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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妍言）近日，我
省作家康娜的新书《凡是遇见，皆有深
意》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

《凡是遇见，皆有深意》是康娜的第
五部散文集，也是她近五年来的散文优
选文章合集。该书共有六辑、57 篇文
章，近十二万字，每一篇都展现了平凡
日常的生活景象，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充满美好和深意
的世界。

康娜的文字有一股安静的力量和一
份浅淡的禅意，不慌不忙，从从容容，读
之如入净土、如驻港湾，让人在繁杂的事
务中观照自身、稍作休憩，在每个平常小
日子中见天、见地、见众生，感悟生命的
本质。

《凡是遇见，皆有深意》出版发行

还是在春天的时候，就收到王新民快递来
的书话新著《读懂贾平凹》，陆陆续续现在才读
完。我的阅读习惯是，好的书籍舍不得一下子
读完，日常间放在手边慢慢地阅读，仔细地品
味，从容地享受这本书的好。

《读懂贾平凹》就是这样一本令人阅读愉
快且很有收获的书话题材好书。为什么这样
说呢？关于贾平凹的研究论著读过不少了，但
是从出版和书话的角度，似乎并不多见。而王
新民的这本书则填补了这一方面空白，要真正
读懂贾平凹，这本书话提供了丰富的鲜为人知
的史料，弥足珍贵。

所谓史料，就是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的
材料。史料的来源主要是当事人对历史场景
和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也有对留存下来的典
籍的整理与发掘。然而，最珍贵的是前者，这
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书话《读懂贾平凹》只能王新民来写。
王新民首先是学者，深知史料的价值。从

二十一世纪之初，他就与贾平凹“结缘”，深刻
地认识到这是一位必将走进我国文学史乃至
世界文学史的作家，于是，他开始真实记录与
贾平凹的交往。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在他

的笔下，留下如此大量关于贾平凹著作出版情
况以及与编辑们的情谊故事，尤其可贵的是他
对贾平凹“不虚美”的真正地品评文字。

现在时是历史的常态，能够真实记录现在
时，这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学者的义务。然而，
善于在现在时中慧眼识珠，看见和记录真正具
有历史价值的人物与事件，这是学者本领高低
的区分。古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就有
这样的慧眼，也有文字记录的才华，才为我们
留下了远古至汉代的历史风貌和栩栩如生的
历史人物。王新民长期在出版界工作，接触的
文艺作品和作者非常多，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初期，就对贾平凹及其作品情有独钟，他看
见了隐含在这位作家身上巨大的文艺潜质和
不断爆发的文艺能量，值得留下浓墨重彩的现
在时的史料篇章。

历史的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赶上，
王新民就恰巧赶上了。自然，这与他从事出版
工作有关，也与他善于把握历史机遇有关，否
则就不会有这本留存着贾平凹以及他的著作
出版有关的精彩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读
懂贾平凹》确实是一本不能低估的具有史料性
质的著作，是一本精彩的学者之书。

其次，王新民是具有推动我国当代文学
发展的很有能力和艺术水平的编辑。他亲自
编辑或者策划出版过贾平凹的不少著作，例
如《平凹游记选》《坐佛》《贾平凹游品精选》
《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等作
品，还主编有 20 卷本的《贾平凹文集》，仅仅
这些书目，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反映了中
国当代文学和出版政策的变化和进步，堪称
当代中国出版史和文学史的缩影”——确实
如此，贾平凹后来以及目下的创作实绩证明
了这句话，也证明了王新民善于鉴别优秀作
家和文艺作品的眼光。他还利用在出版社工
作的条件，熟悉出版方面的法律条文，全力帮
助贾平凹进行著作维权，打击“盗版”和非法
出版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这些，
在《读懂贾平凹》书中，都有相当篇幅的详细
记载——编辑和出版工作者是作品生产者的
朋友，也是作品生产者权益的捍卫者，这在王
新民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贾平凹文学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众编辑的

