是对父母辛劳付出的些许安慰吧！

再后来，闲暇时翻看《平凡的世界》，书中那些名
字仿佛如鲜活的人物呈现在眼前:王世才、乔伯年、
田福军、刘根民、曹书记、田润生……他们不就是生
活在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吗？不就是在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中默默付出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吗？他
们永远都是我的朋友，是我工作的榜样！

如今，每当我情绪低落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翻开
《平凡的世界》。回想自己人生的历程，心灵深处不
止一次颤抖。曾经以为自己会是田晓霞，结婚后以
为自己会是贺秀莲，可如今却活成了孙兰花。刚参
加工作的我血气方刚，认真努力，也梦想着自己是孙
少安，要干出一番事业。慢慢，我发现自己磨去了棱
角，像极了孙玉亭，什么事儿都没干成。经过多年生
活的打击，觉得再不济也是个王满银，虽然没卖老鼠
药，但也偶尔在朋友圈贩卖一点儿人间烟火，可忽然
间觉得我没有王满银灵活的脑袋，没本事又好面子，
还爱感情用事。而王满银虽一事无成，却还有个深
爱着他的孙兰花，我呢？唉！自己唯一像的就只有
田二了，只剩一颗不受生活羁绊的灵魂，在随意地游
荡着！

感谢《平凡的世界》，感谢路遥！不论在什么时
候，读他的书都能让我找到自己的影子，它将永远激
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停奋斗。就算我变成了少平
的奶奶，数着药片过日子，我也要坚强地活着，因为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路遥这个名字，永远镌刻在黄土地上，镌刻在每
一个热爱他的人的心里。致敬路遥！致敬文学！

新书荐语

又见“蓝花花”
——王梅长篇小说《蓝花花》序

侯波

在陕北，有两首民歌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一
首是《三十里铺》，一首是《蓝花花》，两首歌都是反
映爱情的，反映陕北女子追求自己幸福的。但相
对来说，《三十里铺》这首歌更受作家、艺术家的喜
爱，因为歌词里有一句“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
哥吃了上前线”。有了“上前线”这一句，作家、艺
术家们就可以尽情演绎故事，人物形象拔高也容
易得多。而《蓝花花》这首歌，只是一首描述陕北
女子追求爱情、至死不渝而发出的最后的感叹，显
然在题材上要单薄一些。

一直以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真正改变我想法的是这本《蓝花花》。作者

王梅是延长人，嫁给了一个临镇人，结婚以后，她
听到了许多关于蓝花花的传说，听得多了，就萌生
了要将真正的蓝花花写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想
法，也算是为家乡作点贡献。

临镇是个大镇子，我上学的时候常常路过。
当知道《蓝花花》的原型出自这个镇子后，就感觉
非常神奇，每次路过，总要在车上不由自主地张望
几眼。张望之余，也总会幻想着忽然有那么一位
聪明伶俐的女子从灰砖青瓦中，从半掩着的大门

中跑出来。现在，终于有一个作家要还原真正的蓝
花花形象了，我一下子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

王梅的这本书写得很接地气很真诚，也极为生
活化，为我们展现了真正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陕北大地上的“蓝花花”形象。她小时聪明伶俐，
自小定了娃娃亲。长到十四五岁，村里驻扎了红军，
由于能歌善舞，又识得几个字，就参加了宣传队，由
此结识了红军战士杨生辉。当时的她正处于青春萌
动期，很快地便爱上了这位极富文才的杨排长。然
而，“有情人终难成眷属”，由于一些事情的发生，她
只能嫁给村民任小喜。又由于她长得实在漂亮，恶
人得不到她，就污蔑、陷害她，最终，一个真正的“拥
军模范”，却被人扣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后来
任小喜死去，她又只能嫁给临镇一个姓石的后生，再
嫁没多久，她就得病去世了。虽然经历了两次婚姻，
但她至死都在牵挂着自己最心爱的初恋对象杨生
辉。

王梅书中的这个“蓝花花”是在采访了多人的基
础上写成的。比起那些艺术化的“蓝花花”，多了一
些真实，更多了一些生动。我一路读来，觉得她就生
活在我们中间，就是我的一位街坊邻居。20世纪三
四十年代，因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千千万万的陕北男
人参了军。在这个大背景下，陕北的婆姨女子们很
自然地成为“拥军优属”的一员，同时她们也接受了
共产党提倡的追求婚姻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观念，
也从此走出了小天地，对未来生活有了梦想，充满了
憧憬。然而到最后，除个别人以外，其余人的渴望难
免成为泡沫，爱情的梦想也最终一地鸡毛。这是真
实的蓝花花的人生，也是陕北大地上绝大多数女人
的人生。只是，她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珍藏着一些梦
想，留着一些牵挂。

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我不由得对主人公的遭遇
产生几分同情、几分叹惜。最让我感动的是蓝花花
心地干净纯洁，善良纯真。她一生经历那么多舛难，
但没有一丝一毫对人世的怨恨，至死她都坚信人间
有真情，坚信人间有正义；至死她都对自己的追求无
怨无悔，尽管天各一方，但她仍深爱着自己的杨大

哥。在为这个痴情女人叹息的同时，我又想到，蓝花
花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难道不
是正因为蓝花花的命运里留有这么多遗憾，才有了
让我们感慨长叹的《蓝花花》这首民歌吗？我们每个
人只要有梦想，只要有追求就是幸福的，至于追求到
追求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作者之所以能将主人公写得
生动形象，在于她对这个人物有着十分深刻的认
识。在小说快结束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夜深人
静，闹洞房的小伙子们见石志录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和衣躺在炕上呼呼大睡。这伙年轻人在回家的路
上，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对新时代的变化接受
快，一些看热闹的婆姨女子们也不喊腿站得麻木了，
也在路上议论着蓝花花，他们说：“她是个有思想的
女子”。

也有人说：“你看政府撤销了她的‘慰劳红军模
范’，她都没有丝毫减退对共产党的信任。”蓝花花就
像萤火虫的“小灯盏”一样，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散
发着自己微弱的那点光。

我觉得这一段，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更宏远
地展现出了蓝花花存在的意义。显然，在写作之前，
作者对这个人物已悉心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
识。蓝花花不仅是封建婚姻的叛逆者，不只是一个
红颜薄命、命途多舛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她的所作所
为就像一道光，照亮了女人们前进的路，给了后辈们
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勇气和力量。可以说，这一点是
蓝花花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到如今的原因所在，同
时也使本书有了特殊的价值。

这是王梅的第一部小说，她还年轻，以后写作的
路还很漫长，从这本书中我们已看到了她在成长。相
信以后，她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动人的小说，像陕北的
一棵树一样，开出满眼的碎花，不断丰富我们的视野。

《清流》

延
安
人
书
架

我市作家李天顺诗集《清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诗集主要收录了作者三年来的诗歌、楹联作品近
500首（副），同时补进了《轨迹》出版时遗漏的作品。
本书分为律诗、绝句、古风、楹联、现代诗等篇章，后附
《轨迹》书评选录。

《清流》作品涉猎广泛，内容充实，主题明显。作
者游览祖国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有感而发，即兴创作，
诗风淳朴自然，韵味悠长。诗作有对祖国山河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由衷赞美；有对人生经历及社会生活独
特感悟；有对先进集体和优秀人物的尽情歌唱；有对
文艺繁荣和中华复兴的美好向往……

书香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