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路遥笔下的女性
张永明

阅读时光

冬闲围炉且读书
刘平安

农村老家火房的壁炉早烧起来
了，邻居家的孩子也拿着作业跑到我
家火房，边吃东西边烤火边做作业。

我们这儿，每家房子后面总会建
一个一层的小房间，墙面刷上白色的
腻子，地上铺一层水泥，在墙东边砌一
个火炉，火炉底部凿出一方空地，以便
扒拉柴火和熏腊肉。看见邻家的孩子
来烤火、做作业，我就想起小时候围炉
读书的日子。

小学时，冬天最暖身子的还得是
火炉。那时候爷爷奶奶整天待在火
房，火炉旁边摆一张长板凳，上头总是
放着几大盆的花生、瓜子、香蕉之类的
零食，爷爷牙口不好只能吃些软和的
东西，奶奶啥都爱吃，像瓜子花生以及
薯片这种吃起来香香的零食是她的最

爱。寒假的时候，我靠在爷爷夏天的
摇椅上面，垫一床小毯子，开始做作
业、看书。

那时候，奶奶嗑瓜子的毕剥声、爷
爷烤火睡着的呼噜声、柴火燃烧的噼
啪声以及屋外寒风的呼啸声，让我觉
得好安稳。就这样，我一个人静静地
看完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大
闹天宫》……童年围炉读书时的温馨
与惬意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感受。

外公来火房的时候最是有趣。爷
爷和外公都爱花鼓戏，爷爷不太会唱，
外公倒是会哼上几句《刘海砍樵》《刘
海戏金蟾》等和“刘海哥”有关的曲
目。也是爷爷和外公在炉边的闲谈闲
唱，让我接触到了戏剧、戏曲这个文
类。那时候吵着外公和爷爷给我讲

戏，说是讲戏，其实也就是听个故事。
后来，外公的花鼓戏故事都讲完了，

我觉得还不过瘾，便去镇上最大的书店
找书，终于，在众多的故事书里，我和外
公找到了一本叫《中国戏曲故事》的书。
我高兴坏了，回到火房里，外公和爷爷有
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则躺倒在椅子
上，一页页翻看那些或动人心魄或缠绵
悱恻的故事，尽管书里面的图画多于文
字，我也经常被这些图画吸引反复去看，
但这培养起了我读戏的兴趣。现在那本
《中国戏曲故事》不见了踪影，可我的书
架上多出了《长生殿》《桃花扇》《牡丹
亭》这些古典戏曲书籍。

邻家的小男孩很乖巧，进来了哥哥
姐姐叔叔阿姨叫得可甜。我家炉边依旧
摆了一长凳零食，不同的是，这些东西换

成了我和姐姐爱吃的零食。我招呼小男
孩多吃点东西，他说要做完作业才能吃，
于是我便玩起了手机。在某个时刻，我
突然又听见屋外寒风呼啸的声音，瓜子
毕剥的声音。我一抬头，恍惚间，爷爷和
奶奶还坐在火炉的一旁，看着我做作业、
读闲书。我把手机放进口袋，我知道，不
论做作业还是读书都需要一个安静舒适
的环境。

围炉读书的日子有许多人的陪伴，
也正是这许多人，让我读书时不觉得孤
单与清冷，倍觉温馨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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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荐书

《不被大风吹倒》
莫言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诺奖作家莫
言2024年新编散杂文精
选集，除了从莫言以往
的作品中选取了莫言的
人生经历、写作经验和
人生感悟相关的篇目，
还加入了莫言全新创作
的写给年轻人的内容，
共计 40 篇。全书围绕

“不被大风吹倒”这一主
题，分为六个章节，从莫
言的成长故事、他与余
华、史铁生等人让人又
哭又笑的友谊，到他年

近古稀对文学、人生、人性、世界的种种理解，还有他
写给年轻读者的全新内容。

《金莲花开》
黄军峰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是作者
近年来创作的二十一
篇中短篇报告文学。
书中描绘了火热澎湃
的现实场景、波澜壮阔
的百姓生活，描摹出丰
富多彩的时代画面，这
些作品涉猎题材宽泛，
既有模范典型也有普
通民众，既有时代场景
也有生活民生。这些
作品是国家发展与时
代变革中的沧海一粟，

也是现实生活与社会民生中的天宇一星，时间可能
会淹没一些记忆，留给我们回味的，正是这些记录真
实过往的文字。本书带给读者的是关乎国家发展的
历史记忆，也是体现时代变革的真实记录，希冀能让
更多人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坐标。

