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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他的优美诗章代代流传，为丰富国人的精神生
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一流课程《李
白导读》主持人及主讲教授海滨所著的《李白的
长安道》，紧紧围绕李白的理想和命运，以他的
人生轨迹为线索，在领略李白旷世诗才的同时，
亦生动还原出这位诗坛巨擘的灵魂世界。

全书共分十二章，以其履历和行游为背景，
讲述了李白从乡间书童到浪漫主义大诗人的成
长蜕变。揭示了他从青春年代开始壮游出行，
一路向往长安仕途，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
志。并借助他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话书写，全
景式地展现了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
出门去”的旷达人生。

公元 701年，李白出生于碎叶城，在他 5 岁
时，便跟随父母来到了绵州昌明县（今四川省江
油市）清廉乡定居。在父亲的精心调教下，他10
岁便学习诸子百家，15岁已饱览天下奇书。一
直到他24岁离家，在近二十年的光阴里，李白通
过刻苦攻读，筑牢了儒家根底。在早年李白的
心中，就已然住着尧、舜、孔子、姜子牙、管仲、张
良、诸葛亮等圣贤或政治家。住着屈原、宋玉、
贾谊、司马相如、扬雄、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等
伟大的文学家。正是这种见贤思齐式的精神感
召，激励着李白奋笔疾书，并涵养出素贞高洁、
傲岸不屈的文人气质，这为他日后成长为万众

瞩目的诗坛翘楚，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为了开拓视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24

岁的李白，怀着满腔的豪情与抱负，告别巴蜀，奔
赴他心中的理想之地——长安。彼时的长安，正
呈现出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承载着无数学子的
热切期盼。这座盛世华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王国都城，更是自汉代以来，无数文人的政治梦
想和精神坐标。而反观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也
与长安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他曾三入长安。
30岁那年初入长安时，他渴望在此大展宏图，可
惜未能成功。第二次入长安，是43岁忽得天子征
召，虽得以供奉翰林，却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
理想，遂在自请放还中怅然离开了长安。第三次
入长安，是53岁时为揭露安禄山的异图而来，令
人扼腕的是，又一次在遭受冷遇中无奈地离开了
长安。虽是三进三出长安，但在作者看来，无论
李白的仕途如何历经起伏，他想要报效国家的

“初心”犹未改，仍有着“已将书剑许明时”的追
求。正如作者在书中总结的那样，“李白‘三入长
安’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成长的过程，他终于从

‘小我’走向了‘大我’。”
作为一本揭示李白精神成长史的著作，作

者始终把李白的命运放置于整个时代当中，
予以精细的观照。并从他代表性的诗文里，
找到历史的依托，以言为心声作为叙事的肌
理，力求解开在倥偬岁月中，李白与长安结下

的不解之缘。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李白是幸
运的，他生长在那个奢华的大唐盛世，这为他
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但从个
人而言，李白又是不幸的，不羁的性格，率真
的性情，让他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朝廷处
处受制、难以立足，与长安失之交臂，自然令
人惋叹。对此，作者总结认为，“纵观李白的
人生心迹，无论他是否身在长安，实际上他常
常不免跋涉在精神的‘长安道’上。”在他看
来，“长安是一个政治的标识，是李白实现政
治抱负和理想的彼岸。”回溯这段难以忘怀的
经历，从向往长安，到奔赴长安，再到失意离
开，又回望长安……李白的一生，都与长安这
座大唐帝都紧密相连。期间，既有徜徉鲜花
美酒的时刻，也有被围追堵截的窘迫。在人
生的不同阶段，李白所邂逅和经历的长安，也
都历经了变化和动荡。从这个层面说开去，
李白的沉浮，就是唐代的一个缩影，真实地映
射出巍巍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面容。

掩卷长思，《李白的长安道》是本值得反
复品味的书籍。该书紧紧围绕诗人人生各阶
段的关键性问题，以研读经典作品为切口，同
时汲取当代学术研究最新成果，给读者分享
了最前沿的文史知识。对于我们全方位地认
识李白其人、其事，管窥长安这座古城的独特
历史价值，无疑提供了新的索引。

