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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朴实无华的笔调，回顾了作者从小到老的经历，特别是怀
揣梦想、执着追求、自学成才的写作经历，尝尽了笔耕酸甜苦辣的味道。全书分为《孩提时光》《中
学梦想》《初离农门》《军营报道》《蓝光闪过》《莲结并蒂》《记者圆梦》《政府秘书》《豪门弄
笔》《作家成真》，共十章，160节。本书中老年朋友看了会感到亲切和欣慰，青少年朋友看了会受到
教育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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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国（笔名林家、燕赵客），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杂文学会副会长。1950年11月15日
出生，河北玉田县窝洛沽镇西左撇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先后在部队、报社、政府、国企从事
新闻、文秘、党务等工作，2004年与人合著10万字的科普读物《给你一双慧眼》，2009年出版20万字
的杂文集《边鼓冷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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