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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灵密语》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近
日，焦省莉所著的《青少年心灵密语》
由线装书局有限公司出版，面向全国
发行。央视少儿频道特邀心理专家赵
小明称，该书特别适合遇到心理困扰
的青少年、面临教育困境的家长和老
师阅读。

针对青少年群体遭遇的容貌焦
虑、被闺蜜背叛、经常做噩梦、被冤
枉、无法适应新环境、爱而不得、被爱
控制、老看不惯别人等心理问题，如何
面对，怎么解决？作为负有家庭和学
校共同教育责任的父母和老师应该怎
么做，又该如何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如何引导孩子与人交往、如何培养孩
子的情商、如何看待“差生”、如何让
孩子变得自信、如何培养孩子的价值
观等，作者在该书中分别通过《育见乐
天》《心灵密语》《心灵广角》《心灵热
线》《为爱同行》五个篇章，以谈心交
流、问答的形式，从理论到事例，或从
事例到理论，娓娓道来，一一都给予了
理性系统的回答，令人常有茅塞顿开
之感。

作为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
师的焦省莉，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之
余，16年来成功为千余名青少年学生
解除了厌倦学习、网络成瘾、人际交往
等困扰。这部书就是凝聚了她 16年、
万余小时心理临床的智慧和实践结
晶，她将积累的大量典型个案进行归
类总结，系统性升华为青少年的“成长
地图”，让读者从中能够找到一把解开
心理谜团的钥匙。

隐蔽在长安的精神高地
—— 读 赵 命 可 短 篇 小 说 集《我 泄 露 了 我 们 的 秘 密》

王 飞

西安的城墙厚重无言，褐青色的砖石凝结
着千年时光的尘埃与感叹。在这座古老城池的
肌理深处，赵命可的短篇小说集《我泄露了我们
的秘密》如地下暗流般悄然涌动。那些穿行于
碑林与城墙之间，在书斋的幽光与市井的喧嚣
夹缝中挣扎的灵魂们，被作者以冷峻而悲悯的
笔触逐次唤醒。他们并非显赫权贵，却以精神
的高地坚守自我。在现代化浪潮冲刷下，日渐
隐遁在古长安街巷里，但他们在赵命可的笔下
熠熠生辉。

小说中的长安并非旅游手册里流光溢彩的
盛唐符号，而是一个充满“在地性”的鲜活空
间。赵命可的笔端精准地捕捉着这座城的独特
呼吸。城墙根下终日弥漫着古老砖石与潮湿苔
藓的混合气息。碑林阴凉幽静深处，历代碑刻
沉默矗立，字迹斑驳，如同时间剥落的鳞片。深
藏在狭窄巷道里的小书店，空气中永远飘浮着
纸张缓慢霉变的尘埃味道。这些空间已非单纯
的物理背景，它们如同有生命的容器，在无形中
浸染塑造着其中人物的心性与气质。小说中一
位沉溺于古籍校勘的老学者，性情中近乎偏执
的严谨与孤冷，是碑林的永恒秩序和幽深寂静
在老人灵魂中的倒影。城墙巨大而沉默的实体
感，是一块精神界碑，是庇护也是围困，为人物
划定了某种难以逾越的精神疆域，也映照出内
心深处难以言说的孤独。

赵命可笔下这些人物，高校里清贫的教书
匠、埋首故纸堆中执着考据的学人、固守着某种

不合时宜生活姿态的边缘艺术家，皆有着一种
独特的精神高地式的印记。他们视精神世界的
丰盈与纯粹为生命不可触碰的尊严基石。一位
中学教师，在现实挤压下，在斗室中反复擦拭一
面家传的青铜古镜，镜面幽光映照的是容颜，更
是内心对澄澈精神境界近乎洁癖般的坚守。一
位历史学者，对唐长安城一块砖的位置与来历
的考据热情，远胜于对当下生活的经营，这痴迷
背后，是对历史真实与精神源头近乎宗教般的
虔诚。他们身上流淌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血
脉，那份对“道”的执着，对“士”尊严的敏感，对