探寻诗坛巨擘的心灵追求
读《李白的长安道》

□钟芳

《李白的长安道》/海滨/人民文学
出版社/2024年8月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手机如同一个无所
不能的魔法盒，牢牢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在那一方小
小的屏幕背后，我们是否渐渐迷失了什么？当我们沉
迷于手机碎片化的信息海洋时，可曾想起那一本本静
静躺在书架上，能引领我们穿越千年、跨越时空，与古
今中外智慧灵魂深度对话的书籍？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巍峨灯塔，穿透历史的重重迷
雾，照亮我们前行的漫漫征途；阅读，则是心灵深处最
柔软、最醇厚的慰藉，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我们干涸的精
神世界，赋予我们对抗平庸与浮躁的力量。

儿时，初次邂逅文字就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兴奋与
好奇。每轻轻翻开一页书，仿若能听见历史的幽微低
语，能真切感受到作者笔下情感与思想的涓涓细流。
在《安徒生童话》的奇幻世界里，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如
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点亮了我对纯真爱情的朦胧憧
憬；《西游记》中那神通广大、勇敢无畏的孙悟空，让我
懂得何为真正的勇敢与智慧；而《红楼梦》里贾宝玉与
林黛玉之间凄美动人的悲欢离合，则如同一把细腻的
梳子，轻轻梳理出我对人生无常与无奈的初次体悟。
这些经典故事，宛如一位位忠实而温暖的老朋友，默默
陪伴我成长，为我稚嫩的心灵播撒下无尽想象与启迪
的种子。

慢慢长大，我的阅读视野如同一只展翅高飞的雄
鹰，逐渐从充满奇幻色彩的童话故事领地，转向更为广
袤深邃、富有内涵的文学作品苍穹。我开始尝试以一
颗敬畏与探索之心，去理解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充满讽
刺与批判锋芒的现实画卷；沉醉于张爱玲用生花妙笔
勾勒出的细腻入微、如丝般缠绕人心的情感迷宫；更为
余华透过平凡人物命运多舛的跌宕起伏，所折射出的
人性光辉深深震撼与动容。尤其是《活着》这部震撼心
灵的作品，它像一位冷峻而深刻的导师，让我深刻领悟
到生命的脆弱如芦苇，却又在风雨飘摇中彰显出坚韧
不拔的力量，以及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时，那份如磐石
般不屈不挠的精神脊梁。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
时，我总会虔诚地手捧一本好书，那一刻，仿佛有一束
温暖而明亮的光，缓缓注入心田，驱散尘世的喧嚣与纷
扰，让整个世界都披上了一层温柔而宁静的薄纱。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真正的美，绝非仅仅停
留在外表的华丽衣裳或精致妆容，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
丰盈与笃定。当我们如辛勤的蜜蜂般，不断穿梭于书籍
的繁花盛景中，贪婪地汲取其中的智慧养分时，自身的
气质与修养也会如春蚕食叶般，悄然发生蜕变。这种蜕
变或许如春雨润物般细腻无声，不易被察觉，但却能在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
举止。在与人交往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更加谦逊有礼；
处理问题时，能够以从容冷静之态，深思熟虑，而非盲目
冲动；面对挫折时，亦能心怀乐观积极的信念战胜挑
战。这些，皆是在长期阅读中获得的，是手机屏幕无法
企及的。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阅读之路，绝非一条盲目
机械的知识搬运通道，如果仅仅是囫囵吞枣般地接受
文字信息，而不加以用心思考、深入剖析，那么所学知
识不过是空洞无物的躯壳，毫无灵魂与价值可言。故
而，在阅读的漫漫旅程中，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颗警醒
与好奇之心，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遇到晦涩难懂之
处，切莫轻易放过，需及时查阅相关资料或虚心请教。
同时，更要有敢于质疑权威观点的勇气与魄力，如哥白
尼冲破“地心说”的禁锢般，勇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与思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技艺精湛的工匠，真正
深入知识的内核，雕琢出属于自己的智慧结晶，并将其
巧妙地转化为自身能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独属于阅读者的璀璨光芒。

