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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乡村，一直是傅菲散文创作重点关注的
两类题材。他的新著《客居深山》，是继《深山已晚》
之后创作的又一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散文集。两
者有所不同的是，《深山已晚》偏重于以诗意语言书
写山中自然景观和自然现象，发现大地万物之美，在
与大自然的对话中领悟自然世界的启示，引领人们从
中获取生命的感悟与生活的力量。《客居深山》是作家
在大茅山北麓笔架山下客居近三年的心血之作，既有
对山中万物的书写，更有对山民命运的关注，是色彩
斑斓的“风情图”，也是深情动人的“山居图”。

以怜爱之笔描摹自然风物斑斓之美。傅菲笔下
的自然五彩缤纷，诗意丛生。他在《鸟打坞》看见桃
花的凋零之美，“飘落的桃花浮在水面上，与白云织
在一起。云成了桃花云，缥缈于水云间。”他在《一些
花开在高高的树上》看见油桐花盛放之美，“油桐花
横切北麓，如一座巨大的屏风。一夜，满山飘雪，终
月不融。油桐花素白，繁盛如雪。”他在《山窗》看见
繁星孤高之美，“无数的繁星,密集而疏朗，只有风、
水流、眼神得以流过其间，高古而亲切，神秘而透
明。”傅菲带着慧眼与诗心，笔触所到之处，万物皆
美，万物皆有诗意，他是大自然最用心的发现者、倾
听者和欣赏者。

以性灵之情刻画山间生物通灵之美。在傅菲眼
里，溪鱼、飞鸟、萤火虫等都与人类的生活相通，它们
照亮自身，也照亮尘世。萤火虫“打起荧光闪闪的灯
笼，从水边腾空而起。一个个灯笼，藏着世间最美最
小的火”。“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萤火、月光、泉水更洁
净呢？方外之物，滋养方外之人。”鸟群与人类一样，
懂得分享食物，“它们在漫长的路途中，共度生死。”
飞鸟游鱼不是人类，但形同人类，它们也有喜怒哀

乐，也有生老病死，也有与人类一样的性情和生命际
遇。

以惜物之心怀念日常旧物沉淀之美。旧物积累
着时光的痕迹，积淀着生活的记忆，积存着岁月的风
声。《圆篓记》里，“陈放日久”的圆篓有时当作鱼篓，
抱去钓鱼；有时当作背篓，去背芋头；还试图挂在树
上当“蜂箱”；后来被请进屋顶天台飘檐下，做了“鸟
巢”。《破缸记》里，河埠头捡来的三口破缸，经过旧物
改造，一口下为“猫窝”、上为“盆景”，一口做了灶炉，
一口成了“烤箱”，各得其所。他不无哲理地表明他
的生活态度和爱物惜物之心：“我越来越沉迷于日常
生活，遵照内心的想法，平静地度过每一天、度过每
一年，善待身边的人，也善待身边的物。他们和它
们，构建了我的真实世界。我是他们和它们的总和，
也是其中之一。”

以悲悯之怀记录山间人物生活之美。“最让我
关注的，还是山民的生活。”《艰深的哲学》里建筑工
地上的外地夫妻，《胖妈早餐店》里的“胖妈”，砍竹
子为生的“矮驴”，《生而为橘》里种橘的玉生，《结霜
的人》里养鸡的老张，《镜子中的人》里开理发店的
丁丁呛……他们“从不怨艾，眼里充满了光，浑身裹
满泥浆，面目却十分洁净。他们卑微，却十分有趣，
努力地生活。”

英国诗人蒲柏说，自然永远灵光焕发，毫不出差
错，它是唯一的、永恒普遍的光辉，万物从它那里得
到力量、生命和美。傅菲说，我们需要葆有一颗怀抱
大地的心灵，以大地之心去感受山川万物，去敬重生
活和生命。翻开《客居深山》，就是开始一场探寻生
命与生活之美的发现之旅。大山深处的生命图景，
次第展开，五彩斑斓，异彩纷呈。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被各种电子设备所充斥，手
机似乎成为了我们最亲密的伙伴。然而，当我们沉浸在那一方
小小的屏幕时，是否忽略了那些泛黄纸页间所蕴藏的无尽宝
藏？让我们暂且放下手机，一起走进那宁静而深邃的书的世
界吧！

书籍，是一扇通往智慧的大门。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心灵的
倾诉，是他们用文字编织的梦幻之境。当我翻开一本好书，仿
佛能听到岁月的低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轻盈。那字
里行间流淌的情感，如山间清泉，润泽着我干涸的心灵。

记得初次与书相遇，是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我偶然间
翻开一本《小王子》，便被那纯真而深刻的故事所吸引。小王子
的孤独旅行，他对玫瑰的挚爱，对成人世界的困惑，都如同一面
镜子，映照出我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迷茫。那一刻，我仿佛置身
于浩瀚的宇宙中，与小王子一同探索着生命的真谛。

随着岁月的流转，读书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百年孤独》那奇幻而又真实的家族史诗中，我领略到了
时间的轮回与命运的无常；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和孙少
安兄弟的坚韧与奋斗，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与希望并存；在

