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读书心得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提到欧阳修，我们脑海里首先涌现的是散
文《醉翁亭记》里的名句，以及文人士大夫
悠闲自适的情调。其实，欧阳修拥有更广
博浩瀚的人生。《人活起伏：欧阳修》一书用
当代年轻人的思维和活泼通俗的语言去解
读欧阳修求学、仕途、交友、婚姻等经历，让
我们近距离看到立体鲜活的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的一代文宗与政坛巨
擘。在文学上，欧阳修接续并发扬韩愈的

“古文”薪火，引领了北宋诗文革新的浪
潮。他的散文，曲折回环又不失自然之
美，为后世开创出自然流芳的独特文风。
在政治上，欧阳修是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
者。他参与过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见
证了激烈的“王安石变法”，历经三朝皇
帝、三次被贬，始终励精图治，打破陈规，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为北宋选出了诸如苏
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思想文化
巨星。可以说，欧阳修是一脚优雅地落在
文坛制高点，一脚又稳踏在政坛巅峰。

宋朝的历史文化因为其繁荣缤纷一直
以来被众多作者、编剧、导演青睐。本书作
者何楚涵是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央
视《百家讲坛·一代文宗欧阳修》主讲人。
作者以北宋时期为背景，以欧阳修为主人
公，讲述了历史长河中的众多人物和人物
背后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还原一个真实、
立体的欧阳修：充满傲骨与柔情的文坛领

袖，勇于担当、不畏艰难的政治改革者。
新书按时间脉络和人物的成长历程，

讲述了欧阳修幼年失怙，心怀文学梦想，
追随韩愈遗志，实行文体改革的过程。欧
阳修在政治上参与变法，多次惨遭贬谪，
仍不改初心，在遭遇诽谤打压时，积极从
困顿的境遇中拯救自己。从他跌宕起伏
的人生中，可以看到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文
人诗词。欧阳修、晏殊、梅尧臣、王安石等
人物的交往，则展现了文化精英的命运交
织和人生纠葛。围绕欧阳修生成的社会
关系，清晰生动地呈现了北宋文人圈的艺
术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欧阳修在文学、政
治、人品上的魅力。

欧阳修与范仲淹、梅尧臣、王安石等
来往密切，读一位古人，也是在了解这位
古人的朋友圈，古人的交游形式和内容会
更加文雅、新鲜、有料。从欧阳修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虽经历坎坷但心态坦然；从梅
尧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虽从没有实现入
仕理想，但从没有放弃心中的热爱；从范

仲淹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说话做事要讲
究一定的方式方法；从苏轼身上，我们可
以了解，人生是可以如此这般的有趣……

先贤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除去自身
才华外，他们遭遇困顿时豁达松弛的心态
也尤为值得借鉴。比如范仲淹的“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比如苏轼的“也无风雨也
无晴”，比如欧阳修的“把酒祝东风，且共
从容”……

“人活起伏”这句话出自电视剧《长安
十二时辰》里的一个片段，元载在狱中说：

“站在高处望深渊，坠入深渊识攀爬。人
不活一个点，人活起伏。”这起伏之中，包
含了我们的成长、挑战、失落和成就。千
千万万个你我，一定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
又或者将要经历人生的高光与低谷，每个
人有每个人的不容易，在品味欧阳修人生
起伏的同时，读者或许会情不自禁地反观
自己当下不尽如人意的处境，从欧阳修身
上学会在山水与庙堂间自洽，在各自的人
生旅途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在山水与庙堂间找到自洽
□ 解悦

