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责编/钱莉
编辑/苏天
美编/刘澜

校对/宋辉 马飞

品
读
银
川

P
IN
D
U

Y
IN
C
H
U
A
N

读|书|杂|谈
本报记者苏天整理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韩愈是唐代文
学的璀璨巨星，他的
人生是一部传奇，也
是一部励志之作。

本书作者以微
观、历史现场般的描
述和分析，同时旁及
韩愈同时代的文人、
政治家及中唐政治
风云与文学，倾情讲
述韩愈跌宕起伏的
一生，带你走近历史上真实可感、有声有色、
有情有义的儒者韩愈。

作者：谷曙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大唐孤勇者：韩愈传》

一 个 人 。 西
部。两个充满诗意
的词语，概括的是一
个文学青年的奋斗
之路。

从在大漠与戈
壁间行走艰难求学，
到用双脚丈量凉州
大地搜集民间素材，
那些跋涉与求索，那
些在变幻世界中寻
找自我的矢志不渝，终将化作前行的动力，丰
满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这是一个人的成长
史，是一段以梦想为炬，以毅力、勇气和智慧
为径的人生旅程的真实记录。

作者：雪漠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一个人的西部》

《盛世长安》以
六十余年考古成果
为基，融汇文献之脉
络、图像之细节，重
现汉唐长安的壮阔
图景。从未央宫、大
明宫，到坊市、学府、
佛寺、道观，这不仅
是一部城市的复原
图谱，更是一种文明
的记忆修复。

在这本书中，你将触摸到中华秩序的源
头，感受到古人理想的温度。读长安，不仅是
回望盛世，更是理解何以中国的钥匙。

作者：刘庆柱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盛世长安》

莫砺锋先生的
《师友记》是一部深
情回忆师友往事的
散文集，收录了 50
篇怀人文章，分为四
辑，文字质朴生动，
饱含感情。

本书不仅是莫
砺锋先生个人的生
命记录，更是一部映
照中国当代学术共
同体精神风貌的珍贵文本，彰显了师道传承
与文化守望的永恒价值。

作者：莫砺锋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师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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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徐迅雷新的一部人物随笔集本书是徐迅雷新的一部人物随笔集，，收录作者近年来在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杭州日报杭州日报》《》《都市快报都市快报》《》《中中
国网国网》》等媒体平台上发表的人物随笔等媒体平台上发表的人物随笔。。这些文章叙述了王安石这些文章叙述了王安石、、郑和等历史人物的开拓性事迹郑和等历史人物的开拓性事迹，，魏魏
源源、、龚自珍龚自珍、、林则徐等近代智识者的进步思想以及袁隆平林则徐等近代智识者的进步思想以及袁隆平、、钱伟长钱伟长、、屠呦呦等当代科学家的巨大贡屠呦呦等当代科学家的巨大贡
献献。。通过对众多人物的书写通过对众多人物的书写，，探索了人立于天地之间的价值与意义探索了人立于天地之间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进步思想与崇高理想是每强调进步思想与崇高理想是每
个时代的追求个时代的追求。。

陈应松的散文素以文字的奇美炼化、文章的布局精巧、文心的壮阔典雅著称。作者游历雪山、森
林、冰川等，以优美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深山老林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也为读者介绍了少数民族的
奇风异俗、美食怪味。对自然的投身与热爱，让作者深刻透彻地领悟了山川大地对生命的启示，对精神
的滋养，对文学的造化，这是一本行走和思考的厚重之书。本书揭开了那些遥远、美丽、神奇的自然之
地的面纱，为读者建构了一场浩大的山河盛宴。

作者：徐迅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重铸生命的韧性与诗意
——读《月亮粑的故乡》

彭忠富（四川）

作者：陈应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历史与未来的精神对话历史与未来的精神对话
————读读《《天地立人天地立人》》

邓勤（四川）

在徐迅雷出版的人物随笔集《天地立
人》中，历史人物与当代先锋在书页间交
错，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精神长卷。本
书包括“思想之天”“广袤之地”等五辑，以