《红楼梦》的大观园中，我目睹了繁华背后的落寞，体会到了人
生的悲欢离合。

读书是一场与古今智者的对话。翻开书页，就仿佛开启了
一道通往不同时代的大门。我们能与老子探讨“道可道，非常

道”的深邃哲理，倾听他对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思索；能与李白
一同“举杯邀明月”，感受他的豪迈奔放与洒脱不羁；能与莎士
比亚探讨人性的复杂，领略他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书的世
界里，古今智者的智慧结晶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
路。读书，让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永不停歇，使我们的心灵不
断得到滋养和启迪。

读书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它让
我们明白，人生不仅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当我们
沉浸于书的世界，文字如灵动的音符，轻轻叩响心门。在书中，
我们遇见相似的灵魂，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也映照出自己内
心的渴望与困惑。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审视自我。
透过书中的故事，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寻生活的真
谛。或许是在主人公的坚持中找到了自己的勇气，又或许在悲
剧的结局里领悟到命运的无常。读书时，内心的声音逐渐清
晰。它让我们反思过去的选择，明白当下的珍贵，憧憬未来的
可能。这种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一场无声却深刻的洗礼，让
我们在生活的波澜中保持清醒，拥有一颗更加敏锐、包容和智
慧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美好与挑战。

然而，如今的我们，在手机的诱惑下，渐渐远离了这一方宁
静的天地。手机里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让我们应接不暇，却
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浮躁。我们在碎片化的阅读中迷失，忘记
了真正的阅读是需要静下心来，沉浸其中，去感受文字的力量，

去思考书中的哲理。
放下手机，捧起一本书，就像是踏上了一段心灵的旅程。

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可以穿越时空，领略不同的风景；可以品味
人生的酸甜苦辣，领悟生命的真谛。书，是心灵的避风港，让我
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书，是灵魂的灯塔，为我们指
引人生的方向。

当我们沉浸在书中，时间仿佛静止，世界变得安静而美
好。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共鸣，找到安慰，找到勇气。每一本
书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让我们珍惜每一刻
读书的时光，让书的芬芳浸润我们的灵魂。放下手机，与书为
伴，让心灵在书的海洋中自由翱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让我们慢下来，静下心，一起读书吧。

沉浸书海感受文字的力量
□王芳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也
是民族文化的源泉，如果从饮食的视角回望中
华史，数千年的岁月更迭，几乎等同于饮食的变
迁史。中国国家博物馆资深策展人王辉在《宴
飨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一书中，将
文物作为叙述线索，以巧妙的手法和细腻的笔
触，取传世文献、典型文物、画像砖石、壁画帛画
等镌刻饮食记忆的材料，娓娓讲述藏在饮食里
的中国历史变迁和演进，“烹制”成一桌绵延千
年、魅力无穷的美食盛筵，追寻到美食背后的中
华文化深远源流。

饮食虽然静默无语，背后却记录了丰富的
历史信息。在中国现有的饮食格局中，素有“南
稻北麦”之说，这是环境因素造成的，也是经过
漫长的岁月积淀下来的饮食习俗。当我们揭开
尘封在文物里的饮食记忆，回到四五千年前的
时光，触摸“祖籍”西亚的小麦传入中国并扎根
在东方土地上的脉络：从秦汉时期迎来麦类作
物种植第一个高潮，唐宋时期成为北方农业的
主体农作物，到明清时期变为仅次于水稻的主
要粮食作物，悄然改变了原有的“南稻北粟”饮
食格局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并且至今仍持续
存在。肉食在古代饮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随着历史的演变，肉食的种类和烹饪方式也
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先秦时期，肉食因其稀
缺性，是贵族阶层才能享用的美味佳肴，伴随农
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肉食的种类和数量逐
渐增多，猪肉逐渐取代羊肉的地位成为主要肉
食，时至元明清时代，牛肉逐渐成为重要的肉食
品种。从茹毛饮血到佳肴美馔，社会经济的发
展、烹饪器具的发明、烹饪技术的更新，饮食文
化的演变，让饮食不再只为果腹生存，通过使用
不同的饮食器具和精细的烹饪技术，创造出美
味可口的美食，处处显示出生活智慧和生命尊
严。透过一道道带着历史和远方气息而来的美
食，不仅可以窥见不同时代的经济、科技、农业
和文化状况，更可以触摸到时代变迁、王朝迭
代，以及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历史信息，将
这些信息串联成珠，便能呈现出一幅生动鲜活
的古代社会图景。

