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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万千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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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读廉涛诗文作品

心中的山海勃勃生机、澎湃奔涌

我和廉涛是忘年交，第一次相见在沣东的诗经
里，对他第一印象是一个谈吐儒雅、思维细腻的亦
师亦长辈般人物，随着后来交往多次后，在这些印
象之上，又可以加上一个实在和严谨。

人品往往可见文品，读了他的诗集《心中那抹
绿》和散文集《心中那片海》后，更觉人文如一。

《心中那抹绿》是廉涛心中的山，那山葱葱郁
郁，绿意盎然，充盈着勃勃生机；《心中那片海》是
廉涛心中的海，那海潮起潮落，蔚蓝透碧，澎湃着
万物竞发。

诗集《心中那抹绿》，整体展现了廉涛对时代生
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他通过诗歌这一载体，
记录下几十年生活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在创作形式上他采用自己所追求的建筑美、音乐美
和绘画美，使每一首诗都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既
有视觉上的美感，读起来又朗朗上口。

廉涛以诗为笔，以情为墨，将自己对生活的热
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性的思考融入到字里行
间。每一首诗都像是一封写给生活的情书，字里
行间流露出他对亲人、朋友、爱人以及这个世界的
深深眷恋。既有对亲情的温馨追忆，也有对友情
的真挚珍视；既有对爱情的热烈颂扬，也有对故乡
的深切怀念，这些无一不充满着人性的光辉与温
暖。廉涛对故乡的深情回望，对民航事业的热爱
与自豪，也让人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时代见证者
的责任与担当。

廉涛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诗意，将平凡
的生活场景描绘得生动而富有艺术性。《生活，请
回答我！》一诗以其激昂的语调和坚定的信念，展
现了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无畏追求与坚定信念；而
《寻路》等诗篇则通过对人生道路的迷茫与探索，
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与不懈追求。《黄果

树瀑布》不仅栩栩如生的将一处奇观进行描述，还
将亲眼目睹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由衷赞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廉涛的诗歌创作态度很值
得我学习。他率性而为、尽兴而写，不受任何形式束
缚和限制，这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使他的诗歌充
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阅读这部作品，最大的一个
感觉，就像是行走在秦岭大山中，且行且唱且歌吟。

《心中那抹绿》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部关于
人生、关于情感、关于自然的哲学作品，更是一部心
灵的自省与成长的记录。在这些诗歌作品中，可以
看到他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对时间的珍惜与感
慨，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廉涛用自己的诗歌
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坦荡、热爱生活、勇
于探索的灵魂。

散文集《心中那片海》，体现了廉涛敏锐的洞察
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将生活的点滴汇聚成海，字
里行间充满温暖与力量。

从亲情的深厚到友情的真挚，从对故乡的眷恋
到对异域的沉思，从对世事沧桑的深刻感悟到对奋
斗精神的热情讴歌，从对仁人贤士的敬仰与赞颂到
对民航系统工作的独特感悟，廉涛用文字构建了一
个个生动的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广阔无垠的
心海之中，与作者一同经历那些或喜或悲、或平淡
或传奇的人生故事。

《母爱在瞬间永恒》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通过
一位母亲在生死关头舍身救子的悲壮故事，将母爱
的伟大与无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动容不已；《空
港不了情》等篇章则通过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嚣，
反映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变迁，同时也表达了对在
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们的崇高敬意。

《心中那片海》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与细腻。

这部作品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相册，不仅记录了作
者从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也见证了时代变迁与
社会发展，还非常难得的收录了很多关于那个时代
国外的风土人情，是很珍贵的佐史材料。

以“海”为象征，将人生的波澜壮阔与情感的细
腻入微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这些情感如同海中的浪
花，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像我这样的阅读者。廉涛
没有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或宏大的叙事，而是将笔
触深入到生活的细微之处，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情
感瞬间。这种真实感让读者能够轻易地与作者产
生共鸣，仿佛那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那些情
感就流淌在自己心间。

