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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子钰：您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之前

已经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解放军文艺奖新作品

奖，创作出《铸剑》《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国防

之光》等优秀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我注意到您也进行

小说创作，比如《绝境无泪》《通天桥》《老大》《导师》等。从

1994 年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28 年，在这些年的创作

中，《中国北斗》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龚盛辉：我近30年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开

始文学创作的前三年，主要写反映部队基层连队生活的中篇

小说，先后发表了《通天桥》《老大》《野火》等。随着对国防科

技大学科技工作者工作生活的不断了解、熟悉，我开始转向

反映高科技攻关的小说创作，先后发表或出版中篇小说《导

师》《章鱼》和长篇小说《绝境无泪》。21世纪初，我开始结合本

职工作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先后出版了《国防之光》《铸剑》

《向着中国梦强军梦前行》《决战崛起》《中国超算》《中国北

斗》。在这些作品中，《中国北斗》是最想写、最难写的一部作

品，也是获得扶持力度最大、获得奖项最多、对我影响最深的

一部作品。

丛子钰：当初为何选择写这个题材？这部作品的创作过

程如何？

龚盛辉：其实《中国北斗》这部作品在我心中酝酿已久。我

是一名军人，而且参加过1979年自卫还击战，因此对世界军事

动态一直比较关注。而《中国北斗》的创作缘起，正与此有关。

1991年初，美国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第一次海

湾战争。作为军人，我非常关注这场“既让人惊心动魄，更让

人耳目一新”的战争。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大量

投入高科技武器装备，使第一次海湾战争向人类呈现出一种

崭新的战争形态。事后，我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为什么胜得如此干脆利落，伊拉克为什

么败得这样彻头彻尾？主要原因，就是高科技武器使战争的

天平，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高科技武器有多大威力，从“战

斧”巡航导弹就可看出一斑。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耗时

近十年，苦心经营了一座深入地下数十米、富丽堂皇的地下

总统府。战争爆发后，美军实施“斩首行动”，从战舰上发射的

两枚“战斧”巡航导弹，飞行两千多公里后，一前一后钻进了

直径不到两米的位于沙漠腹地的

地下总统府地面换气窗，一举摧

毁了萨达姆的地下宫殿。两千多

公里发射的两枚导弹，钻进了不

到两米的目标，令人不可思议。当

时，看到这段录像时，我真的被惊

到了。然后我就想，美国的巡航导

弹是怎么找到两千多公里外、直

径不到两米的换气窗的？后来我

在无意中看到一份介绍美国GPS

的资料，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

当时美军的导航卫星为防区外发

射的巡航导弹提供精确制导，美

军那两枚摧毁伊拉克地下总统府

的导弹，就是在GPS导航卫星引

导下，飞行两千多公里，并精确击

中目标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

关注美国GPS导航，以及中国开

始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2017

年，我的前一本书《中国超算》完

成出版，北斗三号全球系统也恰在这时拉开了卫星组网的序

幕。于是，我也迈出了创作《中国北斗》数年“长征”的第一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航天史上系统最庞大、建设

难度最大、参建人数最多、建设时间最长的航天工程之一。

对我而言，是数十年文学创作生涯里，采访、写作难度最大

的作品，曾为此失眠复失眠，吃尽苦中苦。我先后采访五六

十名北斗人，四进四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行里程可以绕

地球数圈。本书的采访与创作，也是感动之旅。这种感动来

源于北斗人“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

北斗精神。这种精神充盈于他们为北斗卫星导航不懈征战

的漫长历程，也体现在千万个北斗人身上。每采访一个北斗

人，就被他们感动一次；每写一个北斗故事，就受到一次北

斗精神的洗礼。这一次次感动、一次次洗礼，赋予了我坚持下

去的激情。

丛子钰：这几年来军事题材佳作不断，比如获得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的《牵风记》，还有同样获得这届鲁迅文学奖的

