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猿星期五 2023年 9月 8编辑院颜立文 组版院王逸文

Email院远猿园员缘苑怨员园@qq.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8 全民阅读

许如亮的作品集《花儿满枝
红》分散文和小说两部分，但无论
是小说还是散文，它们都指向了
同一个地方———家乡射阳。作品
记录的都是发生在射阳河两岸的
一桩桩一件件趣闻轶事，极具乡
土气息。

家乡射阳袁地域风情
这部作品集虽然是想要传达

乡土之情，但其立足点正是作者
的老家射阳。正因为《花儿满枝
红》中的所有作品都是根植于射
阳这片故土，所以其作品才更有
现实主义精神，更有生命力，更易
令读者欲罢不能、回味无穷。地
域书写对“乡土空间”构建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在作品集中，这种地
域风情的主要是借助地域风俗、
地域景观等来加以呈现。

射阳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正
因为射阳的独特地理位置，而作
者的作品又深深根植于故乡热土，故而其作品中体现出
来的地域性特征在主流乡土作家中显得别具一格。

首先是地域风俗。正因临海的地域性特征，捕鱼也
成了作者家乡人们生活的来源之一，而这也成了作者展
现乡土之情的着力点之一。作者的农村老家“靠海，沿射
阳河向下五十多里就进入黄海了。靠河吃河，靠海吃海。
生产队集体建了两条大船，组成了一支捕捞队，十天半月
出海一次，常常是满载而归。”作者对自己印象最深的一
次父亲下海捕鱼场景的细致描绘如现眼前，令读者对捕
鱼这一活动兴趣盎然。其次是地域景观的呈现。作者老
家在盐城农村，“紧挨着射阳河，地势低洼，不适合种植棉
花、玉米等作物，于是夏天种水稻、秋天播麦子成为村民
们一年农活中的传统习惯”，也正因为这种地域性特征以
及人们传统的种植习惯，造就了射阳地区秋季独特的地
域景观，作者记忆中的故乡“河水清澈透明，天空湛蓝似
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朵朵白云造型各异，像高山，像骏
马，像场头堆积的棉花，像凝视人间的仙女”。作者笔下
所描绘的下海捕鱼的渔民，秋天波浪起伏的稻浪，记忆中
一尘不染的天空，令人怀念又羡慕。作者正是借此展现
出一幅幅动人的地域风情画卷。

身边人物袁平凡事件
整部作品集中，作者成长中的乡土情结，在散文部分

展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常常令读者引起强烈的情感共
鸣。作者强烈的乡土情结得以顺利呈现于作品之中，除
了和作者本人从小历经磨难，所以对人对事有更多的感
触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以外，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也和
其普遍而又独特的人物选择、事件选择有莫大的关系。

这种乡土之情在作者笔下，既包含着对家人的思念
与爱，也包含着对邻里乡亲的思念，更有对故乡曾经的美
丽景色的怀念，但作者的乡土情更多的是寄托在对家庭
的描绘上，很好地诠释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谚语“有父母在
的地方就是家”。作者笔下的父亲是能干的、可爱的。父
亲很擅长捕鱼，每当“父亲解开扣在河边旁岸上的绳子，
划着桨穿过村里的小河消失在射阳河里。第二天快到中
午时，父亲划着小船回来了，我知道父亲肯定满仓而归
了”。父亲的能干还体现在，他和母亲共同建造了一座坚
固的老屋，“陪我度过了艰苦而又快乐的童年”。父亲的
能干更是隐含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支撑家庭的艰辛
与不易上。但与此同时，父亲也是个可爱的人，他捕鱼有
所收获时就会在“中午吃饭时要上几两白酒。父亲喝到
高兴时，会叫我们尝尝酒的味道，我几岁的侄女用筷子蘸
点酒到嘴里，结果醉了一下午”。作者在描述母亲的时候，
表现了作为一个孩子面临“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歉疚
之情，更何况母亲的病也是因为想让自己的孩子吃得更
好一些。母亲在外人眼中也许只是性格开朗、勤劳能干、
乐于助人又爱笑的农村女人，但在作者眼中，母亲的形象
是伟大的、无私的但又令作者痛心不已的。“家里常常断
草断粮，却从没断过炊，印象中的我就从没饿过肚子”，

