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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2016 年推出至
今，已经走过七个年头，近日，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出的《2022中
国诗词大会》落下帷幕。《2022中国诗
词大会》带动了现象级诗词热潮，随着
诗词文化成为“爆款”，古诗词阅读成
为潮流，这使笔者想到关于诗词阅读
方面的图书。

爱好古诗词的读者，最爱应是唐
宋诗词，谁不会吟咏一些喜欢的唐诗
宋词名句呢？周汝昌是著名红学家、
古典诗词研究家。中华书局出版的

《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这
本书，是周汝昌先生撰写的一部讲解
唐诗宋词的名作。

我们该怎样读唐诗宋词？周汝昌
先生说：以我之诗心，鉴照古人之诗
心；又以你之诗心，鉴照我之诗心。三
心映鉴，真情斯见。虽隔千秋，欣如晤
面。这是说，作为对唐诗宋词的鉴赏
者，品味“古人之诗心”，首先要具备一
颗“诗心”，对阅读古诗词的读者来说
也要有“诗心”，这样“三心映鉴，真情
斯见。虽隔千秋，欣如晤面”，才能接
近和理解“古人之诗心”，从而产生“诗
心”的交融、审美的通感与情感的共
鸣。在书中，周汝昌先生都是按照这
样的一种鉴赏思路进行讲解的，这其

中不仅有诗词优劣的品评、文艺审美
的思想和人生感悟，其实也是交给了
我们读者一种阅读唐诗宋词的审美方
法。书中所选古诗词作品，并不遵循
常见的“文学史模式”，而是完全以“个
体鉴赏”为出发点，并考虑到一般读者
的接受水平、兴趣及作品本身的浅深
难易。作者写作此书的意图，就是希
望引导读者去发现与感悟我国古典诗
词的美，所以，周汝昌先生是把唐诗宋
词的情思、笔致的深层领略作为了重
点讲解的内容。

叶嘉莹的《唐宋词十七讲》（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一部讲解中国
古典诗词的优秀图书。已届耄耋之年
的叶嘉莹，是当今世界汉学家之一，也
是我国古典文学专家、诗词研究专家，
被赞誉为词学宗师。叶嘉莹一生从事
古典文学教学，一直做着中国古典诗
词文化的普及工作，为担负起古诗词、
古典文化的传承的使命而矢志不渝。
很多读者说是叶嘉莹先生把自己引导
进入到中国诗词殿堂……

叶嘉莹著有《迦陵论词丛稿》
《迦陵论诗丛稿》《杜甫秋兴八首集
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古
典诗歌评论集》《中国词学的现代
观》等多种著作，有深刻的学术影
响。而她的《唐宋词十七讲》，在唐

诗宋词研究文化领域颇有影响，深
受读者好评。

《唐宋词十七讲》是叶嘉莹应辅仁
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育
委员会老干部协会及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联合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之讲演记
录，内容是《唐宋词名家论稿》的补充
和完善，可以看作是一部完整的唐宋
词史。

叶嘉莹曾说“词之为体，自有其特
质所形成之一种境界”，并引王国维先
生《人间词话》说“词之为体，要眇宜
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
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
就是说，词人的词作中所表现者，常是
比诗更为深婉含蕴之一种情思和境
界，更需要读者之细心吟味，方能有深
入之体会。

我们翻阅《唐宋词十七讲》，该书
分为“总序”“序论”“弁言”“自序”，可
以看到叶嘉莹先生，是从历史背景、
生平经历、性格学养、写作艺术等方
面讲解唐宋词的，全书十七讲一共论
析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晏
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
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
词人十五大家。此书大致有这样几
个重点：一是介绍每位作者时都特别
注意其风格之特色与其所传达的感

