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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的金钟讲堂
上，有幸获赠《戴明贤文集》一套，并得以聆听戴明
贤老师现场教益。每一次参加戴老师的读书分享
活动，都有新的发现，都能够引起深深的共鸣，让
人产生一种文化浸润心田的愉悦感和通透感。戴
老以他亦庄亦谐、举重若轻而又内蕴深致的文字
表达，将我们带入一座博大宏深的精神殿堂，让我
们的内心更加丰盈。透过戴老的作品，读者也走
进了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纯真性情和人格魅
力。

《戴明贤文集》一涵8册，分别是《石城安顺》
《茶味寻役》《物之物语》《适斋杂写》《适斋掬艺》
《九疑烟尘》《走进云里去》《子午山孩》。其中以
《石城安顺》（又名《一个人的安顺》）影响力最
大。此书以散文化的笔调描绘了小城安顺的旧
时风貌和人事变迁，被誉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安顺
版的“《清明上河图》”，“石城《浮世绘》”。全书从
一个少年的特殊视角，以白描手法叙述了那个年
代的世态人情、饮食风俗、奇人异事、士坤优伶、
乃至贩夫走卒，并时用方言土语，堪称一幅生动
的“民俗风情画”。作为安顺人，读戴老的文章，
那些熟悉的场景和亲切的老安顺话常令人或莞
尔，或唏嘘、以至情不自禁，泪湿眼眶。书里面有
我们老安顺人共同的回忆和令人动容的那一份
乡情。该书并未刻意渲染悲喜、也不怨天尤人，
而是跟随生命的律动，如涓涓流水从心底自然流
淌，文字内敛深沉，极富张力。很多省内外的读
者，正是通过《一个人的安顺》了解了贵州，了解
了安顺。可以说，戴老用他高超的艺术手法，为
我们建构了一座充满乡愁的精神家园，让我们从
这些熟悉而又亲切的“安顺元素”中感受到日常
生活的暖意和亮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更
是当代安顺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在国内此起彼
伏的城市推介热中独树一帜，分外抢眼。正如袁
本良老师赋诗所赞：“石院石街过石坊，石城故事

韵悠长。老年笔梦少年郎。节物民风浮世绘，清
歌俗馔故人乡。一书写就一城彰。”

文集中《物之物语》，写法也很特别。戴老通
过对一件件故人故物（物件、照片、画册等）的回
忆、描述，牵引出一段段因物及人的感人故事，让
我们从中体悟到惜物、惜人、惜缘、惜生活的哲
理。其中《王松年墨竹》《刘式型书画集》读来倍觉
亲切。我父亲顾天泰在世时是安顺有名的书画装
裱师，凭着从小学的手艺，在顾府街裱画养活了一
大家人。王松年、刘式型这两位安顺老画家常去
家中，是我们家的衣食父母，和父亲也颇为投缘。
读了戴老的作品，才了解到他们经历的坎坷与波
折，在特定年代因一次次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而
备受打击和迫害，幸而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晚
年还其尊严，其艺术生命得以重新绽放。读之联
想到我那操劳一生的老父亲，不禁唏嘘感慨。戴
老在文中也常用洗练的笔触，因人及事，由彼及己
表达出自己当时的际遇和心情。如在《王松年墨
竹》这篇里写到自己回安顺，“我回了一次安顺，住
在一处朋友处。老宅借给地方机关使用好多年
了。”寥寥几句，云淡风清，却把自己有家不能回的
无奈和压抑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来。又如，写自己
的的际遇：“去到一个乡村中学。小舢板泊在了避
风港里。”明明是从省城贬到偏远乡下教书，他却
庆幸得到了平静生活。在戴老以及他笔下不少人
物的身上都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
达观、淡定和宠辱不惊。

过去读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城南旧
事》、沈从文《边城》等作品，深感这些作者在描写
各自故乡时，能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营造独特的
地域文化氛围、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有一种深
深的代入感，不自觉地生出向往之情。而戴老
《一个人的安顺》，描摹的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的共同的家乡，因此更感亲切熟悉。儒林路那亮
锃锃的青石板是我们都走过的，马槽龙井的水也

是我们都喝过的，那些方言俚语更是我们每天都
在用着的……而戴老从一个富家子弟的视觉，通
过细腻的观察和生动的描写，写出了普通人历经
磋磨依然选择坚强的精神，也写出了安顺人洒脱
而坚韧的性格，反映了戴老深切的平民意识和底
层关怀，从中自不难看出他贯有的悲悯情怀和浓
郁的故乡情结。

