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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香的日常》吸引，首先是被书的画页
吸引。打开淡绿色的书封，古典雅致的创意画
旁，配有目录文字。疏朗闲适的搭配，仅仅几
页，就让人似乎从忙碌与喧嚣中抽脱出来。静
置于图与文中，带着惬意的思绪，自由的想象，
感受生活的点滴之美，恰如书名：清甜、香美兼
具，给日子带来另一番体味。

《清香的日常》这本书是作家潘向黎的散文
集，以“茶”“诗”“好天气”三辑，书写衣食住行的
日常，那些或偶遇或寻觅、或刚刚好或恰恰来的

“诗意”与“茶香”。灵动悠然的文字，写下俗世
烟火气的清欢从容；开阔恬淡的意境，摹画出平
凡日子的不平凡之美。

书封上写着“这是一本生活美学指南”，细
细读来，这本书没有巨大的美学烈度或浓度，但
依然是美的，美自极简，美自松弛。

在《清香的日常》中，作者潘向黎以自己的
人生经历切入，写饮茶、养壶、读诗，写登山、会
友、采风，写晴天雨日、清泉明月，将生活中的闪
光之处一点一点收集起来，与“茶香”相融，以诗
歌为媒，往山川草木、四季时空的深处探寻，寻
觅发自于内心深处的美好感受，洞察生命内部
的本真与自在。若说阅读体验，很像盛夏时节
饮一杯清茶，觅一方安静的空间，得一瞬悠闲的
时间，几缕微风轻过，茶汤入喉，或非清凉，却熨
帖心肺。

潘向黎写茶，写得极富“滋味”。香高清爽
的乌龙茶、浑厚霸道的武夷茶、甘甜圆润的云南
滇红、温柔细腻的江南绿茶，还有“莫干黄芽剑
池水”的“茶泉组合”，满带茶香茶韵；“须还我口
去”“茶不知名分外香”“及时雨，及时茶”，笑谈
茶趣茶缘；“茶边话”“茶心即闲心”“寒露啜茗
时”，言茶道更述生活哲学。一片树叶的鲜爽醇
甘，在作者的记录下，与生活的喜乐悲欢交织、
包裹、结合。“千里共好茶”的佳友往来，“人生真
局促”的自我对白，“茶边话”的亲情记忆……浸
在茶汤中的时光碎屑、坦然、亲切、细腻甚至带
着些许烂漫，从字里行间慢慢溢出，化作“珍贵
的尘土”，绽现出一朵朵令人向往的“金蔷薇”。

写生活之美，写日常之美，潘向黎的笔触真
实而真诚，没有端着架子的扭捏或矫情，没有为
了美而美的空洞或刻意，她笔下的世界自由而
辽阔，舒展而从容。阅读第二辑“诗”，隐约可见
作者文风“修炼”的秘诀所在。

18 篇文章，作者品读自己熟悉、喜爱的古
诗词，以丰富的想象、超脱的心境，还有对生活
对生命深入肌理的热爱与体察，将中国古典文
学之美娓娓道来。李白、王维、杜甫、苏轼、岑
参、辛弃疾、郑板桥等等，灿若星河的诗词王国
里，那些豪迈超脱、婉约细腻、疏狂飘逸、自然质
朴的佳作，与四季佳节、美食美乐、闲趣流年，与
飞扬而明亮的青春、温润而坚韧的乐观，相遇相
逢，“诗中地图”与“人生山河”回环衬现，映带
生辉。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夏，“雪沫乳
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的味，“大都一点宫
黄，人间直恁芬芳”的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
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我来见诗、“诗我互
证”，潘向黎的学识与妙悟，写下了诗词里层层
叠叠的音乐美、节奏美、色彩美、意境美，寻到了
百般滋味可品茗的生活真谛，映照出她的内心
隽永与生命姿态。每一篇品读，每一刻诗性灵
光的发现，都是作者寄身于日常却不忘安顿心
灵的见证。后记中，她借用苏轼和张岱的两个

“月夜”，写下如何不为外物所拘“一寸寸活出从
容滋味”的心得与思考：“注重精神性远远多于
物质性，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全天候地发现美和
全方位地欣赏美。”而这，对当下忙忙碌碌的人
们如何探求“极简慢生活”，亦是一种启迪。