情之品质的差别；二是对词之演进和
发展之过程的介绍；三是既兼顾不同
时代词人纵横之间的影响及关联，又
特别注意其虽相似而实不同的深微
意境；四是对词之特质及传统词评中
两种重要模式的介绍；五是结合了
一些西方理论；六是冀望能传达出
来一种感发的力量，感受到词作生
动的美感……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中华古诗词？
在我们民族的诗歌题材中，有生命的
最美丽的花朵，有激情的最高度的昂
扬，由于对世界抱着开明的看法而感
到的丰富的满足，这一切都不难被移
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或长或短
的传统之中，它们会在那里赢得一个
不可比拟的、更加宽广的园地。我们
徜徉在这样的诗词的文化园地，我们
看到了历史上那些诗人体现他自己的
年代，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自己。作
为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古诗词构成了
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它的气息
我们可以呼吸到，它的因子充满了我
们的血液，而这就是诗歌精神和时代
的关系……

让阅读古诗词从清流变潮流
□ 袁跃兴

小时候，儿子特别顽皮，尤其
是他上幼儿园后，只要回家，他就
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为了满足
儿子看动画片的愿望，除了电视
外，有时他还会拿我的手机看，可
意料不到，久而久之，儿子却沉醉
其中不能自拔，再也不肯去幼儿园
上学，真令我十分苦恼。

怎么办？难道是我允许儿子看
动画片错了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和父亲
谈起孩子教育的事，父亲未置理
睬，只是要我陪他一起去给房后
的树施肥。

我家房后是一片果树，那是父
亲几年前栽种的。如今果树已有半
人高了。

虽说到了春天，但空气中还有
些寒意，父亲脱掉外套，手拿铁镐
开始干活。说是给果树施肥，其实
也就是在树根附近，挖下一个坑，
然后把积攒的猪粪、牛粪等肥料填
埋进去即可。当我来到父亲身边
时，看着一排排果树，父亲爱怜地
说：“这些果树就像生长的孩子，
没有充足的营养，肯定长不出好的
果实。”

我开始学着父亲的样子脱外
套，也手握铁镐，在紧靠树根的地
方使劲挖坑。就在我快要挖好一个
坑的时候，谁知父亲一转身，立即

就叫我停了下来。
“这个坑不能这样挖。”父亲拿

着铁镐，慢慢走过来说，“你挖的坑
离树根太近了，坑与树根的距离要
适度，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

“如果肥料离树根太远了，果树
吸收不到养分，这肥不是白施了
吗？”父亲的话，让我很不以为然。

听了我的话，父亲不急不慢地
说：“如果肥料离树根太近了，这么
多养料，果树一下子吃不消，会被
撑伤的。而留有适度的距离，别让
养料靠得太近，可以让果树一点一
滴慢慢地吸收养料，同时也有利于
根须的慢慢生长。不让养料靠树根
太近，这样的话，果树因为要吸收
到更多的肥料，树根就只有拼命地
往有肥料的地方钻，这样果树才能
长得坚韧挺拔，富有生命力。”

父亲的话，突然让我茅塞顿
开。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我陪
他一起去房后给果树施肥。因为他
有把握，我给果树施肥，一定是把
肥料施在树根底下。其实，我对孩
子的爱，又何尝不是？因为爱孩
子，对孩子总是有求必应，生怕他
吃不饱、穿不暖、玩不好。父亲让
我陪他给果树施肥的事，让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爱，可以给予，但也
不能靠得太近，太近了，爱就会变
成伤害。

别让爱靠得太近
□ 钱永广

“婺源归来不看村，江岭归来
不看花。”在婺源，有一种春天叫
江岭。江岭位于婺源县东北部，每
到春天，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上，万
亩油菜花漫山遍野，洋洋洒洒从山
顶铺散到山谷，肆意盛放在如链似
带高低错落的梯田间，金灿灿的花
阵随风摇摆，就像一层层翻滚的波
浪。在徽州的春天里，当烂漫花田
邂逅粉墙黛瓦，约会“花花世界”
又怎是一个精彩了得。