《心中那片海》还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它不
仅是一部个人情感的抒发之作，更是一部反映时代
变迁、记录社会现实的珍贵文献。通过对民航系统
工作的真实记录和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展现了
民航人的辛勤与奉献，同时，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
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社会面貌。

这两部作品，一部散文，一部诗歌，不仅展现了
作者在不同文学体裁上的精湛技艺，更深刻反映了
作者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的独特感悟与深刻理
解。两部作品虽体裁不同，但两者在精神内核上却
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山绿海蓝，群峰涌浪。这两部作品让山海相
连，它们都体现了廉涛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
畏、对人性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的关注。

生命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深刻的修行，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会关爱他人、尊重自然、珍惜
生命，同时，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与理想。作
品里所蕴含的这种生命哲学的思考，不仅让我们更
加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让我们在面
对生活的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与坚定。 □李杰

《诗 经·大 雅·旱 麓》之 随 想 贠文贤长篇小说
《大梁村》出版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
碑，集中反映了周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社会生活
实际的305首诗歌。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发展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
挥了重要作用。

《诗经》是谁编订的？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
是谁认定的？是伟大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
家》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
至幽厉之缺……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清
楚记载孔子从采诗官尹吉甫等收集的3000多首
民间诗歌中选编305首而流传后世。我想，两千
多年前孔子编诗是不是今天的《唐诗三百首》，史
上说法不一，但这个并不重要，孔子选编《诗经》
和对诗的重视则是没有争议的。史料载，孔子去
世前一年编成了《诗经》，孔子对诗的重视，远超
出我们的认识，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是中国文学源头，汉中是源头中的一
条小溪。《诗经》中产生于汉中的诗歌有多少首我
说不清，自古以来没有异议的诗也是有的，《旱
麓》就是一首，还是很有档次、带官方性质、意义
重大的一首，从《旱麓》可以窥见三千年前汉中历
史人文的辉煌。我数次阅读这首汉中之诗：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
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按历史上权威说法，“旱”指南郑的旱山（今
汉山），“麓”即山脚。《诗经》写到山的诗不少，如
南山、北山等，但写清楚山名的却很少。《旱麓》名
气很大，苏东坡写诗：“归来煮瓠叶，弟子歌旱
麓”。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写
道：“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现，故皓
雪莲生。”

《旱麓》的主旨是何？《旱麓》这首诗是《大雅》

第 5篇。《大雅》共 31篇诗歌，皆是对当时统治阶
层和祖先、神灵的歌颂。《旱麓》就是对周文王（公
元前1152-1056年）在旱山举行祭祀求福盛大仪
式的记载和赞颂。当时，旱山祭祀也有可能委托
汉中的褒国国君实施。八百年前确定四书（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并主张“四书五经”为中国
儒学主体内容的大学者朱熹认定“岂弟（恺悌）君
子”就是指周文王。《毛诗序》认为：“周之先祖，世
修后稷、公刘（周人首领）之业，大王（指周人先
祖）、王季（文王之父），申以百福干禄焉。”朱子
《诗集传》则认为是“咏歌文王之德”。魏源《诗古
微》说是“祭祖受福”。

古人非常看重祭祀。两千六百年前，鲁国贤
大臣展禽（柳下惠）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
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
典，非政之宜也。”（《国语·鲁语上》）此话讲，祭祀
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慎之又慎的重大事情。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春秋时刘国君主）
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这句名言讲，在众多
国家大事中，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有两件事：一
是祭祀，二是打仗。国家祭祀中，祈求神灵赐福，
就是其中一种。从《旱麓》的字句内容来看，应是
一首反映并歌颂周文王为百姓求福的诗歌，也是
一首记录国家级祭祀求福仪式具体情况的现实
主义诗歌。阅读这首诗，仿佛看到三千年前天朗
气清，惠风和畅，庄严的旱山上树木茂密郁郁葱
葱，北麓祭台之上醒目的玉炳金尊中斟满黄酒，
蓝天上鹰鸟飞翔，汉江上鱼群跳跃，祭神的大公
牛到位就绪，即将献给天神，以祈求神灵永远给
人们普降瑞福。一时鼓乐齐鸣，庄严肃穆，周文
王或受委托的褒国君王带领众多人士垂手肃立，
随即点燃葛藤树枝，主祭人泼洒黄酒，缕缕升腾
的烟气把人们对文王和神灵的崇敬送到天庭，也
带去了祈福的美好愿望。