“母亲看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心疼得直掉泪，想方设法
借来粮食做饭给我们吃，而她却背着我们依然喝着山芋
茶。尽管这样，母亲仍担心我们吃不饱，总是变着花样做
一些小食给我们吃，防止我们饿着”。这样的母亲怎能让
人不爱、不怜、不思。作者笔下第三个可爱的人便要属作
者的妻子了，虽然作者对其夫妻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描
述不多，但已足见夫妻二人的恩爱之情。曾经的作者只
是一个无人愿意嫁女的、一无所有的农村青年，但妻子却
能不顾世俗议论而坚定的选择作者，并愿意为爱情抛弃
一切，毫无疑问，她是勇敢的、可爱的。作者笔下家乡的
故土上还有着数不尽的可爱的人，比如小说《花儿满枝
红》中所塑造出来的淳朴善良、自强不息的农村妇女形象
等等。故乡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存在着，怎能令人不怀
念。作者胸中浓郁的乡土情结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群人而
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关注现实袁理性之思
现实主义精神的意义就是要求艺术家有强烈的社会

意识、文化意识和精神意识，有强烈的时代使命和责任
感。

整部作品集中不但有着对现实社会中真善美的人物
形象、自然景观、干群合力的人文景观的描绘，及对假丑
恶的现象的批判与反思。作者笔下既有为爱而奋不顾身、
勇敢追爱的奇女子，也有胸怀无私大爱的双亲，小说《花
儿满枝红》更是塑造了一位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形象，可
亲可敬。那随风起舞、香气扑鼻的金色稻浪，那清澈的河
水、湛蓝的天空、形态万千的白云，都令读者羡慕不已。
作者不仅仅歌颂了自然美景，同样关注着可爱的人民群
众。小说《风打桃花笑》，以独特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一
些干群合力奋勇抗灾的场面。《青涩涩的岁月酸溜溜的
情》描绘出作者求学时光的同窗之情，那也是我们每个人
都回不去的青春。《重上井冈山》高扬爱国主义情怀和爱
国主义精神，歌颂着前辈先人的红色革命精神，这种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作者对现实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歌颂上面，在对现
实的小说化过程中也蕴含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尤其是
关于基层乡村干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小说中的这种问
题意识既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同时也暗含着作者对
现实的关注与思考。这种问题意识在小说“五令”中表现
得最为突出。“截击令”反映了部分领导干部对基层群众
上访通道的拦截堵塞，同时也有在面对“二牛”这样的无
赖时，基层领导的无奈；“禁酒令”“速决令”表现出对部分
领导在工作过程中唯上级是从等现象的抨击；“密察令”
则是对于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作者顺应全
面从严治党时代潮流之佳作；“灭杀令”表面上是叙述因
假药引起的灭鼠失灵事件，但背后却是作者对当代社会
一些人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的讽刺。小说“五令”在
艺术构思上同样值得称道，尤其是每一部分结尾都会有
一个令人啼笑皆非，却又合情合理的结尾。

作品集《花儿满枝红》既描绘了具有地域风情的风俗
和景物，又通过不同人物的选择表现出浓郁的内心情感，
同时还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思考，非常值得称
道。这部作品集不只是作者呈现内心乡土之情的文学艺
术形式，也是对家乡射阳河边乡土记忆的深情回味。

射
阳
河
边
的
乡
土
回
味

︱
︱︱
读
许
如
亮
文
学
作
品
集

频
阳
子

前苏联著名作家尤里邦达列夫曾经说
过：“几乎在每个人的命运中，书上的语言
都起过无可比拟的作用，谁要是没有被一
本好书俘虏过，那将是最大的遗憾。”是啊，
假如人类社会没有书籍，那么这个世界该
有多么的荒芜与空洞。