当前全市上下正奋力建设一流旅游城市，市
委提出“一城三核四区五带”的规划定位。“一城”
即建设一流旅游城市，“三核”即黄果树世界级旅
游景区、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大明屯堡国际
旅游度假区，以之形成支撑安顺建设一流旅游城
市“三足鼎立”的布局，足见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对
于安顺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重大。而《戴明贤文集》以及《安顺城记》等文史
书籍无疑为安顺古城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在学以致用的基
础上，有效发挥这些文化资源的实用功能，特别
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多下功夫，深
入研究如何通过具象化的表达，把厚重的文化资
源转化为现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让老
安顺的文化记忆重放光彩，让安顺乡土文化的气
韵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赋能。

比如对历史建筑、文物遗址的抢救性修复。
正如沈从文故居是到凤凰古城旅游的必游之地，
戴老的家族历史、老宅故事也应作为安顺古城的
文化亮点进行打造，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戴
氏老宅给予适当修缮，并以“一个人的安顺陈列
室”命名，专门展陈戴老的文学和书画、金石作
品，借用贵州当代文化巨匠的影响力，为建设安
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提供文化的滋养。

又如利用文字的魅力，为一些合适的景观、
场所、小吃等平添文化的附加值。正如作家梁衡
为黄果树天星桥留下的美文《桥那边有个美丽的
地方》，当游客行至美丽幽静的天星桥时，镌刻在

石头上的佳句，往往使游客眼前一亮，为之心
动。戴老的作品中的许多金句、佳句，其实就是
安顺文旅推介、美食推介的现成的导游词。安顺
的不少方言俚语，不仅可以唤起市民的记忆，而
且能够增加游客游览的乐趣。可在儒林路适当
的景观场所，把戴老对石城安顺的描写以适当的
形式、适当的材料、适当的书法体进行展示。一
些富有特色的安顺美食，还可将戴老的有关描写
图文并茂展示出来，一定会提升店面的文化内
涵。戴老在《物之物语》中有一段精妙的文字：

“猫狗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小物件却负载着你的
历史。冷不防一眼瞥见它，一念念及它，一用用
到它，它会拉回逝去的时间，唤醒远去的亲人，重
演依稀的旧事，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发言人。”试
想，这样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字如果出现在一家文
创或礼品店的招牌上，是不是有可能唤起游客的
同理心，进而激发消费的欲望呢？

还有就是助力安顺城市气质的提炼和表达。
钱理群先生在为《一个人的安顺》所写的序言中说
道：“这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
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
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
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
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
种坚韧的生命力量。”戴老作品中呈现的安顺城和
安顺人的精神气质，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当
今旅游正从美丽风景向美好生活转型，一个城市
独特的气质、友好而有趣的市民、接地气的街头小
吃、特有的松弛感，都能成为旅游的吸引物。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景观之上是生活。”安
顺人“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看惯宠辱哀荣的气
定神闲的风姿”正是当下人们所渴望的生活状态
和精神追求，在安顺城市精神和气质的塑造中可
予以充分观照和融合；在大力宣传“安顺生活”上
不断探索更加走心、暖心的表达，讲好安顺故事。

时至今日，安顺人提起读书郎，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骄
傲，那是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豪。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出版发行的
《安顺市志》在“科技、文化、广播”篇“文化”章“文艺演出”
节有了简单的记载：清光绪年间，四川川剧“泰和班”等曾
应邀到安顺演出。民国18年（1929），驻安军阀周吉善募
捐集资修建剧场，邀股东投资成立剧社后，川剧演出活动
长年不断。25年（1936），贵阳“天曲班”川剧科班结业到
安顺演出。27年（1938），滇剧入黔，先到安顺，滇剧著名
演员粟成之、张咏梅等多人与川剧合演……30年（1941），
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剧宣队来到安顺县，队员宋杨、葛
敏、方石菲等在汪家山、下寨等苗族村寨开展革命文化宣
传，创作了《读书郎》《苦命的苗家》等歌曲，并在小学生和
苗族群众中演唱。

抗日战争时期，安顺城南近郊的汪官屯、汪家山、管元
门、沙子坝（四地今属华西办事处）4个苗民聚居的自然村
寨是一个保，为安顺县云华乡第二保。1942年安顺县进
行教育调整，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保国民学校，云
华乡第二保保国民学校设在汪关屯的大树脚（今西秀区
汽车运输公司停车场），外人称这所学校为“苗寨小学”。