“文”不朽的信念。这份坚守精神高地的自我期
许，常常沦为一种悲壮的“不合时宜”。他们的
骄傲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往往被撞得粉碎，只
留下无尽的失落与张口无语的苦涩。

精神与现实间巨大冰冷的间隙，成为书中
人物无法逃避的宿命困境。赵命可无情地撕开
了这种困境的残酷真相。一位醉心于古典诗学
的教授，苦心经营的书斋天地，在家庭经济危机
面前骤然崩塌，诗意的吟唱被柴米油盐的焦虑
淹没。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独特的审美等
精神财富，在现实逻辑的冰冷天平上，其“交换
价值”往往轻如鸿毛。

小说中呈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一位
满腹经纶的旧式文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向自己
素来看不起的商人低头求助，那份知识分子的
清高在生存压力下被碾磨成无声的粉末。这种

“价值失重感”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窘迫，更是对

存在意义本身的巨大怀疑与深刻挫败。赵命可
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简单地将这种困境归咎
于外部环境，而是清醒地揭示了这些秉持“精神
高地”式人物自身的内在悖论：他们赖以生存的

“精神”本身，有时恰恰成了一种不易察觉的禁
锢牢笼，隔绝开真实生活的无形藩篱，成为无法
融入时代洪流的最大障碍。这种对精神价值自
我异化的审视，尖锐得令人心悸。

书名“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犹如一道刺
穿精神帷幕的强光，点明了小说集的核心叙事
姿态。赵命可扮演的正是那个冷静的“泄密
者”。他拒绝为笔下这些“精神高地”式人物披
上浪漫主义的面纱，拒绝廉价的同情或一味的
礼赞。他以手术刀般的锋利笔触，切入人物精
神世界的光荣与梦想之中，毫不避讳地揭示其
内里的病灶：那种根深蒂固的“精神高地”衍生
出的优越感如何演变为故步自封的傲慢，那种
对纯粹性的执着如何退化为脱离大地的虚弱，
那种不合时宜的清高如何在现实面前沦为可悲
又可怜的自我安慰。

赵命可写一位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时徒
劳的愤怒与最终的无奈，写其精神姿态的表演
性与内在的空洞。这种“泄密”，是对知识分子
精神世界的一次充满勇气与诚实的“解密”。其
目的绝非简单的解构与嘲讽，更像一种刮骨疗
毒般的拯救尝试。唯有戳破那层虚幻的泡沫，
逼视直面当下的脆弱、矛盾乃至虚伪，才有可能
在精神废墟之上，重新寻找一种知识分子更坚

实、更接地气的生存可能。这秘密的泄露饱含
着一种冷峻下的深沉痛惜与隐秘期待。

在《我泄露了我们的秘密》结尾处，赵命可
描绘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一位主角长
久徘徊在古老城墙下，最终停驻在一处豁口前，
透过这道人为撕裂的缝隙，他第一次清晰地看
见墙外喧嚣奔腾的现代都市洪流。那奔涌的灯
光与车流，与身后城墙巨大的阴影形成强烈对
比。这一瞬间的凝望，似乎暗示着某种精神突
围的渺茫可能。那道“豁口”，是固守与出走之
间仅存的脆弱通道。

赵命可的书写，正是为这些隐蔽在长安城
砖石纹理里的精神高地精心绘制的一幅灵魂

“精神图谱”。他让我们看到，在古老长安的庇
护与围困中，一群灵魂如何执拗地守护着精神
的星火，又如何在现实飓风下摇曳将熄，直至完
全熄灭暗淡，最后化为灰烬。他们以精神的标
高自许，却不得不承受这份“高地”在当下环境
中潜藏的孤独、窘迫与失落。

