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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庄子》
于 莲 著

这是文学艺术家于莲研读
《庄子》过程中创作的绝美油
画作品与解读文字，并附有

《庄子》原文选读，带你从创
新的美学视角认识庄子，体会
庄子的浪漫美学魅力。于莲的
绘画色彩丰富、细节入微、妙
趣横生，构图与手法上中西结
合，充分再现了庄子的逍遥世
界。

《青山荡漾》
夏小暖 著

本书是作者从自己的感受
出发所写的一本轻松、精美又
包含杭州城市历史、文化以及
生活方式的散文随笔。夏小暖
对于观看、体验一座城市有独
特而细腻的眼光。她笔下的杭
州既是历史和文化的名片，又
是充满变化与活力的新城市。
在这里，她漫步、观赏、体
验、对话，了解人们对这座城
市的爱，并将这些一一记录。

《狼踪》是韩东重返中短
篇小说写作后的又一力作。
透过八部短篇，作家书写人
生的种种鹰迹狼踪，描摹形
色各异的小人物，夫妻、邻
里，游子、旅人，篇篇独立
却又相互关联。这些大地上
的异乡人虚实交错地行走于
文学营造的平行时空，娓娓
讲述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
性，如何让爱与寂寥握手言
和。

《狼踪》
韩 东 著

《乡缙》 以高安为故事发
生地，形象地反映了农村开明
乡绅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
下逐步觉醒的过程，贯穿了抗
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
重要历史阶段的阶级关系、社
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变化，用
家族史、民艺史、心灵史串联
起革命史、斗争史、社会史，
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党
在广大农村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斗争的伟大历程……

《乡缙》
程 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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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前传》
姚鄂梅 著

姚鄂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将目光聚焦到孩子怎样面对成
人世界、亲子关系如何在现实
压力中磨合等话题上，更着墨
于学业竞争、“鸡娃”等极富
中国乃至东亚特色的社会议
题。三位妈妈、三个孩子，在
社会现实中上演一出出微妙、
戏剧性、纠结茫然又让人感触
颇深的戏。作者笔下流畅生动
的对话、精准的人物刻画，让
浓郁的当下意味扑面而来。

《迷失的小蒜》 是何频的
散文集，收入作者 70 余篇近
年 来 发 表 于 各 个 媒 体 的 散
文，多书写花草、野菜、野
果等植物。从二月兰、三月
花，到山桃、牡丹、桑麻，
多个篇章里对 《救荒本草》

《食 疗 本 草》《河 南 野 菜 野
果》《植物名实图考》的引用
和查证，体现了作者将寻常
事物文艺化的生活情趣和美
学修养。

《迷失的小蒜》
何 频 著

■包广杰
作家乔叶在长篇小说《宝水》中，用

温软朴素又略带调皮的笔调，以缜密的逻

辑、鲜活的细节和新颖的结构，为我们徐
徐展现了一幅生动立体的新时代乡村建设
图景。

小说呈现了以豫北山村为背景的田园
四时风光、转型走文旅结合背景下的乡村
美景，呈现了新时代乡村建设者琐碎的日
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他们琐碎的日常生
活、平凡人物的内心世界、鲜活生动的民
间生活本相，让乡村变得鲜活而生动。

主人公“我”本来是与男友老原到宝
水村休养身心的，在接受了为宝水村建立
村史馆的任务后，才以驻村干部和村里准
媳妇的身份见证并参与了乡村振兴建设。
村支部书记大英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带头
人。她精明、泼辣、能干、善良、上进，
能跟上时代变化，有奉献精神，是新时代
乡村女干部的崭新形象。她工作中有委
屈，有作为母亲和婆婆的种种难以为外人
道的煎熬。尤其女儿得了精神病是她永远
抹不平的内心创伤。但我认为她表现出来
的坚强是小说中最精彩也最让人难忘的地
方。村委会门前有棵大槐树，这棵“五搂
粗、八百年”的大槐树，村人都叫老祖

槐。像其他村的大树纷纷被砍伐卖掉一
样，老祖槐早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美
食”，但由于大英的强势坚守，谁也不敢
动。大老板“孟胡子”不信这个邪，就去
找大英问这棵树。他刚开口，大英便炸雷
般回答：不卖！他问大英为啥不卖，她
说：这是祖宗，你家卖祖宗啊？外号“孟
胡子”的孟载是带着乡村建设项目来到宝
水村的，为宝水村的民宿改造和美丽乡村
建设出谋划策。他不仅懂市场，能和县里
镇上领导打成一片，还能和村干部、老百
姓融为一体，不仅帮助发展村里的旅游
业，还对村民起到了文化和美育启蒙作
用。

