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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着肖复兴的《正是橙黄橘绿时》，仿佛握住了一
把打开生活宝藏的钥匙。这本书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
在我眼前缓缓展开，每一个文字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散发着温暖而迷人的光芒。

生活，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伙伴，常常让我们在忙碌
中迷失，误以为诗意只存在于远方的山川湖海、异国他
乡。然而，肖复兴却如一位智慧的引路人，轻声告诉我们：

人生不一定要远行，手边的光阴，也一样有你想要的答案。
那一碗绉纱馄饨，宛如一位从时光深处走来的使

者。它带着北京普通人家的烟火气息，将我带回到那个
纯真的岁月。初中时，与同学在珠市口路北的饭馆里，紧
靠着清华浴池，对面是已改名为珠市口电影院的开明老
戏园。在那里，第一次品尝到馄饨的滋味，那是一种别样
的惊喜。馄饨如一个个小巧的精灵，在碗中舞动，那薄薄
的皮，仿佛绉纱一般，轻盈而细腻。它不像饺子那般隆
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就像生活中的小确幸，不张
扬，却能在不经意间温暖人心。

生活或许没你期待的那样好，但也不全是你以为的
那样坏。它就像一场变幻莫测的舞台剧，有高潮，有低
谷，有欢笑，也有泪水。吃一顿美食，那美味在舌尖上绽
放，如同绚丽的烟花，瞬间点亮了我们的心情。种一株花
草，看着它从一粒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开花，仿
佛见证了一个生命的奇迹。读一本小书，沉浸在文字的
世界里，与作者对话，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故事和情感波
澜。听一段音乐，那悠扬的旋律如同清澈的溪流，缓缓流
淌在心灵的田野上，滋润着每一个角落。学一样技能，在
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中，收获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生活中的这些平凡瞬间，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当

我们用心去捡拾、去串联，便会发现它们汇聚成了一条璀
璨的项链，闪耀着生活的诗意。它们不需要昂贵的代价，
不需要长途的跋涉，只需要我们有一颗善于发现的心，一
双乐于感受的眼睛。

生活的诗意，有时就藏在一顿家常菜中。那熟悉的
味道，是妈妈的关爱，是家的温暖。它不是山珍海味，却
能让我们开心一整年。就像冬日里的一团炉火，虽不炽
热，却足以驱走严寒。

人生未必要遇见多么伟大的友谊，一位平常的故人，
也能温暖你的人生记忆。那个曾经一起分享过快乐、分
担忧愁的朋友，即使多年不见，再次想起时，心中依然会
涌起一股暖流。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虽然遥远，却始
终在那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

生活或许平淡，或许充满挑战，但只要我们珍惜手边
的每一寸光阴，用心去感受，去创造，都有可能结出丰硕
喜人的果实。愿我们都能爱这生活，更爱自己，笑着走
路，享受人间。就像那橙黄橘绿的时节，虽不是春天的繁
花似锦，却有着成熟的韵味和独特的美丽。

让我们在这平凡的时光里，寻找生活的诗意，活出
“橙黄橘绿时”的味道。因为，生活的诗意未必在远方，它
就在我们的身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拥抱。

生活的诗意未必在远方
□ 莫云

序序跋精萃

稻草人的哲思与生命的共鸣
——序罗明生诗集《邀一个稻草人同行》

□ 胡红拴

在诗歌的广袤天地里，罗明生的诗集《邀一个稻草人
同行》宛如一颗具有独特个性而璀璨的星星闪耀着。这
本诗集像是一幅由众多色彩斑斓的画卷拼接而成的艺术
长卷，每一首诗都是那画卷中的一抹独特的色彩，共同构
建起一个充满诗意、饱含深情的世界。

作为一个来自于矿山的诗人，自然资源的“山、水、
林、田、湖、草、沙”早已融入了罗明生的血液，于是，诗集
收录的诗歌，自然也就将地域文化与自然之美的交融作
为主调，作为作者诗写的旋律。

诗集的第一辑“水边的长鼓舞”就如同展开一幅瑶乡
的山水画卷。像《水边的长鼓舞》这样的诗，不仅仅是对
一种舞蹈的描述，更是将瑶乡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融入
其中。而《瑶乡的白露》一诗，则巧妙地捕捉到了瑶乡节
气中的白露这一时刻，白露如同瑶乡大地上的一颗晶莹
的珍珠，凝结着地域的气候特征和独特的美感。

再看第三辑的“一群白鹭从海面飞过”，此时的诗人
把视角转向了大海。《飞鱼》一诗展现出大海充满生机又
神秘的一面，飞鱼跃出海面的那一瞬间，是生命对自由的
渴望，是大海孕育的灵动与活力。

