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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是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此时雨生百谷，万物蓬勃生长，大地满是生机。在这充满希望与诗意的时节，我们
介绍新书《人间百草》。大家可从中领略其与节气相得益彰的独特魅力，一同在文字间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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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好书送你读】

■郭小龙

人间四月，繁花盛开；谷雨时节，百草葳
蕤。在明媚的春色里，在淅沥的细雨中，在温暖
的阳光下，捧读田炳信的《人间百草》，仿佛走进
了一片盎然，恰如流连于一派葱茏，一幅幅人间
草木的雅致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让人们惊异，
更让人们欢喜。

田炳信是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媒体
人，他把作家的柔性细腻、诗人的丰沛情感、画
家的色泽绚烂、媒体人的见多识广，一一凝聚于

笔端，使该书既是一本植物学宝典，也是一本较
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还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精美
画册，叫人爱不释手，在阅读中享受着春风拂面
的愉悦。

我国幅员辽阔，天南地北，由东到西，百草
丛生，它们在时序里自由地生长，在风雨里勇敢
地向前，在旱涝里如一地坚守。虽然这些草木
是自然界里最普通不过的植物，却是我们永远
相亲相伴、不离不弃的朋友。

百草易见，一旦冠以“人间”二字，就有了自
然、人文、历史的鲜明指向，也有了在天地间屹
立的不朽身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
是对百草最好的精神写照，是它们，在大地上年
复一年地吟唱着生生不息的凯歌。

《人间百草》这本书受到热捧的根本原因在
于，作者没有简单地去进行图解，写成“百草说
明书”，而是既着力于百草的客观表象，又发力
于它们的深刻内涵，带领读者从药草中去窥见
古人的智慧，在草木间去寻觅生命的真谛，在
传说里去感受久远的纷纭。在作者的笔下，每
一棵看似简单普通的草木，其实都有自己独到
的价值，可谓“一棵草是一部文字史，一棵草蕴
藏着哲学史，一棵草构建一部宗教史，一棵草支
撑起一部《诗经》的寄思”，以草为介，引发我们

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的
思考。

全书以《本草纲目》中的草药名称为线索，
结合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尔雅》《诗经》《黄帝
内经》等中华古籍中汲取文史哲和训诂学的饱
满养分，描绘了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作者
用极其细腻温和的诗意笔触，将人们对生老病
死、饮食、社会认识等诸多方面的深刻理解和体
悟融入在所有的文章中，让我们在阅读中仿佛
穿越时空，在与古人进行一场场开心的对话。
透过作者细致翔实的文字，我们会进一步发现，
草木虽然平凡，但又有极其不凡的品质，它们坚
韧不拔的精神，无私奉献的风范，不求索取的境
界，无不映照着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位追求。
而一棵草木的栽种、发芽、吐叶、开花、结果，既
有时间的用心呵护，也有自己奋力的奔跑，无不
切合着人草同心、彼此相谐的生命律动。读此
书，我们应该能够从百草身上发现更多的精神
思考，汲取更多的生长力量，也会在今后遇见更
好的自己。

在全书的文字里，我们时时都可以感觉到
一种震颤。这种震颤来自于作者对每一棵草木
的认真书写，如《斗雪红》一文中，作者描绘了月
季花在严冬中傲然绽放的景象：“雪一来，空寂

的北方霎时间灵气弥漫村村落落，童音喧闹，墟
烟袅袅，白野雾蒙蒙一溜烟跑进天边……月季
也就有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字：斗雪红。”
这样的描述让人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月季
花的艳丽与傲骨；又如《半夏物候》，我们知道半
夏逆暑而生，别名众多，它的生长特性与古代物
候学相呼应，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了特殊地位，

“假如自然界有公平一说，‘半夏’就是一个必选
项，在阴阳裂隙之间，不偏不倚生根发芽。”半夏
不仅具有治疗腹胀、目不得瞑等病症的奇效，更
寓意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在这里，作者将自然
规律、阴阳哲学与植物生长巧妙勾连，展现了古
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读完此文，谁能够说半
夏就是草芥，而不是不忘初心、肩负使命的尘世
英雄呢！而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是一种生长
在阴湿之地的植物，它在传统文化中经常被赋
予幽暗、悲伤的象征意义，然而在本书中，作者
却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解读，曼珠沙华先开花
后长叶，花开时不见叶，叶长时花已谢，这种独
特的生长习性隐喻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赋予了
一种植物的悲情特质。