小说还塑造了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
比如德高望重的九奶、遭受家暴却忍气吞
声的妇女主任秀梅、“多会算账”的会计
张有富、带着老花镜敲键盘的老村医等。
除去这些土生土长的村民，还有一些外来
户如“孟胡子”、来宝水支教的年轻人肖
睿和周宁及进入村庄调研的研究者等。他
们在宝水村或落户或驻村帮扶，各自以独
特的性格登场亮相，也是新时代宝水村的

建设者或见证者。
不可否认，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一些

这样那样的问题，《宝水》也没有回避和
掩饰这些问题。作家孙犁说过：一部好的
长篇小说作品，最优秀的是什么？就是所
见者大、取材者微。《宝水》就是这样一
部优秀的作品。它没有“胡子眉毛一把
抓”，而是把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事无巨
细地呈现出来，抓住了真实又最平常的人
物细微状态，写出了绵密又极富生活气息
的细节，写出了宝水这个由传统乡村转变
为文旅小镇的典型乡村，当然由此也写出
了复杂但整体是美好的人性。

小说借助宝水村这个载体，同时穿插
描述了“我”老家福田村的今天和昨天。
《宝水》中有一句话这样说：“村景再美，
美的芯儿还是人。”作品中呈现出的风景
是美的，人性也是美的，且没有刻意美化
这种美好。我想，这就是此书给我带来愉
悦的主要原因。

一幅生动立体的新时代乡村建设图景
——读乔叶长篇小说《宝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我非常喜欢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

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
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张金
平说，她爱上阅读，离不开孩子。

2001年毕业后，张金平进入舞阳县
辛安镇老蔡小学任教。虽然是数学老

师，但她深知一名教师要想快速成长，
必须有足够的阅读量。“一个人可能走得
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工作之
余，张金平四处找寻读书组织。一个偶
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一次由漯河日报社
组织的读书分享活动，从此便迷恋上一
群人读书、分享的氛围。在读书会的感
染下，她边读边写，如饥似渴。她每天
晚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思想在书籍中畅
游、指尖在键盘上舞蹈。通过阅读，她
的视野变得开阔。她不断从书籍中汲取
营养，充实自己，提升自己。

2007年，张金平的儿子出生。为了
养育儿子，她阅读了大量的育儿书籍，
《正面管教》《游戏力》《好妈妈胜过好老
师》《奶蜜盐》等。通过阅读育儿书籍，
她明白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一生都有深
刻的影响。所以她用爱和责任陪伴着孩
子，尽自己所能，让孩子的童年充满幸
福。

她坚持每天晚上给孩子讲亲子故
事。孩子3岁以后，每晚的“阅读半小
时”是他们睡觉前的固定节目。因为阅
读，孩子认字很快，不到5岁就能独立
阅读故事书，8岁就开始看半文言文的四
大名著。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她把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趣事记录下来，作
为家庭的美好印记。2017年，她和10岁
的孩子共读张文质先生的《奶蜜盐》，还

在喜马拉雅APP录制下来，并写下《我
把童年的温暖传给孩子》一文。后来，
该文被收进张文质的《与孩子一起成长
的秘密》一书。

她的专业阅读从2014年开始。那年
春季，她加入了舞阳县小学数学共同
体。在工作会议上聆听了共同体优秀成
员的发言后，她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专业
阅读。专业阅读让她的课堂教学有了质
的飞跃。她立足课改，将阅读与教学紧
密结合，课堂上不仅注重知识技能的讲
解，更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她的
教学方法越来越灵活，和学生的互动越
来越和谐，课堂充满了乐趣。

在一次培训中，张金平加入了河南
教师读书会，从此又多了一个读书分享
的平台。线上的一次次发言、线下的一
次次分享，加上坚持写读书笔记、教学
反思、教学故事等，她快速成长，先后
在《教育时报》《德育报》《漯河日报》
发表读书体会、教育随笔等多篇文章。

她在家陪着自己的孩子读书，在学

校陪着别人的孩子读书。2016年，张金
平任舞阳县辛安镇老蔡小学校长。她更
新办学理念，号召每个班级都要建立图
书角，开启学生的阅读之旅；在上午课
间操时间安排了经典诵读环节，每周指
定经典诵读内容；还专门成立阅读社
团，学校以校本教材为依托，按年龄段
对学生进行分阶段辅导。

2021年6月，她调入舞阳县第五实
验小学任副校长。学校将拥有4万多册
藏书、能同时容纳200余人的图书室每
天开放，供学生阅读；并外聘国学经典
教师两名，中午和社团活动时间在两个
阶梯会议室进行国学书籍讲解，每周受
益学生达1000余名。