序序跋选萃

重拳之下遇到一双来安抚的手
——序杨维松诗集《你是我笔下栖落的燕子》

□ 罗广才

本文是曾可前为《三袁先生集》撰写
的序言，而此集亦由他编辑而成。《三袁
先生集》的明刻本为五卷，包括《新鐫玉
蟠袁會元集二卷》《鐫袁中郎未刻遺稿二
卷》《鐫袁小修集一卷》，其中分别选集袁
宗道诗 31首、文 12篇，袁宏道诗 80首、
文15篇，袁中道诗41首、文14篇。作为
公安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可前编辑此
集对于全面把握公安派文学风格的演变
和创作成就、传承与弘扬其文学精神有
着重要意义。细品这篇序言，可领略到
如下鲜明特点：

其一，引经据典，类比精妙。曾可前
开篇借用霍渭厓关于文章流传要素之言
论，巧妙地引出对三袁兄弟的评价，为后
文论述筑牢理论根基。在剖析三袁兄弟
的行为与作品时，则大量运用历史人物进
行类比映衬。将他们直言进谏之举比作
魏征，尽显其刚正不阿；以李白之豪放描
绘其对待权贵的态度，凸显其洒脱不羁；

借东方朔之奇趣烘托他们对爵位的轻视，
彰显其潇洒豁达；用疏广疏受之睿智类比
他们归隐林壑的志向，体现其超凡智慧。
在品鉴作品风格时，提及陶渊明的《闲情
赋》、张籍的《赏梅》等经典，通过与三袁兄
弟作品的类比，使读者更易体悟三袁作品
高雅超脱之韵味，生动且形象地展现出三
袁兄弟的风采与作品的独特魅力。

其二，总分有序，条理分明。从结构上
看，曾可前先总述于三袁兄弟身上目睹了
人品、学力、才格的完美交融，继而分别对
三袁兄弟各自的仕途历程和文学特质展开
阐述，此为分述部分。在分述过程中，条理
清晰，层次井然地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对
于伯修先生，着重讲述其科举成就，他以明
经之身入翰林，深受天子赏识，其著作洋洋
洒洒，文辞华丽典雅且蕴含仁义之道。中
郎先生进士及第后，虽身有官职，却心怀归
隐之志，文集种类繁多，创作随心随性，能
将心中所感通过妙笔自然呈现于作品之

中。小修先生以进士身份任礼部郎中，才
情高旷不凡，诗文典雅贴切、清新悠远，浑
然天成。最后回归对三袁兄弟整体的评
价，强调他们在才、学、品三方面共有的卓
越优势，使文章结构浑然一体，层次清晰分
明，让读者能够全面且系统地理解曾可前
的观点以及三袁兄弟的形象。

其三，辞藻华美，感染力强。曾可前
在文中运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来描绘三
袁兄弟的形象和作品。诸如“华富温雅，
卒泽于仁义，炳如也”“才情高旷，意气横
逸，诗文出之以典切清悠”“矫乎如云鸿之
出风尘，泛乎如渚鸥之忘机械，凛乎如匣
剑之蕴锋芒，沛乎如江河之下流而东注”
等语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三袁兄弟的高
尚品质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些华美
的辞藻不仅提升了文章的文学性，更充分
抒发了曾可前对三袁兄弟的崇敬之情。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极易被这种情感所感
染，进而对三袁兄弟及其作品萌生浓厚兴

趣。在曾可前眼中，三袁兄弟的作品不仅
具有独特艺术价值，更因他们的高尚人品
和深厚学力而流芳百世，堪称值得推崇与
学习的典范，而作此序的目的便是让更多
人知晓他们的价值。

其四，夹叙夹议，评价入微。曾可前在
叙述三袁兄弟经历之时，巧妙地融入议
论。介绍仕途经历时，随即评价他们在此
过程中展现出的品质；描述作品时，同步阐
述作品所蕴含的才格和价值。这种夹叙夹
议的方式，让读者在知晓事实的基础上，更
能深刻领会曾可前对三袁兄弟的评价，使
文章观点更具说服力，全方位地向读者呈
现了三袁兄弟为人与为文的卓越之处，使
读者对三袁兄弟的认识更为立体而深入。

