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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仍是少年
读盛慧新作《外婆家》

| 邢娟 文 |

品书录

读李汉荣《植物记》随感
| 草木心 文 |

和盛慧相识差不多十五六年了。
当时很偶然读到他的散文《风像一件
往事》，感觉如同一个煤气中毒者突然
获得了新鲜的空气一般，有起死回生
的感觉。一口气读完，久久无法释怀，
又仔仔细细读了很多遍，还感觉不过
瘾。没忍住，我写了一篇读后感，居然
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才让我有了如鲠
在喉一吐为快之后的轻松。

那些过去的日子，过去的人和事，我
也经历过，那些貌似平淡无奇的时光，从
他的笔端流淌出来，怎么就像陈年老酿
般芬芳呢！一个个方块字，在他的手下
怎么就如此鲜活神奇呢！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可以把庸常的日子写得这么好，
这么美呢？！从书的后记里，得知他是宜
兴人，这更让我惊喜不已。那个时候他
是28岁，整整小我10岁。盛慧和他的文
字，谜一样地出现，让我从此着迷。

近日，得知他的新作《外婆家》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便迫不及待
地从网上邮购了一本。

如果说之前读他的书都是急切地
想一下子看完，那么这次倒真的是个
例外了。

干净清爽的白色封面，用吴冠中
水墨画里的故乡映衬。流水波纹平静
的简单线条，戏水的鸭子，似有若无的
天空让“外婆家”三个烫金的字，格外
醒目。这简洁雅致的装帧设计，实在
是让我爱极了。

没看目录，直接就翻到最后一篇
《除夕夜的火焰》。也不知道从何时开
始，我养成了看书总喜欢从后往前看
的习惯。

文章开头，一下子就把我拉进了
除夕的村庄。他形容傍晚时分的远
山，清清爽爽就像一个人刚从理发店
剃完头刮完胡子，村舍静穆，农家小院
场被打扫得如同晚餐前的手掌一样干

干净净。熟悉的往日生活，带着诗意
朝我走来。盛慧不画画，如果作画他
一定是白描的高手。没有一个细节可
以逃脱他的眼睛，每一根线条都是那
么干净利落。场景描写入木三分却又
不着一丝痕迹。篇幅不长，但是浓浓的
年味却是挥之不去，让人流连。他写灶
膛柴火兴奋如同溜冰的运动员，厨房里
的热气蒸腾犹如仙境。除夕的菜肴和封
缸酒，一家人边打扑克边看春晚，还有睡
觉前的一小碗红枣莲子羹。朴素的文
字，连同朴素的父亲母亲，一切都是那么
熟悉而亲切。在《除夕夜的火焰》里，我
沦陷了。我把往日的生活和现在的自己
投进去，就像那些在烤箱中不断发酵膨
胀的面包，让屋子里香气弥漫。

读完这一篇，我便不敢再看第二
篇了。我给盛慧微信留言说：“舍不得
读您的书，就像小时候拿到稀罕久违的
桃酥一样，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因为真
正稀罕的好东西一下子吃完就很难再
有了，只能慢慢品。”正如他自己所说，
好的语言应该是入口即化的。入口即
化，多么恰当的比喻！盛慧做到了。

读《外婆家》有着跟读别的书不一
样的审美体验。文字的力量让我的心
灵变得柔软，犹如冬日里一束温暖的
阳光照在脊背上。读着读着就陷进去
了，穿越时光隧道，忘记了周遭的事物
和自己，只有不断模糊的泪水提醒我
现实的存在。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止
不住地湿润，因为盛慧的文字里面有
对过往生活诗化了的美！它让我对这
个世界更加爱得深沉！

盛慧的文字流淌着江南的乡野村
趣，他给读者讲故事，他的故事不在于情
节的跌宕起伏和结尾的出人意料。他不
卖弄技艺，他跟读者平起平坐，每一句却
又都是风生水起，让人拍案叫好。

盛慧生于江南，他的精神坐标从

江南出发又回归于江南。他二十岁离
开家乡宜兴，一路向南去寻找自己的
梦里家山。生活的历练让他有了更多
独特的感悟。正如好的风景除了近观
之外还要远眺，这就是距离产生的
美。是时间上的距离更是空间上的距
离。《外婆家》描写的都是普通的凡人
旧事，代代相传的乡风民俗以及外公
外婆和父母兄长家庭生活中的欢笑眼
泪和病痛，还有他自己充满闲暇和创
造力的少年时代。那过去的一切，真
真切切却又如梦似幻。他从生活的贫
瘠里酿蜜，从庸常的苦涩里收获醉人
花香，寒来暑往风花雪月的四季在他
的笔下令人心醉到流泪。

盛慧的文字是低调深沉的，他的
文字精炼中带着俏皮和幽默，跳跃且
灵动。他形容乡村的早晨如同苹果，
下午如同水蜜桃般慵懒，而黄昏就像
柑橘一样温馨了。乡村的夜晚，月亮
在树杈上方像一盏油灯，散发着回忆
的光芒。这样的句子是盛慧式的华
美，低调的华美，有着油画的质感。

盛慧总是把生活中真实和最美的
那部分呈现给你。盛慧的视角独特而
富有变化，如同好的摄影师总能找到最
佳的角度和光影。他没有转弯抹角也
没有啰里啰嗦的铺垫，但是每一段文字
的组合却又让你无可挑剔地折服。从
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严谨的一丝不
苟的人，但是他的文字又是非常轻松明
快的，有着小夜曲的恬然愉快。