这首诗让我看到了褒国和周的关系非同一
般。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西伯曰
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文王祖父）、公
季（文王父）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
曰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旱麓》表达
了人们对文王的尊敬和依赖。《史记·周本纪》说：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
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

‘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
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
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史记》这
段话非常重要，记载了周武王三千年前伐纣，汉
中的先民有没有去呢？我认为肯定去了，因为当
时汉中有褒国。武王点了名的如庸、蜀、羌等，也
有没有点名而只说“嗟！我有国家君”，此话是
说：我有友好邻邦的君主。褒国就属于和周武王
关系密切的友好邻邦，因而未另再点名。

四千年前，大禹曾到汉中疏治汉江，并且到
今河东店镇一带，或从褒斜道走过，后来分封儿
子为王时，封了褒国。褒国，在秦岭巴山之间的
鱼米之乡，经过一千多年的辉煌岁月，并且褒国与
夏商两朝都维持着良好关系，三千二百年前，商武
丁和王妃妇好将军讨伐巴蜀路过汉中，褒国积极
提供了方便。还有，我认为城固洋县发现的青铜
器，说明褒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很好，那些令人叫绝
的精美青铜器中，可能有的就来自殷商朝廷，如城
固出土的有“亚伐”二字铭文的青铜罍等，极有可
能是武丁商王朝制作的重要器物。至于，时逾千
年褒国的王廷所在？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旱麓》的作者是谁？从这首诗的丰富内容、
章法结构、典雅文字、希望指向等综合来看，我认
为是一首官方人士创作的诗歌。不能低估古人
的文化和智慧，和现在情况来对比，可以说，唐朝
官员基本都是诗人，民国以前文化人都是书法
家。《大雅》31篇诗歌的作者大都应是西周王室
和方国贵族，也称为德高而有大才的人。《旱麓》
是一首很讲究、很雅的诗，旧训雅为正，即诗歌之
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
也。”我认为作者是一位目睹旱山祭祀求福盛大
场面的周王室或褒国王室的近臣或御用文人，写
出了这样起点高、内涵丰富、正声大雅的庄重之
作。当时，一定有文字记载，不然尹吉甫采诗、孔
子选编也无从进行。

我还看到了熟悉的黄酒。黄酒面世很早，秦
相吕不韦《吕氏春秋》西汉刘向《战国策》东汉许
慎《说文解字》，都写到仪狄作酒、大禹饮之，这样

算那就有四千多年了。《旱麓》中的“黄流”“清
酒”，我认为都是黄酒。《本草纲目》等文献记载，
白酒始于元代，就从西汉海昏侯墓中发现蒸馏器
起算，也只是两千多年。《周礼·天官酒正》载：“辨
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
因事临时酿制，昔酒可短时间储存，事酒、昔酒都
是米酒，但都是未过滤或粗滤的酒，即醪糟，又叫
浊酒。黄酒不是一般的米酒，更不是浊酒。民间
百姓自酿黄酒，要经过蒸饭、加曲发酵、澄清过
滤、灭菌封存等工序；必经夏采曲、秋收粮、冬酿
香醪、春出美酒的过程。经过加曲发酵并过滤的
清亮液体，可长期存放，这才叫清酒，用于高级别
的祭礼和上层人士饮用，旧时老百姓喝的一般都
是浊酒。四十多年前，我去镇巴下乡时，在农户
家中就喝过这种浊酒。长期以来，汉中南郑和洋
县的黄酒均是上好糯米制做。四千个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过去了，种稻酿酒的人们你来我往，作
坊酒厂此起彼伏，黄酒的酿造从未停止，汉中为
中国黄酒之乡，可谓名副其实。切莫小看黄酒，
李时珍说：酒，是天之美禄，少量饮用可和血行气，
壮神御寒，叙情合欢。黄酒可药用，《本草纲目》记
了69种黄酒所制的药酒，可以治病除疾，亦可用
来制作佳肴，既是美味又作食疗。《旱麓》祭祀求福
所用的礼酒，可能就是黄官黄酒的源头。

