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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本期作品展现“文艺作品要有人间烟火

气”。在那条“丁字路口”，有一段悲欣交集
的人间情谊，含蓄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感人至
深的故事；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
艺要热爱人民，作为文艺事业的车之双轮、
鸟之双翼，文艺评论要食人间烟火；一场秋
天的雨，播撒着平凡事物中蕴含的人生哲
理，感受人间四季美好的同时，也学会欣然
接受岁月赠予的沧桑……

感受人间烟火，体悟生命河流。
人的整个生命，就是一条河流。
你终会发现，让河流自然地流动，在悦

纳中起舞，就是最好的姿态。
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越

放手，越自由。
对他人的评价，好或者不好，漂亮还是

丑陋，这些声音出自哪里？
所有来自头脑的声音、念头，出自一个

人惯性思维模式，个人头脑里的那个机制往
往是二元对立的。

大多数人因为对“受害者”身份的执着，
对生命的不臣服，产生了对人、事、物的“执
着之痛”。

越是如此“执着”，非此不可，越不能接
纳结果，越是与生命当中所有的发生与遇见
去对抗，这都是不臣服。

比如，不喜欢做断舍离，是因为内在匮
乏。内在越匮乏，越是放不下。

真正的通透和自由，是没有“执念”。做
到这个很难，要深度地问自己，我的一切不
喜欢，来自哪里？我的负面的信念系统来自
哪里？

在生命的河流中，体验所有应该体验的
一切。

在春天，就体验万物复苏的萌动；在冬
天，就体验大地冰封的寒冷。

越是顺应于生命的河流，我们就越放
松。当然，放松，并非放纵。

臣服，不是听之任之，而是敬畏生命以
及心态上的笃定自如，不懈进取。

悦纳万物，以喜悦、自足、放松的能量，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N 且听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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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怀众技，大智赋新能。
地绿赢空碧，天和漫气清。
蓝池邀赫日，银片盼乾风。
赛上生奇妙，金波绕百城。

宁夏加快推动能源
产业转型发展

□ 遐 想

太青巍巅，香岩对峙，遥隐雪
山。北沙涛浩瀚，绿川苍莽，列车
驰骋，晶水逶蜒。照壁天帘，长城
烽燧，一眼幽寰腾瑞烟。钟灵毓，
韵风骚独秀，仙境坤乾。

文明古老家园。天地廓，山沙
水竞天。内自秦入版，经隋置县，
文明灿烂，遗迹辉煊。沙拱花儿，
水晶故域，无限风光添异颜。新立
市，又腾飞展翅，奋进新元。

沁园春·仙境中卫
□李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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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雨是缠绵多情
的，像少女无尽的情怀，总有
些憧憬在其中。

秋天的雨是清凉的，像
沉淀的人生，不再浮躁，在品
味名利与得失中日趋成熟。

秋天的雨是清澈的，像
历经风雨的智者，收敛了
年少的冲动与鲁莽，回归
了本真。

秋雨虽有些悲凉，但只
要细细品味，秋目静敛，秋雨
如诗，秋情如画，秋风如歌，
秋意如梦，别有一番韵味在
心头。

秋雨纷纷，有“相逢不
语，一朵芙蓉著秋雨”的娇
羞，有“卧迟灯灭后，睡美雨
声中”的闲适，还有“秋雨一
何碧，山色倚晴空”的明快。

走在细细如丝的雨幕
中，听雨声滴滴答答，淅淅沥沥，浅吟低唱，
娴静温婉……不管是心情平缓，还是心浮气
躁，都会被秋雨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中。这雨
丝如竖琴，拨动出属于自己天籁而灵动的音
色，汇成一串串通往心灵的乐章。

雨一直下，滴落的雨声，回旋于耳畔，满
目翠色欲滴，还未熟透的庄稼涌动着绿色的
波浪，依次起伏，将要收获的青黄禾谷，灿烂
朝阳的向日葵，都是千姿百态，风情万种，清
新的植物鲜香，令人闻耳欲醉……

秋天的雨中，让自己一颗被浇透的心，
不由得升起怜惜之情。那雨中的秋藤，努力
地攀沿向上，只为看到墙那边的风景，雨中
的那朵花是如此的娇美，如此的怜人。青藤
的须茎向着花儿延伸着，就这样慢慢地靠
近，只为今生欢颜的那份喜悦。

秋雨，秋情，秋染流年。在秋雨如诗的
记忆里徜徉，一路执着，一路期盼。有时会
幸福得流泪，有时会寂寞得浅笑。总有些轻
愁在心底泛滥，总有些情爱在灵魂处扎根。零
散的回忆，便是秋雨里最美的风景。曾经的
心跳，依然如昨，曾经的眼眸，依然如醉……
像这雨，滋润心田，像这风，溢满心怀。