“立人”为魂，通过对鲁迅、袁隆平等百余
人的书写，将个体命运置于时代洪流中，
展现了人类对真理、自由与尊严的永恒追
求。书中既有思想者的深邃思辨，也有科
学家的严谨探索；既有民间使者的温情传
递，也有文艺家的精神翱翔，共同构建起
一个跨越时空的精神谱系。

在“思想之天”章节中，作者将笔触伸
向那些为时代启蒙的先行者。魏源“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远见，打破了天朝上国的
迷梦；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直指封建桎梏的要害；林则徐的外交檄
文，虽显稚嫩却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觉醒之
路。这些思想者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照
亮了中国近代的艰难历程。在鲁迅篇中，
作者以“世界的鲁迅”为视角，揭示了这位
文化巨人的双重性：既是“横眉冷对千夫
指”的批判者，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
启蒙者。作者特别强调鲁迅的“立人”思
想，认为其核心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

在“广袤之地”章节，作者聚焦于科

学家群体，展现了他们在实验室与田间
地头的坚守。袁隆平的“种子的力量”不
仅改变了中国粮食生产格局，更以“愿天

下人都有饱饭吃”的情怀普惠全球。屠
呦呦在青蒿素研究中“以身试药”的勇
气，体现了科学家的担当与执着。这些
科学家的故事证明，真正的科学精神必
然饱含人文关怀。

在“缤纷之史”部分，徐迅雷通过中外
人物的对照，展现了文明交流的深层力
量。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是航海技术
的胜利，更是和平交流的典范；小岛康誉
40年如一日保护新疆文化遗产，用行动诠
释了“大爱无疆”的真谛。这些故事揭示
了一个真理：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单向的
征服，而是双向的滋养。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臂的发
现。这件汉代文物的出土，不仅是考古学
的重大突破，更成为中日文化合作的象
征。这种民间外交的力量，在当前国际局
势动荡的背景下，更显珍贵。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个跨越
时空的精神坐标系。书中的人物既是历
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预言者。作者以
杂文家的敏锐与学者的严谨，将个体命运
与时代脉搏交织，展现了“立人”精神在不
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这种书写不仅
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启示。

鲁迅文学奖得主陈应松的散文集《月
亮粑的故乡》收录了《有条河叫虎渡河》等
64篇散文，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打
捞，更是一次关于时间本质的文学勘探。
作者超越田园牧歌的滤镜，让乡愁在生态
野性、历史粗粝与现代性反思中淬炼出深
度与力量。

“月亮粑，跟我走，一走走到黄金
口……”开篇的童谣并非单纯的点缀，而
是全书叙事美学的核心密码。陈应松以

“月亮粑”这一稚拙的意象为“舟”，轻巧
驶入湖北省公安县黄金口的记忆深水
区。在《月亮粑的故乡》一文中，童谣的
轻快节奏与黄金口作为“北伐战争惨烈
战场”的沉重历史形成反差。那些河滩
瓦砾中挖出的铜钱弹壳，既是时间无情
的证物，也是记忆坚韧的碎片。陈应松
以此证明：真正的故乡记忆，必是童真与
沧桑的二重奏。

陈应松的笔触始终带有神农架时期
对自然的敬畏，但对水乡的生态书写却
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肌理。他摒弃了传
统田园牧歌的矫饰滤镜，在《水乡的味
蕾》中展现了一种“野蛮生长”的生态诗
学。公安饮食的“辣、咸、鲜”被他提炼
为楚地“狂暴炽热”的生命密码：豆瓣酱
在“炙烈的太阳下暴晒”，承载着“日月
天香”；锅盔的粗犷制作与食客的“馋涎
贪婪”，共同构成水乡生存意志的图

腾。剥蒲心需防感染血吸虫的钉螺，采
鸡头苞梗满手尖刺，野芹菜多食则“头
闷”……这种书写将自然馈赠与生存搏
斗并置，在“炰鳖鲜鱼”的诗意中，始终
回响着“泥里水里”的艰辛号子。陈应
松的生态意识，是一种扎根于生存现场
的深沉体会与认识。

