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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蜀汉兴亡史：刘备入蜀》
关河五十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紧扣时代脉搏，
回到充满泥土气息的生活
现场，用翔实的材料和生
动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血
肉丰满的人物，同时展现
出古老的文化在当今迸发
出的光彩和力量。本书的
推出旨在回应时代之需，
通过讲述石椅村的发展历
程，总结其在乡村振兴道
路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
地区提供可借鉴、可复制
的乡村建设模式。

《羌山之门》
陈霁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叙述了刘备大
半生辗转流离，却又坚
守信念、百折不挠，直到
基本占据荆、益二州的
创业史。作者在系统研
读史料和论著的基础上
探赜索隐，通过立体而
全面地展现刘备“兴复
汉室”的心路历程和奋
斗过程，引领读者理解
刘备的行为逻辑，以及
汉末三国时代政治、社
会、思想文化诸方面的
种种问题。

《政商现形记》
袁灿兴著
岳麓书社

本书聚焦清代的
政商世界，细致梳理各
大商帮和政治权力之
间的隐秘关系：从行商
作为傀儡“以商制夷”，
到晋商在边疆的财富
游戏，徽商依附盐业获
取暴利，再到买办崛
起、商战强国。作者通
过梳理中外史料，以严
谨态度和通俗笔触，系
统回答各大商帮又如
何处理政商关系等关
键问题，堪称一部完整
的清代政商博弈史。

本书选取皮村
15 位诗人近 150 首
作品。从田间地头、
流水车间到街头巷
陌、广阔都市，这些
凝聚了质地密实的
生存经验的诗行，既
怀有对故乡、对生命
深邃浓烈的情感，也
饱含着对劳动价值
和人性尊严的思考，
更是一个个鲜明的
个体向着生存意义
发出的最真挚、最炽
热的声音。

《大口呼吸春天》
陈年喜 李若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与茂名的缘分，源于我与这
座城市的一场文字邂逅。今年
初，我在《茂名日报》上发表了一
篇《记忆中的年味》，那一版“荔
风”的黑白配色，简单中带着几分
质朴，仿佛时光也随着这一版面
慢慢流逝。然而，正是这篇文字
的出现，让我与《茂名晚报》结下
了不解之缘，也让我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报纸文化的沉淀与温度。

每一次翻开《茂名晚报》，我
都被它精美的版面设计深深吸
引。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
仿 佛 都 在 细 心 编 排 和 设 计 之
中。尤其是那些充满人文气息
的栏目，如“悦读”版面的书评，

“小东江”版面的散文诗歌，还有
“晚晴”版面的退休生活，这些用
心的设计让这份报纸，既是信息
的载体，也是人心的寄托。在快
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能坚持用这
样的方式去表达与呈现，是一种
难能可贵的品质。《茂名晚报》仿
佛在默默用行动证明，报纸并非
只是冷冰冰的新闻发布平台，它

是一本活生生的文化书籍，承载
着思想、情感与人文关怀。

生活中的许多机遇看似是
与人脉和关系息息相关，但事实
却并非如此。我的每一篇投稿，
都是通过共同邮箱投递，他们很
用心的还有在公众号设置“快捷
投稿”渠道，这既避免了因“邮箱
已满”被退信的苦恼，也体现了对
文字创作者的关爱与理解。最让
我感动的是，许多地方的报纸已
经因资金问题而取消了稿酬，甚
至连文艺版面也在不断压缩，但

《茂名晚报》依然坚持给予作者稿
酬。对我而言，稿酬不是最重要
的，能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创作的
文字被大家所熟知，已经是最大
的奖赏。

如今，《茂名晚报》成为我每
天醒来后的“清晨仪式”，当我翻
阅报纸，看着那熟悉的版面，心
中 仿 佛 涌 上 一 股 莫 名 的 亲 切
感。茂名，虽然与我相隔千里，
但这份报纸却让我感受到这里
的人文气息，仿佛通过文字，我

已经来这座城市千万遍。
或许，正是茂名纸媒这份热

爱与尊重，我开始对茂名这座城
市产生浓厚的兴趣。每当与同
事们谈起，我都忍不住赞誉：“茂
名的报纸对‘新手小白’太友好
了，我甚至萌生了想去茂名走一
走、看一看的念头。”没有什么比
文字更能穿越时空，让两个看似
陌生的人与地方产生联系，唤起
相同的情感共鸣。《茂名晚报》给
我带来的是文字上的滋养，更是
心灵上的温暖。它告诉我，在这
个浮躁的时代，依然有地方坚守
着文化的根基，有报纸坚持着理
想与信念，温暖着每一个爱文字
的人。正是这份坚持与用心，让
我感受到，真正的文学从来不在
于稿酬的多少，而在于它能带给
读者怎样的情感共鸣，能在心灵
深处掀起怎样的波澜。

这份缘分，这份文字的温
暖，将成为我与茂名之间最深刻
的记忆，伴随我在岁月中继续走
下去。

读了文友刘付德金先生的第
三本散文集《悠然空间》之后，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有着深厚的
家乡情怀。

书名定为《悠然空间》，正如
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没有特别
的含义，只是觉得这些年来，写作
心态比较悠然，已没有很多的功
利性”。正是这种心态，让他的笔
耕过程很放松，在轻松自如的创
作中，更易于表达真情实感。收
入本书的近40篇作品，都洋溢着
强烈的思想火花、浓浓的情感，对
单位、对工作、对同事、对亲人、对
景物、对家乡皆为如此，而家乡情
怀尤为感人，全书大约有12篇文
章与家乡、乡情、亲情有关。

