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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钱为核心的观念，致使一些人的认知、
审美、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和裂变。不少人被金钱
闪花了眼，拜金主义盛行。一些官员也忘了初心，
丧失信念。当然，大多数人仍然怀揣爱心，辛勤地
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不求名利，不图回报，用
爱温暖着每个人。老作家王东玉推出的中篇小说

《萧箫》，主人公中学教师萧箫和县长芦笛就是这
两类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萧箫形象的成功塑造，
如一汪清泉、一缕春风，醒人耳目，沁人心脾，无疑
给那些具有病态观念的人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王东玉遵循“故事简单、情节复杂”的小说
创作理念，以萧箫和芦笛离婚起笔，然后追忆补
叙了二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构成了一幅真实
而引人的画面。尤其萧箫，她是传播爱的人，是
树立良好家风的榜样。

爱是蜜，能够粘住一切。白朗宁认为，“把爱
拿走，我们的地球就变成一座坟墓了。”爱因斯
坦则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
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作为一名中学教师，
萧箫爱她的学生、爱同事、爱丈夫、爱女儿，爱她
熟识的所有人，包括动物。她在“动物世界”里看
到母野猪为了保护幼崽，拼命奔跑引开雄狮，牺
牲了自己的性命，萧箫则担心小猪崽没有妈妈
乳汁喂养，还能长大吗？在电视上看到山东开
发湿地建楼，致使大批候鸟失去栖身之地，她为
此而揪心难过，夜不能寐；当萧箫发现张香茹

同学近来神情异样，便忍住刚离婚的痛苦，在同
事都下班走后，把张香茹叫到办公室问明情况，
给予开导、安慰。正因为她经常用如同对着自家
人说自家话的口气和学生们倾心交谈、聊天，她
教过和没教过的学生都爱她、敬她，愿意与她交
心。处在青春期的女孩，也愿意把自己内心的隐
秘讲给她听。萧箫对学生的关爱，不仅注重知识
的传授和教育，更注重对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

萧箫关爱的不仅有自己的学生，她爱所有
的人，包括一些跟自己过不去的同事和无情离
婚的丈夫。她走访家境贫困的学生范咏歌，并给
范奶奶三百元，叮嘱“快过春节了，给孩子买两
件新衣服吧”。一次在菜市场，萧箫碰到一名学
生家长，愤愤不平地骂她前夫芦笛“坏了良心，
有眼无珠”，萧箫听了这番话，倏地变了脸色，
连忙阻止他，并告诉他芦笛不是坏人，芦笛有他
的自由和选择，请尊重他的人格。这是多么伟大
啊！萧箫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老公公想
吃啥她就做啥，老公公在外看人下棋，忘了回家
吃饭，她要么重做，要么再热一遍，总要伺候老
人吃好。虽然和芦笛离婚了，但仍把老人家当自
己的父亲奉养。当听到公公的女婿因芦笛入狱
而怠慢公公的消息后，得知公公年迈体衰多病，
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她便决定：把公公接到家里
来伺候。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动容并感慨万千
呢？笔者一位大学同学就是萧箫这样的人，她
虽然跟丈夫离婚了，但仍然把婆婆当亲妈一样
侍奉。笔者还有一同学的女儿虽然远在国外，和
丈夫离婚了，但只要回国，都要跑到上海去拜望
前夫的母亲。足见王东玉所塑造的萧箫的形象
并非杜撰，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但萧箫比生
活更有典型性，因而让读者更容易接纳和喜爱。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萧箫
的形象有丰厚的生活基础，萧箫的行为则与优

良的传统家风和自身修养有关。萧箫祖籍晋南，
东玉曾慨叹，“一个孝字，对于他们来说，更有着
不同寻常的意义。”萧箫的父亲萧传林既是文人
又是医生，他曾多次告诫萧箫：“平阳为尧都，
蒲坂为舜都，安邑为禹都。尧以德治国，而舜则
以孝感天下。所以，作为晋南后人，无论什么时
候都不能忘了一个‘孝’字。”萧家治病救人，乐
善好施，方圆百里有名。耳濡目染，言传身教，萧
箫秉承了父教，萧箫的女儿芦弦又受到母亲的
影响，在双休日乘车一百多里路，去帮助孤苦伶
仃的爷爷洗衣清扫屋子，生怕已经离婚的母亲
知道。良好家风代代相传，何愁世风不正？