小说《荒野步枪手》《在阿吾斯奇》等，这些作家有些是您的

长辈，有些还很年轻。您的创作受到过哪些作家影响？除了

一些经典作家，当下的文学和生活给您在创作上提供过什

么启发？

龚盛辉：任何一名作家，都是在阅读名家作品并吸取其

创作思想精华中成长起来的，我也不例外。但我的阅读比较

杂，没有专注并深入研究过某一位大师的作品，而且由于工

作的需要，除了阅读文学作品，还要阅读并撰写许多新闻稿

件，甚至要阅读和书写许多政论文章、工作报告。

有两名老作家对我的文学创作帮助、影响很大。一位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装备部创作室已故老作家苏方学。苏方学

老师不仅创作出原子弹系列小说五部曲，而且极力扶持文学

新人。在我基层连队生活小说创作遭遇“瓶颈”时，苏方学老

师引导我说：“野战部队生活小说，现在大家都在写，而且基

本上是名家，好作品太多，你难以抢到风头。国防科技大学那

么多高科技作品，那么多名家大腕，是时代关注的焦点，是块

文学富矿，别人不熟悉，写不了。你熟悉，你能写，只能潜下心

来深挖几年，一定会挖出几块‘狗头金’。”他的一席话，把我

创作的笔触引向了高科技这座文学富矿。

还有一位是评论家丁临一老师。1994年，我的中篇小说

《通天桥》几经退稿，自我怀疑之际，时任《解放军文艺》编辑

的丁临一老师发现了《通天桥》的另一种价值，在1994年第9

期上刊出。这是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它给了我在文学之路

上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难忘当年与丁临一老师一边漫

步，一边聆听他的指点和教诲的情景；难忘在《昆仑》杂志社，

张俊南主编和我交流改稿意见时，他那循循善诱的话语、和

蔼可亲的笑脸；难忘在《昆仑》编辑部，与余戈编辑并排而卧，

畅谈文稿的夜晚。在1995-1997年短短两年多里，《昆仑》相

继推出我的《老大》等三部中篇小说和一部小长篇报告文学

《路在脚下》，其中以高科技攻坚为创作背景的《导师》《与我

同行》《章鱼》均获得全军文艺奖新作品奖。虽然《昆仑》在20

多年前休刊了，但它至今依然如昆仑山一般耸立在我的心中！

我的高科技系列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要感谢当

今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高科技发展突飞

猛进、日新月异，呈现出井喷式、爆发式发展的繁荣景象，推

动着人民军队现代化战车滚滚向前。她就像一片无边辽阔、

繁花盛开、百果沉枝、轻风荡漾的大花园，任由我这只文学的

小蜜蜂，随风起舞，追花逐香，肆意酿制文学的琼浆，收获高

科技文学创作的芬芳。

丛子钰：您的身份既是报告文学作家，又是军人，是国防

科技大学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不同的身份对您有怎样的意义？

龚盛辉：我首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一名作家。参军入

伍后，在连队从一名新战士，到班长、排长，再到副连长、连

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摸爬滚打了十年，培养了我坚

忍不拔的毅力，为我此后走过漫长、艰辛的文学创作之路奠

定了性格基础。至于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它们是一种相辅

相成、互利共赢的关系。我作为新闻记者，经常深入科研攻关

一线，经常接触专家教授，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奇闻逸事，

搜集到大量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从事文学创作，可以掌握灵活多样的文字表达方式，让新闻

