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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35岁的诺拉·希德决定去死。在生与死的
临界点，诺拉来到一座神秘的图书馆。这里的每一
本书都代表着诺拉生命的一种可能，诺拉的生命救
赎之旅也由此开始。一心求死的诺拉，在午夜图书
馆中会有怎样的奇遇和体悟？她能否在这里找到重
新相信生命、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让我们跟随诺拉的脚步，踏上这段神奇的治愈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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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是一部关于封神演义的漫画文学
作品。“封神演义”有多个版本，但一直缺少一套立
体生动的漫画版本。赛雷用他一贯爆笑有趣的方
式，按照封神演义的原文，生动地再现其中的著名
场景，将封神中的著名人物和典型场景形象地展
现出来，让读者在哈哈大笑中了解封神演义，是一
部老少咸宜的漫画版“封神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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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美好世界的象
征，作者以陶渊明的生活轨迹为主线，以会稽的地
理、人情等为背景，考证陶渊明游学、从军、隐居等
经历，结合自己探访全国十余处桃花源的经历，提
出杭州萧山灵山村一带为桃花源原型地，并从山
水之美、古迹诗文之丰等方面加以论述，见解独
到，有助于推进陶学研究，弘扬和创造性发展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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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很多故事：天
鹅到家怎样规划从月嫂服务到养老服务的转
型？天元智能为什么会用 3D 打印技术维修机
器？年轻人如何助力戏曲复兴？中国游戏怎样
从“野孩子”变成了“好孩子”？以蓝箭为代表的
中国民营航天公司如何借助中国供应链取得成
功……

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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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即缙云诗人丁晓东。与晓东兄认
识数十载，似乎一切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他

“银行家”外表下深蕴于内心的一簇一簇诗
情。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就知道丁晓东是
一位活跃的校园诗人，在中断写作若干年
后，他又一次以“秦人”之名重拾诗歌，出现
在大众面前。我就在想，这个笔名之于晓东
的诗写追求究竟有何意义。在通览诗集《墙
后的草》全部诗稿后，我似乎透过“秦人”渐
渐感受到来自于泥土与生活、历史与时光相
互交错、相互融汇的穿透力，让诗歌充注这
样一股植入心灵的力量，或许正是作为“秦
人”的丁晓东的诗写追求和方向。

在秦人创作生涯中，生活始终成全其诗
歌的底色。他就像一位娴熟的时光摄影师，
将浓郁的人生况味和诗情画意一点一滴摄入
一幅幅鲜活的、可感可触的、生活的黑白照
中。他对生活的热爱浓缩成对于人生的思
考。他笔端下所呈现出来的诗歌画面，既来
自生活客观本体，也源于他超越生活的主观
能动。因而，在秦人作品中，抒情是向上的一
端，而哲思则是不动声色地向下的一端。

秦人的诗融入大量人生经验，于抒情与
哲思两端架设一条抵达诗意的通道，沉稳，
厚实，质朴。他以一个中年人的眼光去考量
生活、考量人生、考量世间万物，点点滴滴了
然心得，这种来自于日常的哲思之光，令整
个文本更加具备“峥嵘中见岁月”的立面效
果。他不事雕琢，不求奇崛，自然生成的叙
写基调，确保了作品“清澈、朴素”之文风，于
平和中见情、见力。

将《墙后的草》作为这部诗集的主打诗，
我认为是恰到好处的。这首诗非常鲜明地
烙印着秦人的书写特色：

墙后的草
几簇草长在老宅墙后，风拉扯着
孤独，若无处安放的灵魂
嗅出一种苍凉
晨曦，日落
山间冉冉升起的烟火，单纯，美好
遥遥相对，默默感知时光流淌
风起
往事，就如墙脚
涂满斑斑点点的念想
曾经的斑斓
和杂陈的况味，早已埋下伏笔
每一块青砖，刻满沧桑
转过墙角
遇见的都是那些用来相守的
好时光
这首诗以墙后的草作为切入点，透过