第三辑“好天气”，其实是作者的旅行散
记。行走间见远远近近山，高高下下树，浓浓淡
淡花，叮叮咚咚泉，近一方风景，遇一乡行人，亲
一地风俗，忆一众亲友，若要将那些所见所得所
想、心情感悟思绪，概而言之，“好天气”所寓意
的气场、层次、内涵、感知，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生能真正留给自己的，除了刻在心上的
记忆，此外岂有别的什么？”行之所至，古镇、海
岛、江河、文物、秋阳、民歌民谣，皆是作者的目
光所瞩；空间与地域、自然与人文、历史与当下，
融汇于作者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哲思中。那些熟
悉的或陌生的城市，那些日常的或偶然的片段，
那些你曾经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人与物，都在作
者的笔端，以极强的包蕴性书写、记录、呈现，让
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能被无法深究的美好打动，这也是人生在
世的一种福气。在匆促、忙碌的缝隙里欣赏美，
更是一种可贵天赋。”阅读《清香的日常》，与山
水相遇，与静谧相遇，与古人相遇，与自己相
遇。作者对普通又平凡的日常那生动而丰富的
诠释，为我们在都市楼宇的劳碌中，探寻一个本
真、宁静、愉悦、通透的自己，提供了可能的借鉴
和更深一度的省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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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提起李白，国人都会对他的旷世之
才赞不绝口。其实除了写诗之外，李白还有着
丰富的人生。与常人一样，他也有着自己的理
想和抱负。然而，造化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
前，他亦有过迷茫与困惑。那么，唐代的李白
究竟经历过怎样的生命际遇和命运遭逢？诗
人吴斯宁的《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在抚
今追昔中，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白。

在公众的传统认知中，李白是斗酒诗百篇
的“诗仙”，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澎湃的诗人气
质。现实生活中的他，堪称“天选之子”，既潇
洒不羁又狂傲自信，骨子里始终充盈着一股傲
视群雄的倔强与硬气。一方面，他是“安能摧
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文学斗
士。另一方面，他又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的仗义侠士。同时，还是“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洒脱居士。作
者以史学家的深刻，洞见李白命运的起伏跌
宕，并以此折射出大唐王朝的动荡变迁。他
在精心考证李阳冰的《草堂集序》等众多史料
的基础上，结合同时代诗人与李白的诗作唱
和，生动呈现了这位诗坛大咖从青少年时代
到晚年的人生历程。在吴斯宁的笔下，才华
横溢的李白，少年时代就遍观奇书，读诗写
诗，漫游山水，学剑修道，既逍遥又自在。青
年时的李白，为了岀人头地，尝试着拜谒权
贵，广交朋友，虽几经努力，却始终是功名难
遂。而中年时的他，在历经一番寒彻骨后，终
得玄宗的召见，这也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时
刻。然而，初入翰林的他，却又由于自身的桀
骜不驯和不肯媚俗，最终被安于享乐的玄宗
赐金放还。岂料，老年时的李白，再陷低谷，
经历永王之乱后，毫无心机的他在一场政治
运动中，被流放夜郎，后幸遇大赦，才告别担
惊受怕的日子。此后，孑孓独行的他，虽有一
腔报国志，却只能怀着满腹诗才，黯然神伤地
度过他贫病无依的晚年……

纵观李白，就像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直
以来，他都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超越凡人的追

求，渴望早日走上仕途，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然而，在历经了重重坎坷后，他又不得不向严
酷的现实低头。为了改变壮志难酬的窘境，才
高八斗的他曾经也学着众多儒士一样，不断地
拜谒显贵、献诗，渴望得到提拔。可现实是，他
虽然诗名远扬，却由于狂放不羁的性格，加之
权贵们的排挤，始终让他未能在仕途上如愿以
偿。由是观之，李白曲折起伏的人生经历，既
是时代的不幸，更是他傲而有洁的性格使然。
一方面，大唐的文化繁荣，成就了他出类拔萃
的文学辉煌。另一方面，追求自由、崇尚浪漫
的他，又很难融入高墙林立的官场生活中。于
是，骨感的现实之下，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特
立独行而又真性情的李白，一个不内卷而又率
性畅达的李白。