春天的江岭油菜花梯田，是婺
源最值得去的地方，从县城去往江
岭的路上，处处都是春的气息，路
边的桃花含苞欲放，河畔的杨柳新
绿初绽，田野里成片金黄的油菜花
散发着阵阵芳香，粉墙黛瓦的乡村
民居点缀其中，构成了一幅色彩艳
丽的水墨丹青画面。江岭，南临晓
起，东接溪头，有 10 万多亩梯
田，昨日雾锁江岭，而这大雾到了
今天似乎都似乎不肯散去，云雾掩
映之下的梯田花海若隐若现中展现
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婉约之美，山
谷里空寂清新，鸟鸣声声，让人顿
觉神清气爽，迫不及待想一睹江岭
的芳颜真容。

游走在田间地头花香四溢的小
路上，菜花随处可见，桃花、梨
花、李花相间其中，直叫人禁不住
的欣喜。上山的路蜿蜒穿行在花田
间，沿着山岭盘桓而上，这当年的
徽饶古驿道，由四尺宽的青石板条
铺砌而成，一块块青石板被来往行
人磨得溜光，弥漫着厚重古韵。山
石层层叠叠，印迹深深浅浅，走在
嵌于锦峰绣岭清溪花田的古道上，
仿佛在对话古人。随着时代的发
展，古道的繁忙景象已成为过去，
然而，作为历史遗迹，这里已成为
人们观花赏景徒步旅游、锻炼身体

的游玩之路，穿行于此，无不为古
人的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而感叹。
这里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水乳交
融，可以让身体完全沉浸在自然的
至美之中。不仅能看到江南水乡的
柔美风光，更能领略古道千年的沧
桑之感。真是：“行走古道中，人
在画中游”。

一路沿古道徒步而上，到达江
岭山中最高观景台，站在山顶望
去，万亩梯田花海，高低错落，金
黄染尽，壮丽雄奇，恍若人间仙
境，惊为“天上人间”。油菜花呈
阶梯状，从山顶到山谷，开遍了沟
沟坎坎，微风吹过，曲曲折折的梯
田里层层叠叠的油菜花，如波浪般
起伏，似长蛇般蜿蜒，又似道道黄
色的闪电滑过，使这花海有了灵
性，也有了俏丽的动感。一望无际
一览无余的油菜花田里，金黄色的
油菜花肆意蓬勃地开放，粉墙黛瓦
的徽州民居鳞次栉比，古老村落点
缀在广阔的油菜花丛中，田埂上、
花丛中还有一座座用稻草做成的塑
像，憨态可掬，趣味无穷。花海与
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
趣，宛若一幅天人合一的唯美画
卷，不愧为“中国最美乡村”中田
园风光的代表作。

“黄萼裳裳绿叶稠”，远远望
去，江岭的大地像铺上了一条金色
的地毯，又像大自然撒了一地的金
子，风一吹，花朵就像一个个少女
穿着黄裙子翩翩起舞，它们有的弯
腰，有的点头，似乎在向人们打招
呼。步入这花的海洋，想放歌，你
会激情四射；有诗情，你会吟诵释
怀；忆友人，你会旧梦重缘；思故
里，你会把酒当歌。踏着松软的土
地，做着快乐的游戏，游人好似进
入忘我的世界，在油菜花丛中穿梭

嬉戏、拍照留影，仿佛身处天堂、
仙境一般。金黄的花丛让人们流连
忘返，爽朗的笑声在田野上空久久
地回荡。

油菜花肆意欢舞在春天的田野
里，如烟的霁雨营造出朦胧浪漫的
情调，你看那朵朵油菜花，四片花
瓣全部绽放开，整齐地围绕着花
蕊，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那么淡雅
清秀。花瓣十分精致，有细细的纹
路，那是技艺多么高超的雕刻家也
无法雕琢出来的。中间的花蕊弯曲
着凑在一块，仿佛在说着悄悄话。
花朵们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引来了
小蜜蜂和蝴蝶的造访。瞧小家伙腿
上沾满的花粉，就知道今天它的收
获不小。两只美丽的蝴蝶扇动起翅
膀，快乐地翩跹在花间，花粉随着
小精灵们的舞动四处飞扬，真是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
寻。” 或许只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
之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这首诗的意

