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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读

《蹦极》
卢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蹦极》是一部以外交官生活为背景，讲述我国驻
外工作人员临危不惧、出色完成国家任务的外交小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
中国和世界结合得如此紧密，普通百姓那么关心国际
形势的变化，那么关心我们中国外交在做些什么。不
少人觉得外交有一种崇高感，同时，又觉得外交有一种
神秘感。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很多人并不了解。小说在深度挖掘上的能力很强，《蹦
极》能够很好地担负起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大家认识新
中国的外交和外交人。这本书很成功地反映了中国外
交人的一种情怀，他们愿意去克服种种艰辛、困难，为
完成自己的使命，无怨无悔奉献自己的一生。

《哲人的脚印——画说张岱年》
张尊超 刘黄著
中华书局2021年8月出版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原籍河
北省献县（今属沧州市）。当代重要哲学家、哲学史家，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哲人的脚印——画说张岱
年》以画传的形式再现了张岱年先生的一生，全书选用
张先生生前珍贵照片百余幅，加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分
为七个专题，各专题前有编者撰写的文字介绍。本书
编著者为张岱年先生哲嗣张尊超先生及其夫人刘黄女
士。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树孩》
赵丽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这是一部涉及自然、生命、童真、人情的长篇儿童
小说。万物有灵的世界上，有一棵天真懵懂的黄杨
树。一场山火后，它被雕刻家化腐朽为神奇，重塑成
一个鲜活的木雕艺术品——树孩。从此，树孩开启了
在人世间的冒险……这是一个想象奇特的幻想故事，
也是一曲人与自然的美妙颂歌，更是一首关于永恒的
哲理诗篇。

“慢下来。淡下来。静下来。闲下来。
简单起来。”“时间之思，冷暖自知。岁月静
好，心亦安然。人生如茶，空杯以对。”艾英
第四本散文随笔集《一路芬芳》的开篇之作

《慢生活》，精简而深邃。字里行间简单干
净，深藏“素净、安谧、悠远的人生之境”。阅
读伊始，一颗浮躁心便被艾英慢且淡的文字
安抚，归于宁静。

《一路芬芳》收录艾英近年来发表在报
刊的散文、随笔，一个个朴素的故事、一篇篇
平实的叙事、一份份温馨的情感——艾英传
递给读者的，依旧是她平淡朴实、清丽婉约
的行文风格，以及“慢、淡、静、闲、简”的生活
理念。相较于作者前三本书，这本书中的散
文笔墨更淡了、节奏更慢了，似一杯袅袅散
发余香的淡茶，需静心慢品方解其味。在当
今快餐文化潮流里，艾英的“慢”与“淡”难能
可贵。

一本散文集，便是作者的一段岁月旅
痕。《一路芬芳》书中呈现艾英近年来平静却
丰富的生命轨迹。书分五辑：慢生活、心安
地、书边语、在远方、旧时光。

第一辑“慢生活”，艾英与读者分享她生
活中的点滴与感悟：摄影、读书、跳健美操，
小院里侍弄花草。从一株“寒冬的风信子”
领悟一种植物的生命历程，在一棵“受伤的
桂花树”下展现宽容豁达的胸襟。笔调亲切
而随和，读来颇有代入感。

第二辑“心安地”，艾英用细腻生动的
笔触，引领读者走进常州的大街小巷：大
庙弄的市井嘈杂、南大街的人间烟火、古

运河的历史人文、青果巷的古老与全新
……艾英嗜书，足迹定不会遗漏星罗棋布
于常州大街小巷的书店，还有无锡的“行
走书店”、苏州的“慢书房”、杭州的“晓风
书屋”……一帧帧纪录片画面式的描述，
镜头感特别强，读来仿若身临其境。“吾心
安处即故乡”，艾英定居常州 35 年，是这
座城市的观察者、记录者及体验者。她对
这座城市的热爱，在此辑中表达得淋漓尽
致。