《老屋旁的芒果树》是作者早
年的作品，写的是童年时与芒果
树相关的一些经历所感。其中写
到他小时候顽皮，常爬上芒果树
去捕蝉，一次不小心从树上摔下
来，造成手臂骨折，让父母又恨又
痛。经过三周时间的敷药，才得
以痊愈，但因缺课太多而造成学
习成绩下降了一大截，经过此事
让他长了记性，从此告别“这种玩
命的乐趣”。文中还写到母亲和
外婆讲芒果树成精的故事来哄
他，让他安分守己……字里行间
体现亲人对他浓浓的爱抚之情。

《橘花飘香的土地》是一篇抒情散
文，热情歌颂、赞美了化橘红给人
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化州的人杰
地灵、英雄辈出的史实。还特别
写到他童年时在家乡泊美冲（与
中华化橘红第一村大岭村相邻）
经历过的与橘红树相关的趣事，
还有到化州二中补习考大学时，
宝山的橘树橘花如同父辈一样给
予他奋进的力量，让他留下美好
的记忆。文章自始至终饱含深情
厚谊，乡情、亲情味道浓郁。《火笼
情暖》讲述的是大伯给“我”家编
织火笼，以及父亲给“我”的城里
妻子送火笼的事，让“我”和妻子

倍感温暖。
在本书中，对家乡的叙述、描

写最详尽的应算《大山深处我家
乡》这篇散文了。文章首先勾画出
作者家乡所处的地理位置：两广
（广东广西）三县（化州、廉江、陆
川）交界，处于六乡镇、九墟场之
间，天堂嶂脚下，然后运用历史时
空和现实交汇笔法，徐徐展开，介
绍“刘付”姓氏的来历、演变经过和
反清志士刘付暹的传奇经历，自豪
地讲述家乡天堂嶂光荣的革命历
史，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家乡英雄人
物、革命先烈英勇壮举的崇敬之
情。同时，文章对家乡的历史文
化、人文风物、自然条件、生态环境
也有较详细的描述，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开采钛矿，一直写到当下大
力发展化橘红和沉香产业，家乡人
民为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走上富
裕小康道路的历程。作者对家乡
的历史、人文风情和现实状况了解
得那么详尽，信手拈来，写得那样
具体，本身就是一种家乡情怀。如
果说《大山深处我家乡》是作者从

“小”的角度写家乡的话，那么，《罗
江弯弯向南流》则是从“大”的视角
去写家乡。此文把视野放到了整
个罗江流域，已经涵盖了化州全境
的人文历史、自然风貌以至各地特
产等，作者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娓
娓道来，使你读完，如亲临其境，却
意犹未尽，从中受益匪浅。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茂
名市区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对
这座虽然年轻、却充满活力、包容
与进取精神的城市倾注了深情。
收入书中的《油城路，茂名百年城
市的守望》这篇散文彰显了作者
的家国情怀。此文在 2019 年参
加茂名建市 60 周年征文比赛中
荣获一等奖第一名，并在《茂名日
报》发表。文章 5000 多字，从三
个层面写油城路的发展变化过
程：一、一条路，一座城的孕育。
作者以历史的角度，从“公馆”的

来源到国家开发油页岩的战略决
策，从市名的酝酿到最后命名，从
油城一路到油城九路的延伸进行
铺陈，史料相当详尽。二、一条
路，一座城的中心。作为茂名市
最早的市政大道，油城路也是茂
名市东西走向的中轴线。作者不
但写这条路，更重要的是写了沿
路而建的各大机构，如商场、车
站、邮局、银行、酒店、政府机关
等，对油城路两侧情景交融的描
写，自然而然形成它茂名市区中
心枢纽地位。作者对沿线的布局
情况非常熟悉，写得非常具体。
三、一条路，一座城的名片。这部
分将油城路的建设提升到精神、
文化的层面来抒发感情：与茂名
人民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精神
联系起来；与冼夫人的“惟用一好
心，诚待四方客”的开放包容精神
联系起来；与生态文明精神联系
起来，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文章的
深度和广度。纵观全文我们不难
看出，作者眼光敏锐，视野宽广，
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文章写作起
来自然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对
家乡故土有深深的眷恋，拳拳之
心，跃于纸间。如果不深入了解
油城路的发展历史和进程，不了
解油城的发展情况，没有根植心
灵深处的深厚的爱家乡、爱茂名
的思想情怀，是很难写出如此震
撼人心、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文
章来的。

除此之外，《悠然空间》中还
有许多表达家乡情怀的篇章，如

《泊美冲赋》《英才辈出的刘付族》
《耸立大山深处的巍峨纪念碑》等
等，都非常优美耐读，也都饱含作
者对家乡故土的一片赤诚之心。
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再一一述
评。总之，乡情、亲情是《悠然空
间》突出的一个主旋律，很值得品
味，如果各位读者有兴趣，不妨也
找该书来一读，相信你也一定会
有不少感受和收获。

深厚的家乡情怀
——刘付德金散文集《悠然空间》读后

□ 陈东亮

我与《茂名晚报》的不解之缘
□ 房小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