童年的我非常羡慕语文老师的房间里
有许多书。于是，我就梦想自己长大后也能
像语文老师那样，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里排放着看不完的书，那样我就觉得
很满足、很幸福了。这个心愿，从那时起就
像一个“结”，无可救药地长在我的心坎上，
它如冬天的太阳，温暖着我走过黯淡的童
年、苦涩的少年和奔波的青年时代。

记得小时候，每当在割满一筐草后，总
是得意地从兜里掏出一本小人书，津津有
味地读起来，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觉得非
常惬意。也时常在放牛时，悠闲地躺在河边
看书，金色的夕阳斜照在我脸上，似乎在有
意地渲染着一个乡村少年的金色童年，为
他装饰着贫瘠而简单的幸福。这种简单的
幸福，不仅让我沉醉，更让我振奋。当我悠
然自得地沉浸在故事中，那种以地当床、把

天作被的超脱感，早已把自己宠化成宇宙的中心，以至经
常把我美得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可当我醒来后，发现自己
的牛不是在吃人家的豆苗，就是在吃人家的水稻。就因为
这事，我被骂过无数次，心中也忏悔过无数次。

童年的阅读虽然量不多，但却向我幼小的心灵中注
入了珍贵的精神营养。

随着岁月流走，渐渐长大。变化的是年龄，是容颜，始
终不变的是爱书的情结。六年的中学时代，始终有我忠实
的朋友———书的陪伴，使我顺利地跨过了许多沟壑与阴
霾。

特别是在读初三时，正当快要被中考的压力压垮时，
大哥在外面打工带回来一本《卡耐基成功之道》。拿到这
本书初读几页，便被里面的内容彻底吸引了，并且感到非
常震惊，不禁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书。书中
记述了卡耐基从一个穷途落魄、一无所有的青年，通过坚
持不懈地努力，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奋斗历程。这本书对
于当时正处于青春期，对前途迷茫，对人生无助的我来说，
无疑是一副兴奋剂。他激励我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顺利
通过中考的独木桥。

进入高中，由于住校，因此每个星期母亲会给七八块
钱作为菜津钱。那时学校食堂每份青菜卖五毛钱，可是我
不舍得花这钱，每个星期一日三餐都是吃从家里带来的
腌菜、豆豉等，将省下来的钱全都买了参考书和文学杂志。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辽宁青年》和《中学时代》《散文选刊》，
特别是《辽宁青年》和《中学时代》中刊登了大量的励志文
章。此类文章，对当时的我来说犹如精神鸦片，让我信心
倍增的同时，也让人激情澎湃，推动着我顺利地通过了那

“黑色的七月”。
大学里读的是中医专业，对于本身不爱好医学的我

来说，显得非常枯燥。为了给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出口，于
是就将课余时间全泡在了图书馆。双休日，还到旧书市场
去淘旧书。虽然又旧又脏，可还真有不少图书馆里找不到
的好书呢。例如：印象最深的是曾淘到过一本《西方著名
哲学家传略》下册。读完这本书，使原来只知道马克思、恩
格斯、费尔巴哈、黑格尔四个哲学家的我，突然发现原来这
世界上除了这四个哲学家以外还有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大
师，也让我明白世界上除了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还有
证伪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各个派别。
使我这个农村娃，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兴奋，也像心
里突然打开了一扇窗，一束强光照进来，照得心里亮堂堂
的。

在随后的大学生活中，还有幸读到当代作家路遥的
《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丁远峙的成名作《方与圆》，这也
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三部书。正是这些平凡人，伟人或大师
们的精神和思想，引领着我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校门，步入
社会。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波折，心境
也时有低迷或高昂，时有平静或澎湃。幸好，始终有书香
相随、良书相伴。失意时，读一本名人传记，就会发现自己
原来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得意时，品一本好书，就会醒
悟，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时常掩卷深思，心中思绪浮浮沉沉，颇有感叹世事
沧桑、人海茫茫之情。正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后记中写
道：“希望将自己的心灵与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这正
是我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读书和写作的真正目的。

