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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和母亲商量要回趟老家。
我找出帆布袋，往里头塞进《陶庵梦忆》
《瓦尔登湖》两本书，又随手在书架上抽
了本《诗经》，袋角露出沉甸甸的轮廓。
母亲在厨房笑着说：“回趟老家倒像是去
赶考一样。”她哪里知道，我这是要去赴
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山路上的蒲公英举着毛茸茸的小太
阳，风一吹就散作无数降落伞。继续往
山上走，便到了我家的桑树林，紫红的桑
葚像玛瑙珠子缀满枝头。摘一颗含在嘴
里，甜味尚未化开，却先尝到阳光晒透果
皮的暖意。这股甜香引得几只野蜂围着
帆布袋打转。我摘了些桑葚泡着山泉水
喝，紫红的汁液在瓶底化开，恰似古籍上
的朱批。

半山腰有片松林，金黄的松针铺成厚
毯，踩上去沙沙响。我找了处树影斑驳的
空地坐下，发现脚边躺着几颗完整的松果，
鳞片间还沾着晶亮的树脂。山风翻书比人
更知轻重，刚打开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
阵穿林风吹过，替我翻至“天与云与山与
水，上下一白”这一页。抬眼望见对面山峦
缠着薄雾，松针簌簌作响，混进几声清越鸟
鸣；抬头看见两只白头鹎在枝头蹦跳，羽翼
掠过处，摇落几粒未熟的松子。

午后阳光变得稠密，把书页晒出淡淡
的纸香。当我读到《瓦尔登湖》里的“我到
林中去，是因为我希望有意识地生活”时，
几只蚂蚁爬上书页，它们驮着细小的食物
残渣，在文字的阡陌里跋涉。这场景让我
想起《徐霞客游记》里描写的虫蚁——原
来天地之大，不过都在同一册书里爬行。

《诗经·豳风》里写道：“春日载阳，有鸣
仓庚。”远处传来黄鹂的啼叫，我合上书本，
闭上眼，仿佛能听到那远古的呼唤与眼前
的鸟鸣交织在一起，奏出一曲春天的交响
乐。一阵微风吹过，带来泥土的气息和青
草的芬芳，我放下书，抬头望向天空，湛蓝
如洗，几朵白云悠然飘过。这一天，我读到
了书中的世界，也读到了大自然的诗意。

在春天里阅读，是一种享受，更是一
种修行。它让我明白，无论身处何地，只
要心中有书，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
美好。

夕阳西下，山间的景色愈发迷人：晚
霞染红了半边天，松林在余晖中泛起金色
的光泽。我收拾好书籍，走在回家的山路
上，远远地就看见老屋的烟囱冒着炊烟。
推开门，母亲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热腾
腾的香气扑鼻而来……

上春山，好读书。走进自然，走进书
本，我们读的不仅是白纸黑字，更是在阅
读整个苏醒的春天。

文字，在竹简、木牍、金帛、纸张、信息
网络等载体的托举下，得以完整保存，用
于记古述今、明理致知、启迪心智。读书，
则是在与文字倾情交谈、耐心倾听的过程
中，令读者思想得到升华、精神得到满足，
推动文化传承，推动文明创建。

有的人读书为了消磨时间，读些有
意思的文字，看些感兴趣的书；有的人
读书是为了找寻答案，既希望于现有文
字给自己答疑解惑，又苛求得到先贤们
指点迷津；也有的人读书是为了强筋
骨、长才干，增长见识、拓宽视野，构建
思维。总而言之，他们都相信“书中自
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打小养成读书的习惯，虽见效缓
慢，不能一蹴而就，但涓涓细流，总会起
到细雨微风般“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
父母引导和陪伴阅读儿童读物、课外读
本，再到单独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翻阅
书页，走进其中，增强语感、汲取知识。
等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能够言
语之间出口成章、作文之时下笔如有神，
少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焦虑与不安。

求学旅途中，坚持阅读、热爱读书，用
心体悟书中人物的言谈举止、作者的心路
历程、贤人的聪慧睿智，以及发人深省的
至理名言，如同走进了万千世界，令本就
枯燥与乐趣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学业
增添几分色彩；学习疲惫的时候，能从书
中找到知心朋友，彼此信赖、互相支持，休
整片刻再出发；考试失利的时候，能从书
中获取理解与慰藉，客观理性分析原因，
重拾信心再拼搏；日常生活中，没事读读
书，给劳累的身心送去一丝丝暖意，让杂
乱无序的心灵找到一处栖身的秘境，为误
入迷途、落后消极的思想指明方向、带去
光明。

慢慢地，我发现，书不再单纯是文字
的承载者，而是亲密的伙伴与人生的伴
侣。在书中，我能够全身心放松，毫无顾
忌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听对方的表达，
让精神更加饱满、内心变得更加富足。

闲日勤嗅卷中香，在书的海洋里肆意
飘荡，不在意那狂风暴雨与惊涛骇浪，只
顾自个儿陶冶情操、信马由缰。让我们手
捧书本，细瞧纸张、轻读文字、慢嗅书香，
于挫败沮丧时点燃希望、顺风顺水时深思
过往、恬静舒适时心向远方。

作 者：【英】安娜贝尔·斯特里茨/著，章 勇/译
出 版 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内容简介：现代人容易陷入疲劳“内卷”、精神倦怠的恶

性循环，亟需低成本、易坚持的身心疗愈方式。行走是最容
易实现和坚持的保持身心健康的方式。书中提供了52种创
新走法：12分钟快走、跳舞式行走、逆向行走、冥想行走……
每种方式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和经过科学证实的益处。