陈应松的散文语言素以“奇美炼化”
著称。他擅用通感与意象蒙太奇，让不
同时空在瞬间并置：古镇夜晚的更夫锣
声被喻为“暗黑的河水漫过深巷的梦
境”；修复中的贞丰古城是“一册半文言
半白话的书”，其砖石街巷是“文言的”，
而升腾的烟火则是“白话的”。当香辣牛
肉炉子的热气与童年灶屋母亲炒蒲草心
的影像在记忆中重叠，文字便完成了对
时光褶皱的温柔熨帖。陈应松以文字证
明：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僵死的飞檐斗
拱，而在那“未被中断的烟火”与“生命不
断更新的红细胞”中。

陈应松笔下的故乡不仅是被怀念的
客体，更是对抗精神漂泊的方舟。无论是
《月亮粑的故乡》中随水运衰败而“被浪打
沙埋”的黄金口，还是《贞丰》里修复前“狐
蹿蝠飞”的倾颓古城，都铭刻着转型的阵
痛。然而陈应松并未沉溺于挽歌，他以文
学践行一种“和解”的可能，这种和解包含
着对“人自身处境”的终极关怀，指向一种
植根大地、贯通古今的生命真谛。

当童谣的清澈目光穿透历史烽烟，
当古城的烟火在现代晨曦中续写新生，
陈应松的文字为我们这个乡愁泛滥却常
流于浅薄的时代，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启
示：真正的精神还乡，是敢于凝视沧桑，
并在记忆的立体折叠中，重铸生命的韧
性与诗意。

一卷诗书一夏凉一卷诗书一夏凉
◆马晓炜（江苏）

在蝉声喧嚣、暑气弥漫的盛夏时
节，阅读恰似一泓清泉，穿透层层热浪，
涤荡周身燥热，带来通体舒爽的清凉。
书页轻轻翻动之时，那些浮动的心绪便
如落叶归根，渐渐沉淀，整个人也悄然
沉入一方明净澄澈的天地。

儿时的夏夜，总是漫长而宁静。庭
院之中，竹椅轻轻摇晃，发出吱呀的声
响，仿佛正诉说着岁月的悠然。长辈轻
摇蒲扇，不仅带来阵阵凉风，更摇出了
一个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三英战吕
布的英勇豪迈，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浪
漫缠绵，哪吒闹海时的无畏洒脱，都在
那蒲扇的摇曳中栩栩如生，跃然眼前。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从小学
到中学，我最期盼的莫过于暑假。因为
放了暑假，我便去河滩放牛，趁着牛儿吃
草的工夫，抱着从邻居家借来的书，悠然
地坐在树下，沐浴着习习凉风，恣意享受
静谧的阅读时光。哪怕热浪翻滚，我也
浑然不知，沉浸在书籍撑起的片片绿荫
中，与书中的英雄人物沟通交流。在那
些夏日的午后，书籍成了我的避暑良伴，
让我在炎热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不知何时，我的鬓角已白霜初染，
唯有盛夏与书的约定从未改变。晨光
熹微时，我喜欢抱着一本《诗经》，走向
公园的荷塘。青玉般的荷叶托着将坠
未坠的露珠，粉白的荷花低垂着脖颈，
蜻蜓轻盈地栖息在翻开的书页上。指
尖轻抚过“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字
句，凉意顺着露水渗入皮肤，恍惚间竟
分不清，是诗句浸透了晨露，还是晨露
洇湿了千年的韵脚。午后雷雨将至，倚
窗读诗最为惬意。雨点击打玻璃的节
奏，与诗行的韵律悄然共鸣，恍惚间，天
地都成了流动的韵律。暮色四合时，台
灯晕开暖黄的光芒，老式风扇在角落哼
着陈年曲调。翻开书页的刹那，墨香裹
挟着凉意扑面而来，恍惚间如置身深潭
之畔，那些跃动的文字，是从寒泉中打
捞的碎月，顺着血脉流淌，将燥热与疲
惫一一涤尽。原来，岁月可以染白鬓
发，却夺不走书香里永恒的清凉。

岁月更迭，四季轮回，唯有书香永
恒。这个夏天，愿我们都能在浓荫深处
觅得一片清凉，让文字化作微风，吹散
所有暑气，遇见更丰盈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