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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要远行 多聆专家语
——读周华诚散文集《陪花再醉一会儿》读后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虽然
只是就当时关停矿山而提出的，却同时也
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创新创出了一条不同
寻常之路，也为之后中国农村的脱贫攻坚，
乃至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理念与思路。

正是在这国家的大背景下，中共常山
县委宣传部根据常山县这近二十年的发
展状况，提出由常山县著名作家周华诚老
师主编这一套三本书籍述说常山之巨
变。2022年9月，由作家周华诚专程为常
山县主导和主编的一套（共三册）书籍先
后出版：其中包括《陪花再坐一会儿》由周
华诚编写，《陪花再醉一会儿》分别收录
了：李青松、苏沧桑、海飞、余风、周华诚、
何婉玲、黄良木、姜君、林志贞等几位作
家。《陪花再睡一会儿》分别收录了：许彤、
周华诚、紫含、吴卓平、松三、宛小诺、明宇
等作家的文章。

在周华诚主编的这套图书中，《陪花
再坐一会儿》呈现的是常山美好的景色；
《陪花再醉一会儿》撰写的是常山的鲜辣
美食；《陪花再睡一会儿》阐述的是常山的
慢城民宿。由于工作的特殊关系，我最钟
爱《陪花再睡一会儿》。

周华诚在《陪花再睡一会儿》封面中
就写道：“于胡柚树下闲坐喝茶，纷纷繁花
似雪；在宋诗之河伴花入眠，梦中十里芬
芳。”这是对常山高端民宿的精准写照。

在《陪花再睡一会儿》序言中写道：
“山野之间花朵芬芳，鸟儿欢唱，民宿打开
门迎接远方的客人。”常山特色民宿的特
点：有的深藏山中，曲径通幽；有的设计独
到，移步换景；有的文化底蕴深厚，主人气
质卓然；有的则美酒美食飘香，令人念念

不忘。这真是对常山民宿的真实写照。
经过近十年民宿创办人已经渐入佳

境：有现代气息的、具有家乡——常山的
美，是值得慢慢口味的。这里的山野宁
静、这里的溪流澄净、这里的鸟鸣清脆、这
里的生活醉人……你在这里度过几个悠
然的晨昏，闻一闻这里的花香，尝一尝这
里的美食，摘几颗沉甸甸的胡柚，尝几道
鲜辣辣的美食，再饮一壶这里的酒（注：当
地的土制酒），拾几行遗落在山河之间的
诗句，你就一定会喜欢这里。

至于那些宁静的夜晚，你大可以安心
入睡。四季有四季的美，四季有四季的
诗，而内心的安宁，足以治愈所有的失
眠。是呀，很多事不必着急，鸟鸣花香之
中，你大可以再睡一会儿。

这或许就是对常山民宿非常衷心的
祝福，也是各地前来的旅客的期望吧！

常山县民宿行业协会成立于 2019
年。当时，协会筹备和召集人黄勇专程寻
找到我，并由我一手办理并注册。在此后
日子里，书中的民宿我基本都走过，也如
同是我的儿子般倍感亲切，几年来，我仍
然牵挂着并也为之服务过。

首先，常山县民宿行业协会是衢州市
第一个成立的；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目前常山县已经有不少的省级高端民宿：
如2家白金宿——村上酒舍、同弓山居；2
家金宿——申山乡宿、季意民宿；有银宿
——不老泉、黄寿客栈、云湖仙境、老油
坊、自在梅林、宋邸等9家。尽管有不少
民宿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宣传的力度不
够，更不用说出书了。如建筑风格、周边
环境、人文底蕴、业主气质、餐饮品质、客

户服务、配套设施等都值得总结。
在《陪花再睡一会儿》的多位知名作

家一共蹲点和采访了21个具有一定代表
性的常山县的高端民宿，撰写出他们眼光
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

常山县有具有1800多年，悠久的历
史为如今民宿业主们创建高端民宿提供
了丰富的人文素材和载体。

据统计，目前常山县两个白金宿民宿
中的村上酒舍、彤弓山居都是以徽派建筑
改建而成的。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能作
为高端民宿载体的却少之又少。在常山
这些民宿中，徽派建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非常值得人们回味、品尝。