《旱麓》所写的仪式为谁求福？从《旱麓》全
诗来看，此举是为全天下百姓祈求福祉，并非仅
顾及汉中一方民众生计，《旱麓》一诗，是对国家
级祭天求福盛典的真实记录。还有，汉中的水
稻、玉米收获归仓在秋天，鱼肥水美、果蔬丰收在
秋天，汉山草木丰茂、红绿相映、最丰富多彩的美
景也是在秋天，隆重的求福仪式和《旱麓》成诗也
一定是在秋天。

秋分之时，我和著名作家王蓬老师再次登临
汉山。在谷林博物馆观景台上品茗后，又驱车从
宽平的公路直上山巅。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
遥看汉中盆地，只见公路如线、汉江似带，街市如
畦，我顿觉渺小并心生满足。

我在汉山之巅极目远眺，不禁心旷神怡、思
接千载，又想起了《旱麓》，仿佛听到雅乐袅袅，看
到了先民齐聚、庄重祈福的太平景象。□李振峰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近日，陕西作
家，省总工会研究室原主任、原副巡视员
贠文贤的长篇小说《大梁村》由陕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

该书近 40万字，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风起云涌的乡村社会开始写起，经历改
革开放，至新世纪乡村全面振兴结束，时间
跨度半个多世纪。主要以大梁村老一辈于
恭让、席广田、金文涛等的家族往事、生产
生活、恩怨纠葛和年轻一代于刚乾、席养
涵、闫银堂的成长奋斗、改变命运、造福乡
里等为线索，穿插以时事政治、男女爱情、
城乡发展等，全面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
中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广阔图景。

如果说《白鹿原》的故事为中国近代史
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那
么《大梁村》则可视作“后白鹿原时代”现实
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历史坐标。小说中的
大梁村作为农村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在
新中国成立、恢复国民经济、改革开放、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振兴等各个历史
阶段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
聚力、火热的战斗力和蓬勃的生产力。作
者用饱含深情和激情的文字，对一个传统
村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立此存
照，是“职工文化精品化、精品文化职工
化”生动实践的代表作。著名作家、文化
学者肖云儒评论说：“翻开《大梁村》这部
小说，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复杂，
更能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和美善
生命绽放的光彩。”

作者贠文贤，陕西蓝田白鹿原人，先后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中央党校西北分校
研究生班学习。曾任陕西省总工会组织部
副部长、研究室主任、副巡视员等。退休
后，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
管理类著作多部，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

本报讯（通讯员 付海贤）近日，中国
言实出版社出版了伏萍编著的《叶子 脊
梁 微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胜
利的长篇小说《老城根》，陕西新华出版
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永珍的长
篇小说《母亲河的浪花》，这是陕西国防
职工作家精心创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伏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
学会会员，曾出版诗集《夏天的微笑》、散
文集《生命的叶子》等，著作《杨南生传》荣
获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叶
子 脊梁 微笑》收录了许多著名作家及读
者对伏萍著作和文章的评论作品。

张胜利，陕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长
篇小说《西京云影》，长篇小说《老爸的工
厂》荣获首届中国工业文学大奖赛长篇
小说三等奖。《老城根》反映了在改革开
放洪潮下，住在老城根下的众多小人物
的命运沉浮。