王东玉用散文的笔法，像拉家常似的娓娓而
谈、徐徐道来，没有润色，没有雕琢，写得那样白、
那样俗、那样土，但却收到了白中露色、俗中见雅
的艺术效果。话须通俗方传远。东玉的小说妇孺能
读也能懂，这是他惯用的笔法，也是他一贯的文风
和做派。谁
曾 见 过 东
玉穿过花里
胡 哨 的 衣
服呢？但愿
东玉再“土”
一 些，“ 土 ”
得掉渣，像
老舍“土”出
京味、沈从
文“土”出湘
味，王东玉
倘能“土”出
关 中 西 府
味，其创作
肯定能更上
一层楼。

爱在人间
—— 王东玉《萧箫》审美蕴含解读

◎李思民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下午，在市文化产业发展大会

召开期间，“新时代宝鸡诗歌再认识座谈会”在市区

理想国独立书店火热举行，应邀参会的西部著名诗

人、李杜诗歌节发起人、秦岭文化学者王若冰先生和

我市 20 多位实力诗人、评论家对话诗歌创作，共同

为宝鸡诗群“把脉”。

宝鸡诗歌创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呈井喷之

势，以商子秦、渭水、秦巴子等诗人为中坚的宝鸡诗

群享誉全国，宝鸡因之被誉为“陕西的石河子”（诗

城）。十多年来宝鸡诗歌也有长足发展，出版“黑蚂蚁

文丛”“金台观丛书”“阵地诗丛”等，策划举办“黄柏

塬·陕西诗会”“关天经济区文学座谈会”“宝鸡石鼓

文化城杯·新丝路诗会”等大型活动，还在《诗选刊》

《延河· 诗歌特刊》《陕西诗歌》《诗歌周刊》等刊及

第 29 届全国书博会、《天水晚报》“陕甘川三省四地

实力作家联展”等活动上集体亮相，诗歌创作人多势

众但大刊缺位、诗坛稀声等现状令人焦虑，跟甘肃天

水、宁夏西海固等周边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何

破解、突围则成了急需关注的问题。本次座谈会由陕

西文学研究所、市作家协会、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主

办，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宝鸡文学网、《阵地诗报》

编辑部协办，是继 2004 年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举办

“振兴宝鸡诗歌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文学批评行

动。会议由诗人白麟主持，王若冰介绍天水诗歌创作

经验，评论家孙新峰、柏相等对宝鸡诗歌创作现状及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研判，诗人秦舟、李喜

林、王宝存和青年诗人苏龙、陈朴、刘源等也各抒己

见，大家坦诚交流、自我批评，希望在新时代重振宝

鸡诗歌雄风。                     本报记者 王卉

本报讯 我省作家白忠德乡土散文集《风过余

家沟》，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现为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西安市碑

林区作协副主席的白忠德，在教书育人之余笔耕不

辍，出版散文集《摘朵迎春花送你》《佛坪等你来》

《我的秦岭邻居》等 8 部；散文入选初中语文辅导教

材、中考模拟试卷，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呀诺达生

态文学奖提名奖、陕西省作协年度文学奖等 10 多

项。《风过余家沟》全书近 14 万字，收录作品 40 余

篇，以叙述和抒情的散文笔调，抒写故乡余家沟绮

丽的田园风光、耐人寻味的逸闻趣事、乡亲们的殷

殷情怀，不仅可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故乡的一腔深

情与无限怀念，而且从中可窥见中国乡村的时代变

迁；文字朴实，文笔优美，值得细细品读。 （段序培）

我是陇县城关镇文化站的一名退
休干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宁夏
作家李进祥，并拜他为师长达十年之
久。惊闻他六月份去世的消息后，作为
他的忠实读者和朋友，我一直沉浸在悲
痛中。每次看到他从千里之外给我寄赠
的作品、他亲笔签名的小说集，他亲切
慈祥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李进祥是中国作协会员、宁夏作
协副主席。他的短篇小说语言生动，极
富生活气息，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
让读者爱不释手。他的多篇作品被《新
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
载，作品还入选全国年度选本、中国短
篇小说排行榜等。小说集《换水》获第
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短篇小说《四个穆萨》获第六届鲁迅
文学奖提名；中短篇小说、散文分别获