在这部诗集里，处处都流淌着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和
丰富的情感。在《我的秋风，只铺就金黄》中，诗人站在
秋分时节的田野上，把秋风比作一酝酒，田野醉了，醉出
了各种美好的姿态。而在《玉兰花开》里，玉兰花在风尘
沦落的湖水边盛开，它的盛开仿佛是一种生命的坚持与

抗争。
从情感的角度看，诗集里既有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如

《故乡的炊烟》，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是故乡的标志，是游子
心中永远的温暖港湾。又有对孤独旅程的感慨，像《孤
旅》，诗人在孤独的旅程中对生命、对世界有着独特的观
察与思考。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罗明生的诗歌有着他独特
的风格。他的诗歌语言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如“一色的羽
毛是白云的颜色，包裹身体过去的苦难与丑陋”，简单的
语句却能深刻地描绘出白鹭羽毛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内
涵。他善于运用意象来传达情感和思想，稻草人的意象
贯穿诗集，成为农耕文明与现代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纽
带；白鹭的意象则象征着自由、纯洁和对平等生存权力的
追求。

在诗歌的结构上，无论是组诗还是单首诗，都有着清
晰的脉络。以组诗为例，每一组诗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
开，像第一辑“水边的长鼓舞”围绕瑶乡的地域文化和自
然景观，各个单首诗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共同构建
起瑶乡独特的诗意世界。同时，诗人在诗歌的节奏把握
上也很有技巧，读起来朗朗上口，既有诗歌的韵律之美，
又不失现代诗歌的自由灵动。

这本诗集在艺术价值上是多元的。它既是对地域文
化、农耕文明的深度挖掘与诗意呈现，又是对现代生活、
生命感悟的真诚表达。它让我们看到了瑶乡的山水、大

海的波澜、农耕文明的印记、现代农村的发展，更感受到
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生命、对世界的热爱与思考。

最后，我想单独说说诗集中的那首《与稻草人同行》，
这首作品发表在2021年10月17日的《工人日报》。此首
诗的动人之处在于稻草人的哲思与生命的共鸣，宛如一
首轻柔而深邃的生命之歌。诗中，诗人邀稻草人同行去
讨论生命平等，这一构思独特而充满诗意。稻草人，本是
田野间的守望者，它看似没有生命，却见证着万物的生长
与消逝。“有时，为了另一种繁荣/选择枯萎自己”，这几句
诗赋予了稻草人一种牺牲与奉献的精神，它的枯萎并非
终结，而是为了成就田野里的其他生命，这是对生命平等
和轮回的深刻诠释。诗人不去纠结季节里的胜败兴衰、
生死得失，在这滚滚红尘中，万物纷纭，文韬武略的较量
又怎能定出永恒的王者。这是一种超脱世俗评判标准的
豁达。我们身处复杂的世界，常常为名利争斗，然而在大
自然的宏大视野里，这些都显得渺小而短暂。站在食物
链顶端享受丰盛之后与稻草人握别，走进田野播种生命
的轮回。这是一种回归本真的姿态，从喧嚣的世俗回归
到宁静的田野，从追求物质的丰盛回归到对生命本质的
尊重与延续。这首诗用简洁而富有韵味的语言，让读者
沉浸在对生命、平等和自然的深深思考之中，如同一股清
泉流淌过心灵。这也许就是诗人选《与稻草人同行》作为
这本诗集名字的缘由吧。

应作者之邀写此短文，是为序。

江盈科的《锦帆集序》创作于万历丁酉嘉平月朔，即公
元1597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彼时，袁宏道于吴县任职县
令后因病辞官归乡，其友人方子公将袁宏道在吴县期间的
诗词杂著悉心整理编辑，成《锦帆集》，江盈科遂为此作序。

《锦帆集》是袁宏道文学思想与情感抒发的关键载
体。其中辑录了袁宏道为官的艰辛、辞官的欣悦、对复古
派的批判以及文学革新的理念，还有对山水盛景的描绘、
闲适情致的表露，以及对人生的喟叹与追求本真自我的
思索。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共同铸就了《锦帆集》的深邃
内涵与独特魅力。

江盈科与袁宏道情谊深厚，互为挚友，且江盈科自己
亦身处官场，所任职的百花洲与袁宏道所在的锦帆泾并
不远。彼时所处的时代，官场事务纷纭繁杂，文人于仕途
与文学创作之间，面临着诸多权衡与思忖，上述如此背景
为这篇序文的诞生构筑了基石。