那些关于长安的隐秘故事，最终泄露的不
仅是书中人物的秘密，它映照的是这个时代，
所有尚未放弃精神生活标高之人的集体困境
与心灵肖像。赵命可的悲悯与清醒，让我们看
清那顶精神冠冕的沉重，也让我们在废墟之
上，依旧可以辨认出那微弱却倔强不肯熄灭的
人性光芒。

这光芒虽孱弱，却似暗夜中一粒顽强的星
子，执着地昭示着某种不肯沉沦的精神高地。

那次买书的经历
卢云龙

那个寒冷的雪夜，那次震颤我生命的夜
归，那种关乎生命刻骨的感受，为我失落的生
活找到了一个支点。

我说这话，你相信吗？
这是在甘肃陇东高原当兵的事情了。那

时，我一度迷惑从军的前程，—度落寞我的怀
才不遇，一度抱怨生活的异常艰辛。也就在
那时，我迷恋上了书，狂热地爱上了文学。是
书开启了我封闭的心灵，一本本书像在我面
前推开了一扇扇窗户，使我看到了另一个美
好的世界，从一个个不朽的艺术形象里，我懂
得了做人应有的勇气和价值。只可惜那时文
艺刚刚复苏，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很难买到。

记得是 1980年 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在
军营宿舍里看书。到了中午时分，我班的一
位战友从平凉城里回到连队，告诉我他在书
店买到了一位陕南作家的书，我一看是贾平
凹的《山地笔记》。我匆匆看了“内容提要”和

胡采先生写的“序”，便认定这是一本好书。
听那位战友说这本书已不多了，我的心便发
慌起来。当时，我们连队纪律要求很严，每个
星期天才能批准进平凉城。如果错过了时
间，书卖完了，就将铸成一大遗憾。我算了算
时间，连队距平凉城20多公里路，这会儿乘班
车赶到平凉买书后，再赶最后一趟班车，可以
回连队。我便下了决心，告了假，搭上班车出
了峡门沟，到了平凉城。

《山地笔记》终是买到了。然而，陇东高
原的气候就像 3岁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了。
天空灰蒙蒙的，北风也呼啸起来，不一会儿，
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当我气喘吁吁赶
到车站时，不见班车，却见一份告示，“最后一
趟班车因发生故障停发”。这下，我傻眼了。

雪，织出一股股密不可透的寂寥。北风
的呜呜声和树枝的颤响，似乎是一首寒冷的
歌，一支寒冷的曲调。我无望地将挎包紧紧

地抱在怀里。我想，我为了这本书要走回连
队了。诚如贾平凹的《山地笔记》——“写在
前面的话”中所说的：“那么，咱就进山吧。”

我的头上、脚下、身前、身后，都是飘落铺
展的雪花。我感到了一种遥远的呼吸舒缓地
传来，我就应着它的节律走，班长在等着我，
战友们在惦记着我。在雪地上，我显得很渺
小，小得像一个黑色的逗号，一如我的人生之
路。只是，我还能踩出自己的脚印么？

雪还在下，夜就来临了。很生动的野外
风景让大雪一盖，成了一张硕大的白纸，啥也
看不清了。路上行人极少，一长溜白杨的影
子在北风的呼啸声中像鬼魅一样晃来晃去。
远离了城区，喧嚣声消退了，夜风就有了凌厉
萧瑟的内容。我踏在雪地上，不知为何，心灵
深处就产生了一种冲动，一种为雪而歌的冲
动。雪，营造了一种氛围，赋予了人一种高洁
的品性。人，可以在一个雪夜找回自我，找回

一具不被艰辛恶劣环境所左右，不被一点儿
陈芝麻烂谷子所累的自我。像这踏雪中的脚
印，即使不被新雪覆盖，最后也会溶了化了，
古人不是有句“踏雪终归无痕”的诗吗？

我还是继续赶路，一定要在连队晚点名
前赶回去……

空旷的原野上，漫天皆白，空气中弥漫湿
润的气息，吸进肺腑，胸腔里回荡着一丝凉爽
的惬意。夜却很静，没有一点声息，万物偎依
于夜的怀抱。只有脚下嘎吱嘎吱的声响弄出
些十分好听的节奏，向每一汪夜色弥漫开来，
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存在。

