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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来，本人参观这个展馆那个展馆可
谓多矣，所获印象也不尽同：有的展馆主题重
大，气魄隆盛，内容丰厚，一般说来自然是有
收获有教益的；但也不可否认，有为数不少的
展览也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商榷之处，
至少对相当部分参观者说来，还
是有并非微疵那般的缺憾。
当然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
的。

但不久前，我本
人在半年多因疫情
封闭居家第一次离
家赴外地采风，在
皖西大别山区的
霍山县太平畈参
观了一个石斛文化
博物馆 (这仅是此
行 采 风 活 动 的 一
项)，也许事前我的期
望值并不是很高，而看
后又觉相当不错之故，这
个不大的博物馆却给我留
下了极深的印象。回京以后，我
一直想把这种良好的印象写下来，
至今才终于如愿以偿。

我的这些印象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一是总体感觉上的明媚、谐和。当时即

给了我也算见多识广的耄耋之人，烘托出一
种相当温润的氛围。过去看过的不少博物馆、
展馆，至少在我个人的感觉来多是比较封闭，
比较暗郁，甚至还有某种沉重感(无论何种内
容的博物馆、展馆往往都有一些)。而眼下的
此馆虽不甚大，却使我心胸开畅。也许当日我
心绪不错，但也不能不承认客体环境的良性
影响。在我的印象中，此馆的各种设置大多是
以浅黄、嫩绿和乳白为主；在电灯光映照下自
然使参观者的心情较为轻松而怡然。这种感
觉无疑会有助于参观者很乐于看下去，而不
致因过于肃重使之易于感到疲劳。

看来，大环境虽小而开阔，色调明媚而
温润，气格上较为纯朴而不“土气”，至少是
与展示的内容相谐调；甚至类似内容的博物
馆、展览馆亦可参照并合理吸纳其精髓。我

认为。
二是整个展览贯穿着
一种求实的风格。我们

大家都知道，霍山石
斛远近有名，许多
人在未来霍山之
前 可 能 都 略 知
一二，但却未必
知其详。来到
霍山，通过参
观石斛基地，
看博物馆，增
进对这种名产
与上佳药材的

了解与认识是非
常有益而必要。我

觉得，石斛博物馆肩
负着这一职能是自然

的，正当的宣传效应亦应
充分肯定。但在我参观的整个过

程中，却半点也没有感到那种炫示，更不必
说是炒作的成分。也就是说，展览就是展览，
而绝非商业化的营销活动。主办方的这种求
实风格，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减弱它应有的宣
传效果，反使崇尚实在精神如我者更加认真
与重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展板和
解说员的介绍中，无论是高职位还是名人以
及普通的体验者，对石斛的评价都是有啥说
啥，解说时也都一视同仁，不搞那种不必要
的“区别对待”，借以吊起参观者的胃口。

我想，博物馆、展览馆的求实风格肯定
会提升展览的品位，使最大多数的展观者增
强了应有的诚信度；而我，就是这其中的一
个。因为，只有诚信才觉可亲；只有真实，才
更能接近主体与客体的距离。这也体现出主

办方真正的智慧。
三是展示的内容彰显了举办方的博识

眼光与博彩的举措。不机械地拘泥于石斛这
一点，而是由此点辐射开去，将其相关和联
想到的物事集拢于此，使人大长见识，陡增
趣味，使此博物馆别开生面，丰厚而大气。由
草木之一隅而引申出一幅更广阔的人文天
地。此点颇值得称道。

由石斛及与此相联系的知识和人物，由
张仲景到葛洪，由李时珍到现当代的“石斛
王”何云峙，由一点而推演至中医药宝库。展
示中还引申出一系列相关的故事，仅凭我记
忆中的如：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而遣方士徐
福率童男童女至东海“仙山”觅“长生不老”
药。此故事中徐福出发地传说之一就是笔者
的家乡黄县。所以我观后别有一种亲切。由
长寿话题又引出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其人寿
至八十有余)。还有，由石斛之多方面功效又
引出旦角泰斗梅兰芳以此保持嗓音的清润，
使我这个京剧爱好者又增几分情趣。等等。