作品更鲜活、更灵动、更打动人。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这些年

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等国家

级新闻媒体上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其中数十篇作品获奖，真

正做到了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双丰收。

丛子钰：之前在网络上关于您的讨论并不多，能看出您

是一位专注于创作和工作的人，但最近在抖音上也能看到对

您的采访了，这算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影响之一吗？下一步

有什么写作计划？

龚盛辉：我从来认为，作家要靠作品说话。因此，从事文

学创作近30年来，我从不刻意炒作自己，也不刻意低调，一

切任其自然，让自己保持一种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的平和心

态。至于现在有人开始在网上关注我，无疑是鲁奖效应。现

在，写作已经成为我的退休生活方式，每天待在书房里，码上

一段文字，其乐无穷。我目前正受漓江出版社约请，创作长篇

报告文学《铁河：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建设纪实》。

以后准备重拾长篇小说创作，继续深入开掘高科技这座文学

“富矿”。

■关 注

陈仓的中篇小说《留鸟》以朴素平实的笔调和催人泪下

的诉说，刻画了秦岭深处小山村里的留守儿童杨改姓、杨改

琴两兄妹的生活，用细腻灵动的情感再现了他们“留鸟”般

的坚韧与执拗，将对远方母亲的深沉爱恋进行了细细铺陈。

陈仓出生在陕西的丹凤县，而今却在繁华的大都市打

拼，他的作品将秦岭山村的闭塞落后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

进行差异描写，这种发自于文化深处的渴求与呼唤，无数次

激荡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他的作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凛冽和旷达。陈仓的作品跨度宽广，且在小说、诗歌、散文领域

都有独到的建树。《留鸟》与陈仓过往的小说几乎是一脉相承，

作者的描写角度和表现方式也与他的故土情怀小说异曲同

工。所不同的是，作者这次将情节游走的重心放置在大庙村留

守儿童的精神层面上去考校，真情实意地烘托出杨改姓、杨改

琴这两位山村孩子日常生活的诸多艰难和精神依恋的彷徨无

助。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乡村家庭，因为父亲的不幸病故，母

亲只身到遥远的江中市机场打工维持生计，而自幼就生活在

大山里的杨改姓、杨改琴，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唯一牵连，就是

一天天懵懂地向往着母亲的早日归来。

在这样一种浓郁得化不开的伤感中，“留鸟”的艺术韵

味呼之欲出。某一天，留守在大庙村、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

过母亲的两兄妹收到了她的家信，说是春节将回家来探亲。

随后，小说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为迎接母亲所做的大量准

备。他们除了在上学之余完成了坡上农活的春种秋收，还学会了烧炭养鸡。

同时，在表舅的鼓励下，哥哥还修好并驾驶起了闲置多年的破旧的拖拉机。两

兄妹一边算计着母亲回家的日子，一边想象着山村外的大千世界，当然想象

得最多的，依然是妈妈所在的江中市。别人都说妈妈在那里的机场工作，那么

天上飞过的每一架飞机，会是妈妈在看着他们吗？仿佛他们望见了飞机，就

能够感受到妈妈温暖无比的爱恋。春节前夕，两兄妹迎来的却是一个巨大

的噩耗，当两兄妹抱着妈妈的骨灰盒悲痛欲绝时，只有妈妈留给他们的

一段录音成为了最后的“亲情念想”。

这些年，我们的目光大都集中在改变生存环境、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上，

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令人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日渐落寞的

乡村中，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少了，但他们内心的孤独却很少有

人去触碰。他们只能像“留鸟”那般待在这里，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像“候

鸟”那样恣意地走南闯北，对他们来说，沸腾喧嚷的“外面”，很可能只是一

种虚无缥缈。陈仓的《留鸟》从文学的角度去捕捉、触碰特殊群体内心的柔

软，除了具有催人泪下的感动，还给予了我们非常宽阔的解读空间。小说里

的大庙村，杨改姓、杨改琴两兄妹，这样的村落和这样的故事都不是孤例，

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层面倾注更多的关注，陈仓用文学的方式引

起人们的注意，努力地在作品中表达人间的温情与良善，这也是他对社会现

实的深度思考。

■新作快评 陈仓中篇小说《留鸟》，《北京文学》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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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盛辉龚盛辉