“身为教师，我一直坚信：读书不仅
是一种个人习惯，更是一种影响、一种
精神的传承。”张金平说。最是书香能致
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每次看到图书
室墙壁上这行苍劲有力的大字，她都为
之动容。今后，她要带领孩子们读更多
的书、享受更多的精神食粮，让阅读点
亮生命之光。

张金平：阅读点亮生命之光

爱读书的张金平。 图片由本人提供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阅读点亮人生，文学浸润心灵。为

推进书香漯河建设，10月30日上午，深
受孩子们喜爱的“动物小说大王”沈石
溪受邀走进漯河小学，与孩子们开启了
一段有趣的文学创作之旅。当天，记者
采访了沈石溪，听他讲述自己的创作人
生及本次漯河之行的感受。

赞漯河书香氛围浓厚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漯河。漯河人杰
地灵，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丽，书香氛
围也越来越浓厚了……”10月30日，漯
河小学操场上，沈石溪在“动物世界的
非凡气象”主题讲座上谈及了此行的感
受。

近年来，我市一直努力倡导全民阅
读，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沈石溪的到
来，在广大青少年中再次掀起了读书热
潮。沈石溪用幽默、朴实的语言讲述自
己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打开了孩子们想
象的翅膀，点燃了他们阅读的兴趣和写
作的热情，引导他们从追星到追书，在
读书中点亮生命底色、奠基幸福人生。
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提出了在阅
读、写作方面的困惑，沈老师耐心地解
答并告诉他们平时要多阅读、多积累，
多写、多练，从量变到质变，自然就能
写出好文章。

“《海豚之歌》《狼王梦》《斑羚飞
渡》《混血豺王》……我读过很多沈石溪
老师的书，这次能见到本人，听他讲自
己的创作故事，我可太幸福了！他的经
历也让我明白了要想写好文章，一定要
多读书、多积累，多写、多练。”漯河小
学四（9）班的学生赵宇轩听完讲座后兴

奋地说。

因老师鼓励而爱上读书写作

和现在大多数孩子在童年时期就能
大量阅读的经历不同，沈石溪童年时期
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为他买书。家
里除了学校发的教科书外，几乎一本闲
书也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爱上读
书写作非常偶然。沈石溪说，他至今仍
清楚地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老
师布置了题为 《我做了件好事》 的作
文，要求周一交。但他因为贪玩忘记了
写作文，就把姐姐写的 《我做了件好

事》的作文交了上去，结果受到了老师
“表扬”。

“少年时期的我提起写作文就特别头
痛。可我本质上还是个诚实的孩子，弄
虚作假得来的荣誉让我深感内疚。”沈石
溪说，他当时就有了一种冲动，要靠自
己的努力写出一篇好作文来，对得起老
师的夸奖和鼓励。所以，在老师又布置
作文《我去逛花鸟市场》后，他花了十
几个小时写了一篇700多字的文章，这篇
作文再次被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
读。从此，老师不断表扬他，经常把他
的作文当范文来念，还送了他《艺海拾
贝》和《金蔷薇》两本书。

“这两本书对我写作帮助很大。我数
次搬家，很多藏书都被弄丢了，唯独这
两本书至今仍珍藏在我书架最显眼的位
置。”沈石溪说，老师的肯定和鼓励，让
他爱上了读书写作。

插队经历让他积累丰富素材

在沈石溪的书里，几乎所有的故事
都与动物有关。它们是怎样被创作出来
的？沈石溪说，这和他年轻时的经历息
息相关。

1969年，沈石溪来到被誉为“植物
王国”和“动物王国”的西双版纳插队
落户，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8年。“西双版
纳有大片珍贵的热带雨林，还有很多珍
贵的野生动物，比如野生大象、云豹、
孟加拉虎等。在西双版纳期间，我曾跟
着山民一起上山打猎，见到了许多野生
动物，也经常听山民讲关于动物的故
事，为后来写动物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
材。”沈石溪说，后来开始写作时，他感
觉到动物小说题材很鲜活、很独特，别
的作家写得比较少，所以就选择了从事
动物小说的创作。

1979年，沈石溪在《儿童文学》发
表首篇动物小说《象群迁移的时候》，后
来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40多年来，
他在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思考、动物主体
性勘探、动物叙事艺术创新等方面持之
以恒地展开探索，创作了600多万字的动
物小说，代表作有《第七条猎狗》《狼王
梦》《最后一头战象》《斑羚飞渡》等。
作品中涉及的动物有70多种，被称为

“动物小说大王”。他在为广大少年儿童
打开动物世界视窗、以文学路径体验动
物生活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名家进校园 书香润心田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走进漯河小学讲述创作经历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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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