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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为人的楷模
——读陈文恩《艳艳的夕阳》书稿有感

◎边江

陈文恩先生出生
于 1936 年，几十年来，在繁重
的政务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创
作，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已先后出版文集九部。而我看
到的《艳艳的夕阳》，是先生结
集待出的第十本著作。

我 与 陈 文 恩 先 生 上 世
纪 70 年代中期相识于千阳
县。那时县上唯一的新闻单
位是县广播站，他是县广播
站领导，后来又担任县委宣
传 部 部 长。于 我 来 说，他 是
前辈、是恩师、是领导、是挚
友、是“忘年交”。几十年来，
不论是同在千阳县工作，还
是 同 在 宝 鸡 市 工 作 乃 至 我
调 到 西 安 进 入 新 华 分 社 工
作，我俩一直保持着比较密
切的联系。

拜读陈文恩先生《艳艳
的夕阳》大作书稿，再结合半
个多世纪对先生的了解，我
觉得先生身上至少有以下突
出特点 ：

——珍惜时间，创作勤
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
始，陈文恩先生就坚持每天凌
晨四点钟起床开始写作，自定
目标每天写作八百字以上，后
来养成了习惯，几十年如一
日“雷打不动”。用他自己的话

说，他“把写作当
成一种养生的方法，

生命不息，养生不止”。如
今他已年近九旬，每天还在坚
持写作。这在一般人是很难长
期坚持下来的。

——为人忠厚，待人实
诚。陈文恩先生为人忠厚老
实，待人诚恳厚道，这在他工
作生活过的地方，人们有口
皆碑、传为佳话。这在他的许
多文章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譬如，他为沈银乾、边玺荣、
李玉强、王维新等多位已经
仙逝的同志撰写了饱含激情
的追思文章，读来感人至深。
他还用大量笔墨、以不同方
式，记载了他与多位同志的
友情和生动故事，读来引人
入胜，反映了他重友情的处
世为人之道。

——坚持不懈，奋斗不
息。陈文恩先生从 1979 年在

《延河》杂志第一期上发表
小说《蚊帐的回忆》之后，一
直坚持文学创作，多年笔耕
不辍。从《一位闻名遐迩的婚
礼嘉宾》一文可以看出，陈
文恩先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
手。他把我国第一代电视工
作者、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电 视 金 鹰 奖 和 中 国 文 联 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陈铎先生，
与宝鸡市一个普通职工家

庭两代人之间的故事
写得绘声绘色、生

动 有 趣，让 人
读 来 如 身 临
其 境、轻 松 愉
快。他 撰 写 的

《众友常相聚 
欢 快 度 晚 年 —— 记
千 阳 县 十 位 老 同 志
的 精 神 生 活 》一 文，
记 述 了 自 己 曾 经 工
作过的千阳县 10 位
已 进 入 耄 耋 或 鲐 背
之 年 的 老 同 志 自 愿
组成“聊天俱乐部”，
从 而 使 得 精 神 生 活
丰富多彩，氛围和谐

温 馨，个 个 心 情 愉 悦
的精彩故事，生活气息浓

郁，让人们对当下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有了新的了解。陈
文恩先生的文学作品，陆续
结集成册为《浅浅的脚印》 

《 淡 淡 的 印 记 》 《 深 深 的 情
结》 《漫漫的历程》 《悠悠的
岁月》 《默默的人生》 《匆匆
的身影》 《缓缓的躬耕》 《徐
徐的攀登》，洋洋洒洒二百
多 万 字，如 今 第 十 本 集 子

《艳艳的夕阳》即将付梓，令
人羡慕，值得高兴。

在这里，我想着重说说
令自己受到震撼的《不怕人
笑 说 自 己 》。这 篇 文 章 是 陈
文恩先生写给千阳县一位年
轻作者的信，这封信八千多
字，全是先生一笔一画认认
真真手写而成的，集中反映
了先生的文品和人品。先生
对其散文给予高度评价，然
后进入这封信的两大主题 ：
先 是 以 较 大 篇 幅 谈 了 对 文
学的认知和体会，如作家是
写出来的 ；写作是愚人的事
业 ；写作要以六十年为一单
元 ；写作要进三个学校 ：政
治 的 学 校、生 活 的 学 校、艺
术的学校 ；天赋+ 勤奋+ 机
遇= 成功，等等，鞭辟入里，
字字珠玑。接着，先生从“不
强调客观原因”“正确认识量
和质的关系”“理解灵感的定
义”“坚持的力量”“关于三个
学校”“关于读书”“一心一
意走自己的路”“选择适合自