第三辑“书边语”收录的是艾英近年
的读书随笔。无论是世界名著，还是友人
的赠书，艾英都认真地阅读、深入地思考、
细致地解析。我一字一句品读她的文章
构架，品读她对书与作者的解析，同时也
品读她“深入灵魂的阅读体验”——是的，
我们的阅读应该认真细致、深入灵魂。

双廊的恬静多彩、恩施的大美清江、
镇坪的三省交界贴近“国心”；条子泥湿地
的清晨日出、纳木措与羊卓雍措的神秘安
宁、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彩云追月；秋阳
下，呼兰城里寻访萧红故里；油菜花开的
季节，穿越歙县寂静的村庄……第四辑

“在远方”，艾英用宁静而丰盈的文字，行
云流水般地与读者分享近年的旅痕。艾
英写的很多地方我也曾去过，但未像她那
样边行走边思考边总结，“我一直在想，全
球化、城市化进程冲击下，乡村的未来出
路在哪里？乡村的价值和影响在哪里？
乡村的活力和美丽在哪里？”“以开阔的审
美视阈，追寻自然赐予的审美盛宴；以独

特的审美体验，参与无拘无束的审美行
旅；以视觉和身体的享受，达成心理和精
神的升华……”读完此辑，我也开始思考：
我们行走远方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
的每一次行走远方，是不是都应该身体与
自然真诚对话、心灵与土地彼此相融？

第五辑“旧时光”收录6篇散文，却“纸
短情长”，凝练艾英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与
念想。洋溢彩色青春的大学时代，是生命
中最美好的时光；满载青春梦想与心愿的
绿皮火车，在中年的回忆中依旧“咣咣当
当”；在东北老家，一盘雪衣豆沙，勾起对
父亲的绵绵追忆与思念；暗香浮动的丁香
树下，与大学闺蜜喜重逢；《那些花儿》里，
五个情同姐妹的中学同窗，人生路上曲曲
折折、分分合合……恋恋回望，会发现那
些旧时光里有你，也有我。如此，我们才
会在“旧时光”里或伤感唏嘘或会心微笑。

《一路芬芳》既无惊天动地的故事，亦
无大起大落的情节，有的只是艾英对“生
活的热爱与感恩、文学的眷恋与痴迷、文
化的关注与介入、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掩
书静思，又想起作家周国平的那段话：“好
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记下自己的
人生境遇和感触。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
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是他自己的，他舍
不得丢失。”

《一路芬芳》
艾英 著
团结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沈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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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诗 学文 化 诗 学 ：《：《皖 耕 集皖 耕 集》》

众所周知，地球那边的福克纳，一直用
小说的形式，反复书写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
这个他家乡的小镇，让它变得五光十色，也
使自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福克纳。几十年
过去了，地球这边的郑炎贵，一位地域文史
与地学学者，也一直在研究他家乡所在安庆
域区的一切，虽然他不能与福克纳相比，但
他的成果和贡献，我相信是可以让现在和以
后的皖文化研究者，以及对皖文化有兴趣的
许多人瞩目的。

凝聚他这些成果的，是收录有 30 多篇
论文的《皖耕集》。作为地域文史与地学学
术著作，其独特价值与特色，方锡球教授所
撰该书的序言中已经评析得很精当。例如，
指出《皖耕集》研究皖地山水和地方文化，非
常注重第一手资料，并且善于运用正史文
献、文物考证、地方志乘和田野调查结合的
方法，绝非率尔操觚者可比——这是在肯定

《皖耕集》诸多立论能够成立的同时，指出了
这诸多立论之所以都能成立的原因。又如
指出《皖耕集》在学术上有多方面值得称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炎贵先生的研究方向始
终扎根在地方文化发展的现实之中——这
是指出炎贵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历史的，
也是当下的，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锡球先
生这篇序学术与文学相结合，浑然天成，文
采斐然，与《皖耕集》实在是相得益彰。

