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夜书香
◇唐吉民

窗外寒气逼人， 夜色如同一块巨大的黑色绒布，
将整个世界紧紧包裹。 床头台灯的光亮柔和而温暖，
我独自沉浸在书的海洋中。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夜读
时光，静谧而深邃，仿佛能听见时间在字里行间流淌

的声音。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白天的时间似乎总是被各

种琐事和工作任务占据，留给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少之
又少。然而，夜晚的到来，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宁静
与自我对话的大门。 每次入睡之前，我都会背靠床头
坐着，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本书，读上那么几页。这
已成为我二十多年来的一种习惯。

今夜， 我手中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
独》。 这部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以其独特的叙述风格
和丰富的想象力，总能引发我对现实与幻想、历史与
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夜的寂静中，马孔多家族的
那些传奇故事仿佛有了生命，在纸上跳跃，又飞入我
的心田。 我读着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兴衰历程，那
句“世界会变，现在我们如此，死后也将如此，不会改
变”让我不禁沉思；还有那些奇幻的事件和神秘的预
言，那对命运无常的描绘让我心生敬畏。 每一个章节
都是一个世界，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和思
想。

读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精
神上的滋养。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忽略
了内心的声音， 忘记了停下脚步去聆听自己的灵魂，
而书籍，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内心深处，让我在
忙碌和喧嚣之外，找到一处宁静的港湾。

随着一页页纸的翻动，时间悄然流逝，我感到自
己的思绪也在这冬夜的阅读中慢慢沉淀。书中的故事
和人物仿佛成了我的朋友，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寂寞的夜晚。 在这些故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
辉，也看到了生命的真谛。我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我
的梦想、我的追求，以及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有时候，我会在书中找到答案，有时候，我会在书
中迷失方向。 但无论如何，我都感激这些书籍给予我
的启示和感悟。 它们让我明白，生活虽然充满了不确
定性和挑战，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探索的心，勇敢地
去追求，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每当我沉浸在书海中时，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那些文字如同音符般跳跃在我眼前，形成一曲美妙的
乐章，让我陶醉其中无法自拔。有时候，我会读到深夜
直到困意袭来才不舍地合上书本进入梦乡， 也有时
候，在读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抱着书本睡着了，在
梦中我仿佛还能继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体验不同的
故事和情感。

夜读时光，是我与自己对话的时刻，也是我与世
界沟通的时刻。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我既是观众，也
是演员；既是学生，也是老师。 我在书中旅行，也在书
中成长。 这样的夜晚，虽然寒冷，却因为有了书的陪
伴，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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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之道
———读芷兰散文《情动花洲》有感

◇翟国胜

芷兰的纪实散文《情动花洲》刊发于《奔流》2024
年第 1 期，写的是作者壬寅年游览邓州花洲书院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 文章通过追忆北宋范仲淹创办花
洲书院及写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往事，表达了对先
贤的景仰之情及“渴望成为他这样的人”的坚定信念。

此文洋洋洒洒一万多字，波澜起伏、环环相扣，叙
述中饱含激情，议论中多有哲理，既有真挚情感，又有
文学魅力。 读着不仅丝毫不觉其长，反而有一种想一
口气读完的冲动，读后回味再三，仍觉齿颊留香。作为
一篇纪实散文的上乘之作， 此文有不少可圈可点之
处。

一是记叙以游览花洲书院的时间、 空间顺序为
主，脉络清晰，不时有补叙、插叙。 如对范仲淹在淮
阳两年任职情况的介绍、 对南阳历史文化的介绍等，
就是通过插叙完成的。插叙部分一般篇幅都不长，或
概括叙述，或在引用资料的基础上简要说明，但这些
插叙部分既丰富了文章内容，使人们对范仲淹、南阳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又不至于冲淡“情动花洲”的主
题。