历史是由无数迷人细节组成的，那些在历
史尘埃里闪闪发亮的饮食印记，保存着中华民
族最温和有礼，也最五彩斑斓的一种文明表
达。《五谷为养》《肉食为充》《素食为主》《醇酿佳
饮》四个篇章，从食材、饮品、器具等物质文化的
视角，深入地介绍了食物变迁和其背后蕴含的
历史文化内涵。《五味调和》《烹饪有术》《礼始饮
食》则更侧重于从烹饪、礼仪、艺术等精神文化
的视角，带领我们从舌尖上品味中国人的生活
理想和政治智慧，感受浸润在生活里的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和”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魂”，
也是中国做人的“魂”，更是中国烹调的“魂”。
酸、苦、辛、咸、甘，虽然味型各异，作用不一，但
经过中国人味觉艺术的创造和创新，达到既能
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又能满足人的心理需要，使
身心需要在五味调和中得到统一的目的。烹饪
是一门生活美学，蒸、煮、炒、脍、炙……虽然“首
批被发明出来的炊具决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
的烹饪技法以蒸、煮为主”，但每一种方式都有
其独特的美妙之处，都为了达到色香味完美的
统一，背后有深远的文化底蕴。中国饮食思想
与哲理常被人从烹饪延伸至生活和治国，“治大
国如烹小鲜”“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在古代智
者、政治家的心目中，烹饪和治国不是一门单纯
的技术，而是一种艺术。《礼记》说：“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许多古画、壁画、砖石等文物上都有
古代宴席的场景，从宴请、备宴、座次、祝酒到进
食，严格的饮食规则，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制度、
文化水平和审美观念，而饮食与歌舞、戏曲、杂
技等艺术相结合，更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饮食塑造着中国历史和文明，每一种器具、
每一道美食、每一双筷子，都包藏着时间的流
转、人群的聚散，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
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走进文物里藏着的中华
饮食文化史，在时空交汇、心灵相通的饮食世界
里重见当下、照见自我，切实感受到肇始于饮食
活动中的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宴飨万年：文物
中的中华饮食文化
史》/王辉/广西人民
出版社/2024年2月

《 客 居 深
山》/傅菲/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心路》这本散文集如同一股清流，在喧
嚣繁杂的生活中给我们指引方向。作者李志
石用独特的视角和朴实的语言，记录了他对
故乡、亲情、友情及人生的深刻感悟。读这本
书，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激发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心路》的出版恰逢太白文艺出版社成立
三十周年。这家位于中国西部的文艺出版
社，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出版高质量的文
学作品，为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贡献。《心路》的出版，是太白文艺出版社在文
学出版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是李志石文学创
作生涯的里程碑。

《心路》由两辑组成，共收录了李志石多
年来的散文佳作。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作者
对故乡的深情厚谊，还记录了他对人生、亲
情、友情及事业的深刻感悟。

第一辑“沙地文化的生香”包含 17 篇散
文，李志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的故
乡——江苏省如东县香台头的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以及淳朴的民风民俗。这些散文
像清泉一样，浸润读者的心田，让人置身于那
片充满诗意与温情的土地上。在《我与香台
头》一文中，李志石深情地写道：“我是土生
土长的香台头人。”他详细描绘了香台头的历
史变迁，从汪洋到陆地，再到人们的生活场
所，这不仅是地理的演变，更是文化和生活的
积淀。透过他的笔触，我们能亲身感受到那
个充满温情的小镇。而在《不一样的海，不一
样的人》中，作者通过对比不同地方的海和
人，展现了香台头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
风貌。

第二辑“乡间的心路”包含了 51篇散文，
记录了李志石在人生旅程中的感悟与思考。
这些散文或激励人心，或引人深思，引领读者
触摸到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在《感恩》
一文中，李志石提醒我们要保持一颗感恩的
心。他写道：“感恩，不一定是感谢大恩大德，
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善良的人性美。”
这段话启示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培
养感恩之心，能让我们放慢脚步，珍视那些常
被忽略的瞬间，从而提升生活的质感和内心
的满足感。在《做事容易做人难》一文中，作
者通过讲述乡下两户人家的故事，揭示了做

人的复杂性。他指出，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
时，往往需要在情面、体面和场面之间找到平
衡。这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也是对我们人
格魅力的挑战。李志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做人需要有原则，需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
中保持自己的本色。

在《心路》中，亲情被赋予了极高的地
位。无论是作者对父母的深切怀念，还是对
子女的殷切期望，都透露出浓浓的爱意和责
任感。作者在《不认真地年轻，就会糊涂地老
去》一文中写道：“人活着，就是旅途的开始，
在来不及回味时，就会发现生命在走远。”这
提醒我们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不要让遗
憾成为常态。通过作者的经历和感悟，我们
深刻体会到亲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在我
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我们最坚实的支撑。

友情是《心路》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作
者通过描述与朋友间的互动和交往，展现了
友情的真挚和美好。《不用设防真好》中提到：

“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不设
防的真诚。”这道出了友情的真谛——真诚相
待、无私奉献。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这样
的友情显得尤为珍贵。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记
录了与朋友间的点点滴滴，让我们感受到友
情带来的温暖和力量。

《心路》的语言平实流畅，没有华丽的辞藻
和刻意的修饰，却能深入人心，触动读者的情
感。李志石以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将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文字的河流，让读
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心路》
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也是一部反映时代变
迁和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它以小见大，通
过个人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展现，反映了更广
阔的社会背景和人性深度。

《心路》/李志石/太白文艺出版
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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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美”的探寻发现之旅
读《客居深山》

□刘诗良

探寻心灵深处的温暖与力量
读散文集《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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