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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一起畅游书海
□李芙蓉

随手拍 悦读悦读·

在贾平凹五十余年的创作历
程中，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书写
秦岭，直至今年七十周岁，他向文
坛捧出一本直接以秦岭命名的笔
记体小说集《秦岭记》，将多年来
收集整理的有关秦岭的笔记集中
呈现。贾平凹对于笔记的偏爱不
仅呈现于这部笔记体小说，在其
以往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散文创
作中同样佳作迭出，比如近几年
其出版的散文精选集《自在独行》
中，收录的《商州又录》《五味巷》

《白浪街》《在米脂》《走三边》《静
虚村记》等，书写了一批蕴含着丰
富人文色彩的故事，部分篇章当
作笔记体小说来读也未为不可。

《秦岭记》主体是其 2021 年夏
完成的，同时收录了他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关秦岭的部分旧作，列
为两部外编放入该书。阅读该书
可以发现，这不是一时兴起之作，
是需要数十年积累素材才能进行
的集中书写。在该书的创作中，
可以明显看到贾平凹对秦岭地方
志、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的搜集
整理及再创作的痕迹，他将《山海
经》、志怪小说、唐传奇、宋人笔
记、《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笔法
融入其中，发挥波谲云诡的想象
力，大大丰富了秦岭山脉的人文
底蕴与神秘色彩。

《秦岭记》的主体部分由57个
单篇组成，每篇小说都可以独立成
章，互不关联，又因笔法疏朗有致，
古意盎然，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贾平凹看来，他之所以选择这种
创作模式，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不
再想那种华丽，而是平静地、朴实
地写人状物叙事，把经历中、生命
中的一些体会表达出来”。在这些

文本中，非常吸引人的的确是一些
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人与事。比
如延小盆猎狐、法显寺石僧、茶棚
沟医仙许先生、麻天地著《秦岭草
木记》等。这些故事贯穿百余年
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但很明
显，贾平凹对这些素材的准备的确
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取舍裁剪
颇费了一番思量。

比如写《秦岭草木记》的麻天
地，这正是贾平凹上一部长篇小
说《山本》中的人物，但实际上了
解贾平凹创作的都知道，麻天地
属于贾平凹自身角色的设置投
影——他很早就想写秦岭山上
的动物草木。在创作准备过程
中，他了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个动乱时期的人和事，主要来
自民间流传，然后收集了大量的
历史资料，从而不仅为《山本》写
作提供了滋养，更是大大丰富了

《秦岭记》的写作素材。
同时还可以看到，本书反映了

秦岭地区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一批杰出基层人物带领
当地发展的动人励志故事。比如
刘争先造田建桥、少阳山依托兰
花草旅游、鸡头坝修梯田等。这
些人与事虽然也不完全都是真人
真事，但接地气。这些村子在发
展过程中也同样喊出“农业学大
寨”等响亮的口号，也出现了类似
于修红旗渠那样的悲壮震撼故
事，在本村当家人带领下，历经十
年、二十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克服
种种困难，终于摆脱了当地贫穷
落后的面貌。

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书写在
本 书 中 占 据 着 相 当 大 的 篇 幅 。
对于秦岭地区在改革开放时代
进程中的步伐，贾平凹一直报以
密切地关注，城市化进程对农村
固有生存状态的冲击与改造，在
本书中以多个篇章多种形式得以
呈现。比如石坡村张铁匠锻造农
具远近闻名，但由于时代的发展，
县政府在发展旅游业，镇街都已
改造老铺面房了，大量年轻人进
入城市工作。加上农村农具愈加
机械化、现代化，导致传统的铁匠
铺营生被时代淘汰。再比如西后
岔的女人们，以往庙会时男人们
宁可自己在农田里忙活，也愿意
让媳妇女儿去庙会逛逛，看上去
一派兴旺。可是改革开放后，入
城工作的女人们回乡后的影响
力是巨大的，进而将山里的青壮
年男女陆续都带进了城里。这
种现象，显然既是书写秦岭的故
事，又是普遍的时代面貌。直至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步伐阔
步走起，秦岭的故事才掀起了新
的篇章。