己的最佳运行轨道”“关于学
历”“优化写作环境”等十个
方面，结合自己半个世纪的
文学创作实践，详谈了自己
的看法和感悟。通篇文章没
有居高临下、没有颐指气使、
没有夸夸其谈、没有好为人
师，而是发自内心娓娓道来、
深入浅出平等交流。我以为，
陈文恩先生这封看似极其普
通的通信，其实可以视作他
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回顾和总
结，是难得的经验之谈。如同
他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那
样，读他的文章，就可识他的
人品。先生在这封信的最后
写道 ：“你有年龄的优势，如
今生活条件好了，政治气氛
宽松，自然环境优美，人的寿
命普遍增高。你尚属风华正
茂，激 扬 文 字，大 展 才 华 之
时，但光阴易过，稍纵即逝，
时不可待，机不再来。盼你抓
紧时间，把你的形象思维的
优势发挥到极致，写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以飨读者。祝你
创作丰收！”激励之情溢于
言表。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
长寿老人分别有“米寿”“白
寿”“茶寿”之雅称，即“米”字
拆开其上下各是八，中间是
十，可读作八十八，故八十八
岁 老 人 称“ 米 寿 ”；“ 百 ”字
去掉上边的一是“白”字，故
雅 称 九 十 九 岁 为“ 白 寿 ”；

“ 茶 ”字 的 草 字 头 即“ 廿 ”
（二十），中间的“人”分开即
为“八”，底部的“木”即“十”
和“八”，中底部连在一起构
成“八十八”，再加上字头的
二 十，一 共 是“ 一 百 零 八 ”，
故称一百零八岁的老寿星为

“茶寿”。陈文恩先生如今是
“米寿”老人。在这篇文章的
最后，我想走出一般文章“期
盼老师的第十一本、十二本
大作尽快问世”的窠臼，而是
希望陈文恩老师能够体谅和
接受女儿陈扬及朋友们的建
议，把“减负养生”往前放一
放，适当调整自己的作息习
惯，不一定非要每天凌晨四
点钟就起床写作，多休息一
会儿，以便更有利于健康长
寿。我们一起期盼先生的“白
寿”和“茶寿”。

在 记 忆 深 处，有
一条幽静而狭窄的小
巷，它像一首古老的
诗，承载着无数温馨
与美好的回忆。每当
夕阳西下，小巷里便
会弥漫起一片金色的
微光，那是温暖的象
征，也是童年足迹的
见证。

小 巷 两 旁，砖 瓦
斑 驳 的 墙 面 上 爬 满
了 岁 月 的 青 藤。春
天，藤蔓上挂满了翠
绿 的 叶 和 细 碎 的 花
朵，散发着淡淡的清
香 ；夏 日，墙 角 的 蔷
薇竞相开放、争奇斗
艳，吸引着蝴蝶和蜜
蜂 前 来 探 访 ；秋 天，
落 叶 如 同 黄 金 铺 满
小巷，每一步都踏着
沙沙作响的秋韵 ；冬
日，则是一片宁静的
世界，早晨白茫茫的
霜覆盖了小巷，只有
孩 子 们 的 欢 笑 声 在
空气中回荡。

在这条狭窄的小巷中，
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那时的我们没有太多的玩
具，但拥有无限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春天的星期日，我
们会用石块和粉笔在地上
画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进行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地面游
戏。有时还玩老鹰抓小鸡游
戏，大家劲头十足，玩到家
人叫回去，才心不甘情不愿
地回家。夏天的傍晚，我们
追逐着萤火虫，试图捕捉那
一闪即逝的小星星，放入玻
璃瓶中，当作夜晚的灯盏。