独倚雨帘，思绪如梦。缠绵的雨滴，如
丝丝缕缕的思念，缱绻在心房，情意悠远终
难忘。

秋雨，其实是一种心情。微雨霏霏，是
清新是自然是感动，那凉意，是一种温暖也
是一种思念；大雨倾盆，是洒脱是急骤是震
撼，那肆意，是一种刻骨也是一种呐喊。

让我们享受着光阴赐予美好的同时，也
学会欣然接受岁月赠予的沧桑。一边品尝，
一边感恩，一边铭记，一边遗忘。踏着秋的
凉爽，迎着秋的晨光，闻着秋的花香，收获秋
的安康。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是一场盛
宴，城市的喧嚣，黄昏与白昼，日复一日。人
生的驿站，停停走走……永远追求自由，并
真实地生活。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
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泊，分给
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生活就会满是欣喜。

走在人生路上的我们，走过童年的快
乐，少年的纯真，青春的精彩，又怎能抗拒走
向人到中年的路上，以及走向更加衰老的人
生历程？或许，凡事乐观包容，顺其自然，不
念过往，不畏将来，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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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小区对面的中学操场上，学生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跑步，声音高亢，步伐整齐。小区门口
的丁字路口，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与往日并无
二致。

阳光明媚，楼栋的单元门一开一合。
女子红衣墨镜，齐发披肩，与摩托车的红融为

一体。
男子是女子对门的邻居，两人年龄相仿，谈不

上认识，也说不上陌生。男子点点头，女子莞尔一
笑，算是打过了招呼。邻居好几年，每次碰面都是
如此，近在咫尺，却又相隔千里。

他们，既不打听对方的姓名，也不与对方说
话，可谓熟悉的陌生人。每天，女子上班时，男子

已经在车棚旁散步。女子下班返家时，男子就在
单元门口闲坐着，偶尔会燃根香烟摆在台阶边沿，
任由轻烟袅袅。

摩托车从男子身边驶过时，他突然喊出好几
声“啊”，声音喑哑，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原来是个哑巴。”有认识男子的小区居民说，
这是他第一次听见男子的声音。

回首，女子莞尔一笑，依旧没有任何言语。犹
豫转瞬即逝，女子背对男子挥挥手，一踩油门，走
了。手势很随意，看不出任何感情。

“你们认识？”同单元的一个老者说，“别自讨
没趣了，那个孩子清高得很，没见她跟哪个男人说
过多余的话。”

男子默不作声，老者叹一声气，走了。
“砰！”突然，小区门外传来一声巨响。
男子瘸着腿跑出小区。丁字路口围了许多

人，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骑着电动车，还有的拎
着装有各种蔬菜的塑料袋，有白的、绿的、红的，还
有橘黄色的。

男子扒开人群，手里提着一只红色的头盔，上
面绘有一只小熊和一只猴子，很是可爱。

男子抱着女子“啊啊”不休，没人听出他在说
什么，仅看见他唯一的眼睛泪如长河。他的另一
只眼睛，与脸上的皮肤都拧成了抹布状，一看就是
烧伤的。

数天后，男子轻叩女子家门，动作迟缓，声音

沉闷。
开门的是一位老妇，满头银丝。老妇拄着拐

杖，眼睛布满血丝。
男子双膝跪地，抱着老妇号啕。老妇双手轻

抚男子的脸颊，扭头望着墙上的照片，声音呜咽：
“她等了你整整 10 年，从没想到你就住在对面。
你护了她整整 10 年，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
唉，早知道这样，我们就早点告诉她你在哪里了。”

男子双手着地撑起身，扶着老妇来到巨
幅照片前，从怀中掏出一张塑封照片，双手颤
抖，几经努力，在老妇的帮助下嵌入照片的左下
角。两张照片竟然一模一样：一名战士头戴钢
盔双目炯炯，一名长发少女偎依在战士身旁，红
衣飘飘……

又是数天过去了，郊外的公墓里，老妇将两个
头盔分别“戴”在两块新墓碑上，任由泪水滴落。
两只红色的头盔一模一样，均绘有一只小熊和一
只猴子……

丁 字 路 口
□ 杨思诚

N 百姓故事

我对文艺评论有一点点粗浅的认识：文艺
评论也要食人间烟火，更要在人间烟火味中扎根
铸魂。

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需要文艺，文艺
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作为文艺事业的车
之双轮、鸟之双翼，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同样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彰显着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着一
个时代的风气，同时也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
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首先，文艺评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评
论导向，必须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文化文艺的方
向、目标和要求同频共振，必须贴近生活、深入生
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要“接地气儿”。文艺评
论不能是脱离生活而钻进学术的象牙塔，也不能
是曲高和寡，大众看不懂，很难得到芸芸大众呼应
的学术炫技。有人间烟火味的文艺评论，就是要
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接地气，冒热气。如果说文
艺创作不能是“一个人的风花雪月”，那么文艺评
论则不能是“一个人的青灯黄卷”，文艺评论的人

间烟火味，就是必须立足现实、直面生活、扎根人
民、拥抱社会。

其次，文艺评论的人间烟火味，就是要让文艺
评论更加贴近大众需求。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
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群众，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
为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
评判者。正如 2021 年初，一部讲述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西海固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
的号召，完成易地搬迁至闽宁镇，并在福建的对口
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昔日飞沙走
石的“干沙滩”，建设成今日点石成金的“金沙滩”
奋斗故事的电视剧《山海情》，备受全国以及海内
外观众的追捧。