另外，贾平凹在该书中还融入

了一定的新闻素材再创作。比如
在几年前影响巨大的秦岭假老虎
事件和秦岭地区违法乱建别墅群
事件等，贾平凹都巧妙地融入到
文本当中，成功实现了新闻素材
蜕变文本小说的转化。以上这些
篇章虽然是作者依托近些年秦岭
地区的最新人与事，但由于其构
思新颖、故事张力强，同样引人入
胜。这同样要归因于贾平凹古典
文学功底对其的有益滋养，比如
他提到的一批经典著作对其创作
的影响就很是可资借鉴：“真正研
读《山海经》是六十岁以后，同时
读了《庄子》《左传》《尚书》等经
典，那种状态，状物叙事的朴素、
肯定、准确、简练、有力，真是震惊
和启发多多啊。”

于是，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理
解《秦岭记》创作笔法的特点与来
龙去脉。不光是对志人志怪的书
写犹如塑像般精雕细刻，就是秦
岭的山林鸟兽也充满灵性，野猪、
岩羊、獾、果子狸、熊、金丝猴、羚
羊、蝙蝠等，贾平凹都给它们留有
了笔墨位置，是为万物平等。在
贾平凹看来，它们当然都是秦岭
的主人，既然是有关秦岭的笔记，
那么这里的一切都应该融入其
中，构成一部完整的秦岭万物家
族史。

当然，贾平凹即便在《秦岭
记》中对这座大山脉进行了大量
书写，可他自知秦岭是永远写不
完的，所以他才会在《秦岭记·后
记》中自谦道：“生在秦岭长在秦
岭，不过是秦岭沟沟岔岔里的一
只蝼蚁，不停地去写秦岭，即便有
多大的想法，末了也仅仅把自己
写成了秦岭里的一棵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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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奔跑在田间》是作家
陈伟军新近推出的一部长篇小
说。小说紧扣时代脉搏，直击社
会热点，既关乎少年的成长与蜕
变，亦关乎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溪流般的行文，鲜活又诗意的语
言，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令生
于乡村，长于乡村，后又栖身于
乡村中学以教书为业、读书为乐
的我痴痴然陷溺其间，陶陶然不
忍释卷。

作家七堇年曾言，若没有离
别，成长也就无所附丽。城市少
年顾小森的“成长”便始于五年
级暑假的那场离别。没错，与绝
大多数同学一样，顾小森是在蜜
罐里泡大的，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虽成绩优异，但在他的认知
里，“花生一定是挂在高高的树
上，成串成串地垂下来，就像学
校连廊处四五月间的紫藤萝瀑
布。”素来对乡村生活毫无兴趣，
即使过年跟着爸妈回老家与留
守的奶奶团聚也抗拒三分的顾
小森，这回却因长他12岁的姐姐
大学毕业后执意要伴奶奶左右，
志在开民宿、搞网销，带动村民
共奔小康而“主动请缨”，誓要让
姐姐回心转意、离乡返城。未
料，当顾小森信心满满地采用从
同桌好友皮克那儿学来的“釜底
抽薪”之法，与新伙伴林图图“密
谋”截住了西瓜商的电话，从而
断了姐姐顾晓芸和诸人辛劳付
出的“后路”时，换来的却是姐姐
的痛心、伙伴的埋怨与村民们的
长叹……

小说采取双线交织的形式，
一方面精彩地描述了顾小森与
同学皮克别样的乡村暑假生活，
在多姿多彩的劳动过程中悄然
行进的身心蜕变之旅，亦暗合了
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的《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中明
确，自 9 月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
成为中小学一门独立课程的规
定；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姐姐顾
晓芸等人以曾是“上海知青”，后
来一辈子坚守在农村当村医的
奶奶为榜样，心定志坚地扛起

“乡村振兴”的大旗，发展乡村旅
游、拓宽致富渠道等不负青春、
忘我奋斗精神的描绘，生动再现
了当代大学毕业生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的无限风采。作家的匠心独运
之处在于，既巧妙地利用少年视
角来捕捉乡村的美丽嬗变，又毫
不避讳地以成人视角来反思当
下教育的某些弊端，以及对美好
乡村建设的隔膜、误解等，令人
心潮澎湃，进而躬身自省。