辛勤劳动。在《读懂贾平凹》中，王新民还记
叙了不少助推贾平凹著作出版的编辑老师，
其中不乏非常感人的情节，例如孙见喜编辑
的《贾平凹小说精选》荣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
匙奖，编辑的《贾平凹游品精选》荣获全国图
书装帧奖等，还有名编张孔明、张海潮、高立
民，甚至曾任《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她编辑
过贾平凹的《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
本》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出版幕后工作
者，在王新民的这本书中，也都给予赞美性描
写和介绍。这一众编辑都是比较活跃的作家
或者文艺评论家，惺惺相惜，是真正懂得贾平
凹的伯乐。

再次，王新民还是贾平凹文学作品创作
别有眼光的揭秘者。在《读懂贾平凹》中，收
录的《贾平凹及其作品与地方志》，揭示出贾
平凹的写作得益于地方志，他说：“他（指贾平
凹）十分看重地方志对创作的作用”“深入生
活考察各地首先借阅当地县志，从中了解当
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人物、物产美食
诸方面。”地方志，是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历
史记载，也是了解和认识当地的可靠资料，善
于利用地方志进行文艺创作，吸取地方特色
文化的滋养，这是优秀作家进行文艺创作的有
效途径。这不但体现在贾平凹的创作上，也
体现在陈忠实的创作上，他曾经反复翻阅关
中大儒牛兆濂编写的《蓝田县志》以及周边地
域的志书，才创作出厚重的长篇小说《白鹿
原》。王新民说，贾平凹曾经在他处借阅过
《澄城县志》《紫阳县志》等志书。贾平凹的长
篇散文名篇《商州初录》以及《定西笔记》的创
作，就能证明这一点。

第四，王新民是品鉴贾平凹文学作品的
高水平文艺评论家。在《读懂贾平凹》中，就
有《〈山本〉就是一本秦岭志》《关于〈废都〉

“它不是死得干脆，就是活得顽皮”》《永不熄
灭的〈带灯〉》《“通过〈老生〉写出整个中国”》
等篇什，以平稳而实在的笔触，写出了对贾平
凹一些作品的中肯而睿智的看法与评论。反
过来说，贾平凹及他的文学作品也滋养了王
新民的审美情操，他说：“假如没有贾平凹及
其作品，我的人生可能是平铺直叙的，不可能
柳暗花明；假如没有贾平凹及其作品，我们的

精神生活可能单调乏味，不可能如此丰富有
趣。”作家与文艺评论家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有
所促进的关系，王新民与贾平凹做到了这些，
这是一种艺术境界，也是一种精神境界。《读
懂贾平凹》中，还有王新民所写贾平凹的访谈
和几篇专题文章，如《“本人气质决定，我爱焉
怪”》《爱我的人在前边拉我，恨我的人在后边
推我》《散文为什么不能虚构？》——这些，推
开了认识贾平凹文学创作奥秘的一扇敞亮的
窗口，对了解贾平凹的性格与气质以及写作
追求，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况且行
文饶有趣味，对文学爱好者来说，无疑很有启
示的作用。

第五，王新民还是贾平凹著作丰富的收藏
者。据他说，“在我的书房，贾平凹的著作几乎
占据了两个书柜，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三百种左
右”，其中既有国内出版的各种作品，也有港台
出版的繁体字竖排本以及不少的外文版，甚至
还有“数十种盗版书、假冒书和非法出版物”

“比如十来种《废都》盗版本”。王新民几乎收
藏了贾平凹所有著作，特别是后者，对研究贾
平凹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珍贵的版本资料，有着
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家对社会最重要的
贡献是其著作，而要进行研究，这是基本的资
料要求，王新民之所以能非常自信而又很有见
地写出这样的专题研究贾平凹的著作，除过他
与其交往过从甚密、知悉其创作生活之外，这
些大量的贾平凹著作，也给了他广泛阅读和写
作的支撑。

王新民是作家、文艺评论家，更是书话
家。书话是自古以来极为发达的文体，书话的
对象就是书籍，离开书籍就写不成书话。正如
作家要写作离不开生活，书话家离不开书籍。
然而，如今看来，能操持此文体的作家不多见
了。其原因很简单，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真正
读书人愈来愈稀少了，遑论其他。而要写书
话，则必须有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青灯黄卷，
在字里行间讨生活，这不容易。再说，写书话
还得熟悉书里书外的掌故，且文笔又不留滞，
能做到这些，才能写出像样的书话，王新民就
是当代的书话高手，难能可贵地为广大读者奉
献出《读懂贾平凹》这本内容扎实的兼有文艺
评论色彩的书话佳作。 □柏峰