书中，作者高度评价了李白令人仰之弥高
的诗才。他说，李白是自屈原之后，千年难遇
的诗坛大咖。他的伟大在于，诗歌里所构想的
世界，以及他描绘的那种傲岸、自由自在的人
格，是其他诗者难以企及的，是独属于精神世
界无比广博的李太白的。正是怀着这份深深
的敬意，作者为我们解读了李白上百首诗文作
品，激发起公众对其诗作全新的领悟和体会。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铿锵的
用词，彰显出他的人生豪迈。“宫女如花满春
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动人的笔墨，惋叹着物
是人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豪放的用词，抒发着他的凌云壮志。这些饱含
深情的诗章，是李白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让
我们得以窥见他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映照
出他矛盾交织的现实生活。

千百年来，李白的话题总是吸引着无数人
的目光，《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深入历史
的场域、诗歌的世界、人生的江湖，用它快意的
笔触，揭示出盛世之下一个永恒诗家的不朽灵
魂。不管时光如何变幻，李白的故事一直在延
续，他的文学精神始终在传承，他的形象仍鲜
活在我们记忆里、闪耀在璀璨的历史星空中，
永不泯灭……

用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
读《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

□刘小兵

鸡西市矿务局，位于东北边陲，是中国煤炭工
业的根据地之一。

1965年，作者李叔亮自山西大学中文系步出
学府之门，被指派至遥远的黑龙江省鸡西矿务
局。他曾任穆棱煤矿党委书记，鸡西矿工报社总
编辑及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在鸡西矿区，他
度过了超半世纪的岁月。他以鸡西矿区的百年历
史为背景，倾注心血创作了长篇小说《心路》。此
书以70万字铺陈，不仅是对鸡西矿区波澜壮阔历
程的艺术总结，更是一次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
探索。通过生动的笔触和跌宕的情节，李叔亮构
建了一个时空交错的叙事框架，描绘了矿工们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与斗争，记录了从艰苦到辉
煌的跨越。

全书共十八章，精心布局了一条主线与两条
副线，串联起五个历史阶段，生动展现了矿区三代
人的奋斗与变迁。第一阶段，讲述了山东农民朱奇
山兄弟为生活所迫，闯关东当矿工的坎坷历程。第
二阶段，展示了齐鲁矿工在爱国知识分子孙亦奇的
带领下，开发冠山煤矿的过程中与白俄矿队展开凿
井竞赛并夺冠的故事，体现了中国矿工的勇气与智
慧。第三阶段，描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煤矿工
人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
精神。第四阶段，记录了共产党领导矿工实现翻身
解放，民主改革，恢复生产，开展立功竞赛，多产煤
炭，为东北乃至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辉煌成
就。第五阶段，勾画了改革开放初期，新一代矿工
解放思想，致力于改变落后的采掘工艺，进行小井
群改造，推动高水平机械化进程。

小说巧妙地将个体命运与国家浩瀚历史交
织，深刻地概括了中国矿工精神与矿区的演变历
程。这部作品不单纯描绘矿工的生活日常，更深

入探讨了人物的内心信念与行为选择，以及这些
选择与理想信仰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塑造两种截
然相反的人物原型，小说展示了理想信仰对个体
命运的重大影响，人物间的心理转变和生活抉择，
生动地描绘了道德和选择的永恒议题。作者通过
人物对立，强调内在信仰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密不
可分，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人物心理的层次，
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因此，《心路》不仅仅
是关于矿工生活的叙述，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
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文学作品，其深远的思想具有
广泛的价值和意义。

《心路》不仅凝视着鸡西矿区的历史沧桑，也
是对煤矿工人生活图景和精神风貌的铭刻。在此
书中，复杂而丰满的人物形象与交织的情节纠葛
共同绘制出一幅勇气、智慧与牺牲交织的壮阔画
卷，深情致敬煤矿工人这一坚韧不拔的群体。朱
奇山，他以侠肝义胆和无私的勇气，引领矿工向
前；张大闯，他在危机四伏中机智存活，像是与狼
共舞的舞者；张大山，人称“煤痴”，是深谙煤炭秘
籍的专家；赵煤山与朱继忠，他们对矿业的热爱如
磐石般坚定；武超和张扬，两位大学生，他们为机
械化矿业的梦想燃烧自己的青春……通过将个体
性格深植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使命中，展现
了人性的多面性和道德选择的复杂性，把历史的
宏观叙述与个人命运的微观视角完美融合，构筑
了一部历史与人物并重的叙事佳作。

《心路》通过精心构思的虚构技巧，成功地将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想象紧密结合，展现了鸡西矿
区百年的沧桑巨变。它不只是历史与文学艺术的
融合，更是煤矿工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与鸡西矿
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的生动展示，为鸡西地区的
历史提供了一次文学的再现和深刻的反思。