《小说选刊》奖、《广州文艺》奖、《飞天》

十年文学奖、《朔方》文学奖、《回族文
学》奖、《黄河文学》奖等。作品被译介
为英、法、希腊、阿拉伯等文字。曾获自
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入选自治区“四个
一批”人才，获评自治区首批“塞上文化
名家”、自治区首批文化艺术领军人才。

跟李进祥认识，实属偶然。记得
有一日，我在《小说选刊》上看到他的
短篇小说《狗村长》，浓郁的带有地域
色彩的小说语言和故事情节打动了
我，我立即产生了想要接触他的强烈
愿望，于是拨通了电信局的咨询电话，
得到了宁夏同心县教育局的电话号
码。一位办公室同志告诉我他的号码，
我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表达了想购
买他小说集的想法，“不知您手头是否
有存书？”他爽朗地说：“有，刚出了
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叫《换水》，还有一
本长篇小说叫《孤独成双》，两册书全

赠送给你，请将你的地址发给我。”不
到一周，他就将两部作品邮寄到我的
单位，书里有他的亲笔签名。我很快就
把两本书读完了。从此之后，我和李老
师就结成了文友，我一边读他的小说，
一边关注他的创作动向，他每发表一
篇小说，我就立即找来阅读。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俩的友谊也
日渐加深，经常电话联系或互发短信，
友情醇如美酒，愈品愈香。2014 年 9
月宁夏作家张贤亮去世，我在报纸上
读到大量悼念他的文章，在跟李进祥
老师通电话时，谈到曾拜读过张贤亮
的所有文学作品。一周后，李老师寄
来了由宁夏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朔
方》，刊登着有关悼念张贤亮的文集。
装帧精美大气，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其中有十多幅张贤亮生前照片，是长
久保存的经典文本。从此后我和李进

祥老师的友谊更增进了一步。我俩的
友谊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圈子，而且有
了亲兄弟般的感情和友谊，我年龄比
他大一轮，他是全国有名的小说大家，
我却是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李进祥
去年在电话里曾两次邀请我去银川，
彼此相聚，畅叙友情，畅谈文学。我答
应他今年九月份去银川登门拜访，但
因诸多原因没有成行，错失良机，这将
是我终生的遗憾。万没有想到他突然
就离开了人世，年仅 51 岁，正是文学
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正是阅历丰富、享
受人生、享受创作成果的时候，却突然
告别了广大读者，告别了崇拜他的朋
友，告别了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儿，实在
是太可惜了。

李老师，经历十年友谊，您的作品、
您的音容笑貌必将经常浮现在我的眼
前。您安息吧，我将永远怀念您……

赵炜漫画 （扶贫系列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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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悬联求对

出句：壮阔七十年，历雨经风旗更艳

（赵小平）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春风万里，合作共赢，大国担当名世界；
华诞七旬，欢歌同庆，小康美景壮神州。（薛永祥）

红舫写初心，百年岁月圆梦想；
铁肩担使命，七秩春秋铸辉煌。            （高有望）

七旬伟业，震古烁今，国跃强林惊世界；
几代丰功，光前裕后，民登富境壮中华。（张  驰）

追梦七十春，喜大业争荣，小康走近；
纵情九万里，看中华领舞，丝路飞歌。    （蔡  哲）

七旬豹变，百业龙腾，大美陈仓铺锦绣；
五岳挥毫，三江泼墨，富强中国焕华章。（蒙卫军）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秦岭红叶

出句：

时雨布恩，秋果爆棚香漫野               （李玉虎）

应对：

寒霜泼彩，秦山写意画镏金               （李周宣）

应对：

乡音入耳，月华凝雪夜归人               （吴岱宝）

应对：

暖风施策，甘棠遗爱凤鸣春               （于  萍）

应对：

归心似箭，锦书难寄雁飞忙               （杨权宪）

应对：

圣书润德，鸿儒满屋韵沾襟               （杨多永）

应对：

田园织锦，农家圆梦富生根               （张录军）

应对：

晴光合意，家山入画韵流金              （张峰青）

新时代宝鸡诗歌再认识座谈会举行

怀念作家李进祥
◎晁田夫

《风过余家沟》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