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朋友阿宝有个特异功能，

就是他的嗅觉特别灵敏，每当朋友

聚会他都能展示他的才能，表演他

的闻酒绝活。

阿宝不善喝酒，可朋友相聚不

喝酒没有气氛且伤感情，喝吧自己

没有酒量又伤身体。他的绝活一

下就解决了伤感情和

伤身体的问题，既能活

跃了气氛，又能逃避了

喝酒。

大家先让阿宝回

避，在桌子上摆上三个

杯子，把白酒缓缓地倒

满，然后用牙签或筷子

点一下任意一杯，阿宝

回来后一杯一杯地闻，

闻过来闻过去，最后就

找 出 那 杯 点 过 的 酒 。

每次闻的时候，他口里

会 念 叨 着 闻 酒 规 则 ：

“三杯中只能点一杯，

不能全点也不能全不

点。”

有时候大家为了

开心，就全点了或者全

不点，他闻上半天说，

“奇怪了，怎么闻不出

来？肯定是你们没有按规则点的

酒。”大家更是一片佩服的声音。

后来越传越厉害，说他每天回

到家里一闻，就知道今天家里有没

有陌生人来过。有人就开阿宝嫂

的玩笑了：你可不敢随便领人回家

啊，哈哈哈，这本事也许真有用，说

来不得不佩服。

一次在省里开会，晚餐时候是

边联欢边就餐，节目当然是各市选

代表出。不知谁就把阿宝的绝招

给传出去了，阿宝所在的市就硬是

把阿宝闻酒的绝招推选成一个节

目，进行了现场表演。首先，在舞

台摆上了一个桌子，桌子上放了三

个酒杯，让阿宝走到看不见舞台的

地方，主持人随机让其他市的一个

小伙子上来按要求缓缓地加满白

酒，然后，主持人把小伙子的眼睛

蒙上，让他把一个绣球抛到台下，

谁捡到绣球谁上台来点三杯酒中

任意一杯。结果一个姑

娘捡到了绣球，主持人

开玩笑了：“古代是小姐

抛绣球招女婿，咱们是

小伙子抛绣球选媳妇。”

玩笑归玩笑，节目

继续。姑娘走上台，在

一杯酒上用牙签轻轻点

了一下。主持人叫阿宝

上台，只见阿宝左闻闻

右闻闻，看看台下各位，

马 上 端 起 其 中 一 杯 酒

说：“就是这杯。”

台下一片惊奇的眼

神。“不信？”主持人说，

“咱们再来一次。”如此

重复了三次，当然表演

非常成功。台下一片掌

声。

这下阿宝出名了，

记者找阿宝要采访，被

阿宝拒绝了。是啊，绝招之所以成

为绝招，就有其神秘的地方。

我 被 阿 宝 的 神 奇 也 折 服 了 。

一次在酒桌上，阿宝表演绝招后我

问，到底你是怎么辨别出来的？阿

宝环视全桌人说，“用牙签点过的

酒破坏了酒的表面，散发出来的酒

味和其他两杯有区别的。”

回家的路上，阿宝叫住我悄悄

对我说，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开心，

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只不过是

……

哦，原来如此。好，我还是给

阿宝保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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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名字的由来，有几种