总之，曾可前的《三袁先生集序》凭借
精巧的结构、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深邃的内
容，成功塑造了三袁兄弟的光辉形象，阐
释了他们作品的价值，实乃一篇极具文学
艺术特色的序文。

公安派文学瑰宝的璀璨序言
——浅析曾可前《三袁先生集序》

□ 余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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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翻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仿
佛踏入了一个深邃且优雅的领域。这部
作品不单是诗词鉴赏的瑰宝，也是对人
生、情感与哲思的深度探讨。今天，让我

们一起深入《人间词话》，体验那些被诗词
描绘的美丽与忧愁。

《人间词话》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度
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诗词背后的情感
与哲思。在王国维的笔下，每首诗词都是
一个独立的世界，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和深
入的思考。

从主题上来看，《人间词话》探讨的不
仅仅是诗词本身，更是关于人生、情感、哲
思等多个层面。王国维通过对古典诗词
的解读，使我们看到那些诗人和词人如何
运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
如何借助诗词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和思考。

在情节上，《人间词话》并没有传统
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对诗词的
点评和分析，让我们在品味诗词的同时，

感受到诗词背后的情感与哲思。这种独
特的叙事方式，使得我们在阅读过程中
不断产生共鸣，感受到诗词所带来的美
好与震撼。

在角色上，王国维并没有刻意塑造某
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对诗词的解
读，使我们看到了那些诗人和词人的精神
风貌。他们或许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
不同的生活经历，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文字
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思考，成为了我们心
中永恒的经典。

在场景上，《人间词话》所呈现的场景
并非具体的地点或环境，而是那些诗词所
描绘的情感与意境。这些场景或许是宁
静的山水田园，或许是繁华的市井巷陌，
但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诗词所表

达的情感与哲思。
总体来说，《人间词话》是一部充满智

慧与美感的作品。它让我们在品味诗词
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些诗人和词人丰富的
情感与深刻的思考。通过这部作品，我们
不仅可以欣赏到古典诗词的魅力，更可以
在其中找到人生的启示与哲思的感悟。

王国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度的
思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充满美好与忧愁
的诗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仅可
以感受到诗词的美妙与动人，更可以在其
中寻找到生活的真谛与人生的意义。

《人间词话》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的经典之作。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静
下心来品味这部作品所带来的美好与启
示，让诗词的力量滋养我们的心灵与智慧。

诗词背后的情感与哲思
□ 姚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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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杨维松的诗集《你是我笔下栖落
的燕子》书稿，我潜心研究与思索了整整
一年半之久。这期间，我饱尝“五十肩”与
颈椎疼痛之苦，亦历经生理低潮期的煎熬
与折磨。当生命与精神展开对决之际，虽
身处艰涩、迷惑、焦虑、杂乱之境，却仍有
一只“燕子”存于心中。幸得诗人杨维松
与那只“燕子”始终在等待，等待我的笔下
能于人间尘色的晚秋，细细赏析那一只

“栖落的燕子”。
长期生活在沂蒙山区的诗人杨维松，

以社会底层为视角，敏锐地捕捉当下社会
的人和物，用厚重稳健的笔力，把诗人应
有的良知和担当，注入到每一行文字中。
在虚实层面，将悲痛之诗意与美学关照，
展现至极致。从中，我们能品读到一种悲
悯与担当、灵性与想象，既有沂水般的柔
情，又有蒙山般的深沉。

在《村庄记》里，“村旁的小河露着干瘪
的肚肠，/讲故事的爷爷不在了，/他的新家
就像倒扣的茶壶，/却挤满了疯长的野草，
兀自枯荣。”将坟冢喻为“倒扣的茶壶”，而
那“疯长的野草”，实乃对世事无常与人情
冷暖的一声喟叹。从视觉之体悟，转化为
一种生命性之体验，进而领悟“兀自枯荣”
之冷漠。“在村庄拐角处，阳光走丢了/我看
到父亲的影子矮了，也弯了/他挥锄的姿势
忙得像张满的弓弩/然后将我这枚箭狠狠
地射出/一锄，一锄……/锄瘦了锄头，也锄
老了我的父亲”。作者以鲜明的、超越性的
精神视角与时间尺度，丈量父亲之身高、锄
头之宽窄，更明确自身便是那如“张满的
弓弩”的父亲“狠狠地射出”的一枚箭。由
此，呈现出从语言层面，对事物之源头回
溯，展开诗意之追寻。