文章开篇详述锦帆泾的历史渊源，此地曾是吴王与西
施纵情享乐、轻歌曼舞之所。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往昔的
霸业宏图与美人风姿皆已消散于历史的长河，唯锦帆泾之
水依旧潺潺环绕姑苏吴治。继而叙述袁宏道于乙未年出
任吴县县令，殚精竭虑，一心为民操劳，终因积劳成疾，七
次上书才得以辞官归里。袁宏道本就才情卓绝，精通名理
且擅长词赋，然为官之后，文学创作被迫搁置，幸仍偶有佳
作问世，历经两年集成卷册，经友人整理，遂成《锦帆集》。

江盈科忆起袁宏道曾手指锦帆泾，言表拥有此地之快意，
实则其公务缠身，与吴王昔日的逸乐形成鲜明反差，不禁
感慨同处一地，古今人物的苦乐境遇竟如此悬殊。随后对
《锦帆集》的内容特质予以评价，称其诗词杂著匠心独运，
思绪深邃，取景于近前而意境超逸。文末，作者比对自身
忙于刑名事务，无暇吟诗题咏、著书立说，喟叹百花洲因己
之故，难以如锦帆泾因《锦帆集》而声名远扬。

此文写作特色显著。其一为历史与现实的精妙融
合。文中巧妙地将吴王时期锦帆泾的繁华盛景与袁宏道
任吴县令时的实况相勾连，借由古今对照，使文章兼具历
史的深沉厚重与现实的真切可感。如描绘锦帆泾的今昔
变迁时，从吴王的霸业辉煌、美人的曼舞轻歌到袁宏道的
为民劬劳，对比鲜明且过渡自然流畅。其二是情景交融
的笔法。在叙写袁宏道的经历以及对锦帆泾的情感吐露
之际，融入自己的感慨与沉思。诸如袁宏道对锦帆泾的
感言以及作者由此而生的对苦乐人生的叹喟，将景、人、
情三者紧密缠绕，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与思想深
度。其三是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在叙述袁宏道任职、
抱恙、创作等经历进程中，适时插入议论，如对人生苦乐、
山水与文章不朽的思辨，使文章超脱单纯叙事的范畴，在
叙事根基上深入探究哲理，提升了文章的内涵与层次。

江盈科此篇序文，文学价值颇高。其一，文字洗练且
极具表现力，无论是对锦帆泾景致的勾勒，还是对人物经

历的铺陈，皆用词精当、行文畅达。如“抱邑治如环”一句
对锦帆泾水的描绘，生动传神地勾勒出其地理形貌。其
二，文章结构严整有序，以锦帆泾的历史起笔，引入袁宏
道的事迹，继而评判其作品，末了以自身作比收尾，层层
推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其三，善用形象比喻等文学
评论手法，如“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
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鲜活地展现出袁
宏道作品的独特魅力与超凡艺术水准。

尤为值得称许的是江盈科对文学不朽性的深刻认
知。在这篇序文中，鲜明地提出山水无尽而文章可与之
同垂不朽的观点，此论于当时乃至当下皆意义非凡。它
激励文人珍视文学创作，洞悉文学在传承文化、铭刻时
代、突破个体生命局限等方面的无可替代之效用，对推动
文学的发展与传承发挥着积极的思想引领效能。

此外，江盈科颇具自我反思的精神。文中通过与袁
宏道的对照，对自身深陷刑名事务而无暇创作深表遗憾，
这种自我省思彰显了作者对自身价值追寻的审慎考量，
亦能启迪读者思索在忙碌生活中如何平衡功利性事务与
精神性创作的关系。

总而言之，江盈科《锦帆集序》不只是一篇为友人袁
宏道作品集撰写的序文，更是一篇内涵丰富、价值多元的
佳作，其在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对我们探究三袁文化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人生与文学的深度交融
——江盈科《锦帆集序》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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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在重点阅读余华的《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
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两本杂文随笔集。阅读
其实就是在寻找，在突围，在灵魂的深处有着无法靠岸
的摆渡。

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充满着精神充
沛的快乐。从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开始，捡拾可能遗落
的记忆，那段时间《刀锋》《漩涡》《十字架下的徘徊》等一
些能带来力量的名字的书目，就成为我的对象。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走过，已经记不起摩罗在
《不死的火焰》中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
琴、普鲁斯特等作家看世界眼睛的描述，但毛姆《刀锋》
对人生意义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仍在午夜梦回。

努力回想，记忆无法完整，却突然间记起，今天已经
冬至，还记得去年冬至日写道：“无法想起过往，是近来
常有的事，但是，生活的经历是一个人力量的源泉，就好
像那些历史，需要不断地翻晒。”