王新民与他的书话《读懂贾平凹》
“ 但 愿 人 长

久，千里共婵娟。”
这句千古流传的
词句，是我对苏东
坡深情的起点。
为此，我专门读了
秦晓著《苏东坡全
传》电子书，初步
领略了这位文学
巨匠的风采。

苏东坡，唐宋
散 文 八 大 家 之
一。他学识渊博，
才华横溢，在书
法、绘画、诗词、
散文等领域均有
卓越的成就和很
高的造诣。随着
年岁增长，我对
苏东坡的喜欢愈
发深刻。又读了
林 语 堂 先 生 的
《苏东坡传》，让
我在知天命之年
对人生有了更深
的思考。

苏东坡的人
生跌宕起伏，他出
身书香门第，自幼
博览群书，立志高
远、要致君尧舜。
一朝应考，蟾宫折
桂，名动天下，时
人称其百年一遇，
天子赞其宰相之才。在他一生的重要时
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在“乌台
诗案”遭人污蔑后数次贬谪流放，官场挫
折、历经坎坷，面对这样的生活，苏东坡并
没有因此颓废，而是苦中作乐，找到了内心
的救赎方向。

不论岁月多么艰难困苦，苏东坡总能
在苦难中寻找到人生乐趣，他的一生是不
断失去又不断得到的一生，是不断与挫折
磨难相包容的一生，是不断与自己和解的
一生。尽管快乐并未常伴他左右，他的豁
达与超脱却深深感染着每一个走近他、靠
近他的人。他那有趣的灵魂赢得了时人的
爱戴，也让现代人敬仰。

苏东坡足迹遍布八州，每到一地，都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己任，做出许多政
绩。在徐州，他率领军民治理黄河水患，保
全了徐州城。在杭州，他疏浚西湖、兴修水
利、发展农业、为杭州留下了“苏堤春晓”

“三潭印月”等胜景。在儋州，他办学堂，
介学风，成为儋州文化的播种者。他还是
一位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烤羊脊骨、烤
生蚝的美食家，甚至将满腹苦水唱成了甜
美的赞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
南人。”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短短 24 个
字，苏东坡不无自嘲地精炼总结了自己在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走完的一生。在给后
人留下了许多大彻大悟的哲理后，羽化而
登仙。

读完《苏东坡传》，我在失意时想到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遭遇
人生无常时想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
飞鸿踏雪泥。”身处逆境时，还会想到“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东坡
豁达乐观的心态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让
我们多一分率性自然，少一分急功近利，
活出真实的自我，活出精彩的人生。

□李淑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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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阅读了英国作
家毛姆的《人生的枷锁》，
它的独特魅力令人久久
回味。作为一线基层销
售，我深感其内涵深刻，
发人深省。

《人生的枷锁》讲述
了主人公菲利普在成长
过 程 中 经 历 的 各 种 迷
惘、挫折与痛苦，以及他
最 终 如 何 摆 脱 这 些 枷
锁，实现自我成长的故
事。这部小说虽然是一
部半自传体作品，其中
蕴含的哲理与智慧却具
有普遍性和时代性，对
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
多或少的启示。

作为一名销售，深
知当前国内建筑钢材市
场的竞争之激烈。我们
不仅要时刻面对各种复
杂的市场变化，还要应
对来自同行的竞争，容
易被各种外界因素所束
缚，陷入一些枷锁之中。
而《人生的枷锁》正是提
醒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种
种困境，自我成长，自我
超越。

小说中的菲利普生
来就有身体上的缺陷，这让他在成长过
程中饱受同学的欺侮和嘲笑。然而，他
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
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这种坚韧不拔的
精神让人深受感动。