说法，我最喜欢的一种是很引

人遐想的。据说远古时代有

一陨石落于境内，陨石降临，

自然带火。八卦之内离为火，

此地故名离石。五代时候，刘

渊 立 国 ，定 都 于 此 。 北 宋 初

年，天下初定，陈抟老祖世间

俗 务 自 此 不 挂 于 怀 ，云 游 天

下，修炼仙道。一日，游于离

石，见龙凤虎三山环抱，大水

横贯其间，翠绿满山，水流激

荡。心大悦之。遂于凤山觅

洞修行，洞曰白云洞，以此为

中心，修筑道观，此之为凤山

道院，又名天贞观。

陈抟老祖相中的，自然是

宝地。天贞观，自也跟着有三

分道骨。想象那个时候，凤山

还是绿的，翠竹郁郁，鸟语花

香；几十年前，水是清澈活泼

的，可以濯我缨；入夜，山下蛙

声一片，田野里，点点萤火，抬

头望，繁星似尘。如今，水很

浊了，要洗脚，怕也不能；蛙声

萤火，想也别想；倒是夜间灯

火辉煌，喧闹得紧。

观内有三清大殿，三清塑

像，呆板无神，枯坐高台。座

下 无 数 人 在 跪 拜 、上 香 、祈

愿。三尊像好久未清洗，面上

身上满满的都是灰尘。世人

都在求神佛圆满自己的需求，

却无人肯上前，拂拭神佛身上

久积的灰尘。实际上，求神拜

佛本是求己。自己的心蒙尘

许久，就是磕无数的头，燃更

多的香，又有何用！神佛以身

开示众生，奈何众生沉迷自身

欲望当中，只一味地磕头燃香

上供，以微薄之贿赂，欲求心

想事成。实在愚妄。

观内石碑，内容大都是重

修道观之记事、捐献金钱之人

名 ，或 者 是 某 人 某 日 来 此 游

览，作诗留念之类。类同今之

“到此一游”。但古人之赋诗

刻碑，远胜于今人随手乱划，

还 只 会 写“ 到 此 一 游 ”四 字 。

不过，无论刻碑还是乱划，过

不了多少年，就都不知道谁是

谁，也没有人会关心。倒是观

内的几株酸枣树，生得自由自

在；同样自在的还有窗台上，

放着的几盆兰花、石榴、美人

蕉。久在观中，自也生出三分

仙气，你若走近端详，似乎都

可开口论道。

踱步观内，心中浮现出无

数次漫游于此的我，亦有无数

漫游于此的古人。天贞观已

经改变，但似乎又没有变，变

的是我；其实我也没有变，变

的 是 时 间 ；时 间 其 实 也 没 有

变，变的是心；而心，其实也没

有 变 ！ 天 地 间 ，有 什 么 会 变

呢？观、我、时间、心，都在那

里，凝固着，流动着，只是没办

法相遇重现罢了。随着山径，

信步走去，看到路边有小小菜

园，几株青藤做了篱笆，阳光

透过，明明灭灭。

有时候做梦，梦中是青青

翠翠的凤山，山路蜿蜒其间，

路是早先的大青石，随着山势

起起伏伏，青石被几百上千年

无数的人走过，早已光滑无棱

角 。 走 在 上 面 ，寂 寞 ，安 然 。

正前方，绿树间，有仙观，半掩

半现；回首望，闹市中，车水马

龙，红尘滚滚。

突然想出去走走。

想起凤山的后山里，有

一 片 杏 树 林 ， 几 年 前 曾

“摘”过一回杏子的，漫山漫

坡一大片。

于 是 给 朋 友 发 条 信 息 ：

“ 赏 花 去 ？ 只 是 不 知 开 了 没

有。”“然！”