在这个信息如火山喷发般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
看似易如反掌，只需手指轻轻滑动屏幕，便能在浩如烟
海的信息洪流中穿梭自如。然而，在这看似繁荣的知
识表象背后，真正有价值、有深度、能经受住时间考验
与沉淀的东西，却往往如沧海遗珠，需要我们静下心
来，以虔诚之心，花费时间与精力去耐心挖掘、细细
品味。

希望每一位心怀热爱与憧憬的阅读者朋友，都能
在这纷繁喧嚣的世界中，放下手机，重拾书本那质朴而
厚重的质感，珍惜与每一本好书相拥相伴的美好时光。

书
香
盈
袖

墨
韵
流
年

□

赵
雅
静

饮食是生存的第一要素，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
环节。古往今来，谈饮食的书不少，大多是讲烹饪方法
的，可以照着做。比如苏轼在惠州烤羊蝎子，要“渍酒
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或者如袁枚，在吃了什么好
菜后，都要留心其做法，记在《随园食单》里，而且还能
总结、概括出一番道理来——不仅有吃的艺术，还有吃
的哲理。近年来，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大江南北，
关于食材、厨艺和人们心得的著作陡然增多。

但这本由历史学家李凯撰写的《至味人生：三千年
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和一般食单、食谱不同，作者以

“食”之名，由食讲人、讲史，其所感触，较之油盐酱醋、
鸡鸭鱼肉更有魅力，更能教化人心。“一切历史都是思
想史”，作者以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视角，打破就事论事
的窠臼，在基于审美、伦理、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遴
选。此书既没有局限于宏伟叙事的大理论，也没有纠
结于抽象的历史符号与条条框框，而是用一些生动具
体的过程情节来论述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在
历史叙述中突出人，突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
考。如作者所言，古人也是人，和现代人活在同一片天
空下，总有共同的话题。

本书脱胎于央视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第二部
讲稿，经过整理润色，以年代为序，用 14个章节，选取
了伊尹、孔子、屈原、刘安、杜甫、苏轼等广为人知的历
史名人，糅合他们与寻常饮食的深厚渊源与人文典故，
带领我们在饮食与名士的相互关联中，深入体悟中华
文化的精神基因。

在每一章的开头，作者都以一种食物为引，描写历
史长河中与之有关的只鳞片羽，继而由“食”及“人”，再
延展到“史”。如首篇讲述厨师鼻祖伊尹，善于调和五
味，借烹饪之技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作者追溯起源，

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路来诠释；孔子“疏食饮
水”，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主张儒者要提升
精神境界和执政水准；作者结合《楚辞》等文献，向我们
生动呈现了爱国诗人屈原的另一面，“朝饮木兰之坠露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同时，也同样爱肉，楚国贵族的
身份与他追求高洁精神的形象并不矛盾。同样还有大
文豪苏轼，作者从《献蚝帖》的字里行间追寻苏轼在海
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
泉”的生活经历和苦中作乐的精神面貌。他视人生如
逆旅，天地一瞬和物我无穷，不过是人的一念之间。

作者引用了大量文集、笔记等史料，把饮馔和叙
事、历史和自然融合地交错在一起，一个个大人物的至
味人生纷纷跃然于纸上。比如人们把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附会给汉武帝刘彻，他威加四海，营建了恢宏的汉家
气象；曹操是一代枭雄，煮酒论英雄，体现了政治家的
雄心；唐玄宗对胡食来者不拒，期望万邦咸宁，哪想到
渔阳鼙鼓、尘嚣直上；宋徽宗的盛宴，玩出了品位，像郑
板桥那样当个艺术家多好，青菜萝卜糙米饭，心怀坦
荡，返璞归真。此外，书中还介绍了“茶淫橘虐”的纨绔
子弟张岱，精通饮馔的休闲文化代表李渔，以及能对厨
师“执弟子之礼”的文学家袁枚……

书中涉及的14种食物，从俗到雅，从口腹之欲到精
神需求，与其说这是一部美食起源史，不如说是一部由
人物贯穿而起、内涵深厚的文化史和精神史。书中列举
的每位人物都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和处世哲学，作者把他
们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食材、厨艺、风味之中，发
微人生理趣，将中国饮食文化描绘为一幅契合时代精神
与民族命运的历史画卷。历史的教育价值在于明理，在
饮食中发现人，在共情中理解人，更能体味历史的永恒
魅力。