善于在虚实层面叙述情感，是杨维松
自觉且经验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奶奶
啊，您听我说》一诗中，“村头柿树的脑袋摇
晃得头发蓬乱/那声音如同山妖的咒语/奶
奶啊，您听我说/这只是我眼睛看到的，它
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中哀痛的烈火尚
未熄灭”，诗人极为巧妙地以“山妖的咒语”
和“心中哀痛的烈火”这两个秩序，确认隔空
的对话空间，对隔辈的亲人传达情感叙述。

而《奔丧》一诗，在伤悲、挣扎表述中，
一种倔强的生命意识的感知与体悟得以
凸显，原初生命意识、残酷现实和强烈的
现实主义倾向在诗中交织着：“奔丧、跪

棚、出棺/三个动词就了结了人的一生//
从此，那个拄着棍子的中年妇女/再也不
会出现在聊家长里短的人群中/从此，生
死相离，阴阳相隔/留下的，只有棺材上的
照片/还有，她的朴实和憨厚”。诗人杨维
松极力克制文字，以平缓的语调，使我们
沉缓冷静。诗中基本无长句难句，亦无复
杂修辞之运用，甚至具有口语化特征。然
而，这种貌似不动声色、如唠家常般的文
字，却将读者引至情感之高峰。沉痛压抑
的气氛如坠深渊，令读者如鲠在喉。

接着，“出殡路上，我闭上眼睛/试着
聆听杂乱无章的哭丧声/只想数清，这哭
丧声中有多少哀鸣”，依旧是以白描之手
法记叙这场生死离别。“徒劳后，睁开眼睛
的刹那/我看见，一个拄着棍子的男子在
路边/神态也是那么的哀怨/除此之外，再
无别的表情/面部沟壑，除了深/还是深，
没有深深浅浅/但，我依然敢断定/他就是
小时候经常欺负我们的‘安粪’/不同的
是，身边多了一根棍子或拐杖。”从上半段
营造的悲痛压抑的氛围，切换至下半段遇
到“小时候经常欺负我们的安粪”，他的

“神态也是那么的哀怨”，“不同的是，身边
多了一根棍子或拐杖”，这蒙太奇般的切
换，画面感浓烈。“安粪”的“哀怨”出场，

“身边多了一根棍子或拐杖””暗合了在网
络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假如这个世界
堕入黑暗，那么，吹灭最后一盏灯的，不是
坏人的嚣张气焰，而是好人的忍气吞声。”

我们读者似乎在重拳之下遇到一双来安
抚的手，或者像在哀鸣之后又听到清脆的
鸟鸣，而分不清是哀大于痛，还是痛大于
哀。诗人的语调如此冷静，仿若有意克
制，却无雕琢的痕迹。人世间的暗流涌
动，悲欢离合的澎湃汹涌，勾勒得如此清
晰、悲悯，甚至残酷。

掩卷之际，不自觉地感伤起来。这感
伤，不仅仅是因为文本中的意向的强化，语
辞的张力。在大时代背景中，“不在而在，
在又不属于”的游离间，与我们生命的过
往、生活体验的重合，让我仿佛揭开了自己
的伤口又重新穿越在往事中。那强烈的现
场感和浓郁的沉重感，简直将我隐喻其中。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你是
我笔下栖落的燕子》中的“你”，是指什么？

