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堂客人》 以 1945 年后的
杭州为故事背景，通过北方青
年伏申、杭州沈氏三姐妹等人
的故事，巧妙地将个人命运与
社会历史紧密结合。作家王霄
夫以精准的历史笔触生动再现
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们的生
活状态。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融
合使得作品不仅具有引人入胜
的故事性，更承载了厚重的教
育意义与历史价值。

《天堂客人》
王霄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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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吉的河》
许廷旺 著

《额吉的河》 以“三千孤儿
入内蒙”为背景，讲述了三个遭
遇家庭变故的孤儿融入草原生
活，在阿爸、额吉的悉心呵护下
茁壮成长的感人故事，塑造了纯
朴善良、乐观包容的蒙古族牧民
群像。小说以儿童的视角，通过
小家庭的融合，生动地再现了特
殊时期蒙古族同胞养育“国家的
孩子”这一历史佳话，谱写了一
首民族大团结的赞歌。作品具有
独特的艺术特色，民族生活气息
浓郁，语言充满文学张力，情感细腻、真挚，彰显了艰苦岁月里
闪耀的大爱。

《明月度关山》
莫晓红 著

这是一个关于爱、关于成
长、关于家国、关于铭记的故
事。小说将顺德缫丝业、粤剧文
化、岭南水乡风情与抗战的大背
景巧妙融合，不仅表现了个体生
命中蕴含的精神力量，还将中华
民族的抗战历史从儿童的视角加
以呈现，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
色彩。20世纪30年代，中华大地
硝烟四起，原本如诗如画的顺德
水乡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长
于温馨和美家庭的女孩松玉，在
经历了家产易手、丝厂倒闭、骨肉离散等一系列变故之后一夜长
大，于乱世中顽强求生。阴差阳错间，她登上德明戏班的粤戏红
船，开始了从水乡到广州再到南洋的求索与冒险。

《烟囱城》
林雅琪 著绘

《烟囱城》 讲述了一个名叫
“烟囱城”的小城，城里的人头上
都顶着一个小烟囱，居民们会因
为不同的情绪冒出不同颜色的
烟。这是一本饱含创意的情感引
导绘本，引领孩子进入“烟囱
城”的奇妙世界。在那里，烟囱
冒出的烟雾成为小城居民情感的
象征。这种与现实世界的鲜明对
比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热情，并有助于他们理解情感的内
涵，认识到释放和表达情感的重要性。

《璩家花园》
叶兆言 著

《璩家花园》是作家叶兆言的
最新长篇小说，以南京城南一座
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喜
交集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书写新
中国成立七十余载以来的平民史
诗——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对
外开放、出国潮、下海经商、国
企改革、棚户区改造……“璩家
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
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命运起
伏，也见证了重大历史时刻。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表演者》是陆茵茵的短篇小
说集，收录了12篇短篇小说。本
书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如
何成为我？它指向过去，也指向
未来。同样一个人，能否穿透庸
常的生活，不被模式化的惯性束
缚，找到自己、放下自己，成为
一个真正的人？

《表演者》
陆茵茵著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这是我们在周日开展的读

书系列活动。每周日下午 3
点，附近小区和本小区的家长
带着孩子到这里上课。每次共
有三节课，每节课 45分钟。”
12月1日，郾城区海河社区阳
光世纪苑日间照料中心，市幸
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
赵丽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们利用日间照料中心打造
小区书屋，其初衷就是为了
方便居民在家门口阅读。

人文社科、文学艺术、少
儿读物……一排排书架上整齐
陈列着近千册图书，可以满
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知识
层次居民的阅读需求。“小区
有了书屋，下楼就可以‘充
电’。”和孩子一起参加活动
的郭女士说，小区书屋就像
阅读之灯，点亮了自己心中
的“诗和远方”，尽享陪伴阅
读的快乐。

书屋开放后，不少家长和
孩子一起来这里读书。有家

长建议：能不能利用书屋在
每周日和节假日开展丰富多
彩的亲子活动？

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
听取居民建议，不仅新增了多

种书籍，还邀请志愿服务团队
老师来上课。周一至周五，居
民可以在书屋看书；周日的活
动有学习八段锦、阅读《三字
经》 和 《帝鉴图说》；节假日
还有手工制作、图书漂流、读
书分享等活动。现在参加活动
的居民达40多人，来自阳光世
纪苑及周边几个小区。

读书活动现场，志愿者老
师认真介绍 《三字经》，并讲
解其中的故事和道理，让孩子
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传统文
化。“经既明，方读子。撮其
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
扬……”家长和孩子在志愿者
老师的带领下大声朗读，陶醉
在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中。