1944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发动湘桂战役，中国守军
溃退，原驻广西的抗日演剧宣传第四队（剧宣四队）经长
途跋涉于1944年底来到大后方贵州安顺。剧宣四队建有
中共地下党支部，全队42人，队长魏曼青，队副兼党支部
书记舒模，行政关系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党组
织关系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单线领导。四队在安顺开展文
艺活动期间，多彩的苗族服饰、喜庆的苗族歌舞吸引着他
们从好奇、新鲜到产生发掘这片文化沃土、丰富创作和演
出的想法。1945年初春，苗族群众过新年，安顺城南近郊
的苗寨热热闹闹，苗人舞姿清晰可见。四队队员葛敏、方
石非出城观看热闹时与苗族青年建立了友谊，并应邀到
汪家山、管元门、下寨（今属华西办）等苗寨做客。在汪家
山，他们碰巧遇到云华乡第二保保国民学校（苗寨小学）
的李校长，同行的宋扬当即主动提出，希望能到苗族小学

“教唱歌”，李校长欣然同意。
宋扬在苗寨小学教唱进步歌曲，参加苗族民间的新春歌

舞活动，学唱苗族民歌，学跳苗族舞蹈，晚上与苗族同胞一起
烤火塘，一起喝自酿的糯米酒。葛敏、方石非和四队的其他
队员每天来苗寨，与宋扬一起体验苗家的生活，参加苗族同
胞的活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消息很快传遍附近的
苗家山寨，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苗寨小学很快成为苗寨中最
热闹的活动场所。宋扬是搞音乐创作的，为了使自己的作品
更加贴近人民大众，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叫苗族同胞一
句句地教他唱苗家民歌，吹苗家的芦笙，一句句地记下这些
苗族民间作品，进行加工和再创作。

不久，一首脍炙人口的、吸收了苗族民间艺术精华的、由
安顺苗族民歌改编创作而成的通俗歌曲--《读书郎》，在宋
扬的笔下诞生了。搞舞蹈创作的葛敏在苗寨拜师学艺，学
习、整理苗家舞蹈，创作了舞蹈《苗家跳月》。农历正月十五，
苗族同胞过“小年”，四队的全体队员来到苗寨小学，与苗族
同胞一起联欢，共度佳节。演员们演出话报剧《日寇暴行》，
演出时由苗寨小学的李校长站在台边上用苗语翻译台词。
又与苗族同胞一起登台，用苗、汉语言演唱《读书郎》《凭良
心》等歌曲，一起跳芦笙舞，载歌载舞直至深夜。队员们回城
时，苗族同胞举着松明火把，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宋扬等人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在苗寨小学的学生中
教唱，《读书郎》的歌声很快在附近的苗寨中传开。四
队闻讯，安排独唱演员陈峰将其搬上安顺城内的舞台
上演唱，演出时宋扬吹奏安顺苗族民间的芦笙作伴
奏。一曲下来，台下欢声雷动，几天后，《读书郎》的歌
声传遍安顺城的大街小巷，被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安
顺人所接受，于是四队把《读书郎》保留作为舞台演唱
的节目。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在国民党营垒的夹缝
中生存的剧宣四队拒演反共戏、拒唱反共歌，于是把在
安顺创作的《读书郎》《苗家跳月》等舞台保留节目一直
演唱到贵阳、重庆、武汉、长沙、上海、杭州等地，《读书
郎》歌声就像长了翅膀，飞向大江南北，飞向海内外，成
为20世纪少儿歌曲的经典之作。

五十年代，李丽华演唱的《读书郎》在上海非常流行。此
外，这首歌的录音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而首次录制成唱
片的时间大约在1948年；六十年代香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韦秀娴演唱了《读书郎》，并将其收录于唱片中；八十年代出
身于音乐世家的方伊琪，演唱了《读书郎》并将其收录于专辑
《绿水伴青山》中；香港乐坛一代歌后徐小凤演唱了《读书郎》
并将其收录于专辑《风雨同路》。从1978年至2018年间，徐
小凤在多次演唱会上演唱《读书郎》影响深远。

由于其励志、正能量，《读书郎》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2022年、2024年的央视春晚上都有演出。在2022年的央
视春晚中，黄琦雯、方芳、郭海峰和田觅蜜演唱了这首歌曲，
表演形式令人耳目一新。2024年的央视春晚，由毛不易、黄
琦雯和希望小学田野诗班演唱。