“你”就是诗人心中的悲悯，就是以诗歌为日
常宗教，就是激活诗人精神世界的矿源。

诗人杨维松，在日常中积累着他的诗
歌骨骼和个体的温情，在真实中体现细腻，
在疏离中紧张，在情感中强化真切。他的
诗通过个体体验所呈现的的生活痛感，恰
恰是对大时代背景里渗出的汇入江河湖海
的“咸涩”的水滴。这水滴是有着上游、中
游和下游的，是对时代述说、谏言和箴言，
时代的书写，是碎片化也是多元化的书
写。他以质朴的沂蒙精神，用分行的文字
记录下了他所路过的人间的点点滴滴。这
点点滴滴中有无数个你，像一只燕子，在山
间小径，在都市黄昏，向我们款款飞来。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绘鄂温克族生活状况的长
篇小说,描述了中国东北地区鄂温克族的历史变迁。书中
特别强调了鄂温克族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关系不仅塑
造了他们独特的文化传承，也启示了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

鄂温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建了他们独特的文化传
承和生活方式。他们从不砍伐新鲜树木作为燃料，而是利
用自然脱落的枯枝和被雷击或狂风倒下的树木。这种做法
体现了他们从自然中可持续获取所需，而非破坏自然的信
念，表达了对自然的理解与尊重。面对他人对森林的滥砍
滥伐，鄂温克族会感到痛心，并公开谴责这种行径。他们信
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灵性、有生命，它教导我们应顺应
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并保护环境。

鄂温克人的文化传统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体
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信仰山川树梢间的神灵，生命
终结时选择天葬或风葬，让肉身归于自然，灵魂回归宇宙。
书中这样描述河流“我们是离不开这条河流的，我们一直以
它为中心……它的支流就是展开的五指，它们伸向不同的
方向，像一道又一道的闪电，照亮了我们的生活。”在描绘连
绵的山峦时，作者写道：“山上的树，在我眼中就是一团连着
一团的血肉。”这不仅表明河流和山脉对他们的生活至关
重要，也反映了他们对环境的珍视。

此外，鄂温克族擅长从自然中智慧地取材，对自然资源
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他们的房屋
是“像伞一样”的可移动希楞柱。这种结构是用大兴安岭地
区的常见落叶松杆作为主要材料建造而成。白桦树的汁液
是鄂温克族人最喜爱的饮料之一，只需用猎刀在树根轻轻
划开一道口子，桦树汁便可获取。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显
示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也强调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的智慧。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自然与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为独特
视角，深入探讨了鄂温克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部作
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鄂温克族的历史底蕴，也为我们探索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珍视生态环境、维护民族文化提供了宝
贵的思考。它激发我们思考如何在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中寻
求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无事翻书的习惯还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小时候，家里各处都贴上了拼音海报、识字海报，母亲

常抱着我边看店，边教我认字。连帮我洗脚时，都要我背诵
拼音口诀。我对学习这些枯燥的东西，感到很厌烦。渐渐
地，我比别的小孩，更快掌握了拼音的读写规则，字也认得
越来越多了，经常受到老师、亲戚的表扬，当时也觉得自己
很不错。现在才发现，这些都归功于母亲不厌其烦地教导。

认的字多了，母亲又添了许多好看的硬卡片，上面画着
画，画上写着文字和拼音。母亲得空，就会把这些卡片排成
一排，让我自己讲出一个故事。看见苹果和女孩，我就会
说，这小女孩想吃这个苹果，母亲再摆出一个虫子的卡片，
我就会说，这个小女孩发现苹果生了虫子，不想吃了。就这
样，母亲用这种方式带我开始了最初的阅读。

再大点，我喜欢上了动画片。每次路过超市的玩具架
时，我总会扯着母亲买动画书。母亲也很爽快，每次都买十
几本。这些动画书，带文字和拼音很适合我阅读，我最爱看
的还是里面的动画，每一页的故事紧紧相连。为了好好保
存我这些“宝贝”，我将电视柜下的一个抽屉清空了，特地来
存放这些书。我想这些大概是我最早的藏书了。每次看电
视看腻了，我就打开抽屉，一遍遍看着这些动画书，实在过
瘾。不知什么时候，这些动画书不见了，如果这些书还在，
一定是一份珍贵的收藏。