从总体来看，此书大致收集了常山民
宿建设的形式：一是徽派建筑的，二是旧
厂房，三是自建房，四是非遗基础上，五是
古道上。

每一个作家用锐利视角，用细腻文
笔，多角度地精准地阐述了对常山一些高
端民宿的赞美与评价，无不让人眼前一亮。

的确，这几年常山民宿在国家大环境
的扶持下、在县级奖励政策的帮助下，有
着长足的进步：一是增添了当地农村百姓
的经济收入，吸引不少当地的乡贤回归创
业，政策鼓舞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周边
美丽的环境引得旅客纷至沓来……

尽管常山民宿已经有不错的开端，我
更期待有美好的未来。愿常山的民宿人
在常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努力营造
更多的整洁、美丽、网红式的，更具情怀、
人文气息的优秀民宿。这或许也是常山
百姓或常山民宿人共同的愿望和期待吧！

钱垒

林志贞

在简媜的《渔父》里追寻遗世独立的父爱温情

《渔父》一文，是简媜对父亲的追忆。
与《渔父》的初次谋面，应该是许多年前的
光景。触动于文字间那份小心翼翼又回
肠荡气的父女深情。于是，印象深刻。

一句“父亲，你想过我吗？”引出通
篇。无庸置疑，父亲应该是有想过的，在
他的生前。初孕的母亲，在井边搓洗衣服
时，会不期然从父亲换下的大长裤口袋里
掏出一袋酸梅或者腌李。这是初为人父
的男子，对尚未谋面孩子的期待。尽管父
亲也是一枚大刺刺的庄稼汉，却不妨碍他
的心细。

及至年少，女儿眼里的父亲始终是忙
碌的，也是严厉的，她说：“我惧怕你却又
希望接近你。”所以，每日黄昏，嬉戏于田
埂野外的女儿，当听到村舍里响起那唯一
的机车声，就知道，父亲回来了。于是，抄
小路从后院飞奔回家，换下脏衣服塞于墙
角，然后站在门槛边，偷听门外父亲与阿
嬷的对话，再然后伺机一脸惺忪地现身，
告诉阿嬷与父亲：“我在眠床上困。”父亲
没有正眼看她，只顾解下机车后座的大竹
筐，然后吩咐道：“老大，提去井边洗。”一
声“老大”，她便知父亲原谅了的她撒谎。
于是，提着一座海洋与一山果园听令而

去，心情如鱼跃。“老大”，是父亲对她打小
的称呼，为什么这样称呼？她却始终无法
体会父亲的原始心意，只能在心里猜想，
这或许是单传的父亲在悄悄弥补心中对
男丁的愿望？不过，她也习惯父亲这样子
唤自己。

迟归的夜晚，待阿姆热好汤饭，父亲
会去唤醒熟睡的女儿，因他知道老大喜欢
吃刺身。而她，其实只是在装睡。唤起女
儿，父亲又会装着很威严的样子走出房
门，好像仁至义尽一般。但是，那份小心
翼翼深沉内敛的父爱，女儿还是感受到
了。父亲摇着熟睡中女儿的肩头，手劲既
有力又温和，仿佛带着一丁点怕犯错的小
心。

岁月渐长，一方成长，必然伴随一方
的衰老。昔日父亲褓抱中那个好哭的红
婴，已摇身变为中学女生，个子也与父亲
等高。父亲却不复过去的威严，他甚至略
有拘谨和腼腆。秋日龟裂的稻田里，在无
边的稻浪间，父女二人以手中镰刀进行了
一场悄无声息的、暗潮汹涌的、你追我赶
的输赢之战。“父亲以一刈双棵的掌势一
路前进，势如破竹；而我以同样的方式险
进，父亲追赶的镰声，响在我的足踝旁、眉