如果说，顾小森以“暗中破
坏”、被迫留村始，当他历经与同
学皮克、村里小伙伴如林图图、
阿秀、祥根等人的互帮互助、互

学互爱，又在姐姐、奶奶、皮克爸
爸、阿宽伯伯等人的关爱、支持
与感染下，一路跌跌撞撞终是千
方百计地完成了姐姐布置的“想
办法帮村里把西瓜销出去”“一
周内辨清田里的作物名称”“帮
阿宽伯伯守夜及割稻”等多项任
务时，他的收获早已远远超过了
下乡的初衷：视野拓宽了，知识
丰富了，自信增强了……尤其是
顾小森义无反顾地冲进暴风雨
中 去 寻 找 阿 秀 奶 奶 的 果 敢 行
为，不仅让他悟出“聪明的人类
总在努力地改变着世界，创造
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可是，我
们依然需要敬畏自然，因为在
灾难面前，我们渺小得如草木
毫末”的道理，与入村前那个父
母的“掌中宝”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彰显出一个小小男子汉的良
善、大爱与责任感，可谓破茧成
蝶，“脱胎”又“换骨”，会让人不
由自主地联想到曹文轩的长篇
小说《草房子》中的杜小康。只
不过，杜小康是因家道中落，被
迫踏上孤独之旅。而顾小森却
是在拒绝了爸爸接他回城的情
况下，一头“扎进”了乡村的“河
流”，愉快地扑腾起了成长的晶
莹浪花……

除 了 顾 小 森 ，皮 克 、林 图
图、阿秀及祥根等少年，亦是作
家倾心描摹的对象。通过溪中
捕鱼、挥镰割稻、守夜斗“贼”、
渔村叫卖等细节，栩栩如生地
刻画出皮克的机灵、好胜，以及
关键时刻“两肋插刀”的秉性，还
有异常调皮，却又热情、仗义且
心怀悲悯的“骑猪男孩”林图图，
生活清苦却勤劳能干、细心体贴
的阿秀，被生活逼迫成了“小小
生意人”的留守少年祥根……他
们，皆可算是顾小森的良师益
友，教给了他太多，影响了他太
多。正如小森的爸爸所反省的：

“孩子的学习固然需要认真对
待并全力以赴，但对于孩子的
成长来说，确实有太多太多成
绩 以 外 的 火 热 生 活 应 该 被 看
见、值得去经历！”

“每一个人都是璀璨星河里
的一颗星，都以不同的方式努
力散发自己的光芒，点亮了自
己，也照亮着别人。”我们欣喜
地看到，村民互助微信群建起
来了，民宿“云庐居”顺利开业
了，山地西瓜等无公害农产品
因为视频直播而产销两旺，与
祥根爸妈一样外出打工的村民
回乡了……少年在如诗如画的
乡村奔跑着长大，越来越多的大
学毕业生如晓芸姐一样，选择在
乡村振兴的路上挥洒汗水，播洒
智慧，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点
点微光正汇聚成璀璨的星河，照
亮乡村的天地”……

杨建东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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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贾平凹《秦岭记》

阅阅伴
亲子

漫长的假期里，我以为陪伴
孩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亲子阅
读了。

清凉的早上，我和孩子相对而
坐。我看我的书，他读他的古文。
说起古文，我本来是不建议他去读
这些晦涩难懂的《资治通鉴》《小学
生古文 100 首》的，毕竟小学一年
级的水平无论是识字量还是理解
力，读这些吃力不说，还没有多少
收获。所以，他刚开始阅读古文
时，我想着小孩子记忆力好，让他
背背也无妨，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阅
读能力比我预料的要好。不懂的
地方，他会问我，会拿笔标记，会写
上意思，有时他还会提一些有价值
的问题。有一次，他在阅读古文

《春日寻芳》时，考我：“妈妈，一个
小朋友放学后，很是喜欢放风筝，
你会怎么形容啊？”那就是“儿童放
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喽！
他听我和他书上说的不一样，着急
地说：“不！不！应该是‘时芳草鲜
美，儿童放纸鸢于村外’。”我说：

“形容孩子放风筝的古文、诗句可
多了，像‘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
索骂天公’‘江北江南低鹞齐，线长
线短回高低’等都是。”听我这样
说，他满眼小星星，高兴极了！我
猜想他这是在书里看见星辰大海
了吧。