书香漫谈

2019年，我随县政协文史委前往
朱牛便民服务中心贾寨子村调研，有
幸得见光绪二十四年贾氏家族十二世
祖德成与十三世祖有贵编著的《贾氏
家谱》。我在震惊之余产生了观看贾
氏完整族谱的冲动。后来，虽经一番
努力查阅了部分相关资料，对贾氏家
族的来源等有了一定了解，但因资料
零散且缺乏系统性，始终无法深入探
究更多问题，这让我深感遗憾。

前段时间，听说《洛川朱牛贾氏族
谱》出版发行。正当我苦于不知向何人
求取此书之际，文友贾建斌在微信上告
知我，他担任此书副主编。因我曾撰写
过一些关于贾氏家族的文字，他拟定送
我一套以供鉴赏，我感到十分高兴。

拿到书后，我先是审视了书籍的
印刷质量，接着又仔细察看了书的编
排结构与内容，再次被这本书深深震
撼。在我看来，这本书堪称洛川贾氏
家族的一部秘史。

《洛川朱牛贾氏族谱》是在朱牛贾
氏七世孙珵创修、九世孙鐀重修、十二
世孙善长续录、十二世孙广陵与十三
世孙琴声仝续再录的基础上，参照朱
牛村、贺家河、贾寨子、秦寨及兴平市
的《贾氏族谱》以及贾氏家族的墓志墓
碑、契约文书等资料，在十六世孙俊民
与十八世孙建斌的带领下，由贾氏家
族数百名认真负责且具有一定文字功
底的人员，历经五年多的查阅考证精

心编著而成。该书采用仿古繁体竖式
印刷，分为硬壳精装和古式线装两种
版本。其内容由神子、谱训、祖训、家
训、家规、谱系全图、世系表、世传、外
传、五服九族图、贾氏文化、后记、族谱
勘误页、附录十四部分构成，共印制
350本。除本族相关人员留存外，还
首次捐赠给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等
机构，并赠送相关人员以供研究使
用。它不仅能让贾氏家族成员明晰本
家族的世系、渊源以及自己的辈分，避
免因不知辈分而陷入尴尬境地，而且
能让外人在阅读的同时揭开贾氏家族
神秘的面纱。

谱系全图与世系表的内容约占全
书 80%的篇幅，分别采用图表和传记
的方式，依照辈分由高到低记录了从
先祖允至二十二世孙四大分支这 500
余年的传承历史。透过图表和文字，
我们不仅可以详细了解每代传承人的
长幼次序、嫡庶关系、婚配情况、出身
特长、子女、坟地以及重要事件，还可
以推演出贾氏家族成员之间的辈分及
关系，是了解贾氏家族兴衰以及历史
变迁的重要史料例证。

世传与外传所占篇幅虽不大，却
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与重要支撑。这部
分内容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
记的形式，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贾氏家
族中对国家、社会和家庭作出重要贡
献的人物。其中既有勤俭持家的农

民，也有诗书传家的知识分子，更不乏出
仕为官者和一些能工巧匠。他们不仅是
贾氏家族成为南塬望族的重要支撑，也
是贾氏家族和其他人敬仰、学习的榜样，
更是支撑“文出两川、武出三边”的重要
组成部分。尽管这些人物的阅历各不相
同，传记的撰写者也各异，写每个人物的
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但都能以春秋笔法，
传神地刻画贾氏家族重要人物的特点，
将其形象惟妙惟肖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解
整个贾氏家族的历史。始祖允，有着颠
沛流离的人生经历，秉持勤俭持家、不愿
浪费粮食的“黄虞遗风”。大召“独辟东
寨，创修城池，起建花房，修城一座，垣子
数垣，产日益丰，而诗书未荒，学业日励，
黉门一杰也”。献珍“藏储有余，而婚假
宴宾，不肯妄费，惟敬礼师长，乡塾师礼
用栗。每遇秋麦收获，未运家，先请先生
之场。于上扬头圆洁者，送回，然后再运
己家。”秉钧“聪明奇异，过目成诵，百家
诸子，不足为难。入泮后，好务花竹，修
静室，乐禽鱼，留心降伏，修炼之术。于
布政张宅，得异书，揣摩研习，决未事，言
吉凶，辙騐。旁通医药，针灸无不神妙。
又好舞剑，置雌雄于静室，习之。与人不
立崖岸。而性复峻异，一日梦黄衣人与
言曰，福禄二十七；后为贼人射中，箭镞
入其腹，卒。”……这些人物传记，让人读
后久久难忘，不忍释卷。若再加上丰富
的想象，便犹如阅读一部大部头小说，会