睫间、汗路中、心鼓上。而我决心要赢。
因为，胜过自己的父亲，似乎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情。”彼时，父亲尚可以在女儿面前
端着架子的时刻，也仅是醉卧沙发时的喊
话：“老——大，帮——我脱鞋——”。那
声音沙哑而又透露着一丝不甘下风的无
奈挑战。也就在这一刻，身为女儿的我，
突然体会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原始情感：畏
惧的、征服性的，并且捎带着命运的悲感。
父亲始终是家里的天，他吐出的烟柱擎着
天空。但是这样的父亲，也有酒醉失态之
刻，眼瞅着父亲把酒腥肉馊连同坛底心事
一起吐在木板上草席间时，女儿不禁在心
底动念：“要这样的阿爸做什么？”可是，逝
水如斯，父亲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一语
成谶的悲痛，该是怎样的肝肠寸断！躺卧
的父亲如酣眠的稚子，如腼腆的人夫，如
庄严的人父，

也从此不再衰老。泪眼相看，女儿知
道，父亲终究还是原谅了自己。那夜的崩
溃绝弃，原是孺子深深爱恋人父的无心。
拉起父亲垂下的左掌，将它含在自己温热
的手掌之中摩挲着，抚摸着父亲掌肉上的
厚茧、跟父亲互勾指头。这是父女间的三
世，三世不舍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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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迷雾 指点迷津
——读何丹周华诚新书
《从写作到出书》有感

近日，看了周华诚老师刚刚寄来
的这本他和何丹老师合作编著的新
书《从写作到出书》，却让我体验到别
样的感受，这不就是我们很好的教科
书吗？不由得很想马上能把本书送
给“他”看看，心想，要是几十年前

“他”能看到此书，是不是命运也许就
会改变了？

“他”是一个“痴”人，是我老家隔
壁农村里的一个不曾见过面的忘年
交，年长我一轮多，虽然不曾见过面，
但通过当地媒体对“他”有较多的了
解。我说“他”的“痴”是对文学爱好、
文学写作的执着，“他”因爱好文学，
自走出校门，就执着地坚持一个人在
家边务农边搞文学写作，一直不停地
写，几十年来写下的书稿不下百万
字。在还没有电子版的年代，他居住
的房间里满地叠着的稿子都有半人
高。到处邮寄投稿，说了也许有人会
不相信，有时穷困潦倒到邮寄稿件的
邮费都要向人家借，还要一直不停地
寄，可别说出书，就是变成“豆腐块”
大的文字也没机会。后来，还是当地
媒体一名记者采访过他，在记者的帮
助下，才有了在报纸上刊发一篇
1000多字的“豆腐干”的机会。现
在，要是当年就有这本《从写作到出
书》，“他”看了一定能帮他拨开迷雾，
指点迷津。

《从写作到出书》2023年8月由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对
谈的何丹、周华诚两人，是两个爱书
人，两人的相同点是都有着20多年
的写作与图书出版经验。对谈的内
容分“书让时间成为文明”“保持一本
书的尊严”“观看和写作的意义”“做
书的系统性思维”等5个章节。对谈
中，两人聊得很随性、率真，一会儿在
杭州西湖边，一会儿在常山民宿，一
会儿在临安度假村，一会儿在京杭大
运河畔，边喝着新茶边聊着有关书的
故事。

至于《从写作到出书》的两个对
谈的人。何丹老师虽然笔者还未曾
认识，但周华诚老师已是认识多年的
老朋友了。早在2019年10月20日，
就听过周华诚的一堂“创新与格局：
从创作到出版”主题的文学讲座。作
为乡村振兴领域知名文创品牌“父亲
的水稻田”创始人，周华诚在讲座中
通过“一片田”“一群人”“一种生活方
式”三个故事，讲述了自己从一名媒
体人到作家再到出版人，不断转型的
故事。谈到了曾经的困惑、艰辛和付
出，提出创作要敢于创新，不断提升
自身格局，从而实现从创作到出版的
目的。

《从写作到出书》就是周华诚当
年“创新与格局：从创作到出版”主题
讲座的升华。正如书中对“为什么要
出版”“书怎么实现最佳传播”“什么
是写作者的出版思维”“写作是拾级
而上的”“真诚的书籍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等深度阐述。笔者也希望有更
多的书友们能翻开这本书，多一点耐
心来阅读书中这些关于书的文字，这
是一本广大文学写作爱好者的教科
书，能为我们日常写作指点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