“这位堂姑爱偷东西。”这是《冀中人物

速写——堂姑与堂叔》里讲述的35个堂姑

里第 1 号堂姑的开篇总结。随着人物故事

徐徐展开，一位特立独行的“为偷而偷”的

堂姑形象立于眼前，忍俊不禁之余又让人

颇为感慨。

作家虽然在这部散文集里讲述的冀中

老家35个堂姑和45个堂叔的故事，读来痛

快淋漓，如听地方相声，如看方言小品，更

像在村头树下亲自参与老头老太太的八卦

大会，听各种大姑大婶带着方音口沫横飞、

连比带划地议论乡邻各家的家长里短、风

流韵事。故事主角个个形象独特、性格各

异，如同绘画里的速写，更像国画，寥寥几

笔，人物便活灵活现立于面前，形魂兼备。

作家的视野来源于乡村又高于乡村，

在用乡土乡情乡音还原着这些乡间故事的

时候，也站在更高的维度以一种理解尘世

的目光打量并审视着这烟火浓郁的生活和

各异的人物命运。作家用生动诙谐的语言

还原这些乡土八卦，同时也八卦着这些八

卦本身，无意间常常造成文学舞台的间离

效果。这种边还原、边总结、边吐槽的讲述

方式，让人常常忍不住拊掌大笑，转头却忍

不住对人间这种种悲苦爱恨唏嘘慨叹……

这虽是一本散文集，但在具备散文独

有美感特质的同时，更有小说网罗世相刻

画人心的功力。其笔下诸多人物，虽各有坎

坷命运，却无乡村题材常有的苦大仇深感，

但也不一味粉饰岁月静好，正如一部笑中带泪的乡间喜剧，讲

述着百态人生和世人的无奈、幽默与坦然。

比如那位爱偷东西的堂姑：“她偷东西似乎也不为得手，

得手固然好，得不了手也无所谓。捉住也就那么回事，东西放

回去……”而面对这位让人哭笑不得的堂姑，“村里已经不再

防她，少了东西直接去她家里找，找到就拿走，找不到只好作

罢。人家来找，她也热心地陪着人家找，导游似的领着人家从

东屋转到西屋……找到了替人家高兴，找不到替人家沮丧，弄

得失主很惭愧，倒像自己不仁义，欺人太甚。”比如形容11号堂

叔“小时候出了名儿的不冲趟，没有他不惹的人，没有他不犯的

事，路上见个树枝儿都要扒下来折断”。23号堂姑“见不得家里

人歇着，一见歇着就百爪挠心，叨叨得没完没了，一直叨叨得

这人出门干活为止”。4号堂姑“早上一睁眼，看什么都不顺，

笤帚簸箕都碍妨她，那嘴呱哒板似的，呱哒呱哒不停”。

单单描写各式骂人，作者就亮出了十八般武艺：4号堂叔

娶的堂嫂“文又文得，武又武得，全挂子把戏，熟得很。论文，她

能骂，骂起来绵绵不绝，能骂仨月，还擅长乘法，堂叔骂一句

‘你妈’，她回‘一百个你妈一千个你妈’，堂叔骂‘你爹’，她回

以‘一万个你爹一亿个你爹’，骂得堂叔毫无招架之功。论武，

她能打，砸捶抓掐挠，力气不输堂叔。”堂姑21号“骂的花样不

多，翻来覆去那么几句，重复又重复，但重复多了，简简单单的

骂就有了威力。她拼的不是花样，而是内力，一股坚韧的绵绵

之恨令她所向无敌。”堂姑 27号“骂人不带脏字，却极尽污辱

之能事，排比用典，灵活自如。村里人听她骂街就烦，太文气，

不火爆，缠线蛋子似的，没意思。一听她上房（骂人），人们进屋

的进屋，上地里的上地里，躲开她”。

更有意思的是，她常常一边如看客般讲着故事，一边还认

真分析着村里看客们的心理。比如分析11号堂叔被大家称为

“能人儿”，实际这“能人”不全是褒义，隐隐含有眼红嫉妒之意，

“这眼红不能明白表达，又不甘心不表达，就说他是能人儿。类

似于夸女人美，不说她是西施，却说她是苏妲己，显见得有贬

义在内”。31号堂姑的故事主线完全就是以村里人如何为结

仇的两家人居然没有发生冲突而操碎了心展开，讲到最后，吃

瓜的村人大为失望正待散场，两家却终于爆发了肢体大战。

这些段子似的乡村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如相声里的逗哏

捧哏般让人莞尔。而这些性格各异的男人女人，或低微或隐忍

或霸道或悲情，以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处事方式结下各自的恩

