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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强

（一）
泸定文艺界人士都亲切地称朝

书是“我们泸定的女秀才”。
（二）

十一年前，朝书刚走进 《甘孜日
报》 社时曾受到记者杨丹叔的指导。
丹叔和笔者是老朋友，因此，对朝书
时有接触，但并不十分熟悉。 对她认
识和了解的升华，是在今年 5 月。 我
看了她的处女文集《从大渡河到金沙
江》。

五月中旬，笔者一连数日 ，认真
阅读了她的文集，一气读完后，情不
自禁， 在其扉页上， 写下七律一首：
“大渡河畔留足迹，金沙江边闪身影，
采访何惧艰辛苦，奋发耕耘天酬勤。 ”
但觉言未意尽，再作以下文字对朝书
之书的读后感。
读后感一：
不患人不知 惟患学不至

朝书踏进报社门槛， 可以说，这
门事业对她是陌生的。 之前，她没有
经过新闻写作的专业培训，也未得到
过任何新闻大师的指点， 然而一上
岗，就直接安排她担当记者工作。 她
在《我们的记者生活 10 年》中写道：
“没有培训，直接上岗，第一篇报道是
会议消息，完全不知道怎么下笔。 ”

怎么办，她进入了三个门道。 一
与几位考入报社的新手，经常聚在一
起， 商讨研究一篇文章该怎么写；二
向老报人， 如胡庆和、 杨丹叔等学
习 ，认真地钻研 、探讨他们写什么 ，
怎样写 ；三请教书报 ，买回一本 《普
利策新闻奖作品集》， 反复阅读、深
刻揣摩。 细读深咽 《中国青年报》、
《南方周末》等报刊。 通过以上努力，
她不仅对写新闻有所步入， 而且还
领悟了 “新闻的魅力就在于开放
性 。 ”并下定决心 “我会在 《甘孜日
报 》创造出属于我自己 （风格 ）的新
闻。 ”天道酬勤。 第二年，她的《雪山
催开 “情花 ”香 》见报 。 这篇事件通
讯， 不仅宣传了情歌故乡利用优越
地域条件， 发展特殊经济， 还为拓
宽 、延伸 “康定情歌 ”对外面世界的
影响产生了作用。 你可以耳听一曲
康定情歌， 还可以眼观万盆康定情
花。 此篇可以说是朝书迈出成功的
第一步。

紧接着的几年中，她的新闻通讯
写作步入了自己设计、 自己追求、创
新塑造人物的境界， 在她的笔下，有
打工妹的烦恼和梦，有年逾古稀的修
女祈祷天下太平， 年青阿訇的心声，
自信勤奋的藏族女大学生， 还有僧
侣、普通村民，甚至还展现了修表匠
的社会生活，细读起来，津津有味，令
人悠思遐想。 王朝书在践行自己的诺
言， 在创造属于自己风格的新闻，笔
者读《甘孜日报》已半个多世纪，可以

说 ，王朝书的新闻通讯 ，为甘孜日报
社新闻通讯园地荡起一股新鲜的花
香味。
读后感二：
千秋龟鉴示兴亡 仁义从耒为国宝

踏入新闻门槛 ，历时十年沧桑 ，
王朝书总结出新闻队伍里 ， 有两种
不同新闻观 ：一种以宣传为出发点 ；
一种以人为出发点 ， 指导她的老师
杨丹叔 ， 就是力主以人为出发点的
观点 ，在他的新闻作品选集 《我们这
一代 》 中 ， 已突出鲜明地显示了出
来。 深受杨丹叔影响的王朝书，在以
人为出发点的这个观点上 ， 还充分
流露出了以仁爱 、 忠义为旋律的人
生观 。 文集中 《余强的生命危在旦
夕 》等五篇连续报道 ，就是朝书以人
为本的强烈展现。

2007 年 4 月 7 日，她专程前往捧
塔乡看望肾病患者余强，之后到州医
院血液透析室看望，与愿为余强捐肾
者通话，一直关注到 6 月上旬。 期间，
朝书为余强治病之事 ， 专访了民政
局、司法局、卫生局 、康定县委 、县政
府等多家部门， 为余强咨询政策、呼
吁救助、争取捐资。