“风”“晨曦”“日落”等相关意象，感知岁月
无情、时光流淌中繁复的人生况味，尽管“无
处安放的灵魂/嗅出一种苍凉”，尽管“每一
块青砖，刻满沧桑”，但“转过墙角/遇见的都
是那些用来相守的/好时光”。是啊，人生有
太多无奈和迷惘，正如墙后的草，“风拉扯
着/孤独”，而决然中的坚持终究又会“转过
墙角”，遇见的是“美好”。先抑后扬，以草喻
人，层层递进中，诗意最后的抵达便是一种
矛盾与人心的和解。这首诗凸显出来的技
术含量，首先来自具有极佳的叙述姿态与叙
述基调，其次是设置矛盾并为解决矛盾埋下

伏笔，再则是举重若轻，在强化气韵流通前
提下，讲求整体力量布局。

秦人的大部分写作都具备“清丽、空灵、
优雅”的美学特征，同时，善于在外在场景与
内心场景之间“转场”，从而达到物我合一。

“万物皆为我所用”，比如《普通岭》《抱器
轩》《西街》《汹涌》等篇什。从他的诗歌文本
架构也可以看出，秦人对诗写的现代性与古
典性有一种比较好的融合。左手新诗，右手
古体诗，他总能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中找到其
最有效的契合及最适于自己的表达。比如

“欲望的解药被泥墙黛瓦隐藏/一扇门敞开
着，围栏上爬满了丝瓜藤”（《就这么遇见
了》），比如“那份久远的幽然/自得其乐，而
风声中哒哒的追寻/像刻在器皿上不凋的经
文”（《抱器轩》），又比如“画笔不停地敲打
着世界/追月的你，是人们眼中一道风景”
（《我和你》）。他的诗讲求意境与空间、词性
活用与转换，讲求美感及内在的情感流动，
这种种为他的诗又平添了一分古典的魅力。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书写习惯，秦人也
一样。在他的书写中，生活是第一位的。生
活，丰富了他的想象；生活，打开了他的诗意
大门。他善于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发现
不同，去挖掘那些沉淀在生活底部的人生况
味。

他敬畏生活并热爱生活，在我看来，他
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守护者，而且更是时
代的歌吟者。

做生活的有心人，做生活的操盘手，为
生活摄入更多的黑白照。唯有生活，才是我
们写作的根基。

为生活摄入更多的黑白照
——读秦人诗集《墙后的草》

流泉

散文集《风吹众生》是徐伟龙倾其心力
所著的新书，以短章居多。我几乎是一口气
读完，然后合上书稿，陷入了无限沉思。回
味文中那些带有生命体感的文字，参悟文字
之中蕴藏的真情，恍若迎面拂来的清风，给
人以清爽、宜人的清气；又似倾听一位老友
的叙述，讲述他内心隐藏的往事与回忆，那
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美好细节，逝去的亲人
留下的温暖话语，同事、同学相互搀扶着度
过困苦的岁月的经历。这本散文集有忆苦
思甜的文笔，有感怀春秋的段落，有相思相
依的情怀，亦有对个人生命历程的追溯与回
望。

徐伟龙是一个有真情且能秉持一颗感
恩之心热爱生活之人。散文集《风吹众生》
里的篇什，写人的大都能找准所写人物的特
点和动人的情节，也正是因为作者心中涌动
着真情，在叙述中总是夹杂着浓郁的情感去
回忆，于是就让所写之人的形象变得立体起
来。比如《师傅吴广》一文中，作者在小人物

“吴广”的身上着下浓重的笔墨，透过对山村
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观照，让一颗心去温暖另
一颗心，就有了人性闪耀的光泽。类似“吴
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乡村很有代表性，
作者俯下身去，让自己悲悯的情怀荡漾在文
中，展现为文者的精神境界，尤其是结尾处
的反问，更是对自我良心的审视与思考；《我
的爷爷》一文则用流畅的记述，诉说了孙辈
对于爷爷的怀念，爷爷忠厚的品行、坚毅的
性格、不怕吃苦的精神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在俗人俗事中，有着昭告后人的原动
力。因其文中所写均是真人真事，在写作时
全是作者情感的漫溢，所以读起来流畅通
透，宛如率性之言。