我们还会在雨后
的 小 巷 中 寻 找 彩 虹
的足迹，看那一道道
色 彩 斑 斓 的 光 带 横
跨天空，仿佛连接了
一个个梦幻的世界。
秋日里，我们会聚在
一起，围坐在老槐树
下，听老人讲述那些
关于小巷的故事和传
说，每个故事都充满
了神秘和吸引力。冬
日里，我们在小巷里
进行拾落叶比赛，看
谁 拾 得 多、拾 得 快。
每一次比赛，小巷的
落叶都被我们捡得一
干二净。我们玩得很
有意思，还得到了叔
叔阿姨的表扬，十分
开心。

小 巷 是 我 们 的
乐园，也是我们的课
堂。在 这 里，我 们 学
会了分享和合作，学
会了尊重和关爱。每
一次游戏都是一次冒
险，每一次发现都是

一次成长，每一次比赛都是
一次好事。我们在小巷的每
个角落留下了欢声笑语，也
在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小小世界。

如 今，时 光 荏 苒，小 巷
依旧在那里，但它已不再是
我们的专属。那些年，我们
一起奔跑的身影、一起探索
的乐趣，都已随风而去，只
留下淡淡的回忆在心头。然
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
些在小巷里的微光岁月，依
旧是我心中最温暖、最宝贵
的记忆。

苦菜香
◎许海龙

当春风轻拂大地，解冻
的泥土散发清新的气息，在
广袤的乡村，一场与苦菜的
邂逅正在悄然展开。每到春
天，人们便会抄起铲子、挎
着篮子，踏上那片松软的土
地，去追寻那一路的春光与
苦菜的芬芳。

晨曦初露，阳光洒在大
地上，仿佛为乡野蒙上了一
层金色的纱巾。男女老少，
三五成群向田野进发。他们
的脚步轻盈而欢快，犹如在
追寻春天的足迹。田野里，
苦菜已冒出嫩绿的叶芽，在
微风中轻轻摇曳，好像在向
人们招手示意。

沿着田埂前行，脚下的
泥土变得温和而柔软，仿佛
在诉说着大地回春的故事。
人们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
错过每一株苦菜。苦菜的叶
子嫩绿欲滴，上面还挂着晶
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有人弯
着腰，仔细寻找着苦菜的踪
迹 ；有人则半蹲着身子，用
铲子轻轻地将苦菜连根挖
起。不一会儿，篮子里便装
满了苦菜，那翠绿的颜色仿
佛是春天的象征。

在挖苦菜的过程中，趣
事不断。有个年轻妇女正全
神贯注地寻找苦菜，突然一
只野兔从她身边窜过，吓得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中的
铲子也飞了出去，引得大家
哈哈大笑。还有一个小孩，兴
奋地在田野里奔跑，结果不
小心被一个土坑绊倒，手里
的苦菜也飞了出去。他委屈
地坐在地上，泪水在眼眶里
打转。大家上去安慰他，他又
破涕为笑，继续挖苦菜。

更有趣的是，有位老人
在 挖 苦 菜 时，不 小 心 挖 到
了 一 个 土 蜂 巢，一 群 土 蜂
顿 时 嗡 嗡 地 飞 了 出 来，大
家 惊 慌 失 措 地 四 处 逃 窜，
现场一片混乱。抄起衣服，
抡着树枝，终于，大家齐心

协 力 赶 走 了 土 蜂，田 野 重
新恢复了平静。

关于苦菜的由来，据说
古代就已经被人们所熟知。

《诗经》中有“采苦采苦，首
阳之下”的诗句，描绘了人
们采集苦菜的场景。苦菜在
岁月的长河中，见证了人们
生活的变迁，也成了乡村生
活的一部分。它那苦涩的味
道，仿佛是生活的写照，让
人在品尝苦菜中感受人生的
酸甜苦辣。

苦 菜 不 仅 有 着 悠 久 的
历史，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
值。它 含 有 多 种 维 生 素 和
矿物质，能够清热解毒，对
身体有诸多益处。乡间的人
们常说，苦菜是大自然的恩
赐，是大地母亲给予我们的
珍贵礼物。它在艰苦的环境
中生长，却依然保持着顽强
的生命力，这种精神也让人
们为之敬佩。