怨情仇，走向各自的命运因果。这些典型人物虽生活在乡间，

但其实类似的人物在城市也能找到一一对应的主角。

其实，书写乡村的故事并不鲜见，但能真正成为文学作品

并让人印象深刻，需要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力和对人性的细致

观察。所谓的文学性，除了惯常的要素，很重要的一点正是“使

事物变得陌生”，作家的功用之一就是通过对寻常事物的形象

化抒写，让读者恢复对日常事物的漠然、无视，重新触发新奇

感，产生审美的感受。正是作家虽然的重新讲述，让常见的乡

村人事物成功进入了文学作品，让读者感到新奇有趣。

和一般的乡土散文不同，这部散文集丰富生动的方言俚

语并不是作为点缀散见于字里行间，而是完全融化在作者的

行文风格里，好像是一位操着乡音的现代说书人。读这些作

品，总是会想象用当地方言来发音是不是会更有味道。这种润

物细无声的地域行文风格，更加显出作者的语言功力。

作为曾经常常向其约稿的编辑，深厚的文字功力是让我

对作家一直心生喜爱的原因。这是第一次看到虽然的人物类

散文集，不出意外仍有惊喜。带着泥土芳香的语言有一种温暖

的黑色幽默感，有一种对乡情天然的热爱和随和通透的入世，

不煽情，不使劲，仿佛在文学舞台上演着乡村版的脱口秀与吐

槽大会。

在如今的快节奏时代，其实比起写什么，怎么写是更为重

要的。在过去以纸为媒的时代，文学仍保留着大部分的注意

力，写一个好故事是作家的主要追求。而多媒体时代，读者已

经无法接受作者平庸地讲述一个故事，文章的形式已经从

外在的技巧内化为作品本身不可分割的实体，变得愈加举

足轻重。语言技巧、文字的表达能力，重要性绝不亚于故事

本身。而这本散文集，看似结构并无苦心经营，每位主人公按

号排序，如话家常，也不追求题义深奥出奇，就是桩桩件件细

小琐屑的人物故事，却走出了很多乡村散文的“千人一面，千

部一腔”。

如果就整体感受来讲，或许因为是女性作家，而女性的世

界本就更丰富和柔软，总感觉堂姑们的故事整体要比堂叔们

的鲜活饱满些。堂叔们的故事更注意“事”，注重人生经历主

线，所以有些堂叔的人生经历虽丰富，却不如堂姑们的形象那

么生动鲜活。尤其那些在两性关系间隐藏的爱恨情仇与权力

争斗，从堂姑们的角度来看更让人感同身受。比如天生俊俏的

堂姑 8号，虽瞎了只眼仍自视甚高，整日苦心打扮盛妆出行，

闹了无数笑话后当了婆婆的她最后义无反顾地上吊了。文章

结尾只一段：“正是后半夜，猫不喵，狗不汪，人睡得正酣。只有

月亮，缓缓向西，缓缓变白。”所有慨叹，点到为止。

好的作品自带让读者共情的能力，而这共情，都隐秘在字

里行间看似客观的叙述中。作者仿佛只是在讲述所见所闻，而她

的行文和选材已带着她的态度，传达出了她的所思所感所悟。

一部客家风物志和乡村图谱
□龚奎林

■短 评

简心《客路赣南》用精细的文字书写独特的

赣南世界和客家情结，体现出精神原乡的守望

和生命律动的变奏。《客路赣南》中，简心把笔触

向外，思考生活色彩与生命原色，语言精练，情

感内敛，迸发出赣南客家人性中的生命伟力。

《客路赣南》中，简心对乡村发展、故土家

园、人物事件、文化地理进行挖掘、探寻和思考，

眼底笔端有故乡烟云，有对世事生活的洞察，有

对故乡家园的渴望，有对客家文化的叩问与反

思，有历史时空中的人与事的还原。最让人动容

的，是弥漫于简心散文里境界阔大的浓浓乡愁，

这是寻找个人生命与文化皈依的文化表达。乡

土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不管现实对其如何冲

击，我们内心涌动的是故乡曾经赋予我们的快

乐，简心用自己的一笔一划书写自己的小镇小

村，表现了作者感恩故乡的心路历程以及情感

体验。如《油桐树下》《三色爱》《秋天的眼睛》《尕