像这样为挽救一个普通患病山
民 ，连续奔波达三个月 ，发稿五篇约
计万字为患者呼吁求救，且与患者非
亲非故，在笔者这个业余记者的人生
道路上，还是首见。
读后感三：
厚重情怀 跃然纸上

乡城县水洼乡西洼村村民杨素·
泽仁拥宗的故事，早在数年前杨丹叔
的《我们这一代》中《湮没了半个世纪
的真情 》一文中读过 ，那是一篇仅有
1600 余字的人物新闻稿。 今天，在朝
书的文集题为 《历史不会忘记 ，人民
不会忘记》一文中又重读到。 虽然此
文是在冠以“人物通讯”的栏目中，但
此篇长达 6000 余字的 “人物通讯”，
笔者认为应当称得上是一片优秀的
“报告文学”作品。

王朝书心怀极度热爱、尊重的心
情 ， 走进了泽仁拥宗家黑色的藏房
中。 当年丹叔来访时，泽仁拥宗还活
着，可今日朝书来时，人已仙逝，阴阳
两隔， 记者想要听到她的感人故事，
只有他的女儿曲珠说话了。

关于泽仁拥忠为帮助红军而遭
受的痛苦和磨难以及她崇高的品德
和言行，读者可以自己去品读这篇文
章。 这里，笔者只粗说一点对王朝书
写作的感受和体会。

王朝书采访细心 、深入 ，对被采
访人物，视为亲人，倾情达意，进入人
物的灵魂境界。

泽仁拥宗家住进的红军伤病员
中，因一红军患伤寒，家人受感染。 不
到一月， 先后有八位亲人失去生命。
拥宗没有吵闹，冲出门去抗争。 为什
么？ 她女儿告诉记者：母亲讲过，出去
也是死， 而且还有可能传染给别人，
因此，何必害了人呢。

后来，拥宗带着幸存的小女儿，走
上漂泊之路， 历经了十六年苦不堪言
的煎熬岁月。而当解放后回到故乡，拥
宗无怨无悔，没有向党和人民索求，反
而称道共产党带来了幸福生活。

对于上述情节，朝书写得鲜活生
动、感人肺腑，字字句句 ，浸透血泪 。
笔者在读此文时 ，也淌下泪水 ，记住
了朝书在文章引题的话 ：“让我们记
住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藏族妇女”。

令笔者佩服的是，朝书于人性出
发，敢写真话，她在文中说 ，当年 ，因
为丹叔采访见报 ，拥宗一度成为 “英
雄”，相片贴上墙头。 “但，实惠的照顾
老人却没有得到一点。 ”虽然拥宗叮
嘱儿孙 ：“不要伸手向国家要东西 ”。
但对于今天在为老百姓服务的公务
员们，难道不该给予老人一点实惠？

（三）
朝书从新闻战线的门外汉到熟

练工 ， 在十年磨练的过程中不怕吃
苦，艰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方有今
日的成就和收获。 她自己在回忆中写
道：“在曲登乡 ，因为缺氧 ，我休克在
那里 ；在虾拉沱村 ，没有人管我们的
食宿。 在塔公乡，连续两天吃寺庙斋
饭”。 总之，记者生涯中，王朝书吃了
苦 、受了罪 ，历经了艰辛磨难 ，始终
“将自己的手、脚、眼、嘴、耳 、心与被
采访者相连”。

朝书在成长经历中历经挫折 。
但她没有滞停手中的笔 ， 而是向既
定目标前进 。 她说 ：“我渴望通过新
闻力量推进社会发展 ， 那才是一个
记者真正的人生。 ”正是这种信念和
理想 ，激励她吃得苦中苦 ，创造了属
于自己风格的新闻而受到广大读者
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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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菊梅

原本以为和康定的缘分只是几年前的一次邂逅，
现如今相处了几年的这座小城让我难以释怀。 不仅仅
是因为我的家在这里， 更多的是每天都会看到的小感
动、小幸福。

两年前,由于工作原因,我来到这座小县城。 人大凡都
是这样，只有相处长了才会有感情、才会有依恋、才会有情
愫，对于凡人一枚的我也不例外。 这个小县城的一个个小
幸福，卖水果的中年夫妇的爱情，将军桥上战友谈笑风生
的友情，下雨天送子女上学的亲情……累积起了我对这座
城市的依恋，舍不得。