第二天早上起来，朋友

如约而至。便择了捷径，慢

条斯理向山上走来。

上 得 山 来 ， 天 高 地 阔 ，

心情自然开朗起来。天贞观

刚刚解封，还不见游客，香

火 旺 盛 的 老 祖 殿 、 真 人 殿 ，

没有了往日的香烟缭绕，现

出少有的安静。相距不远的

凤山公园，则明显热闹了许

多，不少家长领着孩子出来

玩耍，林间道旁处处晃动着

孩 子 们 的 身 影 。 柳 枝 新 绿 ，

柔丝轻舒，一派早春景色。

沿着甬道穿过公园，便

到 了 进 入 后 山 的 柏 油 公 路 。

近年来因三山绿化，以及后

山兴建了吕梁中学，公路修

得十分宽整。顺着公路往前

走，沿途看到有两家靶场，两

户养殖户。靶场射击用的是

小弹弓，场内还搭着帐篷，有

人专门开车上山来打靶。回

想幼时孩子们的游戏，如今却

变 成 了 一 项 煞 有 介 事 的“ 运

动”，不觉哑然失笑。两户养

殖户，一户是养鸡户；另一户

养 了 几 头 奶 牛 和 十 几 只 鹅 。

鹅仪态雍容优雅，据说有贵族

风 度 ，以 前 只 在“ 曲 项 向 天

歌”和王羲之那里认识，但

近距离见还是第一次，因而

有种意外收获的惊喜。

忽然发现栅栏外边地里

有人在劳作。一位农人正挥

动 锄 头 ， 奋 力 击 打 着 粪 块 ，

嘭嘭的声音老远就能听到，这

让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感

到天然的亲切。透过栅栏看

去，觉得这位农夫有点眼熟。

不等我们开口，他已停下手里

的活儿，笑问我们去哪里。原

来这是多年前的一位学生家

长，听说我们来看杏花，用手

指指前边说，不远，只是还没

开花哩。

顺着指示的方向，我们

拐上旁边的一条土路。没走

多远，果然杏树林就出现在

眼前，一棵一棵，铁树似的

兀自站在那里，望上去似乎

没有开花的迹象，仿佛依然

沉静在“春眠不觉晓”的酣

梦里，忘记了春天的来临。

朋友似乎看出我有点儿

失望，便笑着说：“开没开花

都是景！”

