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杨东梅 版式 王惠新 校对 曹奕 2024年9月5日 星期四
毗陵驿 读书·本版电话：86632072 9

本版E-mail:czwbyd@sina.com

新书
快评

新书
过眼

精彩
书摘

自然与心灵的深切对话自然与心灵的深切对话
朱宜尧

书名：《江苏读本》
作者：叶兆言
出版社：译林
出版年月：2024年6月
一句话点评：这是一部江苏

人文地理读本，是解读江苏的经
典之作。

书名：《客居深山》
作者：傅菲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一句话点评：本书是散文家

傅菲在笔架山下客居时的心灵絮
语和对自然与人世的深度观察，
内容包括客居日常、自然生物以
及山民生活等。

江南出文人的传统江南出文人的传统
叶兆言

《满世界寻找敦煌》
作者：荣新江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本书记述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在全
球搜集和研究稀见敦煌文献的艰辛考
察经历，梳理了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学
术成就，展现了敦煌学学者的使命追求
和励志精神。

《警察陆令》
作者：奉义天涯
出版社：湖南文艺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人格心理学硕士毕业的陆令，考入
公安局后被安排到了东北某省边境的
派出所。翻开本书，惊讶于警察与罪犯
间暗潮汹涌、反复缠斗的心理博弈！这
里没有硝烟却更令人心惊胆寒！

《我猜你不知道（全 3
册）》
作者：（法）阿尔夫·鲍
勃 著/绘
译者：常悦 刘羽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这是一套启发青少年思维的科普图
书，也是一套画面精良的漫画书，书中通
过新奇有趣的漫画内容，将鲜为人知的
冷知识绘制出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知
识合集。本套书一共3册，分别在内容
上涵盖了千奇百怪的动物、恐龙及灭绝
动物和发明发现等主题，涉及 300 多个
知识点，每个知识点都从特别的角度引
出，对知识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

《有人将至》
作者：（挪威）约恩·福瑟
译者：邹鲁路
出版社：译林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九个故事，九段平行的人生。一个
个无名之人，鲜有性格或背景提示，只
有寥寥几笔的速写，我们在想象中描摹
他们的面容，倾听他们此生的经历。我
们发现，“福瑟宇宙”中上演的故事，是每
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人往往很难真正认清自己。
我们如此竭尽全力地与生活抗争，

可当我们最终得偿所愿时，哪曾想到那种
如愿以偿却让人感到厌倦，焦虑与痛苦竟
在这如愿以偿中悄然滋生。于是，我们又
开启了另一种逃离，开始了另一种回归。
我们尝试着审视自己，审视生命，借助自
然的万事万物来洗涤心灵的尘垢。

自然中的鸟兽草木虫鱼仿佛是治
愈灵魂的一剂良药，散发着药性的温暖
与光亮。每一个亲近自然的人，每一个
身处深山的人，都会被那种温暖和光亮
深深触动并发生改变。

正如作家在《入冬》中所言：一个人
走进山，看见无边的树，便知道，人活
着，永远不会孤独。看着树，树也在看着
我；听树叶翻飞之声，树叶也听我的呼
吸。树与人，会以某种看不见的方式交
流，彼此心领神会，无需口舌。凝视它们，
就是凝视自己，这是一种内观与内省。

作家傅菲正是基于此，为自己的散
文写作开拓出一条独特的道路——生
态散文创作之路，他找到了文学的“地
理坐标”。可以说，傅菲是幸运的，也是
幸福的，他将热爱投入到自己的理想
中，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客居深山”
里。读者在喜爱大自然的同时，也自然
而然地喜欢上了自然生态散文，他的文
字让读者看到了清新的大自然，领略到
了大自然的另一种独特风韵。

“深山”是自然的一部分，书籍是
“深山”的一种象征。当你深陷焦虑与
痛苦的漩涡时，要么选择走入深山之
中，去感受自然的宁静与力量；要么选
择沉浸在自然生态的文字“深山”里，让

负面的情绪、思绪得以释放。如此，便
能走出焦虑与痛苦，深刻明白生活是可
以被谅解的，人也是可以被谅解的，不
要去抱怨他人，也不要抱怨自己，尽可
能地做最好的自己。在感受生活平平
淡淡的同时，接受平庸的自己，才是幸
福生活的一种深刻诠释。

《客居深山》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
作者在深山里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
作者的那种“生活意义大于生命意义”
的理论扎根于读者的内心，不沉湎过
去，不顾盼未来，坦然在所处生活的当
下，这绝对是大智大美的文字。