作家徐可在《散文是真诚的艺术》一文
中说：“散文是一门真诚的艺术，必须说真
话，抒真情。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散文这样直
面读者，不管你写什么内容，采用什么写作

手法，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扉向读者敞开。”徐
伟龙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言无不尽。看看他
叙事的时候，亦是捧着一颗真心去述怀。比
如《学武那些事》，以学武的经历串联起成长
的经历，在时代的变革中嵌入个人的诗思，
是的，没有恒心是很难做成一件事的，而要
做成一件事，除了恒心，还需要机缘、毅力；

《过年在山村》一文，其实也道出了当前社会
的一种现状，那就是变化太快了，每个人的
内心在嬗变的时代，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
落。小时候为何觉得有年味，而长大了却觉
得年味在消失？物质丰富的同时，能够让精
神世界也变得充实而精彩。所谓物以稀为
贵，小的时候物质不是很丰富，都盼着过年，
就是想弥补一下日常无以获得的缺憾。过
年在山村，山村还是那个山村，只是山村的
人，都在发生着物是人非的变化。

对故土的眷恋，对乡村的怀旧，对逝去
岁月的探看，也让这份思绪绵延在徐伟龙的
散文之中。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人们总
是说，熟悉的就是最美的，热爱的就是最好
的。正是因为在回望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
时，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温暖了我们，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就会想起那
些人和事。这是一个写作者自然而然的原
生态思考，即便不加入艺术情感的描绘，也
会在无人的时候，时常感动自己的心绪。

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温暖自己的过
程。读徐伟龙的散文，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
认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当岁月用泛黄
的相片提示我们逝去的永不再来，我们又能
够用什么留下那些火热、悲戚、从容而萧飒
的年月呢？也许，文字是最好的方式。真诚
的文字，如老酒，历久弥坚，启封开，能够闻
到扑鼻的酒香；真诚的文字，如冲泡的普洱
茶，养生且养心。《犹记当年没电时》等篇目，
光看标题就能够让人浮想联翩。回到那个
停电的夜晚，没有电，人们聚在一起，谈天说

地，拉近了乡情的距离。如果有月亮，漫步
在月光之中，浪漫、温情。而现在停电的机
会少了，即便停电也会很快抢修。灯火通明
时，月光就被灯光遮蔽了，显然浪漫隐藏在
了尘世之中。当作者询问刚上高一的女儿：

“你认识蜡烛吗？知道以前都干吗用的？”潜
意识里，是在问女儿，你是否知道我们曾经
历的时光？抑或是在问自己，那逝去的岁月
里，是否留有一个人快乐而真情的回忆。

徐伟龙的写作选材，俱是我们司空见惯
的人生场景，抑或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但他写起来时总能够用一个诗意的点去撬
动时代记忆里的痛。在他的散文里，我们能
够获得思考、反省，感慨岁月变迁带给个体
的情感阵痛。在变革的时代，他的这些文
字，有着珍藏的意义，也值得思考和回味。

散文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经
历和阅历，用文字的形式，诗意地讲述出
来。读散文，就是在和作者的真情交流、沟
通。语言是有翅膀的，不同的人写作，唯一
的差别就是给翅膀涂上不同的色彩。徐伟
龙给自己的文字涂上了真情、感恩的色彩，
于是，他的散文宛如山涧的流水，流淌出澄
碧、青绿的清韵。人的一生，平平淡淡是常
态，素素静静是生活。处处留心，就能够在
别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发现景致；而事事留
心，就能够在字里行间，埋下自己对事物的
真实看法，写出朴实无华的情感记录。写
作，不仅是和自己对话，传播开来也是和读
者对话。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倾听
别人的回声的同时，也在完善自己的思考。

在徐伟龙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个写作
者真性情做人与真性情叙事时，真挚而朴素
的状态，让人感受到文字赋予的诗意灵动与
力量。我想，只要怀着这样一种本真的状态
继续写作下去，徐伟龙一定能够构建起自己
专属的散文净地，并不断靠近心中那座神圣
的文学殿堂。

处处留心皆为景
——读徐伟龙散文集《风吹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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