在寒冷的康定， 我每天上班都会路过东大街的水
果店。 喜欢在他们家买水果的原因，一来他们家的水果
很新鲜，二来这对卖水果的中年夫妇的情感让人艳羡。
康定的天气大家都知道， 一年四季难得有几天是艳阳
高照，冷是一年的主色调。 每天清晨路过这对中年夫妇
的水果店时，你都会看见，水果店的男主人总是一个人
在守着店子。 由于好奇，大家都认识，打个招呼在所难

免。 “这么早，怎么一个人？ ”他总是笑笑到，“天气冷，等
天暖点在喊她”。 这么一句质朴的话让人感动。 我喜欢
这样的爱情，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早已失去了年轻
时那铮铮承诺所带来的激情，更多的一种习惯而已，习
惯去关心一个人、爱护一个人。 喜欢在康定寒冷的清澈
听到这么一句质朴的言语。

在艳阳高照的日子，大多数人喜欢坐在桥上晒晒
久违的太阳、聊聊近日的趣事。 当然，这么好的日子，
我们一家人也会带上孩子到桥上去叙叙亲情 、 听听
别人的故事，李大叔和罗大叔就是其中两位。 这两位
大叔喜欢下象棋 ，每次遇到他们都是争执不休 ，但最
后总是言归于好，结束今天晒太阳的日子。 由于我们
家孩子长得有点招人爱 ， 他们总是喜欢在我们家孩
子身上找找 “乐子 ”，也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也渐渐熟
悉起来。 从后来的聊天了解到，李大叔和罗大叔年轻
时是一起工作的同事 ，用他们的话说 ，他们是一起并
肩战斗过的好友。 现在大家都退休了，没事大家就聚
到一起聊聊天、叙叙旧。 这种一辈子的情谊在大千世
界里能够固化的又有几许呢？ 他们这么一对，年轻时

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 到了如约黄昏后的年纪还能一
起叙叙，真好！

在阴雨绵绵的日子， 康定最忙碌的莫过于送子女
上学的家长了。 每每看见送子女的家长用一把雨伞为
孩子撑起一片暖暖的天空，不时滴落的雨滴总是打在
父母的衣角上。 此时我想到了我自己，我也是有家的
人 ，物质充盈的我们时常忘了关心家里的人 ，更多想
到的都是自己。 现如今身为人母的我又如何去给自己
的孩子撑起一片天呢 ？ 迷茫和不知所措总是围绕心
田。 为这个问题我和爱人不知道争执过好多次，我认为
孩子要你抱抱的日子就那么几年，等他大了，你不再是
他的依赖，那份失落感还不如就用现在的这份依赖感来
交换！ 我喜欢“溺爱”自己的孩子，也喜欢欣赏别的家长
对孩子的那种“溺爱”，这份爱是满满的、没有羁绊的、更
是酣畅淋漓的……

如今在这座小城生活了几年， 喜欢走在康定的大
街小巷里，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古色古香的街景，更多的
是因为这里大街小巷给人的小感动、小幸福 ,希望有缘
的你也来这座小城感受一下吧。

康定的小幸福

在雄鹰与雪峰的两肋之间
是一米阳光的分量
青稞酒的野性
穿透天宇的胸膛
情人的眼里
又多了两片云彩
湛蓝的晴空
一泻千里
靓丽的高原红
从勤劳的双手流出
酥油
糌粑
和卡萨湖的情梦
宗塔草原是牧歌的原唱
咯瓦拉翁是仙境的影像
鲜水河是章古儿女的乳娘
我站在望果大道
回望
东方又升起了
一轮金色的太阳

土地颂

■李敏

读初中的时候，我便开始喜欢草原上的歌曲，接触
的第一首歌是《草原之夜》，歌声悠扬而沉静，后来才知
道这首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
也是中国民歌经典，至今久唱不衰。 虽然当时不懂歌中
深刻的含义，也不知道可克达拉生活多么的艰苦，却对
草原有了无限的憧憬，多想来到美丽的草原上，穿着鲜
艳的民族服装，迎着金色的阳光，在蔚蓝的天空下，在
青青草地上，尽情地奔跑欢唱。