陈永珍，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
学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被时光剥蚀
的情恋》。《母亲河的浪花》是一部具有家
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长篇小说，以主人翁
周义勤及兄妹四人的命运展开叙述，描写
了在中国革命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信念
与责任、命运与追求。

近日，读五代诗词，至南唐
中主李璟与冯延巳词时，看到一
则轶事。

据说李璟与冯延巳互相谐谑，
李说冯词：“‘吹皱一池春水’，干卿
何事？”冯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
玉笙寒’也！”于是君臣皆欢！

由此，忆及隋朝诗人薛道衡之
死，政治因素必是主因，然《资治通
鉴隋纪六》隋炀帝大业九年也有记
载：“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
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薛道衡一首《昔昔盐》，一
句“空梁落燕泥”，成了隋炀帝妒杀
人才的明证。

文人相轻，古已有之，只是还
不妨害性命。然九五之尊呢，生杀
大权，操之在己，故当有雅量。

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希望借
由变法富国强兵，而苏轼却直言反对，以致遭
人诬陷，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一度有生
命之危。彼时，王安石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
而上书朝廷，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一
语击中神宗的软肋，救下了苏轼性命。

后来，苏轼从黄州移贬汝州，路过江宁，
专门拜访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年过花甲，
是个经历亲信背叛、变法失败、丧子之痛的羸
弱老人，但听闻苏子瞻来江宁，“野服乘驴谒
于舟次”，并招游蒋山，留连累日，诗文唱和。

苏轼《次韵荆公四绝》其三云：“骑驴渺渺
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比邻而居，从公已迟，似乎
客套话，但更觉得是二人惺惺相惜的肺腑语。

分别时，王安石看着苏东坡远去的背影，
不禁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两年后，王安石病逝，苏轼写《王安石赠
太傅制》，称其“名高一时，学冠千载……”

金陵渡口，相逢言欢，一笑泯恩仇。这
豁达的胸襟，弥合了横亘在二人之间的政
见鸿沟，也让我们看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
现实存在。 □何升祥

提到《主角》，就要先提作者陈
彦，陕西镇安人，作家、剧作家。《主
角》获 2018中国好书、第三届施耐
庵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好
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改变人的灵
魂，也可以改变人的意志。

《主角》讲述了一个名叫忆秦娥
的女演员随着改革开放从放羊娃到
烧火丫头再到配角，直至主角的奋
斗过程。《主角》全书人物似曾相识，
但又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
场。因为我的父亲、三爸、三妈和舅
舅都曾在县文工团工作过，对于书
中所写的专业内容就有一种久违的
亲切感。先感兴趣后阅读，好的文
学作品就是这样，不是作者自己站
出来说，而是让生活去说，让柴米油
盐酱醋茶去说，让日子去说，让年轮
去说，让角色去说，让语言魅力去
说。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就成为呼之
欲出、欲罢不能的生命记忆，成为阅
读文学作品的主要抓手。

《主角》不是戏剧小舞台的行当
主角，而是饱蘸社会大舞台演进的
各色人等。我们都是社会的主角，
又都是社会的配角。舞台上的主角
之所以堪当主角，就是因为他能坚
守别人所不能坚守的，创造别人所
不能创造的。

忆秦娥的存在就是一种象征意
义，她是集结了中国传统美德的一
个化身，她乐观、开朗、孜孜不倦、
尊师重道。她又是一个新时代的
女性，她身上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
独立、自强以及勇于反抗的艺术形
象，也是《主角》中极力刻画的“主
角”形象。主角既是个人的生命高
度，也是社会生命价值衡量的温
度、厚度与宽度。

初读《主角》，让我想到自己小
时候，家里孩子太多，全家六口人靠
着父亲每月三十三元四角钱过日
子。记得有一年秋季农贸会上，母
亲从别人手里抢到一件二手灯芯绒
成衣，成为我记忆中最心爱的衣服，
现在时不时需要闭上眼睛想念，这
也是我知道臭美的第一件好衣裳。