生命中有夏也有冬，我被这突如其来的
雪深深撼动了。的确，当我们对生活倾注了
全部热情，也就拥有了一个充实的生命过
程。因为我不满足于在部队的“镀金”，才有
了这次踏雪夜归的经历，才有了奋斗向上的
信心和勇气。如果这个星期天我不去买这本
书，又哪能体会一次生命的艰辛呢？

好多年以后的一个晚上，当我把那次为
买一本《山地笔记》而踏雪夜归的故事说给贾
平凹时，这位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宽厚地笑
了笑，什么也没说，拿起笔为我题写了：“热爱
生命”四个字。是的，热爱生命的最好方式，
就是对生命的过程永远充满自信！

这四个字，足够我珍惜且品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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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鉴赏

茶 韵 悠 长 香 溢 人 生
——评《茶学五讲》

魏 锋

我喜欢喝茶，嗜茶若命，每当夜深人静码
字亦或读书时，它的清香和温暖都能抚慰我
的心灵。近日，收到茶文化理论研究者和实
践者陈栋博士签赠的新著《茶学五讲》，读后
的总体感觉是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博大精
深，视野宏阔。一件生活中的普通琐事和日
用品中的平常饮品，让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展
现在读者面前，既有浅显易懂的知识普及，
也有背景主题的挖掘，还有浮想联翩的哲理
思考，正如陈栋所说：茶如人生，人生如茶。
你若愿等，茶定如你所愿。从一定意义上
讲，茶懂你的心有所依，你懂茶的物有所
值。茶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人等的是一杯
倾心的茶，正所谓“每个人终将会遇到适合
自己的那杯茶”。

作为一位茶人，我从书中读出三点感悟：
其一，《茶学五讲》犹如一幅美丽的画

面，让人们欣赏到了中国茶，升华了世界观。
作者从茶史、茶道、茶人、茶品、茶悟五

个方面讲述了中国茶叶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品茶叶、悟人生、观世界。以茶为主线，
全面展示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融合与
演变历程，深度挖掘茶历史、茶精神，通俗
讲述名人与茶的生动故事，科学普及茶品
类与茶品牌知识，积极探讨茶与人生的内
在逻辑和崇高境界。由此，让读者打开了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画卷，在画卷中，几
乎每一页都能看到茶饮，闻到茶香，品到茶
味。通过讲解，读者明白了茶在中国繁荣
发展后，作为大宗贸易商品依托草原茶路、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海上茶路等各类商
路，传入西亚和欧洲，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并以其独有的苦后回甘，赢得世界民众
的普遍喜爱。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饮用茶叶的朋友绝
对没有掌握那么多的知识，也没有那么多的
技艺，对茶叶的认识和理解，十有八九从习
惯和嗜好开始，也从习惯和嗜好结束，解渴
为主、待客次之、雅乐为辅，对茶艺颇有研究
和精到运用的茶友，是极少极少的少数人。
基于此，对于茶叶这门学问，大部分人都是
门外汉，虽然人人都在饮用，但人人并不懂
得。正因如此，《茶学五讲》让人们全方位地
欣赏到了中国茶，升华了世界观。

茶圣陆羽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
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
抗衡也。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
疾。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
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
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
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
矣。”可见，茶学源远流长。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原产中国的茶叶，
在 1610 年由荷兰人传入欧洲。隋朝时期，
中国茶道文化逐渐形成，茶饮行为从物质需
求慢慢上升为艺术文化需求。全球产茶国
家和地区 60多个，年产茶叶 600万吨，贸易量
超过 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 20亿。每年 5
月 21日为“国际茶日”。饮茶一是健身，治疾
之药物疗效，二是陶冶情操。茶是文化交流
的载体，茶是感悟身心的载体，茶是韵咏人
生的载体；烟没有文化就是草，酒没有文化
就是水，汽车没有文化就是钢材，房子没有
文化就是住宅，茶没有文化就是树叶。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慧者乐茶。作者通
过大量的资料给读者展现了作为文化元素
的茶饮行为，让读者透过清爽的茶汁体悟到
了茶学的奥秘。和静清雅是中国茶的道德
境界，谦和礼敬是中国茶的精神内核，交流
互鉴是中国茶的价值追求。茶之美，是一种
和睦相处、和谐共生之美，核心在于外在美
与内在美的有机统一。