此外，菲利普在成长过程中还受到
了宗教的束缚。他一度对宗教产生信
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渐认识到宗
教并不能解决他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最
终也从中解脱出来，回归现实。我们也
往往会受到各种观念和欲望的束缚，只
有理性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才能找到
真正的自我。

在当前的建筑钢材市场中，我们同样
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市场的短期波
动所迷惑。在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应对变
化时，积极面对各种挑战，寻找适合自己
的道路。同时，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
素养和业务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客户
和市场。

人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各种
未知和挑战。只有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部小说的妙趣横生在于清醒认识到
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后，依然拥有面对
它的勇气。它提醒我们要努力挣脱束缚自
己的枷锁，实现自我成长，也要保持着清
醒的头脑和坚定的行动力。

□袁睿（陕钢集团西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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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曾说：“人生在世，需要一点高于柴米
油盐的品相。”在我看来，这是指在一个人的精
气神里，有种你能感受到却看不见的强大而稳
定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毛姆所说的：“要记
得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
神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夜空中的月亮，不耀
眼，却散发着宁静又平和的光芒。

一个有强大而稳定内核的人，内心是丰富、
安静而笃定的。

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定海
神针；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浮名浮利的诱
惑；笃定，是因为力量和底气、秩序感和生机勃
勃的活力。读书是一个人强大内核、扩大人生
格局非常有效的途径。

余秋雨说：“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
琐事上沉沦。当一个人站在山巅，就不会被谷
底的小事所束缚。”读书，可以强健自己的内
心，保持内核稳定，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
和生活秩序。读书的人不会轻易和他人比较，
不会轻易自惭形秽，不会轻易被他人的光芒打

压。读书的人对身边的事物是深情的，精神
世界是广阔的。只要在读书，就会让自己成
为一个不太苟且的人；只要去读书，就会发现
所有的迷茫和困惑早已在书里有了注解。

孟德斯鸠说：“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
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了巨大享受的时刻。”读
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会不由自主聚精会神，
会与作者一起，在另一个世界里快乐、愤怒、平
和，它是一段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不是那些
碎片的信息和夸张的视频可以取代的。它于
细微之处，不知不觉陪你度过一段有滋有味的
时光，当我们合上书的那刻，吹灭读书灯，一身
都是月。

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
所。”读书时会忘记周围世界，把自己内心纷扰
的情感放到字里行间去思考、梳理、抚平，等它
们流回来的时候，归于平静和有序。读书就是
远离喧嚣，找一个静谧的地方养养自己干瘪的
心，让它再次葳蕤。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

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时，它会给你一
种内在的力量。读书能带给人知识、信息、真知
灼见的世界观和灵魂。经常读书的人，岁月风
平，衣襟带花。

读书会让人养成恭敬和谦逊的习惯，知道
这个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也可以让一
个人深度思考，在不确定中为自己带来人生的
辽阔。内心会变得生动、善良、细腻、美好：铜钱
草绿油油的，新炒出的菜有锅气……再平凡的
东西，在你眼里也有清新脱俗的一面。

读书让我们能深刻理解苦难，如果不得不
经历苦难，也会明白苦难亦能带给人崇高感。
因为一个人能从细微处欣赏、热爱一切，生活就
不能把他怎么样。读书是一生的高贵，它是清
欢之乐，也是成本最低的投资。 □王云丽

今年 4月，安康作家王娅莉的散文新书《只
此青绿》，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4辑、
25万字、97篇文章中，有《山南水北》《他乡漫游》
两辑、55篇游记。可见，此书的骨干内容是游
记。如果说第一辑的《蒋家坪茶事》《天籁女娲》
《山魂》等篇也算游记的话，此书的游记成分则
占据主流；如果说第一辑《乡愁岁月》所写的家
园风情、第四辑《人生絮语》所写的人情风貌可
归旅游资源的话，那么，此书可谓“旅游文学”。
然而，细读全书，才知王娅莉写的不只是行踪，
还在于心迹。