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记录生
活，咀嚼生活，置身其中，自自然然
地体味生活。喜欢陈彦老师的一句
话：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文化心
态，坚守传统，捍卫传统，才能创造
生活的美好！

□宋香荣（陕煤集团榆林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交流
年。我看了陈占彪最近出版的《转角巴黎》。这本
书是作者在巴黎访学之余，对巴黎深度探访的记
录。作者一面参考了相关权威法文材料，一面结合
了中国人、特别是晚清中国外交人员对巴黎的记
录，写成这本面向大众，涉及巴黎的历史、人物、绘
画、雕塑、建筑的文化考察笔记。

这本书我先后翻了两次，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
受，我于197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求学、工作、生活
近 45年，但书中所提及的爱丽舍宫、桑代监狱、地
下墓穴、巴黎下水道、巴黎的三大墓地、罗亚蒙修道
院、圣让·德·博雷加尔庄园等地方，依然能让我对
巴黎获得更为深刻了解。陈占彪先生“在现场”，以
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它们的历史和故事，包括它
们与晚清中国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一个你所不知道
的巴黎。内容新鲜实在，文字清新通俗，插图丰富
稀见，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

到巴黎，当然要去看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
圣母院等这些名胜古迹，但是，我觉得巴黎是一个
气象万千、文化浓厚的城市，巴黎是法国的缩影。
所以，法国人把巴黎也叫“法兰西岛”，也就是说，法
兰西的精华就在巴黎，如果说整个法国的精华在巴
黎，那么整个欧洲文化的精华就在法国。

巴黎的文化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
的。需要你细细地、慢慢地去体会，去琢磨和品
位。比如法国的饮食，法国的饮食和中国的饮食一

样享誉世界，法国人对吃饭很讲究，每一顿饭的内
涵都十分丰富。吃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更重要
的，也同时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自己在精神上
获得满足。

他们早餐一般吃三样东西，红酒、面包、奶酪。
吃的时候，要慢慢去品味红酒的味道以及奶酪的味
道。法国的奶酪有几百种，有臭的，有香的，有软
的，有硬的，种类极多，吃的时候也是很讲究的，这
种奶酪怎么吃，那种奶酪怎么吃，以及什么奶酪配
什么酒，都很有学问。这就是说，吃什么样的奶酪，
意味着追求什么样的文化和生活气质。老一代法
国人，特别要在喝红酒时，配一种混杂蒜泥的陈年
奶酪。这就体现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精神
生活的要求，高于物质上的要求。他们追求的这种

“氛围”，用中文来说就是一种“气氛”。法国人在吃
饭的时候，时刻能考虑到怎样把自己的精神面貌和
精神活动跟周围一切，跟历史和现代循环起来，所
以他们的早饭不只是吃这一顿饭。

当然，法国人的午饭是很随便的，一个沙拉、一
个面包，因为中午只是工作休息时间。可他们的晚
饭是非常讲究的，晚饭吃什么东西，谈论什么问题，
都与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边吃边聊，谈天说地，
畅怀抒情。因此，巴黎的气氛、精神状态可以说是
气象万千、生龙活虎。

在巴黎，到处可以发现历史古迹。每一条街
道，都有丰富的历史，法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有很好的保护。但巴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
满足于历史成果，它追求的是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巴黎越来越多的外来族群
和外来文化。法国的移民文化也渗透在法国人的
生活中。我每次回去，都会发现周围的人也好，生
活方式也好，都有不同变化。比如土耳其餐馆、阿
拉伯餐馆、中国的餐馆越来越多。在巴黎东郊，塞
纳河支流马尔纳河谷，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很多城
堡，还有辽阔的树林和草地，河两岸到处是咖啡店
和餐馆，任何一个小餐馆，都能吃到真正的法餐。

因此，我觉得在巴黎，去众所周知的景点是不
够的，还要去一些有趣但并不是人人都去的地方，
正如《转角巴黎》书中提到的那些地方。 □高宣扬

陕西国防职工作家
三部著作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