这 话 倒 是 有 意 思 。 于

是，我们踏着枯草，向树林

中间走去。据说每年杏子成

熟时节，这里会有好多红男

绿女来采摘。而今年，显然

还未曾有人来打扰过。我们

尽力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

它们的甜梦。

不经意间，我发现树的

枝头已经鼓起了细细碎碎的

花 骨 朵 。 不 错 ， 是 花 骨 朵

儿。记得儿时常常等不及杏

花开放，便折一枝拿回家里

插入瓶中，盛满了水，不几

日 便 次 第 开 放 ， 满 屋 馨 香 ，

看着花朵、闻着花香，似乎

满屋子都是春天。

连忙把自己的发现告诉

朋友，两人仔细瞧去，看到花

骨朵儿有的已经泛上了红晕，

有的蓓蕾如豆，一副含苞待放

模样，凑近鼻子嗅一嗅，似有

缕缕清香渗了出来……看得

出，它们早已在积蓄着能量，

憧憬着迎风绽放、把姹紫嫣红

撒向人间呢。

这么想着，眼前仿佛真的

浮现出千树万树杏花开的情

景：漫山遍野，层层叠叠，宛如

片片云霞铺展开来，“桃杏枝

头春意闹”，无边的花海，流动

的芬芳，吸引来群群的蜂蝶，

织成一幅诗情画意的卷轴，怎

一个“醉”字、“美”字了得！

回 头 再 咀 嚼 朋 友 的 话 ，

不觉灵光闪过脑际，原来这

话是颇富哲理意味的呀：花

开 ， 芳 菲 动 人 ， 自 然 是 景 ；

花没开呢，孕育着希望，集

聚 着 力 量 ， 也 同 样 是 景 啊 。

这正如晨有朝阳似火，光芒

万丈，夕有落日余晖，红霞

满天；春有万物萌发，冬有

银装素裹，你能说哪个不是

迷人的风景呢？

其 实 ， 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又何尝不也如此：每当

我们在山重水复的时候，往

往 一 个 转 身 ， 或 换 一 个 思

维，便柳暗花明，另一番天

地倏然出现在面前。

◇
好
地
方天

贞
观

天
贞
观

□
李
牧

◇三川河随笔

看 花
□ 雒小平

退 休 之 后 的 十

多年来，先后接受朋

友邀请，为他们即将

出版的著作撰写《序

言 》，约 有 三 十 多

篇 。 如 果 连 同 自 己

著作的《自序》，以及

15 年 主 编《孝 义 风

采》所写的“刊首寄语”和诸多专辑的“前言”，约

有百十篇之多。近两个月来，避疫宅家，闲时翻

阅篇篇序文、前言，刊首语，颇有些感慨。回忆

当时受邀的情景、写序的过程、交稿后的轻松、

刊出后的欣慰，桩桩件件、点点滴滴，涌上心

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成就感、优越感油然

而生。于是，萌生了梳理头绪，提炼观点，阐述

感悟，陆续琐记的念头。

应该说，序文属于散文的范畴，但它又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也有人说序文是应用

文，但它与一些有惯用格式的公告、简报、契约、

合同、诉状等，又全然不是一回事。序文是一种

特殊的文体。它是记实的，又是抒情的；是记叙

的，又是议论的；有审美鉴赏，又有审美判断；有

审美感悟，又有审美情趣。而在具体写作过程

中，多种表达方式综合交错运用，语言灵活、夹

叙夹议、层层递进、首尾呼应，从而形成浑然一

体、自然天成的文章。一般序言，篇幅不能太

长。这又要求言简意赅，提纲挈领，言近旨远，

简约成章。尤其是为别人的著作写序，大抵是

请所谓的名家、学者所为。这也要求序文既以

所序著作为基础，又要在所序著作之上，恰如其

分地写出“这一个”的独特来。况且，序文是居

于所序著作卷首的。一部书的开篇，犹如掀起

盖头的新娘，开业超市的门面，先入为主，是所

序著作的介引、通道、桥梁、纽带。可以说，一部

书的序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对这本著

作的看法和态度。所以说，序文写作非同小可，

不同寻常。

说序文写作不同寻常，还有它的不可选择

性。一般为文，能够取舍，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有感觉就写，没兴趣就作罢。而为朋友的著作作

序，却是一件难以推托而又难以为之的“营生”。

难以推托，是说朋友诚邀，盛情难却。想想，

朋友积多年之智慧和心血，苦心孤诣写成一本著

作，如今即将付梓出版，是一件难得而值得庆贺

的大好事。好事，理所当然应该助力成全。况

且，朋友既然邀请作序，是尊重，也是信任，更是

友谊。想朋友也是几经权衡，考虑再三，方才相

邀的。尊口既开，总有方方面面的因素，丝丝缕

缕的联系，总是邀之有因、请而有道的。所以，凡

邀是必不可推诿，也是难以谢绝的。

难以为之，是说序文难写。且不说撰写序

文之前，对所序的少则十几万字、多则几十万言

的文本，要仔细阅读，认真消化，深思熟虑，有所

感悟；也不说凡序，必序之有道，言之有理，足以

称之为所序著作的“导读”；单就主题立意、谋篇

布局，进而遣词造句、书写成文，就不是可以随

便一挥而就的。何况还得对作者熟悉，写出符

合作者个性的“这一个”来呢！如若要通过介绍

作者、推荐著作，从中提炼、概括、论述一些令读

者颇有启迪的观点来，那就更不容易了！

所以，我把写序谓之“营生”。营生者，殚精

竭虑经营而生者也。正像经办一项事业、经营

一桩生意一样，必应是加心刻意地去做得圆满，

办得出色。

◇写序琐记一

序文写作序文写作 非同寻常非同寻常
□□ 梁镇川梁镇川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

土。”这是清代著名文人汪文柏在赠给当时的

紫砂巨匠陈鸣远的一首 《陶器行》 里的诗句。

意思就是说人间的珠宝、玉器没有必要去索

取，还不如阳羡溪头的紫砂泥珍贵呢。其中的

“阳羡”，就是今天有着“中国陶都，陶醉天

下”美誉的江苏省宜兴市，“一丸土”就是指

宜兴独有的紫砂泥料。

为何只有宜兴才有正宗的紫砂泥料呢？

从根本上来讲，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

是宜兴盛产紫砂矿的原因。位于宜兴市区东

南面的丁蜀镇，本地人一般称作丁山，地处

浙江北部的天目山、莫干山向北延伸的余脉

和长江三角洲的交接地带。山丘地区露出大

面积泥盆纪五通群地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

紫砂泥料原矿，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黄龙山矿

区、台西矿区、赵庄朱泥矿区等等，其主要

组成元素是石英、粘土、水云母和赤铁矿，

紫砂原矿经过开采、粉碎、风化、陈腐等工

序炼制而成的宜兴紫砂泥料，砂感强烈，良

好的结合性和稳定的可塑性，因此紫砂匠人

可以运用拍、压、塑、镂、刻等多种手法来

使其成型，演绎出千变万化的紫砂壶造型。

如今，用来制作紫砂壶的泥料，根据未

烧制时的颜色主要分为紫泥、绿泥、红泥这

三大类，又根据分布在不同矿层的泥料特

性，还有许多的具体名称。紫泥大类中主要

包括紫泥、底槽清、清水泥等；绿泥大类中

主要包括本山绿泥、段泥、青灰泥等；红泥

大类中主要包括小红泥、朱泥、大红袍等。

此外，还有几种矿料互相渗透共生、自然风

化而成的降坡泥、按照一定比例拼配而成的

拼泥等。因为每一种泥料烧成之后的颜色各

不一样，不同的泥相互调配之后烧成的颜色

也层出不穷，不拘一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以为红泥烧制的壶就是红色，绿泥的壶就是