从“怕先生笑”到“穷人翻身”，家国情怀在担当里显现。
宋扬作为抗日演剧四队的一员，肩负着宣传革命红色文

化、播撒革命火种的重任。
传统儿歌“读书郎”，更多的是传达个人的情感。简单几

句，便勾勒出一个信心满满、朝气蓬勃的小儿郎形象。眼前
同时浮现先生与小儿郎那趣味盎然的对话场景。

宋扬匠心独运，巧妙地为“读书郎”这一形象注入了厚重
的家国情怀。在他的演绎诠释下，读书之事绝非仅仅关乎个
人私利。起初虽有诸如“没脸见爹娘”“不做牛和羊”这样小
我的朴素的诉求，最终升华为“让穷人翻身”，读书为老百姓
撑腰此般豪情壮志的表达。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关于读书留下了诸多振聋发聩的
名言警句，其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便是他对读书极为重
视的鲜明例证。抗日演剧四队的负责人正是周恩来，这更是
巧合了。

在各类媒体平台信息铺天盖地，各路思潮席卷而来的当
下，安顺的“读书郎”再次被关注、被点赞，恰恰是读书的意
义、读书的真谛的一次有力回归。

今天，当听到“啷里格啷里格啷里格啷……”这一熟悉的
旋律时，虽逾百年，依旧嘹亮！

一次奇遇
成就百年音乐经典

□蒋平平

一 本 书 和 一 座 城 的 深 度 链 接
——品读《戴明贤文集》有感

□顾新蔚

当我轻轻翻开上海知青范干平的长篇报
告文学《紫云眼》，那一页页文字仿佛灵动的音
符，奏响了我记忆深处关于紫云的激昂乐章。
那段在紫云工作的岁月，恰似一幅绚丽多彩且
意蕴悠长的画卷，在我心间徐徐铺展，而与范
干平先生一同经历的点点滴滴，恰如画卷中最
为璀璨耀眼的景致，熠熠生辉，仿佛时光从未
曾走远。

在紫云的那些日子里，范干平先生于我而
言，既是上级，更是我人生路途上的引航者。他
在紫云的工作历程丰富，每一个岗位，皆是他展
现才华与高度担当的广阔舞台。

犹记得在他担任教育局副局长时，紫云的教
育资源颇为匮乏，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大力
改善。为了给孩子们营造更为优良的学习环境，
他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全力争取资金和项目。
他亲身参与到学校的规划与建设之中，每一个细
微之处都亲自严格把关。有一次，一所学校的操
场建设遭遇难题，施工过程中发觉土地松软，极
不利于操场的稳固。范干平先生得知后，即刻赶
赴现场，他全然不顾脚下的泥泞，亲自仔细查看
土地状况，与施工人员和专家一同深入商讨解决
方案。他果断提出采用加固地基的有效方法，并
增设排水设施，以确保操场的质量与安全性。在
他的不懈努力下，操场顺利建成，孩子们拥有了
一个宽敞、安全的活动场地，他们的欢声笑语在
这片崭新的操场上空回荡，仿佛是对范干平先生
辛勤付出的最美赞歌。

我们一同踏上深入基层调研的征程，那是一
段充满艰辛却又意义非凡的难忘旅程。紫云，这
片神秘而迷人的土地，宛如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瑰
丽瑰宝。紫云不仅拥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还
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这里是苗族和
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他们的文化犹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

在紫云的发展历程中，三百八十多名来自上
海的知青是一群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他们怀
着满腔的热情和青春的梦想，来到这片陌生而又
充满挑战的土地。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着自己的力量，尽管面临着缺电少水、生活条
件十分艰苦等诸多困难，但他们依然坚守。他们
有的投身于教育事业，像范干平先生一样，为改
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而努力。谷老师就是
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紫云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
任教，面对破旧的教室和简陋的教学设备，他没
有被困难吓倒。他自己动手制作教具，用木板和
钉子制作简单的数学模型，用颜料绘制生动的地
理地图，为学生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他利
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补习功课，耐心地辅导那些
基础薄弱的学生，让他们逐渐跟上学习进度。在
他的努力下，这所学校的学生成绩有了显著提
高，不少学生考上了县城的中学，为改变自己的
命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的知青则在文化系
统贡献力量，张电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对电影
充满热爱，深知文化对于山乡的重要性。当时紫
云的乡村文化生活相对匮乏，村民们很少有机会
接触到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张电影主动带着
放映设备，穿梭于各个偏远的村庄，为村民们放
电影。他不畏路途遥远和艰辛，常常背着沉重的
设备，翻山越岭，走过崎岖的山路。每到一个村
庄，他都会精心挑选适合村民们观看的影片，既
有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片，也有介绍科学知识和