苦菜的吃法多种多样，
最常见的便是凉拌鲜苦菜。
将苦菜洗净后放入开水中焯
一下，捞出后切碎，加入陈
醋、鲜蒜、葱花、香油、盐、味
精等调料，轻轻搅拌均匀。
那翠绿的颜色、那浓郁的香
味，让人垂涎欲滴。还有人
将苦菜做成苦菜饼、苦菜汤
等，每一种吃法都有着独特
的风味。

走在回家的路上，人们
拎着满满的篮子，脸上洋溢
着 满 足 的 笑 容。一 路 的 春
光，一路的苦菜清香，让他
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宁
静。苦菜，不仅仅是一种野
菜，更是一种情怀，一种对
乡村生活的热爱与眷恋。

回到家中，将苦菜洗净
烹饪，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品
尝着苦菜的美味。那苦涩的
味道在口中化开，仿佛是生
活的滋味在心头荡漾。在这
苦菜的香气中，人们回忆着
过去的岁月，憧憬着未来的
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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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花
◎查东

“ 那 紫 藤 萝，犹 如 一 条
壮 观 的 瀑 布，自 高 空 垂 下，
既不见其起始，又不见其终
结……”在这春夏之交，一场
紫色幻梦正缓缓上演。

记忆中的池塘畔，宁静
而祥和。微风轻拂水面，激起
层层涟漪，仿佛在诉说着季
节轮回的往事。村庄的轮廓
在远方若隐若现，被新绿和
花朵装点得生机盎然。此刻，
紫藤花以其独特的姿态，静
静地攀缘于古老的栅栏上，
紫色的花串如同梦境中的瀑
布，垂泻而下，散发着淡雅的
香气。我称其为瀑布花。那是
与母亲共度的温馨时光，一
切都显得格外美好。

一次与母亲共同采摘紫
藤花的经历，让我对这朵花有
了更深的了解。每年四五月
间，紫花如瀑，香飘四溢。它生
命力顽强、耐寒耐旱、喜光耐
阴，常用于庭院、园林造景，展
现独特的风采。同时，紫藤能
净化空气，抵抗有害气体，吸
附尘埃，带来无尽的生机。

母亲总是在不经意间传
授生活的智慧。她告诉我，紫
藤花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
不仅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

受，还能净化周围的环境，正
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
精神内涵。她的教诲让我懂
得了，真正的美不仅仅在于
外表，更在于能够给予他人
美好的东西。

母亲给我诉说如何挑选
那些盛开的花朵，如何轻柔地
采摘以避免伤害到细嫩的枝
条。在她的指引下，我逐渐掌
握了技巧，感受到了与自然亲
密接触的乐趣。那些日子里，
我们母子间的对话和笑声在
池塘边回荡，成了我最宝贵的
记忆。

采摘完毕后，我们坐在池
塘边，母亲将紫藤花巧妙地编
织在头发上，又或者将它们簇
拥于盆中摆放在某个角落。那
些紫藤花，在母亲的手中焕发
出新的生命，让整个空间都弥
漫着淡淡的香味。我看着她那
辛勤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感慨
和怀念。

随着日落时分的到来，我
们带着满篮的紫藤花回家。天
边的晚霞映照着我们的身影，

形成了一
幅美丽的
画 卷。在
家 中，母
亲将紫藤花制成了各种美食
和装饰品。那些美食，香甜可
口 ；那些装饰品，简约而不失
高雅。每当我看到那些紫藤
花制品，就会想起那个温暖
的下午，想起母亲的笑脸和
她手中的紫藤花。

紫藤花，不仅是一种美
丽的花卉，更是一种情感的
寄托。它见证了我与母亲之
间的深厚感情，也见证了我
成长的点点滴滴。每当看到
紫藤花时，我总会想起池塘
畔的那段静谧时光，想起母

亲 那 温 柔 的 笑 脸 和 无 尽 的
关爱。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都
是从内而外散发出的光芒。” 
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散
发出淡淡的香气，沁人心脾。
紫藤花的美丽，正是从它内
心深处散发出的光芒，照亮
了我们的生活，温暖了我们
的心灵。而在我心中，那紫藤
花下的时光，永远是最珍贵
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