其二，《茶学五讲》深刻诠释了茶文化与
中华文化内涵以及礼仪实现的有机融合。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茶
叶、咖啡、可可并称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
忽视它的饮用，任何的赞美与守护都是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茶从最初的药用、食用转
变为大众饮品，其唯一不变的奇妙功能就是
让饮者在缓解焦渴的同时，还能够兼顾药用
医疗身体，以及陶冶情操，在著作中，作者非
常明白这一点，并把饮用作为本书重中之重
加以书写。

茶叶中含有咖啡碱、游离氨基酸、叶绿
素、胡萝卜素、单宁、茶多酚、蛋白质、碳水化
合物、芳香油、酶、维生素A原、维生素B、维
生素C、维生素 E、维生素 P，以及无机盐、微
量元素等 400多种成分。其功效有止渴、清
神、利尿、治咳、祛痰、明目、益思、除烦去腻、
驱困轻身、消炎解毒等功效。

作者旁征博引，深入研究茶的作用与用
途，指出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就是通过沏茶、
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
内涵是礼仪实现有机融合。

中国茶共分为六大茶类，分别是绿茶、黄
茶、红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绿茶提神、黄
茶促进新陈代谢、红茶养胃、黑茶补充维生
素、白茶延年益寿、乌龙茶健美。进而，作者
以六大类为分类，对中国名茶的原产地和显
著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证。

作者认为，中国茶艺萌芽于唐，兴盛于
宋，改革于明，极盛于清。学习茶艺必须把
好四个环节：鉴别茶叶、掌握工艺、精通礼
仪、品读茶道精神。泡出一杯好茶需要具
备五个条件和把好八个环节，五个条件是
水质、水温、时间、茶量、心情，八个环节是
烫壶、温杯、置茶、高冲、刮沫、低斛、闻香、
品饮。

其三，《茶学五讲》在纸香与茶香之间铺
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的东方茶文明长卷。

茶道是中国茶学独有的精髓，作者不惜

巨大篇幅加以描述，目的就是利用这一雄厚
的史实烘托出中国茶道文化的核心，品茶有
道，敬茶有礼，把文化注入茶叶，让品牌树起
来、立起来，把科技注入茶叶，让品牌兴起
来、旺起来，把智慧注入茶叶，让品牌亮起
来、响起来。

健康人生、品味人生、宁静人生、智慧人
生从品茶开始，对于茶叶产业来说，就是要
攻克“采好茶很难、制好茶更难、卖好茶最
难”三大瓶颈，做好“小茶叶大产业、小茶叶
大文章、小茶叶大民生、小茶叶大形象”。

白居易一生“一日不可无茶”，皎然作
《茶决》，颜真卿平生爱茶如命，一代茶圣陆
羽著《茶经》，卢仝《七碗茶歌》千古绝唱。范
仲淹“长安酒价减千万……不如仙山一啜
好”；欧阳修“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
茶”；苏轼饮茶法流传至今。赵佶贵为皇上，
一生为茶代言；黄庭坚以茶代酒二十年，李
清照饮茶助学，陆游、杨万里两袖清风，饮茶
论道。朱熹以茶喻理，格物致知，道德至上；
朱元璋“十年寒窗苦，何如一盏茶”。康熙推
播茶文化，乾隆文人献茶、皇帝赐名；郑板桥
茶词订姻缘，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满纸茶
叶香。