善写游记的王娅莉，通过一部《只此青绿》
展现了她的生活万象、人生感悟，以及她辽阔的
精神视域、丰富的内心世界。

而她以笔触感知世界、用文字塑造心灵的
游走方式，以其炽热的山水情怀、冷静的人文关
怀告知世人，天地之间尽情、静心的旅行，就是
她虔诚、恭敬的灵魂修行。

人们旅行目的地不外乎自然与人文、城镇
与山水四大视域，所不同的只是各自所获。王

娅莉的旅行范围也是如此，但她每次出行，无论
背着行李或是书包，带回来的均是精神收获。

王娅莉在人文美景中反观人类，由此寻找
文化价值、生活意义。她若游人文景点，必朝历
史深处行走。

子午道是安康境内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
她从宁陕县城进入秦岭深处，却在胭脂坝这个
小驿站被一座石桥、满山红叶擦亮了目光，看清
了古道的今生，不外乎是活在今人记忆中的故
事罢了，真正的游趣应是眼前的景物。于是，她
感慨道：“喜欢以美来看历史的人，和思考历史
的人大概不同。我更愿意像姜夔那样，看一天
的红叶，慢慢去煮深山里的往事。”这种透过古
道思考历史的理念，和在古道上消费历史的人
们显然是不同的。

游走敦煌，她在看过莫高窟、鸣沙山等著
名景点之后，缓缓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之间细
细寻找答案。寻觅之中，她蓦然发现：“无论是
出土的一个箭镞，一个果盒，一串项链，还是
一小块绢，一双毛皮袜，都令人觉得有趣。因
为这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有人的气息，即使经
过了风沙的淘洗，仍向我们讲述着曾经的故
事。”她由此悟出：“历史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是出土文物记录下来的。只有文物，才能说明
一切问题，成为文化的载体。”这种论断中肯、简
明，令人恍然大悟。

她在城市景观中寻找差异，经由城市的来
路触摸其灵魂。

在小县城曲舟，她由一条河流切入了小城
的肌肤。“我们站在河沿，凉风吹散了多日以来
心里的迷茫，我深深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些东西
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内心里的
那么绝望。每一个地方的山是千变万化的，每
一个地方的河流也不相似，当我们走过了更多
的地方，才发现，自己的心胸还可以更宽广一

点，生命还可以更广阔一点。被清风吹拂过的
心灵，永远是向往着自由和安宁的。”而在山城
镇安，她登高望远，生发出让人对这个小城仰视
的高论：“绣屏公园的高塔，是游人看到的第一
个建筑。离开时，仍觉得那一高度，使很多小县
域都难以企及。”这种景仰之感，才是人心应有
的高度。

她在纵情山水间研读山水，由此寄情山水，
陶冶情操。她常在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及秦巴
汉水中游走，凡有所见所闻，必有所思所想。那
些过滤了山水的思考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精神
为之一振。王娅莉虽是匆匆过客，但却能抓住
山水特质，在内心打磨出思想的火花。

最有同感的，是她在紫阳县的洞河镇感受
汉江：“江水冲刷两岸，也冲刷了岁月的尘垢，
心底的淤积。很多不能释怀的，都被青山碧水
融化了。”最为赞赏的，是她在武陵源亮出的
山水观：“山水给予文人的是出世和避世，给予
百姓的是山珍和山歌。”最有共鸣的，是在白雪
覆盖的甘南丹霞景区，别人发出了一连串的抱
怨，她却发出一咏三叹：“走在绵柔的雪地上，
在亿万年的岩层下，天地浑然一体的灰白，和
凛冽的寒风，让人停止了思考，也停止了感
叹。雪景和斑斓的山色是不同的，它往往让人
空灵和静默，没有遗憾，也没有渴望。我们来
了，就平静地接受这整个山川的洁白，接受它
不同于日常的颜色，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灵魂叩问，令人同悟
同思，同频共振。

阅读王娅莉的游记，便是与她结伴同行。
这种旅行之中的潜心修行让人们的目光越过漫
漫旅途，看到了世界也看清了自己，得到了思
想升华与精神洗礼。为此，我们要真诚感谢
《只此青绿》，感谢王娅莉这位能帮人修养灵魂
的修行者。 □李焕龙

读书是一个人的强大内核

旅行路上的灵魂修行
——王娅莉散文集《只此青绿》阅读感悟

新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