我想说的是，《皖耕集》不仅是一部优异
的地域文史与地学学术著作，也是一部优秀
的文化诗学著作。

这不仅仅在于炎贵先生认为并且在写
作时贯彻了“尽管论辨为宗，但行文尚须通
达有趣，以求引人入胜。切忌板起面孔，作
一副学究相。既不失学术品味，也要好看耐
读，表述尽量平实，文采与理性不悖，融文史
哲意韵于一炉”，也在于我认为《皖耕集》摆
脱了文史与地学与生俱来仅仅只是“知识考
古学”（借用福柯语）的局限，而上升到了文
化诗学的层次。

这儿，我是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意义

上使用“诗学”这个词——它字面的意思是
“诗的学问”，而从《诗学》研究的主要是戏剧
和史诗，戏剧和史诗都属于文化来看，亚里
士多德的“诗学”的含义可以理解成是以文
化为对象的（一种）研究，因此“文化诗学”这
个术语从字面可以解释为“以文化为对象的
一种文化研究”。炎贵先生《皖耕集》的主要
部分研究对象正是文化史（地域的），使其复
活为文化。使其复活为文化是重要的，因为
没有复活那么对文化史的研究就只是知识
考古学，没有生命的。郑炎贵先生通过研究
使其复活的方法，是还本质和当时的时空给
研究对象，并延续连接到当下。这本质就是
对象在历史中被遮掩和流失的文化之核。
文化之核就是文化事物的生命。有了这生
命或者说文化之核，这些历史上的文化事物
就仍然能活在现在之中。

再一点，我在这儿使用的“文化诗学”也
牵涉到当代文学理论流派之一的文化诗学
——它重视整体性, 和对真实性的探寻。主
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认为文学与历
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
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
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
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
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
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我就《皖耕集》借
用来的“文化诗学”，是反过来的——炎贵先
生的文史、地学研究是与其研究对象所属的
整体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也把文学
带入了历史研究、地学研究。

之所以能如此，自然首先是因为炎贵先
生具有融文史哲意韵于一炉的自觉，和实现
能力——他同时是一位散文家、诗人（旧体
诗）。

“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
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
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
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
不顾廉耻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些在《皖耕

集》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差别仅仅在于在炎
贵先生这里，把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
化解析置换成了对文史或者地学的文化解
析。

精神文化、人文关怀、诗意的追求，综合
起来是什么？是一个人的情怀。方锡球先
生从炎贵先生坚持文史等研究看出了这一
点，在序里称“炎贵先生有高怀”。的确如
此，因为有此情怀，其作品才能有这种情怀
的无处不在和体现。

文史，尤其是一个地域的一个个文史课
题，如果不与其整个地域的文化，乃至其地
域所属的文化联系起来，而是独立考证研
究，当然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放
到文化整体乃至整体的整体中去，其意义与
价值的提高自是不言而喻。炎贵先生对古
皖的多方面的逐一研究，在单篇中已经努力
在做到这一点，合为《皖耕集》，就更容易让
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皖文化的源流与其各
方面的面貌和本质，看到皖文化是如何既是
中国文化的创造因素之一，又是如何吸收历
史上其它地域文化而逐渐成长的。这正是

《皖耕集》的独特价值所在，也是我在前面说
我相信它可以让现在和以后皖文化研究者、
对皖文化有兴趣的许多人瞩目的原因。

炎贵兄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年长于我，
也消瘦胜我（可能是因为勤奋远胜于我
吧）。追忆大学同班风华正茂时节，抚摸《皖
耕集》，且录旧作《天香》下阙表达我对炎贵
兄的敬意和祝福：

风声不能消歇，
为叮咛、天地无物？
俯仰仍能一啸，正需辽阔，
凉热何须细说。
且相贺、丹心不曾夺，
华年虽去，犹存瘦骨。

《皖耕集》
郑炎贵 著
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窅娘

用 真 情 抒 写 人 生用 真 情 抒 写 人 生

——读艾英新著《一路芬芳》

我读我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