随着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时而兴高采
烈，时而扼腕感叹。

尤为难得的是，《洛川朱牛贾氏族
谱》的编撰者在附录贾构存世作品的同
时，还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并进行充分考
证，以文史资料的形式附录了贾建斌先
生所写的《朱牛村楼子二三事》《数风流
人物》，贾百仓先生所写的《翰林院待诏
贾採桂事略》以及贾广民先生所写的《清
明祭祀》。这些文章填补了族谱中的一
些内容空白，丰富了贾克昌、贾构、贾赐
桓、贾採桂等重要人物的从政经历，再现
了六七十年代贾氏家族清明节祭祖的场
景，为《洛川朱牛贾氏族谱》增色不少。

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以及
其他原因，《洛川朱牛贾氏族谱》在编撰
完成后，仍存在白水县史官镇贾家庄支
系以及进士贾构和“洛川出海第一人”贾
赐桓的后裔尚未厘清等问题。这些问题
既是编撰者的遗憾，也是读族谱之人的
遗憾。笔者真诚地希望随着贾氏家族资
料的进一步丰富以及三十年一小修、六
十年一大修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今后的
修谱中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为进一步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完善地方文献资料作
出应有的贡献，也让如我一般喜欢研究
族谱文化的人不再留有遗憾。

洛川贾氏家族的一部秘史
—— 读《洛川朱牛贾氏族谱》印象

白利民

本书作者钱乘旦教
授是国内世界史泰斗，
《风起云飞扬》是他聚十
年之力讲析大国崛起的
一部新作——以钱乘旦
教授开设的颇受北大学
生欢迎的“大国崛起”课
程为蓝本，讲述 15世纪
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苏联、美国等九个世
界大国崛起的历史。本
书讲大国崛起，不仅讲

基本故事，讲一些有趣的情况，更着力于将大国问
题、大国兴衰的问题讲清楚，寻找普遍规律和共性。

《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
钱乘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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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作家田永刚诗集《都是好的》由春风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诗集收录了田永刚近年来 168首新诗，分
“望山”“长流水”“知今日”“夜与夜”“沉影之心”
五辑，深刻叙述了人与自然万象存在的理性交
锋和感性光辉，构建了写作中的精神美学。他
在创作上始终专注知行思的统一，把石油人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凝结成一个个独立思考的具
象，与山对话、与水交流、与季节促谈、在夜里倾
听、在现场哲思，多维视角交织成一个心性豁达
的精神世界。并始终相信，只要眼中有光、心中
有梦，一切“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翻阅古今中外的各大名著，每一
部书里都少不了一个或者多个女性的
光辉形象。优秀的作家都将塑造杰出
的女性形象作为其小说的重头戏，路
遥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

如今，即使社会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依旧无法忘怀路遥笔下那善良
美丽的刘巧珍、火辣热情的贺秀莲、
善解人意的田润叶、心如美玉的田晓
霞……

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感人，
之所以能走进读者的心里，之所以能
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共鸣，是因
为她们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她们
就是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人——我们
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辈祖辈，我们的
邻里邻居。

《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个个都
能激发起我们心中的热爱。这种热爱
是情不自禁的，是纯自然的，没有掺杂
任何世俗的成分，源自我们心灵的深
处。通过作者笔下真实的倾诉和介
绍，我们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原动力，触摸到了久违的人性之光辉，
看到了只有真理才能给予我们的神一
样的力量。

路遥笔下女性的美不是皮囊上的
美。如果美仅局限于皮囊，那美就像
晨曦中的露水，短暂而脆弱。她们身
上反映出的美是基于对爱的执着、对
苦难的勇气、对生命的珍惜，是灵魂之
美、人性之美。

田润叶，一个温柔善良、贴心痴情
的女子。田润叶从一出场给人的感觉
就很无奈、很苦楚。她始终是一个人
在战斗，与自己、与家庭、与世俗。当

李向前因爱致伤后，田润叶的心开始
冰释。她并没有一条道走到黑，面对
依旧深爱着她的李向前，她终于将她
的心从孙少安身上彻底剥离。所以我
认为田润叶的转变是真诚的、是率性
的、是自然的、是心甘情愿的。在我看
来，田润叶和李向前最终的结合并不
亚于一场刻骨铭心的一见钟情，这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和“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的百年承诺。假如李向
前因爱致恨，那小说就失去了它本有
的人性魅力和引导生命不断向好的意
义，那充其量仅是残酷现实的翻版。
这也是《平凡的世界》令人深爱的秘密
和崇高思想所在，这一切都是路遥高
尚灵魂向世人毫无保留的袒露。

