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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书店，巴掌大的店里，却只摆
放着三两排书和几本常见的杂志，剩余
的地方全被各色日用百货所占据。走
进去翻看浏览，摆放着的书中居然有村
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还有伍尔夫的

《一个人的房间》，我不禁有些愕然，刮
目相看。于是每个周末，这家书店便成
了我打发无聊时光的必去之处。

事实上，书店里卖的书我大多都已
读过，而且几乎每次去，我都只是在店
外转转，甚至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让
目光在那儿流连、逡巡、摩挲。

我想要感受的只是一种专属于书店
的氛围，一种浸透着书香的心灵寄托。
仿佛正是因为这家书店的存在，我原本

窘迫单调的异乡生活，才显得不再粗糙
和荒凉。那些积压在心底的浮躁和压
抑，也才有了释放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
风清气朗的宁静，宛若清泉，滋润心田。

记得很多年前，曾经在一本书中读
到过这样的一句话：“世上处处皆有好
风 景 ，然 而 最 吸 引 我 的 ，还 是 书 店 风
景。”的确，世上最安宁的地方，莫过于
书店；世上最能令人沉浸其中的地方，
也莫过于书店。作为灵魂流动和休憩
的地方，书店的存在就是这么神奇。能
够给人带来宁静而又深邃的享受，感受
到生命以及心灵的美好。

于我而言，书店一直是我生命中一
道独特的风景。它的美，不是美在奢

华，也不需要多么显贵，而是一种心灵
的抚慰，足够丰饶我的人生，荡涤我的
灵魂。

换句话说，书店就像是一位多年的
知己，一路见证着我的成长，用蚀骨的
墨香安慰着我的喜怒哀乐，用暖暖的字
句给予我面对困难的勇气，令我的生活
生动美好起来，稳稳地安放着我内心辽
阔幽微的世界，以及那些想要抵达的远
方。

平凡是生活的底色，然而书店的风
景却永远滋养着我，让我对生活的意义
有了更高的追求，让生命不至于在生活
的喧嚣中耗尽，在缕缕书香中，寻找到
一份静谧，一份淡定，一份自然，守护着

心灵的家园。
诚然，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会有一

个小小的角落，用以安放属于自己灵魂
的风景。作为生命中一道不可或缺的
风景，书店承载着的不仅仅是精神的需
要，还有求知和解惑的追求，是每一个
阅读者心中的栖息地。

这个黄昏，我又一次来到小镇这家
小得不能再小的书店门前，店里刚亮起
的灯光，裹挟着书香影影绰绰地落入我
的眼眸，宛如一阵清风，过滤了生活的
喧嚣，抚慰了我躁动的心。毫无疑问，
那些养在书店风景深处的美好，便是我
人生的全部养分和能量。

书店的风景，它是我心灵的港湾。

书店的风景
和智楣

黄昏，独自在异乡高原小镇寂寥的街头散步，一道道朴素的街景划过我的眼眸。
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条铺满时光的小巷，行至深处，偶然邂逅一家门面小得不能再小，旧
得不能再旧的书店。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作者周
习，是自然资源系统的优秀作家。在广
阔的社会生活中，她充分意识到报告文
学在记录时代变迁中的巨大力量，于是

“转战”报告文学领域，孜孜不倦地为时
代立传、为人民“画像”，《行走乌蒙》就
是她呈现给文坛的力作。

《行走乌蒙》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价
值追求，紧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
中国这一重大主题，从乌蒙山劳动人民
的生产实践和火热生活中汲取营养、挖
掘素材，真实记录了乌蒙山区 30 年的发
展历程，精微描写乌蒙山区发展及扶贫
干部的无私付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塑造了众多驻村扶贫干部特别是自然
资源系统扶贫干部的英雄群像，客观地
再现了他们情系乌蒙、奋战扶贫一线的
感人故事。同时，也彰显人民群众对党
和国家的信任和感恩。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周习曾经沿着
贫困山区的扶贫线路行走，扎扎实实地
记录那片土地的美丽、生活的艰难与改

变。她深入乌蒙山区的村落，与当地人
民群众交流对话，从而使得作品做到了
情感和心理融合。同时，对乌蒙山区的
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进行挖掘，使得作
品更有文化底蕴、文学表达更加丰富。
周习曾说：“我有幸用一支拙笔记录了
乌蒙腹地脱贫攻坚 10 年中的某个瞬间，
记录了某个第一书记、某个乡村干部、
某个贫困人员的只言片语，记录了从领
导干部到普通群众为战胜贫困、实现小
康所表现出的奋斗精神，展现的是云山
火海的沧桑巨变。瞬间能永恒，历久能
弥坚，我坚信真实的力量坚不可摧。”

阅读中不难看出，在乌蒙山区，扶
贫干部们无不是舍小家为大家，同贫困
群众结对子、认亲戚，常年加班加点、任
劳任怨，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候顶
得上，把心血和汗水洒遍乌蒙山区的山
山水水和千家万户。他们爬过高山，走
过险路，去过偏远的村落，住过最穷的
人家。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不仅乌蒙山区的驻

村干部们倾力奉献，全国数百万计的扶
贫干部，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以热血
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苦干实干，同贫
困群众想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
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党的脱贫
事业，正是因为扶贫干部们的无私付
出，使得如今的乌蒙山区摘掉了贫困的
帽子，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美丽
画卷。

《行走乌蒙》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充分显示出文学在新时代社会进程中
的作用和影响。对于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美丽中国的文学表达，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依然是文学写作的热点，而
如何写好这一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前提和关键。对现
实主义文学写作而言，如果不真正深入
火热的生活中，不来到基层和人民群众
中，而是浮光掠影走一走、看一看、写一
写，靠想象“拼接”情节和细节，这样的
作品即便文辞再优美，其实都是空洞
的。经不起历史和社会检阅的作品，投