书，就像清泉，不仅滋润人们的心灵，更赐予困顿绝
望中的人们以希望的甘甜。

书，也像绿荫，庇荫着不甘平庸而奋斗的人们，步入
自己理想的圣殿。

书，更像灯塔，总为挣扎在苦海中的人们指明方向，
而不至于迷途。

书如人生，人生如书。从厚变薄，从薄变厚，来来回
回，即是春秋。

蓦然回首昔日寒窗苦读的岁月，不禁感叹：和书一起
走过的日子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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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虽然出生于名门世家，自陈“奉儒守官”，但对他
思想定型和诗歌走向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后来的生活
经历，即是他十载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
和辛酸，是他“三年饥走荒山道”和民众共同饱尝的战乱、
饥饿之苦，是他“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与百姓亲密无
间的深厚情感。正因为如此，他留下的诗歌，包括咏物诗才
充满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人本情怀。其文化
意义又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以人为本。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也可以
说诗观即人观。作为一贯以“儒生”自命的杜甫，对孔孟所
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着深刻
的理解，并在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充分地体现出
来。特别是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几乎成为他始
终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文以人为本也成了他一以贯之的
创作准则。在他的笔下，流淌着对同胞生命的关怀、对生活
苦难的关切、对无助弱者的关心和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
爱。尽管他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
活，但却又时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他不仅创
作了象“三吏”“三别”等激烈抨击时事的“史诗”，发出“朱
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呐喊，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而且还在自身穷困潦倒之际，
做出了“减米散同舟”“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斫”“拾穗许
村童”等扶危济困的实际行动。诗人在蜀时作题为《枯棕》
的五古诗一首，枯棕可说是他那个时代农民的共同形象。
诗中对农民的同情之心、怜悯之声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
是，在他的咏物诗中，写了一组如病柏、病橘、枯棕、枯楠、
病马、瘦马等“病物”诗，其实这是寄托作者对“病物”哀怜

的同时，也寄托诗人的政治见解。“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
吟”，他把物看作是自己亲爱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
而在哀物怜物的咏叹中，流露的却是一个赤诚的爱民情
怀，并以艺术的方式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对制度的批判。实
际上是通过植物写人物，透过生灵写心灵。

其次，人以仁为本。在儒家思想看来，“仁”为“仁义礼
智信”之首，“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由己及人，老幼
及人。他在诗中，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揭露不平、呼吁平等，
而且还在精神层面上提出社会众生人格尊严平等的主张。
如在《前出塞九首》组诗中，就塑造了不仅轻视生死，而且
平视上官的人物形象，“男儿既介胄，长辑别长官”，无疑是
向社会说明，在普通的百姓身上同样具有尊严意识，既要
给百姓以生存权，还要给百姓以被尊重权。这些思想在咏
物诗中，也得以充分地体现。如写鸬鹚:“门外鸬鹚去不来，
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写
家犬，“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众念与存
亡。汝书犹去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写燕子，“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国曾
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
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你看，这类咏物诗
写的小动物是那么可爱，与诗人成了亲密的朋友，深刻表
达了人世冷漠、动物有情的倾向，也充分揭示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愿望。

第三，仁以爱为本。“仁”是什么？子曰:“仁者，爱人
也”。杜甫的人本思想和人本诗观，不仅推己及人，而且爱
人及物，是一种人世间之大爱之心、至爱之情。这一点在咏
物诗中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过津口》一诗中说：“白

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在《秋
野五首》中悟道：“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
林茂鸟知归。”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那些细小的生命才犹
为关注。一次，他坐船从一条河上经过，看见船旁有一群小
鹅游过，写下了一首诗：“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
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
狐狸奈若何？”这里对小鹅的那份呵护之意着实令人感动。
他写过一首题为《白小》的诗：“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
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倾箱雪片虚。生成
犹拾卵，尽取义何如？”极不起眼的刁刁鱼，在诗人眼里，却
赋予了重大的主题，以此谴责了对幼小生命的残害。这种
对弱小生灵的爱护和保护，杜甫非并仅仅停留在诗歌的表
现里，而是将其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诗人客居夔州期间，
受该州都督之托，管理公田的水稻，在修筑打稻场时，他想
到有可能毁坏蚂蚁窝，就格外经心地对场地的位置进行了
选择。他虽粮食紧缺，但看到溪水中的小鱼无食，却能分减
一些饭粒去喂鱼。这不仅是仁义之举，更是智慧之心。对于
物种的保存、生态的平衡，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这一角
度看，杜甫的人本思想和仁爱精神，不仅付诸于他诗歌创
作的实践，而且付诸于他自身的生活实践，这正是诗人难
能可贵的伟大之处。