有时候，我们往往会“自以为是”，觉得对
草木很熟悉，很了解，其实经常会囿于传统的
认知，以讹传讹，与正确的答案大相径庭。读

《人间百草》，作者让我们得到崭新的收获。比
如有一篇写茭白的文章，原来人们当蔬菜吃的
那个称之为茭白的部分，是病变后的产物，“它
在生长的时候被黑粉菌感染，感染后变得肥大
畸形且不能结穗生发，它几乎被农人弃之于
岸，被掰掉还能继续生长。在这个过程中，没
病的反而被人们无情地淘汰，有病的却被奉为
嘉良。”奉为“嘉良”的就是我们吃的茭白。这
个故事告诉我们，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上帝
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打开一扇窗”，缺陷也
许不可避免，说不定有时候会有大用处。不得
不说，作者真是写活了人与草木间的互动故
事，且复活了一棵棵草的文化现场，在诸多的

“故事”里和“现场”中，都是一份份难得的可心
与温馨，每一棵草木始终坚持向上的积极姿
态，破土而出的不懈努力，临风沐雨的无畏胆
识和开花结果的朴实夙愿，才是一种正确生长
的榜样，这也是《人间百草》奉送给我们的人生
哲理。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人间百草在
时间里枯荣，也在岁月里留下自己的欢歌，它们
用卑微成就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我们读了

《人间百草》，也许可以像百草一样，在岁月里优
雅地生长。

谷雨读百草，在文字里遇见生长的力量

■马欣茹

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中，水是生命的源
泉，黄河母亲孕育了我们的华夏文明。在
吴鹏先生的《水运与国运》这本书中，中国
的历史也是由水孕育而生的，他将中国的
大江大河与国家的前进历程联系起来，展
现了治水和水利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起到的
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书中的“水”，不仅仅是河水，还包括
渠堰、大海。我们常常从地理的角度去探
讨水的作用，而作者则从历史的维度拉开

“水运”的帷幕。鲧禹治水的成功，使得华
夏文明借助渭水和黄河，扩展到整个北方
大河流域；周人通过渭水和洛水两大水系，
将东西两大水系连成一片；“晋水之战”影
响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秦国建造的都江堰
成就了历史伟业；隋炀帝主持开凿了纵贯
南北的隋唐大运河，形成沟通全国的水上
交通完整体系，加速了南北的一体化；而后
的京杭大运河，初步将中原和塞北融合为
新的南北统一体……

“水利”一词最早使用于秦。我们从都
江堰中看到古人的智慧，天地万物都为他
们所用。鱼嘴工程把江水一分为二，清水
顺其自然地进入内江，而泥沙和浊水则进
入了外江；引水工程宝瓶口设置在凹岸处，将清水引向成都平
原，把泥沙和砾石抛向凸岸，并被水流冲走，不仅保证了水的清
洁，还防止了泥沙的堵塞；飞沙堰在枯水期将江水抬高，引入宝
瓶口，在洪水来时，多余的水将越过飞沙堰流走，既保证了水的
供应，又防止了洪水的泛滥。也许秦昭襄王怎么也没有想到，当
初用来满足行舟运输军队、粮草的军事需要，在灌溉农田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无形中也促使秦国的进一步强大。

在今天，都江堰依旧适用，令人叹为观止。而郑国渠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秦国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看到了秦国在郑国渠修建
中所展现的宽广胸怀和长远眼光。对于秦国而言，水成为了“利
器”，国家之运与水运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书中有两个观点令
我印象深刻。

首先，对“水德”的运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五德终
始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应取而代之，因此秦朝被定为水
德。但是秦国违背民意，取而代之的是实行严刑峻法的治国方
针，最终加速了它的灭亡。而汉朝重新定义水德，效仿水的顺从
之性，顺应民心民意，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在关中平京
兴修水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文景之治”。可见，不论对哪一德
的运用，都要顺应民心，对同一水德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

其次，“海洋成了清朝挥之不去的梦魇，却是中华民族走向
新生的历史起点。”这句话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
过去。谈到“闭关锁国”，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或许是因它带来的
落后和多年的忍辱负重。换个视角来看，它也是中国在成长中
所必经的抽丝剥茧般的疼痛。

作者的笔触生动细腻，严谨的同时不失幽默风趣。此外，作
者对于史料的运用也是多方印证，引用了相关的古诗和典籍，讲
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可谓是一本生动的结合历史、地
理、语文三者的“教科书”。

也许郑国渠只是历史中的一条河流，却牵动了未来上千年
历史的进程。换言之，
历史中所有的“水”，又
何尝不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呢。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
院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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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华

近读一部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100周年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生命线》，
它是从事军队政治工作40多年的现役陆
军中将雪松（笔名），通过多年对东北解放
战争的深入考察，创作的以辽沈战役为宏
阔背景的50余万字长篇小说作品。