“每周日的读书活动从未
间断。师资力量雄厚是小区
书屋开展各种活动的保证。”
赵丽秋说，负责教八段锦的
是郑立明和芮晓芹，负责讲
解 《三字经》 的是王丽君和
崔爱梅，负责讲解 《帝鉴图
说》 的是张会敏和丁玲，每
节课都是两名老师负责。最
早到书屋做志愿服务的是王

丽君和郑立明夫妻俩。郾城实
验高中教师王丽君研究传统文
化多年。“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有利于引导青少年学
习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受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理解中
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在启迪心
智、浸润涵养、陶冶情操中，
滋养家国情怀，坚定奋斗方
向。”王丽君说。

“ 我 在 这 里 学 习 了 一 年
多，感觉国学博大精深，还有
同学可以相互交流、共同进
步。”10岁的甄心说，前几天
书屋在小区举办了图书漂流活
动，她淘到了很多之前想看的
书。

家住辽河花园的赵女士告
诉记者，孩子到这里学习《三
字经》《帝鉴图说》 后，无论
学习习惯还是生活习惯都有了
很大改变。同时，家长也跟着
学到了很多知识。

赵丽秋表示，他们将不断
完善小区书屋，吸引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的居民参与阅
读、爱上阅读，做到“屋”尽
其用。

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

打造小区书屋 引领居民阅读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今年
是著名作家路遥诞辰75周年。12
月1日，“我读路遥”全国征文活
动评选结果揭晓，在路遥故里陕西
省榆林市清涧县举行颁奖典礼。我
市作家田建中的作品 《辉耀人生
路》获三等奖。

田建中，笔名阿拉丁、豆芽老
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中
国散文学会会员。他曾出版散文集
《天上下雨心里晴》、童话集《一捧
阳光》，长篇小说《有你的世界最

美》《红色传家宝》分别获得云南
文艺精品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故事集《小康之家》被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省教育厅列为中小学生寒
暑假必读书目，绘本 《我上小学
啦》被列入山东省县级以上公办幼
儿园幼小衔接教材。

本次征文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
社会联络部（全民阅读办公室）、陕
西省作家协会主办。大赛共收到作
品近5000篇，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
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

“我读路遥”全国征文大赛
我市作家田建中获奖

■陈玉香
作为一部聚焦乡村振兴的

力作，《花灯调》不仅是一部
反映农村脱贫致富的长篇小
说，还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
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作者刘

庆邦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
文学功底，将贵州偏远山区的
贫困村落——高远村以及村民
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生动
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花灯调》中的女主人公
向家明在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她放弃安逸的生活，毅然选择
到高远村当驻村第一书记。从

“走新路”到“闯新路”，再到
“致富路”，向家明付诸实际行
动，让乡亲们放心、开心。作
者通过向家明的行动和内心独
白，展现出她在面对贫困与富
裕、传统与现代的发展命题时
的观念变化与心灵成长。这种
深入人心的刻画，使得向家明
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花灯调》还塑造了一系
列生动鲜活的村民形象。他们
在向家明的带领下，齐心协
力，共同为高远村的脱贫致富
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仅改变了生活居住环

境，还在精神上获得了巨大的
成长。

刘庆邦通过细腻的笔触和
生动的情节设置，将高远村这
个小山村与整个时代发展紧密
相连。他让读者看到，在希望
与梦想的照耀下，乡村如何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花灯调》的魅力
远不止于此。刘庆邦在作品中
那些关于花灯、山歌、舞蹈的
描写，既丰富了作品文化内
涵，又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
同置身于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土
地，与村民们一同感受着生活
的酸甜苦辣。

山乡花灯映人心，墨香深
处见真情。《花灯调》以其深
刻的人文关怀和艺术表现力，
让读者对新时代的山乡生活有
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它
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更
是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值得
我们反复阅读和细细体味。

一曲山乡巨变的时代赞歌
——刘庆邦《花灯调》读后

■陈猛猛
翻开葛亮的 《燕食记》，

仿佛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味
蕾之旅。这不仅是一部关于
饮食的文化史诗，还是一幅
描绘粤港百年风云变幻的壮
丽画卷。葛亮以其独特的文
学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通过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
人的故事，引领读者穿越历
史长廊，感受那些被时代铭
记的情感。

主人公荣贻生与陈五举师
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如同一根主
线，贯穿了整部作品。他们的

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
还是粤港两地乃至整个中国近
百年历史的缩影。从辛亥革命
的炮火连天到抗日战争的烽火
连天，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万
象更新，这对师徒的命运与时
代的脉搏紧密相连。