以前和奶奶睡在一起，奶奶喜欢跟我讲各种各样的故
事，现在想想，奶奶真的是个编故事的高手。我记得奶奶讲
一个故事，会有许多个版本。特别是“小红帽”的故事，奶奶
那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小红帽主动爬上床,
爬进打扮成外婆的大灰狼的被窝，最终被大灰狼吃掉了，一
个是小红帽被及时赶来的猎人救了出来没有命丧狼腹。奶
奶还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许多记不太清了，但这一度引
起了我对阅读寓言和童话故事的热情。

从小学到大学，家里的书一直在变化，搬了新家后，终
于有了一个大书柜，我的书也总有个地方可以放了，不会再
出现，买了丢、丢了买的情况了。我的阅读习惯，在亲人们
的引导下，慢慢被培养出来，从看动画书，到看童话书，再到
看小说、看戏剧，读书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父母在
老家开了间书店，欢迎年轻人来书店看书，他们守着店子，
读着喜欢的书，充实地度过自己的每一天。

这么多年，读了许多书，我发现不断读书，我的思想越
活跃，越能理解不断变化着的时代，不断读书，也不断探索
自己、了解自己，学会从容生活，踏实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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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夜晚》是韩国作家崔恩荣的一部长篇小说。这
本书讲述了四代女性面对社会中的困境彼此救赎、搀扶、抗
争以及自我寻找的故事。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新雨大
婶充满韧性的女性力量。

新雨大婶的韧性，在于面对生活的磨难与困苦，从未退
缩。夫妇二人来到开城后，新雨大叔在染厂工作没多久，出
现了急性哮喘，只得休养。面对生活的窘迫，婆家的债台高
筑，新雨大婶不得不打两份工，除了在磨坊工作，还找了一
份从水泥袋上抽尼龙线的工作。后来，新雨大婶怀孕，害喜
严重，没法工作，为了生计，新雨大叔离开怀孕的妻子背井
离乡工作，这一走就是好几年。丈夫离开了半年，新雨大婶
生下了孩子，没有丈夫的照顾，新雨大婶每天连一个小时的
整觉时间都没有。她没有被打倒，日子也渐渐好起来了。
面对生活的磨难，新雨大婶重拾生活的勇气，克服生活中的
坎坷与挑战，这种坚韧的精神，是对个人命运的抗争。

新雨大婶的韧性，更体现在她对待每一个挑战时的不
放弃。丈夫重病去世后，新雨大婶没有一蹶不振，在投奔曾
祖母一家无果后，她带着孩子去投奔自己的姑妈。从开城
到大邱，路途遥远，战乱不断，曾祖母他们一家都不相信新
雨大婶能成功到大邱避难，但她一个柔弱的女人带着年幼
的孩子一路波折，凭着自己的韧性终于到达了大邱。在那
个女人依附男人的年代，新雨大婶面对挑战永不言弃，展现
了她的韧性，也展现了女性力量的伟大。

新雨大婶的韧性，是逆境时克服现实困难，面对压力迅
速适应的能力。新雨大婶初到开城，有背井离乡的痛苦，有
工作的艰辛，有债务的压力，除了睡觉都在干活。但是她没
有自暴自弃，一有空闲就会去找最好的朋友，她们一起剥豆
子、择菜、腌泡菜、做大酱、逛街，两人还一起学习语言、朗读
小说。无论何种逆境，新雨大婶始终能从挫折中恢复原状，
获得生活的动力。

在新雨大婶身上，我们看到了女子的韧性。她的故事
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只要我们有勇气，有信
念，有韧性，就能战胜困难，迎接生命中的“明亮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