年龄不同，读书的兴趣自然
是不同的。想起他三四岁的时
候，很喜欢读《米小圈上学记》《淘
气包马小跳》之类的书籍，可随着
年龄的增长，好奇心的增强，不知
不觉他竟读起了侦探小说、鬼故
事。刚开始，我并没有阻止他读
这些书，想着男孩子的心理承受
能力强一点儿，喜欢刺激一点儿
的也能理解，读一读倒也可以拓
宽阅读面。可有一次看见他写的
日记，我才意识到不能由着孩子
的喜好来阅读了，因为他写的那
三篇日记分别是：鬼村、丧尸入
侵、它跳楼了。从故事内容来看，
他编得真是惊心动魄，看了令我
不禁毛骨悚然。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有意给他推荐一些适合他看

的《幽默童话》《少年月刊》之类的
书籍，可他似乎兴趣不高，总是当
着我的面读读，背过我又看《名侦
探柯南》《恐龙世界》去了。

后来，我想或许是我自己想得
太多了吧。孩子成长的路上，家长
哪能事事左右呢！与其担心这担
心那，不如放手一试，毕竟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只要孩子喜欢书
籍，喜欢阅读，那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如
今他的枕边书不但多，而且都还
不 错 ，非 常 适 合 他 这 个 年 龄 段
看。《百科全书》《玩转科学》《神话
故事》《三毛流浪记》《稻草人》《昆
虫记》……本本精彩！

有书相伴，真好！相比于妈妈
的说教，书的潜移默化更能带领孩
子去飞、去想、去实现他想要的东
西。所以我很开心，孩子有书相
伴。在书里，他可以进行他想要的
任何一场精神远足，而书之于一个
人的回报，未来的每一天不都是见
证奇迹的时候吗？

今天领着学生在阅览室上阅
读课，将本节课的阅读目标、方
法、要求给学生明确之后，我也拿
了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翻
阅。无意中，发现了肖培东老师
的《立足目标 浅浅教学》一文，于
是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

对于肖老师提出的如何确立
目标途径，进行了细细解读。肖
老师提出从三个方面去思考：“基
于文本自身设定教学目标，借助
单元思考设定教学目标，依照学
情设定教学目标。”初一看，没新
鲜之处。似乎我们每次设定目标
时，都是从这三点出发的。可再
仔细琢磨，就发现平时的教学设
计，只是肖老师在文中所说的“随
意的概念化”式目标。

肖老师在“基于文本自身设定
教学目标”这一板块中，提到“我
们必须对这样的一篇篇文章进行
多次加工，以确定这篇文章最有
价值的教学内容，达成最适宜的
教学目标。”而我在平时的教学过
程中，对于新增篇目，确实会认真
阅读，多次推敲。然而，对于一些
传统老篇，却常常是不再进行阅
读，仅凭以往的经验按部就班。
就是俗话说的，穿新鞋走老路。
看了肖老师对教学目标设定的探
究，我又一次明确地感受到自己
的差距在哪。只凭所谓的经验机
械化地搬运，这样的教学又怎么
可能促使学生有兴趣地学习呢？
学习，势在必行。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肖老师
在“借助单元思考设定教学目标”
板块中，列举的关于《沁园春·雪》
的例子。我想很多老教师可能和
我一样，一看到这篇文章，首先反
应的就是怎么分析、赏析，又该如
何诵读。而对于“活动探究”这四
个字，是不会有更多反应的。我
想，如果是我在教读这篇文章，肯
定会和他列举的那位老师的想法
一样。在我们这些老教师心中，
总是会有很多的自以为然。而这
样的心态，总是让我们对周围出
现的变化熟视无睹。

回顾自己的教学，有多少次都

是这样凭着以往的所谓经验在教
学。在学习《说和做》时，文章前
面的“预习”中明明有提示：“本文
的作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语言
精致，凝练，富有诗意，阅读时注
意体会这个特点。”但我在教学
时，却依然是凭借以往的经验，将
这篇文章按照夹叙夹议的手法分
析人物。对于臧克家的语言，仅
略提了几句。对于课本上的预
习、阅读提示、旁批仅仅是看过两
眼，实际教学中却很少用心去品
析其中的深意。看了肖老师在文
章中举的例子，哪一个不是用心
去钻研教材之后的发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要想让课堂有吸引力，
要想让学生有学习的兴趣，改变
是必须的，而所有的改变，我想还
是应该从走出经验主义，认真研
读教材，潜心修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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