篓》《大水流过村庄》《月子湾访记》《赣南暮春小

调》《赣水深处》《秋色满西江》《硝香飘过的土

地》《饮一村秋色》《麂山下的花环》《储水一泓

清》《崆峒精舍寻记》《客路青山》《一群水的舞

蹈》《一场美丽的逃离》等，作者为客家人民而

歌，把身体和灵魂都置身于脚下的这片客家故

土，去沉思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文、生活与命

运，去书写脚下红土地上的风云，既有历史回望

的深情凝视，也有时代变迁的绝唱声响，蕴含着

客家人矢志不渝追求信念的至爱，散溢着客家

人对红土地的独特人生感悟。

作者一方面把赣南乡土文化和客家文化的

审美观照转换成承载文化的自然风物物象、日

常生活意象与人类生活场景的诗意呈现，寻找

自己的精神原乡；另一方面，将这些物象符号与

历史人物心灵、作者本我的内心情感以及客家

民俗传统联系起来，探寻其中的人文意识、生命

意识和家国意识，从而描绘出一座座独具地域

文化脉理的山水田园式的精神文化高标。作者

穿越40多年故土发展的历史时空，将故事、人

物、知识、情致、思考融入到赣南变迁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脉络中，在现实与历史、当下与传统之

间进行文化寻根与追问。

其次，亲情是作者建构精神家园的永恒支

点。对于每一个在乡村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自

然、质朴而又极富风土人情的故乡是他们永恒

的精神家园。简心在作品中用朴实无华而又灵

秀优美的文字，执着追寻生命的脚步，勾勒出赣

南客家乡村儿女的生活气息，把改革开放40年

来的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隐藏在文本深处，用

赣南客家的烟火味进行融合，呈现出奔腾不息

的生命力，如《洗澡》。作者对父亲的思念是魂牵

梦萦的。父亲母亲默默地关怀着他们的孩子们。

作者通过诗意的想象和优美的文字，使碎片化

的记忆重组为优美的田园牧歌世界如同山水写

意，叙述着古老的故事和歌谣，也展现着极具人

情味的新世界。

因此，《客路赣南》饱含着作者对人性美的

深深依恋和对故乡情的绵绵眷恋，成功建构了

一个温柔、和谐的乡土精神谱系。在故乡，听不

到任何城市的喧哗，看不到任何城市的拥挤，唯

有潺潺的溪流，芳香的泥土，挺拔的绿植，娇嫩

的野花，以及那一股触手可及的旺盛生命力，像

一团狂妄的野火，熊熊地燃进了每一个读者眼

中。作者以“爱”之名倾注了她记忆中所有的美

好，所以在她的笔下，《寒露籽，霜降籽》《午月首

事》《木柴上的花朵》《洗澡》《鹤山咀》《念花在

花》《山窝里的耳朵》《田事》《一坛乡情煨酒》等

散文如同悠扬的乡曲，倾诉着作者对亲情、乡情

的怀念、追忆，那和谐的亲情、明媚的阳光、袅袅

的炊烟、笔直的稻秆、烂漫的山花、美味的野果

以及山水风光、风情民俗，都充满着诗情画意，

都流淌着浓浓的爱，所以，作者需要通过文笔去

描绘、去倾诉、去还原。

简心的散文没有惊艳的言语，没有华丽的

文字，却敞开心扉，用故事、用画面、用细节、用

民俗去勾勒客家故乡，对质朴亲情、诗意故乡、

美丽赣南的执着尽洒字里行间，作者在低吟浅

唱中诉说着生命的感动、情感的震动。故园、老

村、亲情、乡情，在她的笔下都婉转生辉，缠绵悠

长，回味无穷。

龚盛辉龚盛辉：：高科技时代的文学小蜜蜂高科技时代的文学小蜜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丛子钰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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