体味饮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
读《至味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

□盛新虹

《八月黍成》是宁雨的散文集，全书分为“八月黍成”
“小街叙事”“寻花”“一切安好如常”“饕餮记”五辑，每辑一
主题，涵盖了家国情怀的赤诚坦陈，乡土生活的深情留恋，
时代变迁的深刻记录，以及对花草日常的细腻描绘和对美
食的独特挖掘。这种精巧的结构安排，使得全书内容丰富
且井然有序，主题鲜明且多样。各辑文章既独立成章，又
气息相通，共同织就了一幅绚烂多彩的时代画卷。

宁雨的语言质朴而不失雅致，凝练中蕴含着诗意，沉
稳里透露出温情。阅读她的文字，仿佛漫步于田野间，感
受着徐徐吹来的清风，夹杂着植物的清新与泥土的芬
芳。她善用乡村俚语，如“跟头咕噜一年下来”形象地描
绘了乡村生活的忙碌，“一水儿新房”则生动展现了乡村
面貌的焕然一新，这些语言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现场感。
这些富有弹性且不失诙谐的语言，成为了宁雨独特的文
字标签。

对于出生并成长于乡村的宁雨而言，即便后来定居
城市，那份深植于骨髓的乡土情怀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愈发浓烈。宁雨的语言魅力，不仅在于其凝练与诗意，更
在于其背后深厚的乡土情感，这种情感在她的散文中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一朵灰色的云》中患白内障合并
青光眼的姥姥，《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中念“墙书”的灶火
舅舅……这些人物，伴随着一件件往事，被作者以看似漫
不经心实则深情款款的笔触铺陈开来，成为了那个时代
生活的缩影。宁雨对乡村生活的细致描绘，不仅展现了
她对乡土的深厚情感，更透露出她对个人身份的强烈认
同，这种认同感在她的字里行间悄然流淌。

《八月黍成》中，宁雨采用了多重视角进行描写，既直
接描绘了乡村生活的点滴，也细微观察了城镇的变迁；既

深情回望了历史，也深刻思考了现实。她以细腻的笔触
和深刻的思考，将城乡、历史与现实巧妙融合，为读者呈
现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乡土中国形象。例如，《碌碡跑过
的村庄》中碌碡轧场的生动描写，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充
满乡土气息的场景之中；《阳光下的虞美人》则通过大田
洼村与虞美人花旅馆的结盟，展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勃勃
生机。

宁雨的散文意蕴饱满，气象宏大。她善于从日常琐
碎中提炼出大哲思，通过一花一树、一顿美食等细微之
处，引发对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深刻思考。如《八月黍
成》中，由一棵黍的种植历史及特性，引申出对泥河湾盆
地深厚历史的追溯以及对乡村新生活的展望；《一架仓架
的信仰》中，则由仓架这一屯粮器具，荡开笔去，叙写了阜
平人在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以及如今的幸福生活。这种
纵横恣肆的描写手法，使得文章厚重而深邃，真正实现了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里说人情”。
《八月黍成》更是一部充满思想性的作品。宁雨通过

探讨乡土情怀与身份认同、时代变迁与人性坚守以及文化
传承与创新等主题，引发读者深思。如《一朵灰色的云》
中，对患白内障合并青光眼的姥姥的深情回忆，不仅展现
了对亲人的思念，更深刻体现了对乡土的深厚情感。这些
探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迪。

《八月黍成》不仅是一部记录乡土生活和时代变迁
的佳作，更是宁雨对人性、命运和时代深刻思考的结
晶。它以丰富的学养、深刻的见识和灵活的笔触，为读
者呈现了一幅幅生动而饱满的乡土中国图景。宁雨的
散文如同田野中绽放的花朵，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和时
代的气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思。

带着泥土芬芳的繁茂图景
读《八月黍成》

□邢红霞

《至味人生：三千年饮食文
化与人物风流》/李凯/天地出
版社/2024年3月

《八月黍成》/宁雨/花山文
艺出版社/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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