荣贻生厨艺精湛，不但在
餐桌上赢得了赞誉，而且在动
荡的时代背景下用美食抚慰人
心。陈五举作为荣贻生的得意
门生，不仅继承了师父超凡脱
俗的烹饪技艺，还在师父的言
传身教下，将对美食的热爱与
对人情世故的深刻理解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整部小说笔触细腻。作
者善于从细微处入手，通过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勾勒出时代的风貌。无论商
贾政客的尔虞我诈，还是革
命志士的慷慨激昂；无论钟
鼎之族的奢华生活，还是普
通百姓的悲欢离合，都在书
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些
人物，有的英勇无畏，有的
狡 黠 多 智 ， 有 的 纯 真 善
良……他们共同构成了众生
百态，让人们在感叹历史沧
桑的同时，对人性有了更多
了解。

“人间味是食知味，人间
事终究是调鼎鼐、烹小鲜。”
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饮食
文化始终如一地扮演着重要角
色。葛亮通过对粤港两地饮食
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细致描绘，
让读者看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从精致
细腻的点心到鲜香四溢的烧
腊，从清淡雅致的粤菜到风味
独特的港式小吃，可以说，几
乎每一种美食背后都藏着一段
故事。

葛亮笔下的美食与人生紧
密相连。全书通过美食这一载
体，让读者看到了人生的酸甜
苦辣、悲欢离合。从荣贻生与
陈五举师徒间的师徒情深、师
徒反目再到最终的和解，都围
绕着美食展开。他们的故事，
既是对个人成长的生动描绘，
也是对粤港两地风土人情的生
动反映。

《燕食记》在让人对美食
加深理解和热爱的同时，又让
读者对历史、对生活、对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感悟。它
像一张穿越时空的地图，引领
读者走过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长河，于味蕾的绽放中寻觅到
心灵的最终归宿。

跨越时空的味蕾之旅
——葛亮《燕食记》读后

■安小悠
拥有一间书房一直是我的梦

想。
我是在乡村长大的。一家四口

挤在平房里，父母日夜操劳才勉强
供我和弟弟上学。因此，有书可读
已是幸福，哪敢奢望书房？

那时，母亲在西屋挂上一个花
布帘，布帘以北堆放粮食、以南是
我的房间，靠墙放了一张床，靠窗
放了一个L型的高低柜，两层矮柜
放书。后来，书越来越多，两层矮
柜放满后，父亲便在我的床尾架上
木板，做了简易书架。书满架、粮
满仓。书的墨香混合着粮食的清
香，我童年的“书房”似春风拂过
无边的旷野，开满连绵的花朵，让
我在梦里长大。

我去福州上大学，宿舍配有书
架一体的学习桌，床铺下是书架。
只要不上课，我就躺在床上看书，
渔夫钓鱼一样看完一本再往下伸手

“钓”另一本。那是青春岁月中最
惬意的四年时光。

大学毕业后回到漯河，在姬崔
租房。房子很简陋，从福州运回的
书只能一摞摞堆在墙边。我就网购
了铁艺书架，没想到中看不中用，
没用几天就坏了。我只能重新整理
书籍，让它们继续堆于墙边。

后来买了房子，两室一厅。因
没有专门的书房，老公把阳台与卧
室打通，给我辟出一间书房。书房
虽小，但我很满足。为了合理利用
空间，我们订制了书架和书桌，书
架两排六层。我在这方天地读过很
多书、写过很多文章。我愿意把书
房称为“精神避难所”——心伤时
给我慰藉、疲惫时给我力量、浮躁
时给我忠告，让我始终做一个谦
逊、安静的读书人。

书房是我精神的原点，也是
振奋心灵的起点。若四周被黑暗
吞噬，世界只剩一束光，那它一
定来自书房。无论生活给予怎样
的挤压，我们都能到书房去喘口
气，然后继续前行。书房里充盈
着浓郁的书香。何谓书香？有人
说是墨香——“纱帷昼暖墨花春，
轻沤漂沫松麝薰。”说得具象些，
大约是春天松树的芬芳。有人说书
香是古人为防虫将香草夹在书里，
久之把书熏香，开卷清香扑鼻；有
人说书香只是一种隐喻，指代书中
知识带来的馨香。而我觉得，书香
是一种神秘气息——“一树木丝仙
有发，依然只作秘书香。”这神秘
的气息是一种线索，指引我们到时
光深处、未来世界里去。

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新世
界，既有高山流水，又有金戈铁
马；既有风花雪月，又有儿女情
长。我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或铿
锵，或婉转，一字一句敲击我的心
弦。读一本好书，常觉如沐春风。

“屋头荼醾定过墙，满窗日色文书
香。”有人说荼醾是一种酒，我更
愿意把它看成一种花，开到荼蘼花
事了。放满书的书房是开满花的花
园。世人皆失我独得，春风浩浩诗
书香。并不一定非要专属的
房间做书房，任何房间，只
要有书，便可称书房。“金
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
有春。”我的书房至今还缺
一个名字，就叫它

“别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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