外面世界的纪录片。在放映前，他会热情地向村
民们介绍影片的内容，激发他们的兴趣。放映过
程中，他还会耐心地为村民们讲解电影中的情节
和含义，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的到来，
给寂静的山乡夜晚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孩子们
围着他，眼中充满了对电影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老人们则在电影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个愉快的
夜晚。通过电影，他不仅为村民们带来了娱乐，
还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传播了文化知识，让他们
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还有李秀灵，在紫云最艰苦的麻山地区成为
知青的样板和楷模，她最早与当地青年结婚生
子，成为最基层的农民，同时也成了麻山地区的
一名小学教师，为紫云奉献了一生。然而，知青
们初到紫云时，由于城乡差别，也闹出了不少笑
话。比如在饮食方面，他们对当地的口味和饮食
习惯不太适应。有一次，知青们一起吃鸡渎豆
腐，当地的做法喜欢放很多辣椒，这让一些知青
辣得直叫，但他们也在逐渐适应和融入当地的生
活。还有一次，一位知青骑马进大饭店，买包子
喂马引起了一阵欢笑，这些小插曲也成了他们知
青生活中的有趣回忆。还有的知青，在修格丼小

水电站时突下暴雨不幸遇难，永远留在了格丼小
岸边。他们的付出并非一帆风顺，生活条件的艰
苦超出想象，住的是简陋的房屋，吃的是简单的
饭菜，经常要面对物资匮乏的情况。但他们凭借
着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坚持了下来。有的
知青甚至在这个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
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永远地留在了紫云这片土
地上，成为紫云发展道路上的不朽丰碑。他们的
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紫云
人，也让我们这些紫云本土人对他们充满了深深
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范干平先生在紫云的工作经历对他的人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我产生了巨大的触动。
在这片土地上，他不仅锻炼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和
工作能力，更深刻地理解了责任与担当的厚重含
义。他从最基层起来，当领导后又深入基层，与
百姓广泛而密切接触，亲身体验到了他们的生活
疾苦和需求，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崇
高信念。紫云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也滋养了
他的心灵，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理
解。他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学会了坚韧不拔，面
对困难和挑战时从不退缩，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

的昂扬态度。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宝贵的精神
财富，塑造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他在今后的
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能以在紫云时
的精神力量去勇敢面对和顽强克服。

在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部长时，他积极宣传紫
云的文化和特色，提升紫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他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更
多的人了解紫云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民俗风
情。他注重挖掘紫云的本土文化资源，推动文化
产业的发展。他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将紫云的魅
力传播出去，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来到紫
云，为紫云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来，范干平先生离开了紫云回到上海担任
了上海国际拍卖公司的副总，但他的心从未真正
离开这片他曾经奋斗过的土地。他一直心系紫
云的发展，时刻关注着紫云的每一个变化。尽管
身处千里之外，他却通过各种方式为紫云出力献
策。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人脉和资源，积极为紫
云的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紫云的经济发展引入
新的机遇和活力。他还经常与我们保持联系，了
解紫云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凭借他丰富的
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和
指导。无论是关于教育改革的新思路，还是文化
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他都能给出独到而实用的见
解，为紫云的持续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
眼睛犹如书中所写的“紫云眼”一般，敏锐地洞察
着基层的实际情况，一心只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为当地百姓谋福祉。他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
更是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与当地百姓亲切
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正把百姓的需求放在心
上。他总是想着如何能为紫云的发展做出更多的
贡献，如何能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在他的影
响下，我也逐渐明白了工作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
完成任务，更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对《紫云眼》的深入阅读，我越发感受到
这本书与我在紫云的经历紧密相连。书中描绘
的紫云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与我亲身经历的调
研之路相互映衬，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和感悟。书中展现的紫云的人文风情也让
我倍感亲切。苗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
丰富多彩，他们的服饰、歌舞、习俗等都是这片土
地上独特的瑰宝。在与百姓的交流中，我们亲身
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对传统文化的坚
守。而书中关于时代的烙印，也让我知道了更多
关于那段知青岁月的历史。范干平先生作为知
青在紫云的经历，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
他在艰苦环境下的奋斗与成长，与紫云的人们在
工作中的努力相互呼应。

《紫云眼》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我
在紫云工作岁月的见证和回忆的纽带。它让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范干平先生的优秀品质和他
对我的深远影响，也让我对紫云这片土地充满了
深深的眷恋和敬意。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自己
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深知自己在工作中
的进步离不开他的引领和榜样作用。我将永远
珍视这段经历和从中学到的一切，继续在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中践行那些宝贵的品质，为社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像范干平先生曾经在
紫云这片土地上所做的那样，也像那些为紫云奉
献过的上海知青们一样，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让紫云的明天更加美好。

岁月的深情回望与心灵的深度触动
——读干平先生的《紫云眼》有感

□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