“大风一刮不见家，庄稼年年被沙压，一天喝
进二两土，白天不够夜里补”；风沙漫天、千沟万
壑，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地窝子，独有的艰苦自然
环境造就了人人“土豆皮式的红脸蛋”……《山海情》
以“土得掉渣”的方式全景真实地呈现了 30 多年
前大西北“苦瘠之地”的贫困艰辛。这部剧之所以

取得口碑和收视率的双丰收，就是它敢于摘掉时
代的“滤镜”，也不去渲染人物的“高大上”，更不回
避移民扶贫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社会现实矛盾和普
通个体的复杂心态，它把创作基于对脱贫攻坚的
峥嵘历程，对准摆脱贫困和战胜贫困的火热生活，
聚焦移民群体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和
进取精神的歌颂，引起了经历者、建设者和所有观
众的共鸣。

与剧中贫困、萧条的环境产生鲜明对比的是
一群真实鲜活、有情有义、热血又接地气的剧中人
物，甚至很多人物和情节段落都来源于真实原型：
如从农校毕业踏实肯干、历经千难万苦带领村民
们走上致富路的基层干部马得福；还有一心为
农，与村民们同甘共苦的福建援宁菌草专家凌
一农；甚至还有充满了狡猾、当地人称“刺头”的
涌泉村吊庄困难户大有叔……这些真实鲜活、
接地气的人物群像背后，都是闽宁镇发展史上
实实在在的奋斗者、前行者真实的人物原型，他
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都食人间烟火，他们脚下

有泥，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人们之所以爱看这
部剧，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剧充满了正能量，更是
因为这部剧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引起观众共鸣。

总之，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为情而造”，而不
是“只为造情”。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要以情
感人，缺乏情感的文艺作品如同没有灵魂和骨
肉的躯干，是发挥不了文艺的特殊功能，也没有
生命力。优秀的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
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
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而优秀的文艺评论
工作者必须始终秉承让文艺评论与创作相互砥
砺，有效互动的“初心”，保持不信奉“红包厚度
等于评论高度”的“公心”，敢于讲真话、讲道理、
讲正气，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
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优秀的文艺评论家不仅要让优秀的文艺作品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而且要让睿智生动、能够入
眼入心的文艺评论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用心架
好连接文艺创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把更多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推介给芸芸大
众，让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走近人民、
走进人心。

作者简介：马兴国（笔名：拾光），本科学历，
吴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
员，有各类小说、诗歌、散文在报刊刊发。

文艺评论要在人间烟火味中扎根铸魂
□ 马兴国

清代诗人袁枚在《寒夜》诗里这样写道：“寒
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
去，问郎知是几更天！”每次读这首小诗都让我忍
俊不禁，诗人袁枚爱书也是几近痴谜，但得书中
颜如玉，却忘衾中添香人。

我也爱读书，没钱的时候多是借书。随园老
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我曾经以为这是无书
人的一种牢骚话，无非是想读书又因囊中羞涩，
买不起书而为自己找借口罢了。

年少时我因家里太穷，没有太多的钱去买
书，所以才不得已四处求借。借人家的书总归底
气不足，一来借书时还要看人家的愿不愿意，二
来因有时间限制，读来并不踏实，书拿在手里还
没被焐热，却要归还人家，总觉得不如自己有的
好。于是内心便常常生出“书非买不能读也”的
感慨来。以前不管经济怎样窘困，只要兜里有点
零钱儿，便像着了魔似的去逛新华书店，每次都

不空手而回。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条件
稍稍好了一些，闲逛书店倒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只要遇到心仪的书，无论多贵都要想方设法弄
到手。20 年下来，家里的书橱装满溢出，沙发、
床头、茶几，客厅、卫生间随处可见，无论置身
何处，满屋书报，信手拈来，墨暖心房，那种感
觉特爽。

买书虽说自有它的乐趣，不仅摆脱了借书的
那些烦恼，也完全拥有了对书的所有权，而且坐
拥书城，手捧书卷，随心所欲想读就读。但快
乐之余，忧恼又增，书报多了，书房倒成了“书
灾”，哪儿都是书，没地儿放其它东西，书到用

时方恨少，现在倒成了书到多时增烦恼，有不
少没用的书，因为我不愿意把它们当垃圾卖
掉，于是从书房又搬到到阳台上，而且堆满了
阳台一个角落。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千钟
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成
为很多古人安身立命的寄托。我读书没有什么
功利心，喜读书爱读书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生活习
惯。在茶余饭后，在静谧夜晚，怡然自在地斜靠
着床头，手执一卷《人民文学》《诗刊》《百家讲坛》
或者其他书籍，再逐字逐句默默地品读着，尽情
地嗅着淡淡的墨香，让心安顿下来，自得其乐，这
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愉悦是任何东西无法替代
的。一册读罢，抬头看窗外繁星满天，明月胧窗，
夜风如水，顿觉全身干净、空灵、轻松，直欲乘风
而去。

书香润心房，这种感受真美妙。

书 香 满 室
□ 李尧隆

云海 郭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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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