杜甫的咏物诗，正如明人钟惺所言“于诸物有赞美者，
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
笑者，有欣赏者，有劝戒者，有指点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
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细者巨，恒者奇，默者辩。咏物至
此，仙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信哉斯言！

杜甫咏物诗浅探
张锋

合德镇街头还有书报亭吗？那天，获悉《射阳日报》副
刊用了我的一篇稿件，为寻样刊，我骑车走遍大街小巷却
不见书报亭。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
书报亭买过书报杂志了。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它的消失
如此令人猝不及防。

说来，我与书报亭的缘分还真不浅。那是 1987 年春
节过后，我所在的企业因改制，年近五十的我不幸成了大
龄下岗职工。面临上有老、下有小，没有稳定生活收入的
窘境，一时间真的让我六神无主。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此时，一则好消息“从天而降”：
下岗职工可开办书报亭等自谋职业。于是，按捺不住兴奋
的心情，几经周折托人帮忙，终于在当年 5 月成功加盟到

“合德书报亭”的大家庭中。
印象中，由于选址好，书报配备齐全，加之人又勤奋，

书报亭开张后一度业务很是红火，南来北往的顾客络绎
不绝。一夜之间书报亭俨然是合德镇的标配，在街头巷尾
散发出淡淡的墨香，温暖着匆匆过客，是那么招人喜爱。
人在亭中，哪怕—“站”到底，似乎也是快乐的。苦心经营
的那段日子，虽然艰辛却过得充实，冲着读者买报的那份
热情，这辛苦值！

在经营中，我悟出一个浅显的道理：业务熟练是基础，
诚心待客是关键。读者就是上帝。针对不同读者不同需求，
分门别类进什么书报杂志，刊期、定价、出刊日都要烂熟于
心，特别是对老顾客丝毫不能怠慢。有不少畅销报纸如《参
考消息》等一到，就被抢购一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有一

次，请别人临时照看书报亭，他把我给读者预留的一份《中
国电视报》给卖了；不久，顾客来取报纸没取到，很是生气；
我只好一边安抚，一边打电话紧急求援。好在经过一个多小
时等待，问题总算解决了。当我看到那位读者拿到报纸，迫
不及待地边走边看，想要一睹为快，尤其他那瞬间的满足和
喜悦充盈于心，我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脸上的愁云顿
时一扫而光……那种幸福感简直不可名状。

每天忙碌于不起眼的书报亭，陶醉在阵阵油墨清香
中，殊不知它记录下了那丰富美好的朴实岁月。为文友义
务代寄稿件，收发样报和样刊，积极为他们推荐每天新到
的报纸和杂志，分享文章的内容和阅读感受，也让我和读
者之间拉近了距离，建立起了真诚的友谊。引以为傲的
是，由于经营有方，实绩突出，年底我还被评为当年度的

“先进个人”。
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张, 到如今滑动手机屏幕,迅

速便捷地获取大量信息；从每天或每周每月固定在书报
亭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挑个时间阅读,到如今文章数字
化,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时代在悄然变化,只能说阅读
的形式变了,但阅读并没有消失。一些人特别是中老年读
者还是习惯于纸质阅读,毕竟丢掉传统的东西一下子很难
适应。

小小书报亭蕴含我无数的艰辛与快乐，尽管经营只有
短短几年,但它永远不会在我心里消失,它承载了我太多
美好的回忆。每当我陷入这些回忆当中,品味到的都是浓
浓的眷恋与温馨。

书报亭的记忆
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