展现鸡西矿区的时代变迁
读长篇小说《心路》

□高翠萍

《清香的日常》/潘向黎/长江文
艺出版社/2024年5月

《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
吴斯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4年5月

《心路》/李叔亮/花山文艺
出版社/2024年1月

罗曼·罗兰曾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是在书中
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检查自己。”的确，人生旅途中，书籍成
为我们忠实的伙伴，帮助我们寻找自我，体悟人生，获得内心平静
与治愈的力量。

读屏时代，不妨放下手机，与书为伴。阅读让我们遇见人生
榜样，按照榜样的样子去成长。 记得高一时看过一本名人传记，
是介绍范·德·瓦耳斯的。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成长
过程中，他心中就有一个偶像。这位偶像是一位哲学家，和他在
同一个村庄，比他早几代出生。他认为，自己跟他一样，都生长在
同一片土壤上，生活条件也都差不多。既然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
人，为什么我不能呢？于是，瓦耳斯每天专门绕一段路，来到这位
哲学家的铜像前为自己打气。最终，这座城市也有了他的雕像。

瓦耳斯的故事给了我启迪，我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
是班级的中游。我们那个年代，班级中能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
以我当时的成绩上大学很难。我从瓦耳斯身上突然找到了勇气，
从此上课听讲更认真了，渐渐地成绩也提高上来，最终考上了东
北师范大学。

阅读让我们穿行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丰富的
精神世界。上大学时我学的是中文，有个月买书下了血本，一套

《史记》45 元，一套《平凡的世界》15 元，一套《安娜·卡列尼娜》11
元，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是一大笔开销，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

就六七十元。为此，吃了一个月两毛一份的豆腐和两毛二一份的
土豆片，忌了爱吃的一元六毛五的鸡肉和一元三毛五的肉丁，心
里却生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书消得人憔悴”的窃喜。那时看小
说着迷，记得看完《穆斯林的葬礼》，我为韩新月和楚雁潮阴阳相
隔而流泪，很长时间脑海中还萦绕着新月下葬时，楚雁潮躺在墓
穴中“试坑”的情景：他躺在新月将长眠的地方，不愿意离开……
这是他一生最爱永久居留的地方，如果能多留一秒，就能替她多
暖一分……借助阅读我仿佛进入万花筒的魔法世界，脑海里穿梭
着各种闪光的形象，孙少平、白嘉轩、陆文婷、王琦瑶……我凝视
他们的眉宇和眼神，倾听他们的笑语和叹息，探访他们的情感世
界。原来，我们生命的每个细节，都在书中得到了诠释。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让我们有勇气走过人生的
“三岔口”。我女儿8岁那年得了场较重的病，住院3个多月，当时
我想不通为何命运如此弄人？陪护的日子，翻看史铁生的《我与
地坛》，史铁生 21 岁，从跨栏冠军变成了只能靠轮椅生活的人。
28岁不得不造瘘排尿，终生插着尿管，带着尿壶。后来双肾彻底
坏死，由此开始了近13年的两天一次的透析。无论多少伤痛、打
击，他始终心不废，志不废，用生命写下三百多万字的作品。他温
暖的文字，照亮了我幽暗的心灵，让我在面对人生的挫折时，拥有
坦然面对的勇气。我的心态变了，我看世界不一样了，我思想的
骨胳就是从他的文字中补钙的。

阅读带来最令人愉快的朋友圈，让我们找到最忠实、最智慧的
知己。杨绛把读书比作 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
谒有名的学者，可以足不出户，随时拜师求教。我经常到杨绛家

“串门儿”。她92岁写了《我们仨》，96岁出版了《走在人生边上》，
103岁时写下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96岁时，先生依然觉得日日
不同，都有新鲜感受，依然强调思想的修炼。年华的老去，往往给
人带来伤感、焦虑，甚至恐惧。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变老就是在走
下坡路，我们任由自己变得粗糙。可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活着真
有希望，可以那么好”。每当想放任自流时，耳边常响起她的叮咛：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
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越细，香得愈浓烈。”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就像葡萄变成了佳酿，玫瑰花瓣压在
日记本里留下了经久不散的芳香。读书无疑是一剂温润的慰藉，
让我思考该如何走好人生的下半程。

开卷中获得成长的力量
□宋雪梅

——放下手机读会儿书 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