入的时间再多、花费的精力再多，都是
枉然。周习为了写好这部报告文学作
品，在乌蒙山行走和采访十年，在高海
拔的地方，她克服晕车、呕吐等不良反
应。采访途中，“有一天我的右眼看不
清东西了，回北京后治疗了 3 个月，才
恢复了视力。”这部作品，真可谓是双脚

“走出来”的。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某种程度上讲

是一面镜子。对于报告文学的写作，
前些年有人抱有偏见，认为“文学性”
不够。好在这些年，这种观念发生了
变化。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文学性
强的作品纷纷涌现，报告文学的水平
在整体上明显提升。同时也要冷静地
看到：将小说、影视中的创作手法借用
到报告文学写作中，不是不可以，但绝
不能为了写出好看的故事而失去了生
活的真实性，毕竟报告文学中的故事
和人物都是真实的。处理好生活的真
实和文学的真实之关系，考验着作家
们的文学功底。

《行走乌蒙》：山乡书写，真实的力量坚不可摧
陈华文

贫困是文明社会的顽疾，而摆脱贫困则是全人类的理想。近些年来，我国为了摆脱贫困，出台了一系列的
制度和政策，投入大量的经费和物资，也派出了大批干部，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与贫困展开博弈。脱贫攻坚战
中，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为了讲好扶贫故事，近年来很多作家深入贫困地区，进
行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其中，长篇报告文学《行走乌蒙》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部作
品，不仅拓展了扶贫主题报告文学的空间和广度，还对于新时代作家如何面向时代、扎根基层、以人民为中心的
文学书写提供了一个范式。

周末休息，拿起《花未央，人未老》这本书看了起来。阅读总
会让我心情愉悦，神清气爽。我喜欢在书海里遨游，享受阅读带
给我的乐趣。我更喜欢在秋天里读书，因为秋日读书最怡情。

当和煦的秋风缓缓地吹过，绵软如丝的秋雨悄无声息地落
下，天气就开始变得凉爽起来。酷热的夏天过去，秋日使者如约
来到人间。它没有夏日的喧闹和闷热，也没有冬日的肃杀和凛
冽，这个时候是最适宜读书的。无论你读多久，都不会因为天气
炎热，而心生烦躁。也不会因为酷冷，而直打寒战。“湖光秋月两
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秋
夜皎皎明月下的洞庭湖水是澄澈空明的，与素月的清光交相辉
映，俨如琼田玉鉴，是一派空灵、缥缈、宁静、和谐的境界。

找一处安静之所，啜饮一杯香茗，捧读一本好书，是一种幸福
的享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
卧看牵牛织女星。”在月色如镜的夜晚，看着浩瀚的星空，眼望繁
星点点，仿佛看到了牛郎与织女相会。“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
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诗人把辋川的秋景描写得有声有
色，动静结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
山水画。

不过，秋天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桂花吧。碧绿的叶子，金黄
色的花瓣，一簇连着一簇，远远望去，仿佛绿叶丛中点缀着碎金，
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特别耀眼，特别美丽。一阵微风轻
轻拂过，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使人心旷神怡。在这样美的情景
下捧读一本好书，徜徉在书的海洋里，使我的心情变得平静，把生
活中烦恼之事都抛诸脑后，品读一本好书，如同品咂一杯茶茗，唇
齿留香。“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正得雨声多。”调皮的蟋蟀拉起了
婉转动听的小提琴，芭蕉叶子，浓荫遮蔽，密集的雨点落在上面发
出声响，更为在秋夜里读书增添了雅意。

秋天已经迈着轻快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了，就让我们信手捧起
一本书吧，如此秋色宜人的季节里，不读上几本书，岂不辜负了这
大好的秋光。秋天正是读书时。

秋日读书最怡情
刘国明

近 日 ，介
绍我国边境地
区地理环境、
历史遗迹、边
疆风貌的《亲
吻祖国》一书
由新华出版社
出版，面向全
国发行。

从蜿蜒的
鸭绿江到苍茫
的 内 蒙 古 高
原，从雄伟壮
丽的天山山脉
到白雪皑皑的
喜 马 拉 雅 山
系，本书作者、
第七届长江韬
奋奖获得者王
喜民深入人迹

罕至的边防驻地，探寻历经风雨的边境界碑，登上远离城
镇的冰山哨所，完成全书6部分71篇纪实文章和大量实
地拍摄的照片。“双脚丈量国土，亲吻伟大祖国！”作者王
喜民希望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带领读者领略祖国边境线的
壮美河山。

《亲吻祖国》出版发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大型工具书

《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辞典》近日
由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出版发
行。

此 书 由 文 化
学者王文章担任
主编，吕品田、罗
微、李荣启任副主
编，全国 576 位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从事非遗保
护工作的专业人

员参加撰稿，31个省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
参与组织工作，历时6年完成。

大辞典由前言、凡例、目录、正文、附录、索引六部分
组成，全书320余万字，收录辞条6636条。系统阐释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实践所涉基本理论（包括基本
概念、专业术语、法律法规、制度机制和实践活动），逐项
介绍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
传承人为主的辞目。辞条规划和内涵阐释力求全面客观
地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面貌，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
理论探索和突出成就。

大辞典编委会介绍，大辞典的编纂写作以科学性、权
威性、专业性、实用性为追求，凸显知识密集、内容实用、
检索方便、适用面广的特点，并努力在内容上形成有机整
体、形式上保持统一规范、语言上达到科学准确，以适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学习、
参考和研究需要。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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