《生命线》以军队政治工作为切入点，
引领读者穿越半个多世纪风雨，回望那段
镌刻在我党我军史册上的悲壮岁月。从
1945 年 8 月我军进军东北，到 1948 年 11
月辽沈战役打响，作者以深厚的笔触，再
现了东北战场著名战役与重要事件，如三
攻本溪、七道江会议、三保临江、四下江南
作战、攻打锦州……历经三年多苦战，人
民军队由弱到强，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可
一世到全线溃败。小说通过对国共力量
此消彼长、战争局势根本逆转的全过程描
写，讴歌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凸显了以赵云鹏为代表的军队
政工干部开展政治工作的举措，彰显了政

治工作对于人民军队打胜仗、赢民心的重
要意义。

当虚构的人物故事发生在真实历史
背景下，人物命运便与时代建立了紧密关
联，由此作为背景的历史事件愈加厚重。
抗战胜利后，内战一触即发。我军独立旅
政委赵云鹏与国民党第25师师长牛秦川
曾是大学同窗，赵云鹏在抗战期间曾救过
牛秦川，但不同的信仰让他俩在东北战场
兵戎相见。直到大战前夕，二人才知对方
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

作为充满矛盾性与复杂性的悲剧反
角，令牛秦川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拥有
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不过共产党的
军队？而这正是《生命线》以浓墨重彩揭
示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打的不仅是军事
仗，而是政治军事仗。

作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典范的赵云
鹏，受过高等教育又历经战火淬炼，身为
旅政治委员的他始终牢牢把握着所在部
队的政治方向，并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
到人心里——他不但以理服人、以情动
人，更注重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赵云鹏
的搭档、旅长钟守田是被我军改造过来的
俘虏（又称解放战士），出身贫苦作战勇敢
的他讥笑政治工作是“玩虚的”，结果屡屡

“踩雷”出问题，后在赵云鹏帮助下，于战

争中得以成长进步。
作品通过一个个故事，润物无声地实

现主题表达。拥有了土地的农民自觉拥护
人民军队，踊跃参军保护自己的土地，人民
军队迅速壮大；百姓冒着炮火推着独轮车
支前，呈现出“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
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
肉送去上战场”的感人场景，这一切令国民
党绝望：“土改政策挖了国民党的‘根’也铸
就了共产党的‘魂’，我们不是在跟共产党
打仗，而是在跟全国老百姓打仗啊！”

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困境，人民军
队不断改进红军时期就开始执行的俘虏转
化政策，力图将解放战士改造为我东北战场
兵力的主要补充来源。赵云鹏摸索出一套
转化方法，其核心即因人而异展开思想、情
感、政治“三个认同”教育，让战士们从根子
上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

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的景
象，同样通过大量情节展现：初入城市，官
兵们蹲在雪地里吃饭，绝不踏入百姓家
中；作战勇猛的团长冯进军因斗殴走火误
杀土改队长，赵云鹏忍痛下令行刑：“纪律
是把刀，谁碰谁流血啊。”

哪怕身处困境，赵云鹏身上始终闪耀
着信仰的光辉：他被诬陷停职“贬”到收尸
队、俘虏转化队，几起几落跌至人生谷底，

依然坚定对党的信仰。铁面无私的他并
非不近人情，而是以“真”“实”“细”的政治
工作温暖着广大官兵的心：钟守田的未婚
妻千里寻来部队，极度困难下为让钟守田

“体面”地娶上媳妇，赵云鹏拿出留给老父
亲的唯一一件新棉衣……

从战场拼杀到人性冲突，从生离死别
到情感纠葛，上至国共双方高层，下至支
前百姓、敌特分子等人物均有生动呈现，
情节跌宕起伏。《生命线》将深刻的思想性
和生动的艺术性有机结合，有力地阐明了
一个真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
线”，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始终立于不败
之地的制胜之道。从这个角度说，由重庆
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生
命线》，可谓是一部全方位阐释我党我军
政治工作的教科书式文学作品。

一部生动的军队政治工作教科书
——长篇小说《生命线》读后

■南风子

我在一个月夜里，打开素净、淡雅的
《米仓山下一块田》，仿佛是打开了20扇
绿色的魔术之门。此时，月光如瀑，光洁
得像山间清泉。

这本诗性充沛、童趣盎然的散文集，
延续了作者李姗姗情真意切、清新动人的
叙事风格，是其向自己的精神家园米仓山
致敬的又一力作。近日这部作品在京举
行了研讨会，众多专家、学者、文学界人士
等围绕其及儿童文学创作展开了深度的
交流对话。