最初阅读的主要乐趣是对连环画的追寻，那时候最
大的快乐就是如何让拥有一本连环画，并在同龄人之中
流转，获得更多的书籍，这是一个充满渴望的年龄。

想想读《哈佛中国史》，认为是另类的言说，里面有
逍遥，却没有拯救。历史怎能如此的轻松，戏说只是理
想的存在，人还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

阅读是一个在全然的孤独之中，仍令人心满意足的
沟通奇迹。

阅读《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必然要看阐述阅读
意义的《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能以此作为集子名称
的必然有其特殊的存在。讲述漂泊的幸福感，《别人的
城市》也是一篇值得一读的，给孤独的行走者总要给予
一个光明的。

阅读《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当我们读到：“一
个北京的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的飞机，一个西北女
孩羞涩的说想要一双白色的球鞋。”你就会感到，那种距
离带给你的内心的恐惧，是可以触及灵魂的差距。

人生本就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和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是不互相矛盾的，一本不一定
读得懂，但一定值得一读的，还是自己书写的人生。

季老在《季羡林自传》中娓娓道来，向我们讲述了他
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从山东临清县一个
贫苦农家的孩子，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才一步步成长
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大师。其中让我感悟颇深
的，不是他学术上的超高成就，而是他始终保持对人生
的思考，以及在艰难困境中积极而豁达的心境。

虚荣之心，亦可激发向上的力量。中学时期的季老
对大明湖蛤蟆的兴趣远超书本，然而在北园高中的一件
非常偶然的事，让他实现了从“虚荣心作祟”到“荣誉感
作美”的转变。时任山大校长的前清王状元以亲赐墨宝
的形式来表彰甲等第一名，而年轻的季老成了当时全校
唯一获得状元公墨宝的人。荣誉来之不易，最原始的虚
荣心促使他改弦更张，逐渐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世间
的万事万物，凡事都有两面性，就像季老所说，虚荣心是
不应该一概而贬低。虚荣心是作祟还是作福，取决于它
在我们心中滋生出怎样的力量。

困顿之境，亦可找到人生乐趣。季老留德期间，在
饥肠辘辘、危机重重之时，哥城的山林成了他心中的世
外桃源。无数次，他一个人，或者和友人走进那片山林
去游玩、思考和畅谈。山林里郁郁葱葱的白杨和橡树、
碧绿的草地、瞪大眼睛的梅花鹿，在季老眼中都显得可
爱而生动，别有一番风味。艰难时期山间畅游的闲情逸
趣，让他悟出禅机，在任何艰难情况下，人生也绝不会只
有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困难之时，都应该练就
季老这般心境，永远相信生活总会有一点糖。

祸之所伏，亦可是福之所倚。在91岁高龄时，因为
一场大病，季老在医院住了45天。起初他对自己病情处
于“真糊涂”状态，完全不知晓严重性，和医院的大夫、解
放军战士，甚至打扫卫生的小女孩，都处得其乐融融。
后被告知自己的危险境况，季老称“这像是在头顶悬上
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也是幸运的，可以随时让他
保持警惕。人生有时福即是祸，祸即是福。我们需要做
的是不汲汲于喜，不戚戚于失，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不要
在得意与失意之间忘乎了所以。

人生如旅，旅途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曲途。低头赶路
时，别忘了抬头看看星光，就如季老所说，任何情况下人
生也绝不会只有苦。练就豁达的心境，路边的小草，迎
面吹来的风，满天的星辰，都可能在某个瞬间治愈我们
疲惫的心灵。

人
间
草
木
皆
是
趣
□
刘
子
维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的一本散文集，主要讲述在草
木虫鱼、往事回忆中捕捉到的世间美好与乐趣。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关于草木的记录，那些被忽视的小事被拾
起，才发现原来一草一木皆是趣。

草木之趣，趣在添彩。有花草之处，总是有赏心悦
目的乐趣。其貌是趣，其色亦是趣。大朵的腊梅花可做
成腊梅珠花饰品，如书中所写，腊梅珠子花当中嵌了几
粒天竺果，黄腊梅、红天竺穿在花丝上，插戴于鬓间，甚
是好看。凤仙花其色可染指甲，凤仙花捣烂，少入矾，敷
于指尖，即以凤仙叶裹之，隔一夜，指甲即红。用大自然
的天然色彩装点指甲，似乎给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草木之趣，趣在食味。花草做成食物，各有各的风
味。草木类食物中，除去常吃的种植蔬菜外，野菜也是餐
桌上的常客，野菜种类繁多，食之不同则有诸多乐趣。如
书中所写，泰山可吃的野菜有一百多种，主要的是有三十
一种。汪曾祺在中溪宾馆吃到了灰菜、野苋菜、马齿苋、薄
荷、木槿花等十种野菜，不由感叹伙食很好。野菜不外两
种吃法，一是开水焯后凉拌，一是裹了蛋清面糊油炸。野
菜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法，保留各自原味也是各有千
秋。草木类食物，其味不同，则乐亦无穷。细细品尝，感受
味蕾的愉悦，也是在感受草木之趣。