傅菲对自然的书写，实则是对生
活、对生命困惑的一种探寻、一种思考、
一种解答、一种慰藉。在钢筋水泥铸就
的城市中，在每时每刻与人周旋的关系
里，疲惫、焦虑、痛苦、抑郁成为当今社
会的突出问题。然而，面对自然中的草
木花鸟鱼虫，我们能够反观自身，将那
些负担、垃圾一一卸下和清理，如此反
复，生活才能继续前行。

读完《客居深山》，我仿佛经历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心灵的洗礼。知山之深，知
己之微，每读每新。我也对“深山”有了更
多的感悟，孤身客居深山是一种情感的抒
发，颐养身心的写作也是一种抒发，阅读
自然生态散文同样是一种情感的释放，持
续在一种热爱里，就是“客居深山”。

对我而言，从未将文字仅仅视为文
字的表面意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命
的高度，它是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
只因这种生命的书写，当然也包括阅
读，书写与阅读，让纸上的文字如同音
符般在生活的五线谱上自由跳跃。

江南出文人是江苏一种特有的文
化符号，江南的文人相对起步较晚，然
而发展十分迅速。在六朝繁华之前，江
南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
见不到几个像样的文化人。后来终于有
了，开始出文人了，这可以到《世说新语》
上去找，按图索骥，一抓一大把。

六朝的江南文人，对后来的中国文
化影响很大，他们才华出众、锦心绣口，
喜欢在规则里玩些文字游戏，往好里
说，是名士气，挥洒才华；往坏里说，骨
子里难免透着一些软弱，也就是苏东坡
说文起八代之衰的“衰”字。

唐朝出诗人，宋朝出词人，元朝的
曲和小令独步天下。到了明清时代，文
坛产出最多的，恐怕就剩下江南文人
了。考察全唐诗，江苏籍的诗人并没有
多少，属于大诗人这个级别的，像李白
和杜甫这样的，恐怕一个也见不着。唐
宋八大家中，江苏也是一个也没有。江
苏人开始有文化地位，是经济高度发达
了以后才有的结果。

很显然，江南文人只是到了宋朝南
迁以后，才真正朝气蓬勃地兴旺起来。
江南文人的兴起，说到底还是和科举制
度有着直接关系。明清之前，江浙一向
并称，在元朝时它们曾是一个省，明朝
以后，江浙开始分家，开始成了科举考
场上的长胜将军。到了清朝恢复科举，
一共出了112个状元，江苏开始把浙江
远远甩在身后。江苏长江以南，仅仅是
苏州地区，就出了25人，而这25人，又
几乎是江苏状元总数49个的一半。不
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江苏的状元总
数，差不多占了清朝状元的半壁江山。

状元能够如此，进士及第的人数，
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江南文人更习惯
在考场上，通过试卷证明自己的人生价
值，究其根源，还是和江苏良好的经济
环境分不开，跟安分守己、耕读传家的
传统分不开。学优登仕，江苏的文化风
气很盛，人才辈出，除了科举的数据能
够证明自己外，在官场上，在文学绘画
以及其他艺术门类上，在教育科研方
面，江苏文人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

附带说几句，明清两代，江苏和安
徽的读书人，最后都在南京的江南贡院
参加科举。江苏经常出状元，说明了江
苏人会考试，同时也说明南京江南贡院
的这个考场，高手如云，卧虎藏龙，能过
关斩将非常不容易。譬如南通的张謇，
他是江苏籍最后一个状元。张謇不是
从江南贡院考出去的，在他之前的另一
位江苏状元黄思永，也不是出自江南贡
院。江南贡院的乡试十分厉害，用今天
的话来说，内卷得可怕，要想中个举人
十分困难。大家都知道，乡试通过了才
能叫举人，当了举人才能在北京参加殿
试，才能谈得上能否中进士，能否中状
元。张謇和黄思永都过不了江南贡院
的这一关，他们都是“高考移民”，都是
在北京顺天府参加乡试，在那里成了举
人，然后再参加会试，最后高中状元。

此外，就算是科举考场上不得意的
江苏文人，也一样能做出非同凡响的事
情。比如明末屡试不第的冯梦龙，编纂
了中国白话小说史上有着极高地位的

“三言”。又比如明朝的王艮，开创了泰
州学派。清朝的吴敬梓，写出了《儒林
外史》。

《有为有守》
作者：许纪霖 等
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
海人民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本书聚焦于 1895—1949 年间中国
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
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关系，是一
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墨介绍了
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著名知识分子的
社会交往，亲疏聚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