多识而使人多知，多采而使观者兴意盎
然，可见此博物馆的特色非常鲜明。

其次，我还要单说说本馆的解说风格，
我将其归结为活泼灵动，寓轻松于庄重，这
与上述全馆的总体风貌当然是统一的。体态
灵巧的女解说员呈现出的是一种自然而不
呆板的气派，所以常常使我忘记了她的解说
员的身份，而是一位研讨会的发言人。我倾
听她的发言内容，以至偶尔也有少量插话。
我记得我曾问她：“这个博物馆从头到尾是
多长时间建成的？”她回答的具体时间我忘
记了，但肯定不是一年半载建成的，我问话
的出发点是：如此颇具匠心，内容丰润(我这
是未用“丰富”这个词儿)的博物馆，不可能
是很短时间草草弄起来的。干任何事业，都
得付出足够心力才成。

我受感慰的是：此馆的解说风格在我听
起来是完全平行的、平等的。它既不是解说
者“高”于参观者：从容我说你听，我教你知；
又不觉得“低”于参观者：我单纯为你服务，
我是个动嘴的职业“服务生”。也许是因为我
从小酷爱平等所致，才会如此的敏感。

平等，不是表面上，而首先是心灵中的
平等。

名家，石英先生。此谓于先生，堪称实至
名归，当之无愧。

石英先生系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
解放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
历任《新港》月刊编辑，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
编辑兼《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协副主席，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编审，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说石英
先生著作等身，毫不夸言，已经出版著作百余
本，逾千万字，其中有长篇小说《同在蓝天
下》、《离乱之秋》、《火漫银滩》、《血雨》、《密
码》等，诗集《故乡的星星》、《石英精短诗选》
等，散文集《秋水波》、《母爱》、《石英杂文随笔
选》等，短篇小说集《气节》，中篇小说《文明地
狱》，传记和电影文学《吉鸿昌》，专著《怎样写
好散文》等，并多次在全国获奖。

2020年7月，石英先生率中国散文学会考
察评估组，来霍山县和霍山县东西溪乡，对霍
山县申请创建“中国散文之乡”，东西溪乡申
请创建“中国散文小镇”事宜，进行实地考察。
我有幸全程陪同考察评估组一行。

考察闲暇之时，7月29日，石英先生应邀
前往“中国石斛之乡”的太平畈乡参观。该乡
位于大别山主峰白马尖脚下，山高路远。一路
上，仆仆风尘无法抵挡石英先生的热情，这位
被业内同行称之为“文学常青树”的“80后”，
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谈吐优雅、逗趣幽默。石
英先生坚实的步履，铿锵的话语，让同行的
人，无法与之和87岁高龄相比肩。石英先生既
向我们讲述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又畅
谈几十年来对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的独到
见地，令我这个晚辈深受教育和启迪。

返京不久，8月7日，我收到石英先生寄赠的32万言的《石英文
学作品精选》，在扉页上，石英先生亲笔题签并加盖印章。石英先生
的逊言令我诚惶诚恐，“老石”的留名让我承当不起。在电话里，我
向石英先生表示深深的诚谢之时，也斗胆向石英先生提出请求，请
他为霍山“中国石斛之乡”的行程奉赐佳作。石英先生欣然应允。

8月20日，石英先生就从北京寄出了大作《温润·求实·博识·
有生气——— 参观霍山石斛文化博物馆所感》。文章的精美和厚实自
不必言说，稿纸上石英先生是一笔一楷，工工整整全部手写而成，
这令我这个小辈对石英先生，顷刻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随文
附函中，石英先生说明了成文的初衷和缘由，并谦逊地嘱咐我，“如
有不妥之处，请予斧正。”同时，吩咐我将“改”后的打印稿，寄给他
二份，“以备后用”。石英先生虚怀若谷的情怀，令人顿感钦佩。拜读
石英先生厚重的文字之后，可能是侍名人而自重的心理作祟，也可
能是受到石英先生让我“斧正”的鼓励，我斗起胆子，摆开架势，为
石英先生“改”起稿来。