草木之趣，趣在茶饮。花草成茶，品其茶趣。汪曾
祺到桃花源旅游时说到：“闻擂茶之名久已，此来一半为
擂茶。”所谓擂茶是将茶叶、老姜、芝麻、米、盐用擂棒擂
成细末，开水冲开，便是擂茶。汪曾祺对擂茶味道甚是
喜欢，感叹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不仅如
此，喝擂茶时还有炒米、炒黄豆、砂炒红薯片等十几种佐
茶的茶食，为喝擂茶增添了很多乐趣。喝茶品的不仅是
一种滋味，更是一种闲适的乐趣，是琐碎生活中的意趣
时刻。

《人间草木》具象了草木之趣，让乐趣有了形态，也
有了滋味。汪曾祺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小幸福，他笔
下的草木如一幅幅画卷，在生活之处徐徐展开。人间草
木，各有风华。当我们慢下脚步，品味其中之趣时，是对
生活的深情，亦是对光阴的不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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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新生代作家黄昶短篇小说集《迟湖》，整体上来
看，小说人物始终与自然处于一种对话关系当中，自然之
物获得了与人相同的地位，显示出某种能动性。

《迟湖》中“我”在二爷爷的带领下来到了迟湖，“星光
漫落下来，周遭景物方才回归；前方的确是湖，星月映在
湖面上，波动着，频频地闪出斑纹，两侧一棵树也没有，我

们在山谷里，在湖边，整个世界就像碎裂的宝石，迟湖像
飞溅到桌底的寻不见的一块，安静沉稳地发着亮。”迟湖
是静止的，也是运动的，未有人来时亦是如此。因“我”是
第一次来到迟湖，“无怪枯坐了近两个小时，一条鱼也未
上。”可常来的二爷爷“他的桶里已经盛满了十数条鱼”。

“我”沿二爷爷的来路独自寻找迟湖未果，只能让二爷爷
领路再访迟湖。迟湖有自己的筛选机制，只对熟悉的人
敞开。

《开眼》中台风天唐立冬邀“我”出门寻找台风眼，在
唐立冬的讲述中，台风眼不是人们构想的那样，台风的中
间不下雨，风眼有自己的真实面目。寻求途中屡遭挫败，
唐立冬“他的嘴动了，起先没有声音，但不断反复，越来越
有力，声音也逐渐明朗，仿佛穿破狂风，穿破云层，传到我
耳边，传到天顶：开眼吧，老天，给我开眼吧。”“我听到了
他的声音，天空也听到了。”不久，台风也对唐立冬的诉求
作出了回应，显露出自己的真容：“半月后我收到唐立冬
在老家给我发来的消息，是一张图片。”“他将台风眼标
明，我放大看，正是我们所走到的地方，但最中心处，画着

一颗蓝点。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同心眼，一种极其
稀少的情况，就是台风眼的正中心下雨”。台风不是冷冰
冰的客观存在，台风同样能回应人的情感。

《长考》颇为有趣，读来忍俊不禁。拾慧和“我”是
好朋友，拾慧的爷爷海慧和“我”爷爷是好朋友，且都爱
下棋，“我”爷爷经常输给海慧，一次海慧与“我”爷爷下
棋时，发现下棋可以治疗拾慧的口吃，于是开始教导拾
慧棋艺。多年后，患癌的拾慧约“我”到山门见面，“车
行到山脚，树影有了轮廓，爬过了坡，感觉就能找到那
几棵红松。拾慧在院墙下等我。”红松依然在故土守
望，依旧等待故人归来，红松既陪伴着“我”和拾慧，也
陪伴着周围的一草一木，以自己的存在陪伴天地间的
一切存在。

通览整本小说集，人物与自然之物都处于一种平等
对话的关系中，自然存在物不是无生命的，人对自然不是
全然冷漠的，人与自然不是利用与被利用的，人与自然都
是完整而能动的客观存在，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人与
自然构建出一种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的平等关系。

与自然之物对话
□ 刘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