境吧。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徽州大家朱熹的诗句形
容他故乡的春天再合适不过。江岭
脚下分布的晓起、庆源、溪头、江
湾等古村落，黄绿之间，一抹朴素
相映衬，细雨浸润下黛色灰砖马头
墙，经年累月刻印留痕，就如一张
张泼墨的宣纸，那些妖娆多姿的芳
菲，恰因搭配了这抹忽远忽近的素
色，而收起 了 轻 佻 ， 多 出 分 恬
静，温婉动人的徽州风情无语地
撩人心弦！行走江岭，感受一个
个悠久的村庄，点缀在青山绿水
之中，宛若世外桃源，古村落的
宁静和古朴、徽文化的深厚，让人
领略到浓浓乡韵，更有一种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

花映江岭 春到婺源
□ 白 英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新修
订并出版了享誉华语世界的著名漫
画大师朱德庸的经典力作“大家都
有病”系列，该系列包含两部作品

《大家都有病》 和 《大家都有病 2：
和笨蛋一起谈恋爱》。

《大家都有病》 讲述了一个有
病的时代里，你有病，我有病，他
有病，这个时代对所有人开了一场
心灵玩笑……朱德庸首次在作品中
引入“灰色幽默”的元素，以极强
的画面冲击力，在一贯的“朱氏幽
默”中，加入对现代社会及现代人
生存现状的思考；而在《大家都有
病 2：和笨蛋一起谈恋爱》 中，朱
德庸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他所擅长的
爱情主题，以爱情为媒介，描绘这
个疯狂的世界，并以讽刺之笔戳破
这个爱情时代的华丽泡沫……

作为一个目光敏锐、笔触犀利
的社会观察者，朱德庸早在2000年
就开始构思 《大家都有病》 这本
书 。 当 时 他 就 开 始 觉 得 大 家 都

“病”了，朱德庸曾说他自己也
“生病了”，“那时我非常忙，早上
八九点到工作室，电话就没停过，
所有人都在找我要东西。我晚上十
一二点才能回家，在床上却怎么也
没法睡觉。一个人躺在那儿，很多
事情就会不由自主跑到你脑袋里，
你会想这个怎么没做，那个怎么
没弄好”，最糟的时候，朱德庸甚
至想从高楼上跳下去……于是，
朱德庸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放下
手头一切工作，带上妻子和小孩出
去度假。

那段时间，朱德庸表面上什么
事情也不做，很轻松，其实是在内
心疗伤，学会让自己慢下来，学着
找到本来的自己。当然，他从来没
有停止观察、停止感受。到 2005
年，朱德庸觉得自己好了，才重新
拿起画笔。他说“这个世界本来就
是荒谬的，人如果不能认清这个现

实，会让自己很不快
乐。现代人要担心的是
盲目追求所造成的迷
失。我想把这一代人所
遭遇的困境画出来，让
大家更认识自己。”因
此，他提倡慢生活，这
种慢生活指的是心态的
慢，而非行动缓慢。这
种时间的缓慢，这种心
态的缓慢，成为他创作
的催化剂。

朱德庸的幽默，是
戏谑，也是治愈，直
抵人心。“当我们‘进
步’太快的时候，只是
让少数人得到财富，让
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

了。”所以，他在刻画这种种病态
现象时，流露出一种大悲悯情怀，
呼吁现代人简单下来，慢下来，拥
有属于自己的步调，享受属于自己
的“慢时尚”。“我们这个时代，对
我们大家开了一场巨大的心灵玩
笑：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
值，只有我们的人生悄悄贬值。世
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
在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
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
也许这样才能不再为了追求速度，
却丧失了我们的生活，还有生长的
本质”。