全书以季节为序，分为“春播”“夏花”
“秋收”“冬藏”四章，20 篇散文。每打开
一篇，就进入了一个山乡秘境和一个独特
的童心世界。其中藏有三个密码：美、成
长和爱的密码。

风景之美，一半在景，一半在人。人
在寻觅风景，风景也在寻觅人——那个懂
它的人。作者无疑是最懂米仓山之美的
人之一。因为她有一颗炽爱米仓山的心、
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发现美的眼睛，天生给了我们一部
分，但是更多的部分需要我们去练习。小
读者跟着作者的笔触，看见米仓山的隐秘
之美、深层之美，也就是在练习这双发现
美的眼睛。简单地说，就是掌握美的密
码。烟囱里冒出袅袅青烟，是小瓦房在做
深呼吸。一个个“肥球”是一颗颗玉米种
子温暖的窝。手摇风车吹出来的麦子，是
一曲长长的歌谣。水稻田是田字格，秧苗
则是一个个碧绿的字。当风吹来，火苗像
被惊吓的蝴蝶，一下子飞走了。一个装有
落牙的火柴盒就是一个许愿盒，装有两个
梦想。因此，小读者会感受到人融入自
然，如同一滴雨珠融入河流，会变得那么
惬意，又那么无限。20篇散文，又是20次
春风化雨的生态之旅。

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先生曾说：“成
长”书写是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命
脉”。在这本书中，关于成长的密码，像一
滴天然营养的蜂蜜融于水中，无形而有味。

成长的密码之一：以欣赏的眼光去打
量这个世界，在一草一木中发现美，看见一
事一物的本真。由黑粪土、泥巴和大粪混
合而成的熏得睁不开眼的粪球，在爸爸的
引领下，作者发现它的味道不那么臭了，变
得好玩了，因为她明白了“没有肥球的臭，
哪来面团的香”。暮色中的作者来来回回
拾掇肥球，像是一只开心的“屎壳郎”。

成长的密码之二：当自己需要什么，
不是向大人、他人索取，而是用自己的头
脑想办法，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因此
作者想要一双鞋，她会默默扛着一把小
锄头，提着一个竹筐子，走向田野，采撷
过路黄、车前草、夏枯草、益母草……这
些散发着药香味的草儿，会变成一双漂
亮的鞋子。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就是
关于成长的箴言：“如果我想买一双鞋，
我会先看看自己的手”（《如果我想要一
双鞋》）。

成长密码之三：永葆一颗童心，以五
彩的童趣照亮日常生活。当作者有点生
爸爸的气了，她就使劲踩一下爸爸留在泥
地上的脚印。当她踩着一双绣有花蝴蝶
的鞋垫，她的每一步都像轻盈的舞步，花
朵盛开，蝴蝶展翅，云朵飘动。最终，成长
就是把自己的心，炼成一颗独特的钻石，
去聚拢和折射这个世界的光，给世人带来
一种夺目的美。

米仓山下的楼房村，很偏远，是养育
作者的地方。这里的日子，很瘦很单薄。
很多大人在外打工，留守村庄的多是老人
和小孩。但是，作者的生活，并不因此失
去色彩，并不因此清汤寡水。作者是爷爷
称职的农具管家。当她把农具整整齐齐
地挂在了墙上，就像看见了自己有一口整
齐的牙齿。作文好、写字好的她，成了村

里的“写信高手”“小小代写信员”。她替
老人们把他们的思念与爱写在一张张信
纸上，寄给在远方打工的亲人。

故事似乎是小说的专利，但其实散文
也可以和它结缘。本书虽是一本儿童散
文集，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幽默、生动的
故事因子，这些因子无疑使得作品更具吸
引力。《蜂窝煤笔筒》生动描写了“我”因为
好奇学着妈妈做蜂窝煤的趣事，一波三
折，扣人心弦。文中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
动的情节设计，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们的
乐观精神和创造精神。

作者的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散
文皆擅长，又善于在字里行间炼出灵动的
诗意，如楼房村的春风、山泉，白云一样清
新自然；精于调配各种色彩，使景物描写
呈现出水彩画般的效果。再配上绘本艺
术家贵图子画出的雅致美图，读者似乎可
以看见米仓山的秘境，嗅到森林里野草与
树木交混的清新之味，听闻田园里的风
声、雨声乃至花开之声……

《米仓山下一块田》是一本童书，又可
说是三本书：美之书，成长之书，爱之书。
美丽的风景，与美丽的心灵融为一体。小
读者在美的享受中，获得诗性体验与人生
启悟，获得一块肥沃的、充满灵性的心
田。这块心田，必定会长出一片美丽的、
芳香的花园。

送给儿童一块田和三个密码
——读《米仓山下一块田》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