草原之上，一代代留下了和亲女子的足迹，我被王
昭君的故事所感动，离开故乡是悲伤的情愫，是茫茫草
原让她感知了人间的冷暖， 是辽阔的天空把她的委屈
包容，是马上民族蒙古汉子那浓浓烈烈，热血相拥燃起
了她生命的激情。 她热爱和平，爱这个民族，她也爱这
片草原。

上个月和家人一起去了一次我向往的内蒙古草
原 ，走进草原 ，眼前是广袤的牧场 ，碧草如茵 ，野花
遍地 ，牛羊成群 ，骏马悠闲 ，这样的景色怎不让人陶
醉呢 ！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古代民歌，歌咏北国草原
壮丽富饶的风光， 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
情。 读来让人心绪宽广，壮阔雄伟的大山下，天空就像
奇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 天空是
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 草原是牧
民的家乡，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过于丰茂，牛群羊
群统统隐没在那绿色的海洋里。 只有当一阵清风吹过，
草浪动荡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闪现
出来。 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
处都是。多么美的风景啊！天地之间，草原之上，我们是
那么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尽情享受大自然给我们的恩

赐，让生命在草原上飞扬。
草原上的人们热情招待我们，几位彪悍的小伙，美

丽的姑娘分别给我们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和美好吉祥的
祝愿，喝着香甜可口美味的奶茶，吃着丰盛的全羊宴，
听着悠扬的草原歌声。 我们感受到了草原之上蒙古族
的别样风情。 我们也学会了接过酒杯，用右手的无名指
蘸一下酒，分别弹向天、弹向地、再弹向自己的脑门，寓
意是敬天敬地敬祖先。

夕阳落下，篝火便燃烧起来了，游客们围着篝火，
伴着歌声尽情地跳起了安代舞， 不管是否相识都不分
彼此，紧紧地拉起了手。 我们跳起欢快的舞蹈，，我能看
到蒙古女子的刚柔相济的舞蹈， 也能领悟蒙古人的款
款深情， 我们品评着香甜的酥油茶， 喝着那浓浓的米
酒，倍感温暖。 还有草原人们的那份热忱，质朴，憨厚。
他们的笑容像火焰一样灿烂， 我的心像穆伦湖一样清
澈，静静地流淌。

草原之上

心灵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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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 凄美。 悲壮。
曾经十三个笔直分明的棱角，如今虽塌毁一半，仍

歇斯底里指向苍穹，深入千年的历史，历史的千年……
十三角碉，碉中之王。你是否凝聚了传说中藏族

姑娘志玛杰杰的全部智慧。深埋在碉底的那块毛铁，
历经千锤百炼，如今是否已变成了一把闪光的钢刀。
那个佩带钢刀的男孩是否早在历史中完成了他顶天
立地的角色。而你，依旧傲然于岁月奔腾不息的长河

里，永葆亘古的风骨！
谁说你是十三个英雄的象征？ 谁说你是神授的

工艺？ 站在地球的顶点，别说那些卑微的生灵，就是
穿梭的日月和更替的四季， 也在你静谧的生命前无
地自容。即使从你身上塌落的一根肋骨也掷地有声，
擂响了大地的胸脯。

匍匐在你的脚下， 人类脆弱的灵魂常常被你伟
岸的英姿震撼得声泪俱下。

情景高原

诗
散文
画

悦读 改变人生康巴
书香

自题金沙江
艳照澄宇山如斩，透碧轻纱自绕崖；
问君一苇渡江返？常忆巴山桃花哥。
此记念来自大巴山的金沙江赶漂工。

观麻绒景色有感
山高云出岫，谷幽花如锦；
清风浴宠辱，溪流逝情缘；
鹿鸣不知处，炊烟远山袅；
牧歌引天鹤，仙境在几重？

辽西雪
冰轮破云万山轻，银光月影泛浅溪；
忽闻帐篷天籁音，快马轻掠辽西雪。

炉霍神韵
■刘博

白玉三章
■宁力

■拥忠扎西十三角碉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0836-2823621 电子邮箱:gzrbzyc@163.com

康巴文学 3２０15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六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丹巴十三角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