绿色，就算是同一种泥料，在不同温度、不

同颗粒粗细程度、不同烧制方式之下，都能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以上这些紫砂泥料的名称，经常可以在

紫砂壶证书上面看到，尽管看起来名称比较

多，也容易让我们犯晕，但实际上“砂质和透气

性”是紫砂壶具有的根本特征。虽然现在市场

上真假紫砂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只要了解紫砂

泥料本身的独特品质，相信你要想具有一双慧

眼、挑选一把称心如意的紫砂壶也并非难事。

紫砂泥料的秘密
□ 雒元元

妈妈，夜深了
（外一首）

□□ 裴左琴裴左琴

妈妈，夜深了

我要睡去，犹如

睡在老屋的土炕

您让往事像流水一样

漫过我的世界

屋子是暖的

书是旧的，灯是暗的

老花镜下飞针走线

您留下了所有细节

包括皲裂和老茧

我穿过树林，趟过小河

爬上山坡来看您

树叶在风中吟唱

隔着尘土与阳光

我默跪，您安睡

我跟石头和空气说话

轻声细语

把您走后的岁月

倾倒在西风斜阳

我说个不停，您默默无语

老屋撑不住思念，摇摇欲坠

阳光影下，水波荡漾

像极了您脸上慈祥的笑容

妈妈，来我梦里坐坐吧

梦里，再听您唤我的乳名

行走
冬日街头，搀母亲走

一如儿时

母亲扶我学步

寒风中，母亲的白发轻扬

默默地走着

一步一步

多想走回

那银丝变黑的时光

◇诗词坊

一个人去看山
（外一首）

□ 吕世豪

一个人出发 去看山

天空飘着小雨

不打伞 让空气更加新鲜

只揣几件灵感

进山的路 有些打滑

泥泞镶嵌着石板

透过细雨喊山

每喊一声 就有一座

大山移至眼前

湿湿的 都是一张照片

身上微感寒冷

只好用记忆烘烤温暖

一路步履蹒跚

往事像画册

趁眼前山水朦胧

打坐树下 慢慢

翻阅一个人的夏天

一滴雨
在清明

我看见每一滴雨里

都燃着烛光

在中秋

我看见每一滴雨里

都躲着月亮

在寺庙

我看见每一滴雨里

都坐着佛像

在盛唐

我看见每一滴雨里

都镶着诗行

安全教育，应当是一种全

民的素质教育，而且也是一件

十分艰巨而复杂的重要工作。

古人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忘乱。”散文作家

乔 忠 延 著 的《幸 福 从 安 全 出

发》，正是一本别具特色的、活

泼 生 动 的 全 民 安 全 教 育 好 读

本。

《幸福从安全出发》是一本

优秀的“中国应急安全文化故事

读本”。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从

中国历史文化的维度来讲安全

问题。它以数千年甚至上万年

的博大深远的中华民族伟大传

统文化为资源，以讲故事的方式

来进行安全教育。它以无数的

历史典籍文化知识，告诉我们：

安全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舶来

品，而是与华夏儿女与生俱来的

生存本能与历史经验。“从盘古

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必须

用一句话评价安全，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其道理就在于，忽

视安全就等于忽视一切。”《淮

南子·览冥训》“女娲炼五色石

以 补 苍 天 ” 的 记 载 ， 告 诉 我

们：时刻不要忘记防控自然灾

害，它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最大的威胁，它需要我

们 必 须 有 “ 炼 五 色 石 以 补 苍

天”的应急方法。神农氏尝百

草的生命实践，昭示人类食品

安全大于天。精卫填海的神话

故事，警示我们，尤其是告诫

孩子，一定要小心谨慎，珍惜

生命，千万不敢放纵行为，贸

然闯荡大海，溺水而亡，酿成

没有应急准备的生命悲剧。这

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安全教育

故事。

《幸福从安全出发》由三部

分组成，第一部分“回眸溯源

头”，通过 14 个历史典籍中蕴

含着上古时期安全观的历史故

事和布老虎、忠诚狗鸡王镇宅

等神话传说、民间风俗，讲述了

树立安全理念、形成安全意识

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千秋唯此

大”，则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万

里长城、丝绸之路、唇亡齿寒、

假途伐虢、负荆请罪、纸上谈

兵、曲突徙薪等 19 个故事，说

明了从国家防御、经济贸易、民

间生活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和

安全防范措施的科学性与重在

落实；第三部分“走进新时代”，

针对新时代的安全案例，以中

国传统文化中广泛流传的任人

唯贤、运筹帷幄、未雨绸缪、约

法三章、对症下药、明察秋毫、

防微杜渐、惩一儆百、警钟长鸣

等 17 个成语故事为蓝本，考古

般挖堀与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博

大精深的安全思想文化和安全