鲁迅认为喝茶是一种清福，郭沫若将茶
文化搬上了舞台。老舍小茶馆大社会，冰心
将乡愁寄托于茉莉花茶；林徽因太太客厅茶
香四溢，往来无白丁，张爱玲借茶抒情。

作者匠心独运，将这些“腹有诗书气自
华，胸藏文墨怀若谷”的逸闻趣事展现出来，
就是说明有茶的地方，总是人杰地灵；喝茶
的地方，总是群贤毕至。茶文化，其实就是
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存文化，茶道，就是
天道、地道、人道，大道至简。正如作者所
说，小小一片茶，产业大舞台，文化新天地。
一座城市的品位与茶文化密切相关，一片茶
叶隐含的智慧与每一个人紧密相连。一座
有品位的现代化都市必将是一座茶产业发
达、茶文化盛行的城市，也是一座茶香四溢、
书香氤氲的城市。

“茶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9世纪是
咖啡的世纪，20世纪是可乐的世纪，21世纪
必将是茶叶的世纪。在这个快节奏、慢生活
的时代，因茶而聚，因聚而茶，我们需要培养
品茶阅读的兴趣，更需要增长修心养性的智
慧，在共鸣中找到慰藉。

茶韵悠长，香溢人生。我期待并坚信，
《茶学五讲》这部茶文化普及力作，一定会受
到读者的青睐和茶人的点赞。

近日，读完著名作
家 、龙 凤 文 化 研 究 专
家 、《西 安 晚 报》高 级
编 辑 庞 进 的《平 民 世
代》一书，感触颇多。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
的家族史。有“开启了
理解民族文化传统新视
域”之评。丰富的信息
量、浓厚的民俗文化因
子和优美的文笔，使其
不但具有了“民间档案”
的意义，还散发着深沉、
细腻、朴素、隽永的人文
之美。书中人物的精神
世界及性格特征都是秦
地关中人所特有的，他
们受传统文化，尤其是
儒家文化影响极深；他
们 志 存 高 远 ，刻 苦 自
励，伺机报效国家；他
们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牵绊一生。书中人物曾
祖父、祖父，尤其是父
亲的形象鲜明而立体；母亲虽着墨相对少
些，但其人格力量撼动人心。

这是一部真正原创的家族史。该书的材
料来自祖辈遗书、遗物，作者的耳濡目染和实
地调查，注重原创性和亲历性。书中将大量
的祖辈训嘱、遗像、遗物，同辈的合影、书影、
题词，家藏的牌匾、手迹、字画作为插图与相
应的文字结合起来，不仅起到图文并茂的阅
读效果，而且给人真真切切的历史感。比如，
《训嘱》一章，不仅将曾祖父写的训嘱来龙去
脉交代清楚，也作了大量详尽的注释，还将训
嘱的原件拍照作为插图。

这是一部实事求是的家族史。该书在写
法上具有史家笔法，不溢美，不隐恶，实事求
是，而且不仅仅在于写人记事，还特别重视揭
示人物、家族命运背后的东西。书中的不少章
节是专写作者之父的，写他的学医、行医，尤
其是针刺。老人行医五十载，对针刺情有独
钟，故而临潼民间有“沈一副、庞一针”之说。

“庞一针”就指的是老人家，以“一针”而能成
为一方口碑民谚，则这“一针”当来之不易。
古人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此良医立功
于地方，造福于百姓，其情之深切，其技之精
到，诚哉可贵!

目前，由贾平凹主编、阎安执行主编的《延
河》倡导的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我国的文学
艺术事业已进入新大众文艺时期，在新传媒
时代，新大众文艺充分反映出人民文化素质
的普遍提高。随着人民群众审美水平的提
高，人民将是也必然是创作的主人、作品的传
播者、鉴赏者甚或评判者。人民的文艺创作
将在这个时代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影响这个
时代。《平民时代》就是一本平民出身的作家
写自己平民家族 150 年历史的家族史，不仅
填补了平民世代家族史的写作出版空白，而
且引导大众记录自家历史为后代留下信史，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孙，应予点赞和
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