《外婆家》不仅是一种乡愁，更是
一种精神信仰。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
的外婆家，更是作家盛慧“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的赤子之心对故土的
深情吟唱！

《外婆家》，盛慧 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
李汉荣自然文学系列，包括《植物记》

《动物记》《河流记》三本。这是一套值
得细读深思的好书。

《植物记》，一个自然文学的探索
者和生态伦理倡导者的植物诗篇，是
一份献给植物更是写给我们心灵的精
神笔记和美学记录。对此书的阅读，
是愉快而充满惊喜、惊艳的过程。随
着作者心灵对自然的追寻和沉浸，对
植物芳踪的深入访问和心灵探访，我
们的心窗也随之一扇扇打开了，阅读，
就这样不断地借助葱茏的文字而直接
进入了蔬菜之情，进入了草木之心，进
入了花果之魂，我们感到了我们自己
的那颗温情之心和芳菲之心其实就是
由自然魂魄和草木精神塑造、编织、汇
聚而成的内在灵性的广阔原野。

打开一片片草木原野，亲近一簇
簇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植物，轻唤着那
一个个从诗经年代就开始被亲热地呼
叫的亲切名字，我们在山间、原野、果林
和菜园里越走越深，越走越远，越走越
像个千年前耕作的农人，越走越像个怀
抱蔬菜的母亲，越走越像个把纵横的

阡陌吟哦成故土诗篇的田园诗人。
连续的葱茏意象的摇曳，连续的

彩虹出现，我们不像是在读一本静止
的书，我们真的走入了春山、田园和果
园，我们走进了我们生命深处那一片
千年万载的心灵故园，那拒绝拆迁、拒
绝买卖、拒绝荒芜的永恒故园！就这
样，植物景象满盈我们心灵的画窗，我
们真正看到了自然的心灵和植物的心
事，我们彼此听到了对方的渴望——
这一刻，我们与自然是一体的，我们和
植物是一家人，我们就是自然和草木
塑造的那种体现了自然草木的心灵和
形象——我们有思想，是因为自然让
我们懂得思想：我们有情感，是因为植
物滋养着我们的情感；我们有胸怀和
幻想，是因为奇异的花木水果润泽了
我们的胸怀，也让我们学会了奇异的
美学和精妙的对精神世界的方案：就
像橘子、苹果、葡萄、草莓、木瓜那样，
体现了自然的均衡、圆融、谦卑和对生
命万物的情怀与善意。

自然呈现了我们内心的一切，包
括呈现了我们的找寻和迷茫，自然也
在艰难地找寻自己的同时，时刻慰藉

着我们……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苦恋
者的深情表达和诗性呈现，他与蔬菜、
植物、草木、花果的亲密接触以及情感
记录和美学记录，呈现了植物世界的
深情厚意。植物不仅养育了我们的生
命，也供养、滋润了我们的心灵。读了
这清新、润泽、深情、优美的篇章，不禁
顿悟：大自然的植物和草木，也是文学
的源泉和意象，是美好情思的宝藏，她
是我们的养育者、陪伴者、教诲者和我
们永恒的安慰者。

是的，植物是我们的恩人，是无处
不在的芳邻，是我们美感和能量的源
泉，植物是我们心灵的形象和生命的
安慰。植物是这个世界的容颜和希
望。我们爱自然，感激植物。这本书
充分呈现了植物的美好，充分表达了
我们和植物与生俱来的亲情。我们心
中对自然、对植物的那种诗的感念、哲
思和像草木一样绵延不绝的情愫，都
在灵动的文字、浩瀚的情思和摇曳的
意象中纷至沓来。

《植物记》，李汉荣 著，百花文艺
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本书分“不做大师”“女人
花”“寻开心”“食神传奇”“好
吃命”五章，谈及交友、旅行、
情感、饮食、花鸟等主题，篇幅
短小精悍，流露出作家洒脱自
在、真诚热情的人生态度，嘈
杂喧闹的市井生活在他笔下
热闹、鲜活，有滋有味。

希腊神话自创作伊始流
传至今已有近三千年，其丰富
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
象，一直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养分。本书概述了
希腊神话的起源和希腊的社
会制度、文化观念及价值取
向，并梳理了神话对后世西方
文明诸领域的影响。

本书辑录了作者近年来
创作的散文50篇，呈现出江南
出生女子的秀气和在京城生
活的知性，语言风格优雅，为
读者带去灵性的思考和审美
的愉悦。作品反映出作者对
这个世界的温情和敬意。

宋江同柴进吃酒的东京
第一酒馆“樊楼”有何吸引人
的光景？武大郎在早市上卖
的炊饼是实心儿的还是带馅
儿的？……继通俗讲史畅销
书《细说宋朝》《南宋行暮》之
后，作者以一种综合而全面的
方法解读《水浒传》，探究独特
而精妙的宋代社会细节。

《
活
着
，就
要
尽
兴
》

蔡
澜

著

江
苏
凤
凰
文
艺
出
版
社

46

元

《
神
话
八
讲
》

杨
靖

著

东
方
出
版
社

49 .80

元

《
通
往
查
济
的
路
上
》

刘
琼

著

红
旗
出
版
社

48 .80

元

《
水
浒
寻
宋
》

虞
云
国

著

世
纪
文
景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9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