石英先生是第一次来霍山，到太平畈，听到的人名、地名和相关术
语等，因为介绍的同志普通话水平所限，加之随访的百姓讲的都是当
地土语，石英先生落字时难免有所差异。说到“改”，其实，我只是遵嘱
作了一点地名、馆名的校正，多音字的规范，个别重复处的删除。

“改”定后，将打印稿寄给石英先生审阅，我也附函作了一下说
明，告诉石英先生，我增加的部分用红字标示，建议删除的部分用
底纹标示，“不知是否妥当？望先生明示！”

不久，我就收到石英先生9月4日从北京寄出的审阅稿。展开文
稿，让我感受到石英先生极其认真而又精细，对于我标示建议删除
的部分，石英先生又用黑色毛笔，在上面重重地涂抹划掉，对于我
建议增加的部分“照单全收”。在文稿上，石英先生自己改动了一个
字，就为这一字之改，他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就改动的理由作了说
明。见微知著，石英先生精益求精的精神，严谨细致的行为风范，可
见石英先生对待事业的执着，对待人生的热情，对待他人的暖意，
这些对于我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我只能将这份敬畏珍藏于
心，铭记和效法。

我为石英先生“改”成文稿，已经有一些时日了。每每回味此
事，都会令我这个晚辈和后生，心绪难以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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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霍山山石石斛斛文文化化
博博物物馆馆馆馆内内一一隅隅。。

22002200年年1100月月2233日日，，CCCCTTVV大大型型融融媒媒体体行行动动《《走走村村直直播播看看脱脱贫贫》》，，走走进进太太平平畈畈乡乡
王王家家店店村村((安安徽徽省省石石斛斛示示范范村村))现现场场。。

石石英英先先生生考考察察宋宋家家河河古古村村落落，，欣欣然然为为古古村村文文化化题题字字。。

寻找心灵的诗意栖居地
——— 陈斌先长篇小说《憩园》读书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汪娟/文 流冰/图

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窗照在每个人的脸上，也照
进每个人的心里。屋内，大家娓娓而谈，分享一本好
书带来的震撼，共同探讨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如何寻一方心灵的净土，让自己的灵魂能够诗意栖
居……12月19日上午，六安市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
“寻找心灵一方净土，共读《憩园》”的读书分享活
动，让一群热爱读书的人们相聚到了一起，并拥有了
一次难忘的读书分享体验。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有一些城市的创
造者和传统文化的守护人。在大时代的浪潮冲击中，
他们无可避免会有不同的人生际遇，也会面临许多新
的人生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在时代的大变迁下
寻找灵魂栖息之地，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作家陈
斌先最新长篇力作创作《憩园》正是有意探寻这一现
实问题的答案。小说以滨湖市鞍子山开发为背景，塑
造了一群植根于时代土壤的鲜活形象，通过一场场爱
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憩园这个别墅群的
深层隐喻：面对时代的裹挟与冲击，每个人都在苦苦
寻找生命的出口之处和灵魂的安居之所。

“有一个时期，我的内心很不平静。我就很想写
一点什么，让自己能平静下来。《憩园》就是在这样
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分享活动的一开始，作家陈
斌先说出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当天读书活动，特邀了两位“重量级”嘉宾———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达敏，以及安徽文艺出版社编
辑部主任、副编审周康。

作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
评委，王达敏从专业的角度剖析了长篇小说《憩
园》，他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主流，一阴一
阳，这之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丰富的文化信
息。洞悉儒道，方能知晓天下运势、社会演变和人的
生存大法。

201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其主旨要义就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
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层、更持久的
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
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

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特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巧合的是，陈斌先于201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响郢》和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
说《憩园》，正是对这一伟大的国家工程的呼应，二
者一儒一道，一阴一阳，《响郢》是“儒家伦理的现
代沿革”，而《憩园》则是“道家思想的当代启
示。”

除了对这篇新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王达敏也
对陈斌先多年来坚持写作的精神赞誉有加。他感慨
地说：“这么多年，陈斌先和我聊得最多的就是文
学，文学就是他的梦。”