二是议论、抒情与叙述、描写并重。 作者在叙述
游览花洲书院所见所闻的同时，有大量议论、抒情的
文字。 这些文字或直抒胸臆，如开头部分写想去看花
洲书院的急切心情：“想看花洲书院，想寻范文正公，
这个念头时时刻刻萦绕于脑海，已近一年。 秋到冬，
春到夏，晨与昏，昼与夜，仿佛吹来的都是你的风。 愈
想愈念，竟成折磨。 ”或寓情于景，如在花洲书院正堂
写范仲淹塑像时的一段文字：“范公身着官服， 头戴
官帽，左手握拳，右手握卷，双目炯炯有神。 范文正
公，在古老的陈州大地上我找不到你，只好来邓州寻
你。 这儿真好，我多想留下来，安心读书，听先生讲
学。看着范公，我轻声告诉他。范公虽不语，但他的脸

色是那么柔和，让我觉得他在听我说话。 ”或情景交
融、浑然一体，如：“看大宋的版图，凡范公去过的地
方，都亮着灯，我数了数，竟有 50 余处。 那一刻，我的
心猛地一颤。 有人说他位高权重，又有谁看到他为官
半生颠沛流离？ ”像这种“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句子比
比皆是。

三是作者在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同时，又有
大量的引用，内容有对联、权威志书、地方史志、文史
资料、古今名人诗文、伟人语录等。这些引用既丰富了
文章的内容，增加了文章的宽度、厚度和说服力，又极
具知识性，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四是由此及彼，主次分明，想象丰富。作者主要是
写范仲淹， 但由范仲淹又联想到了他的两个朋友，一
个是滕宗谅，一个是梅尧臣，作者对这二人的行事概
括叙述，褒贬分明。作者对历史往事的叙述，有的通过
史料加以论证，更多的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展开想
象，将一幅幅动态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暮春
时节，大宋王朝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那一天，高中的
进士们一走出崇政殿，那个叫滕宗谅的洛阳人就迫不
及待地走到朱说（范仲淹）面前，深施一礼：‘朱兄！ ’欢
喜之情溢于言表。 ‘宗谅！ ’仲淹微笑着还礼。 ”生动的
联想描绘，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
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五是长短句结合，语言富有个性化。 作者没有端
起架子做文章，而像是和亲近的朋友聊天一样，将心
掏给读者， 把心里话讲给读者， 让人感到非常亲切，
如：“我不善言辞，怡嘉太年轻，我俩索性乖乖地听他
们说话，不时偷偷溜出去放放风。 ”“好多地方都没看，
我是来看范文正公的，就这么走了？我想哭。”“对闫主
席来说，一年会到花洲书院很多次。 于我，却不一样。
若是我一人，定会随导游看遍整个书院，仔细听其讲

解。抑或在邓州逗留数日，每日流连于花洲书院，走近
范文正公，聆听他的教诲，寻求思想上的共鸣。因是结
伴同游，我不能由着性子来，却也因此留下遗憾。 ”读
着这样清新灵动的文字， 一个寻觅先贤足迹的作家、
一个任性脱俗独有个性的女子形象，也或远或近地呈
现在花洲书院的亭廊光影里。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如何写好纪实散文？
芷兰的《情动花洲》无疑给文学写作者以有益的启示。

一是要注重知识积累。作者在《情动花洲》中引用
了大量关于范仲淹、花洲书院的诗文、资料，可谓是如
数家珍、信手拈来。 文章还提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范
仲淹纪念馆、范公苑、范公祠、范公像，如苏州天平山
的范公塑像、阜宁范公堤上的范公塑像、桐庐严子陵
钓台范公像、泰州文会堂前的范公写意雕像、庆阳范
公祠内的范公塑像、岳阳楼双公祠内的塑像、伊川县
范公墓前的塑像等，还有范仲淹神道碑、苏州天平山
高义园、如皋范公苑、建德思范坊、邹平范公祠、延安
清凉山范公祠等，由此可见作者对范仲淹的一切之留
心，所下功夫之深。

二是要注重实地考察。 对写作对象，作者平时已
做足了功课，但亲临花洲书院后，还是一而再地认真
观察、拍照、记录，为写作积累了足够的感性材料，而
后再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
改造制作。

三是要有严谨的写作态度。 “壬寅岁末，回首一年
的辛苦与不易，我试着与往事和解、与自己和解，唯有
邓州之行未写点什么而难以放下。 ”“至己卯月中旬，
每晚熬至夜半，以文记之，一连数夜，乃成。 ”从作者的
自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为写作此文作者时时“难以
放下”的责任感和呕心沥血的严谨写作态度，这无疑
是写作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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