的确，这正像朱德庸所说，我
们当代人的性格态度、行为习惯、
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似乎完全发
生了改变，生活的“慢节奏”、精
神的“慢节奏”失去了，而“快”

“快速度”“快节奏”已成为主调。
人们的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

“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
“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
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
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还要有现房
现车。我们总是风风火火，把每
一天都当成打仗来过。我们认为
快生活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担心
这个机会不抓住，就会被社会抛
弃……这就像朱德庸所说，荒谬
的世界，让我们迷失、处于困境和
不快乐之中。

的确，时代向前发展避免不了
快生活，但在这种阵痛中，我们能
不能在埋头赶路的过程中放慢脚
步，停下来，慢下来，回顾来路，
回首从前？我们是否有必要再一次
擦拭我们生活的镜子，回望我们散
漫 的 脚 印 ， 使 我 们 社 会 中 那 种

“慢节奏”的情感生活、心灵生
活、人文生活，不再匮乏？这应是
朱德庸的“灰色幽默”带给我们的
思考……

“灰色幽默”带给我们的思考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读记

□ 许民彤

每次回老家，都要到外婆家里坐
坐，我常惦记着她的厨房。

外婆的厨房简单，却收拾得极为
干净。哪儿是码柴的、哪儿是搁菜的，
都井井有条。灶台旁有个木质案板，
用了有些年了，好像从我记事起就一

直在用。使我惊奇的不是案板始终光
洁如新，而是案板上的木砧板。外婆
说她家的木砧板都是外公用香樟木做
的，不仅耐用，而且防虫蛀。外公是木
匠，做个砧板自然是小菜一碟。即使
这样，外婆也不舍得常用，切菜总是那

么温柔，生怕把樟木砧板切坏了。有
天我在玩捉迷藏时，在外婆家的阁楼
里发现了十几个木砧板，整整齐齐地
被葛藤捆在一起。我细细地摸着那些
木砧板，看着那些好看的条纹，突然觉
得外婆好幸福。外公做了这么多木砧
板，够她用一辈子的了。

厨房的一个角落，有个圆形的木
桶，是外婆用来装米的。这在农村极
为罕见，一般都是用箩筐装米。把香
樟树锯成木板，然后钻眼钉上木楔，拼
成了一个圆形的木桶。整个木桶没有
用一根铁钉，也没有用铁丝去箍，但木
桶结实耐用得很。

听外婆说，为了打造这个米桶，外
公驾着牛车到很远的地方买回香樟
树，然后花了一个星期一点点拼成。
这个木桶见证着外婆家家境的好转，
以前木桶经常见底，后来总是有满桶
的米。木桶除了装米，外婆还喜欢把
鸡蛋藏在米里。那时鸡蛋太金贵，但
每次我去外婆家总能吃到几个。后来
外婆干脆把一些零食藏进米桶，不让
舅舅们偷吃。以至于我每次到外婆

家，口里说是想着外婆，实则更是惦记
着米桶里的美食。

厨房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水缸，乌
黑油亮地立在那里很多年。听外婆说
这口大水缸是她和外公从外地拉回
的，当时应该是村里最大的一口水
缸。外公总是天刚亮就去挑井水，直
到把水缸挑满才外出做活。那口大水
缸的水，足够外婆用上几天的，因此很
多人羡慕外婆家有口大水缸。有一年
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口水缸裂开了一
个口子，不断往外面渗水。外公就请
了一个能工巧匠，生生地将裂口补好
了，从此再也没有漏过水，一直用到现
在。后来用上自来水，水缸渐渐退出
了人们的生活。但外婆家一直用着，
她说当年拉这口大水缸挺不容易的，
她舍不得丢。

外婆的厨房里藏着故事，这是我
在外公去世后才明白的。

外婆的厨房藏着故事
□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