“现代纯文学的读者群越来越少，今天看到现场
来了这么多爱读书、认真读书的读者，我觉得非常高
兴。首先要祝贺陈主席的新作正式出版，其次是感谢
陈主席将这篇长篇力作交给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
是对我们地方出版社的一种信任和支持。这几年陈主
席创作颇丰，一直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而《憩园》
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它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
们如何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的问题。在作品中，他把
自己这些年的许多思考都带入了其中，所以特别能感
染人。”作为《憩园》的责任编辑，周康也从专业编
辑的角度，给予了作品高度的评价。

两位“大咖”分享完自己的心得和感悟之后，现
场的读者就自己心中的“憩园”以及对于作家的印象
展开了真诚而热烈的交流。

在读者吕树国的眼中，《憩园》是一部“严肃厚
重的小说”，无论是在主题还是语言、人物塑造上，
都充分体现了作家严谨的思维、高超的写作水平。让
读者在极具质感的语言叙述中，体验到了一种不同于
其他阅读时的“严肃之美”。

在陈斌先的好友邵有常眼中，陈斌先有两点让他
十分钦佩：“第一点就是对文学的尊重。无论何时，
讲到文学的时候，他都是十分虔诚的。陈老师这几年
的创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是
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他在写作上的勤奋也让我非常
佩服。可以这么说，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倾注了他
的很多心血。”

在读者分享会现场，还有一位小读者的发言，给
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零零后”读者是一位
热爱阅读的学生，她坦言自己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读
书。有一次，同学们正在讨论一个网络热词，她却表
示闻所未闻。大家都讥笑她“跟不上时代”。为此，
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应该继
续坚持读书的爱好。

听了这位小读者的倾诉之后，大家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大家纷纷从自己的人生经历说起，告诉这位小
读者，阅读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后来的人
生之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家勉励她，坚持
“做自己”，继续读书、读好书。

……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中的家园，因为对

生命的追寻，让我们又向往着精神的家园。憩园，是
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温暖的词，它不仅仅是我们身体
休息的地方，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倦鸟归林，鱼翔
浅底，愿我们每个人在熙熙攘攘的红尘中，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丰盈而又宁静的憩园。”在主持人温柔的
话语中，整场读书分享会接近了尾声。

“心之安处，即是吾乡。”整场分享活动在所有
参与者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让大家对于
《憩园》这部小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正如陈斌先
在活动结束时所说的那样，“引导人们去读书，读懂
小说，在分享的过程中，能够达到灵魂深处的触动与
交流，我想，这就是读书分享活动最大的意义所
在。”

中中国国小小说说学学会会副副会会长长、、中中国国小小说说年年度度排排行行榜榜评评委委王王达达敏敏
((左左))，，与与长长篇篇小小说说《《憩憩园园》》作作者者陈陈斌斌先先((右右))。。

分分享享会会一一隅隅。。

编者按

2020年7月，著名作家石英先生率中国散文学会考察评估组，来到我市霍山县，对霍山
县申请创建“中国散文之乡”，东西溪乡申请创建“中国散文小镇”事宜，进行实地考察。回京
后，石英先生很快寄来《参观霍山石斛文化博物馆所感》。
12月19日，市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寻找心灵一方净土，共读《憩园》”的读书分享活

动，让一群热爱读书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并拥有了一次难忘的读书分享体验。
今日特别推出，以飨读者！

温温润润、、求求实实、、博博识识、、有有生生气气
——参参观观霍霍山山石石斛斛文文化化博博物物馆馆所所感感

石石 英英

石石英英先先生生深深入入
太太平平畈畈乡乡考考察察““国国
家家基基本本药药物物所所需需
霍霍山山石石斛斛原原种种建建
设设基基地地””，，听听取取霍霍
山山石石斛斛协协会会会会长长、、
安安徽徽省省非非物物质质文文
化化遗遗产产““枫枫斗斗泡泡制制
技技艺艺””第第十十一一代代传传承承
人人何何祥祥林林，，介介绍绍霍霍山山石石
斛斛的的生生长长特特性性和和效效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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