还有一个女性形象不得不提起，
那就是孙少安从山西带回来的媳妇贺
秀莲。记得《平凡的世界》里面有这么
一段话：“人要按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
伴侣。就好像种庄稼一样，只能把豆角
种在玉米地里，而不能和小麦种在一
起。”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里说：“普
通人找对象都想找个有钱的，而有钱
的人只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人生幸福
的密码实际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语言
里。孙少安是大伙眼中的好后生，他
有思想、有智慧、有主见、有定力，面对
田润叶的疯狂追求，他决定选择贺秀
莲为自己的终身爱人，这里面包含了
多少值得我们深思的生活道理啊！

贺秀莲，温柔、痴情、热烈，对孙少
安可谓是一见钟情，就像陕北信天游
里所唱：“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狼吃
了我也不后悔。”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他
们两个夜晚躺在麦秸耔上，看着满天

的星星，嗅着扑鼻的麦香，感觉幸福都快
溢出了屏幕。由此我想到，幸福实际就
是一种状态、一种心情、一种感受，真正
发自肺腑的幸福与贫穷富有没有太大关
系。牛郎是个放牛的，许仙是个抓药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美丽善良的仙女两
情相悦、私定终身。

秀莲的勤劳务实加上少安的精明能
干，让烂包的光景慢慢地好起来。村里
人也都以秀莲为榜样，甩开膀子，大干快
上地过好自己的光景。生活不再是忧愁
熬煎，而是蒸蒸日上，在此过程中，秀莲
更是用她柔弱的肩膀和女性的坚韧撑起
了半边天。

《平凡的世界》中最闪亮、读者最偏
爱的女子便是田晓霞。田晓霞，一个更
加丰盈的灵魂，是《平凡的世界》变得不
平凡的秘密武器。田晓霞朝气蓬勃，敢
爱敢恨，既有老一辈人的热情踏实，也有
社会新人的青春理想。她就像一团火，
照亮了高原贫瘠灰暗的天空；她就像一
道绚丽的朝霞，为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
点亮了希望。

如果说贺秀莲和孙少安是高原上希
望的田野，那田晓霞和孙少平就是从陕
北川川峁峁中一泻而下的一股清流。他
们相互鼓励，一路欢歌，只为追寻更精
彩、更广阔的世界。爱情在他们身上化
作了与命运战斗的号角。高大青翠的红
枣树下，他们给爱赋予了新的意义。

但是，悲剧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无
常总是在你毫不觉察的情况下到来。当
两个人正处于美好的热恋期时，一场百
年不遇的大暴雨从天而降。田晓霞作为
省报记者，为了让社会第一时间了解灾
情，坚持冲锋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在一

次采访中，她为了救助一个小女孩，不幸
遭遇洪水牺牲。

田晓霞，一个寄托了千万读者美好
希望的女子就这样走了，只留下惊愕给
所有热爱她的人；田晓霞，一个柔弱的身
躯，在洪灾面前却书写了一个勇敢的、大
大的人字；田晓霞，《平凡的世界》中最美
丽、最亮丽的女性，因为舍己救人，完成
了人生的涅槃。

鲁迅说：“所谓悲剧就是将最有价
值的东西毁灭掉。”田晓霞的死就是这
样的悲剧。人走了，留下痛苦给所有活
着的人：她的父亲，她的少平，她的同
事，还有热爱《平凡的世界》的千万个平
凡的我们。

《平凡的世界》的深邃和其直击人心
的魅力远不止这些，我所谈到的仅是冰
山一角。《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以血为墨，
以心为田，以命为本，捧给中国文坛的珍
宝。整部小说大大小小的人物百余个，
我这里只浅显地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对田
润叶、田晓霞、贺秀莲三个女性人物的所
感所想。毕竟是一家之言，难免有偏颇
之处，如果因我的偏颇给大家带来了困
扰，请求大家的谅解，权当一笑尔。

最后，送给广大读者一句话：世上
最优雅的动作不是金庸笔下的凌波微
步，也不是《天龙八部》中的降龙十八
掌，而是手捧一本书认真地看，细细地
品，慢慢地读。因为每一部书都是一位
智者，这位智者在等待他的知音，你就是
他的知音。

读书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