实例精神。

作 家 或 从 文 献 典 籍 中 生

发，或从历史故事中发掘，或

从 民 间 传 说 和 民 俗 风 情 中 寻

觅，或从远古的文字意象构造

中阐释，运用散文随笔自由散

漫的形式，沿着历史发展的脉

络顺序，讲中国故事，话安全

主题，形象亲切，沁心入脑，

令 人 读 后 浮 想 联 翩 ， 难 以 忘

怀。特别是作家这种从中华民

族文化的源头寻找安全教育的

基因的思想与做法，非常难能

可 贵 。“ 土 反 其 宅 ， 水 归 其

壑 ， 昆 虫 毋 作 ， 草 木 归 其

泽 ”， 这 首 上 古 尧 舜 时 期 的

《伊耆氏蜡辞》 启示后人，安

全必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顺

应自然，进而驾驭自然，祈求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实现安

居 乐 业 、 物 随 我 愿 的 美 好 向

往。“战战栗栗，日谨一日。

人 莫 踬 于 山 ， 而 踬 于 垤 ” 的

《尧戒》，应当时刻成为我们的

“座右铭”，万事不可贸然行

事，而要十分小心，一天比一

天谨慎，不要因为看不起小土

堆 而 认 为 没 有 风 险 ， 一 时 疏

忽，麻痹大意，摔大跟斗，出

大事故，而要慎重行事，科学

掌控和消除随时可能出现的风

险灾难，以应急促安全，以安

全求幸福。总之，这是一部有

历史底蕴、有思想内涵、有文

化情怀和艺术气息的安全教育

的好书。

◇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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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书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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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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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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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高

◇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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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酒

□□
梁
大
智

梁
大
智

在我看来，人最珍贵的，除了生命，就

是诚信。

诚信，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孔子

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虽然不像LV

的名包，一眼便可识别，但其是一张经过岁月

洗礼后金灿灿的名片，比任何标签更加耀眼夺

目，比任何昂贵的修饰更加熠熠生辉。

诚信和每一个人生活都密切相关，也

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密切相关，我们既

是诚信社会的参与者，也是诚信社会的创

造者。 诚信不只是挂在嘴边，而是应该镌

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偶得

谈诚信
□□ 郭宏春郭宏春

◇专栏·收藏

十
二
期
·
笔
会

闻正荣作品《井栏壶》

为人写序，一要把书读通

读懂，二要对作者有所了解。

所谓写序，不仅看文，更要看

人。因此，历来写序之人，不

但书读得通，更须是作者的知

音或朋友。

梁镇川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文艺

界名家和许多文友的朋友知音，数十年

来，为人为己，所写序言，不知凡几，其

间自有心得。今得梁先生俯允，三川河

副刊开设专栏《写序琐记》，连续推出他

多篇写序之感悟。栏目名为梁先生拟

定，说不过是些细微小事，记录成文，一

则抛砖引玉，二则博同好一笑。

梁先生前辈名家，谦光自抑，自

不待言。然此十数篇“琐记”，笔酣墨

饱，言之凿凿，通篇拜读下来，自觉于

写序一道，大有拨云见日之感。此次

推出第一篇《序文写作非同寻常》，与

读者诸君共赏之。

梁镇川先生，孝义市人，吕梁人

民艺术家。戏曲方面最为成就斐然，

戏剧专著《风流三部曲》《红枣赋》《亦

凡斋戏稿》《孝义戏曲评话》。另有散

文集《这方土地这方人》《孝义传统美

食》，杂文随笔《鉴古察今录》，诗歌集

《诗咏孝义》《雅韵清吟》，社科文献

《易经新解》等著作十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