作 者：序 诗
出 版 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心理治愈类图文书，共收录32篇心

灵散文、34幅鲜活插图，分为“个人成长的酸甜苦辣”“对当下生
活的深刻感悟”“对亲密关系的体验及思考”“旅行中的所见所
闻”四个部分。书名中的“好事发生”，是作者对于生活的宣言，
表现了充满能量的生命张力，带给读者热爱生活的积极启示。

作 者：【英】埃米莉·利明/著 牛雨谣/译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内容简介：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甚至比大脑对

人们的情绪影响更大。作者在这本书中结合最新的科学
发现，告诉读者肠脑连接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吃才
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拥有健康的生活，并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10个方法，帮助读者达到生活的平衡。

闲日勤嗅卷中香
□ 魏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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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里阅读
□ 李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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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陈 慧
出 版 社：宁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随笔集，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菜场女作家”陈

慧历时四个多月，追随养蜂人一路由南到北追赶花期的故事。作者将敏锐
的触角伸向养蜂这个行当，用文字真实而有温度地记录着在荒野、在花海、
在孤独中追赶花期、追讨生计的养蜂人的身影。

哄睡女儿已是深夜十点，厨房里还堆着未
洗的碗碟，电脑屏幕上跳动着甲方修改意见的
对话框。在这样的时刻翻开《人生得遇苏东
坡》，油墨香混着儿童面霜的奶味飘散开来，恍
惚看见九百年前的月光穿过纱窗，照在惠州合
江楼潮湿的台阶上。

五十九岁的苏东坡正俯身给幼子苏过掖被
角，岭南的瘴气浸透了他的布衣，案头《艾子杂
说》的手稿被夜风轻轻掀起。所谓千古风流，不
过是无数个平凡日夜的叠影。

书中对苏氏父子情的刻画，如春溪漫过心
间。儋州椰林深处，六十二岁的父亲握着二十
岁儿子的手临摹《嵩阳帖》，黎族孩童的嬉闹声
穿透茅屋；苏过替父亲梳拢白发时，发现发间沾
着捣桄榔粉的碎屑……这些被正史忽略的细
节，恰似散落在地的生活珍珠。当苏东坡在桄
榔庵写下“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何尝不是对天下游子的慰藉？作为母亲，我常
在孩子熟睡后整理她散落的玩具，忽然明白东
坡诗中“飞鸿踏雪泥”的深意。那些被我们细心
收藏的成长痕迹，终将成为对抗时光的印记。

书中还原的宋代主妇日常，让我在千年炊
烟中照见自己。黄州临皋亭的清晨，王朝云用

陶罐收集檐角雨水烹茶，苏过蹲在灶前添柴，
火光照亮苏东坡誊写《易传》的手稿。这个被
贬谪的家庭，竟把清贫日子过出了禅意。作者
特别着墨“槐叶冷淘”的制作过程——摘嫩叶、
焯水、和面、切条，让我想起自己给孩子做辅食
的时光。当苏东坡将这道家常面食写进《春
菜》诗，平淡岁月便有了抵抗沧桑的力量。

关于女性力量的书写，作者提供了独特的
观察视角。王闰之变卖首饰为全家渡江筹钱
的夜晚，她的果断不输丈夫在赤壁的豪迈；王
朝云在惠州瘟疫中采药的身影，与苏东坡修建
东新桥的壮举同样值得铭记。最触动我的细
节，是苏过之妻范氏在海南用蕉叶代纸，教黎
族妇女抄写《千字文》。这些沉默的烛光，照见
了文明传承中更恒久的力量。当我深夜赶稿
时，女儿的小手忽然搭上键盘，稚嫩地敲出“妈
妈写苏东坡”，这种跨越时空的联结，或许正是
文化血脉最生动的延续。

书中对食物与记忆的关联性探讨，赋予了
历史温度。汴京的羊羔酒、黄州的东坡肉、惠州
的荔枝、儋州的槟榔，这些滋味串联起跌宕的人
生轨迹。作者考证的“罗浮春”酒方——取梅花
雪水酿制，封存于柚子壳中，让我想起外婆腌

渍青梅的土陶罐。当苏东坡在《老饕赋》中写
下“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食物不仅
是果腹之物，更是留存记忆的容器。现代母亲
为孩子精心准备的便当，与古人用饮食记录流
年，都是对无常命运最温柔的抵抗。

全书最富哲思的篇章，当属对“庐山烟雨浙
江潮”的三重解读。作者没有止步于禅理阐发，
而是将其置于现代语境重新诠释：初看是职场
妈妈的手忙脚乱，再看是自由职业者的焦虑迷
茫，最终看见的却是尿布与诗稿齐飞、视频会议
与童话故事共鸣的生活本相。这种解读让古典
诗词焕发出惊人的现代性，当我们陪孩子背诵

“欲把西湖比西子”时，忽然发现育儿过程中的
琐碎与诗意，本就是生命的一体两面。

合江楼的月光依然照着今夜的窗台，女儿在
梦中呢喃着新学的诗句；洗衣机在阳台上轻声嗡
鸣，工作文档的光标仍在闪烁，但这些不再是沉
重的负累。苏东坡用他流转四海的人生告诉我
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挣脱生活的绳索，而在于
将每段羁绊都编织成舟。当我在尿布台旁品读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通勤路上遥想“庐山烟雨
浙江潮”时，那些照亮过古人的星月，也正温柔地
映照着现代人疲惫却不肯低垂的眉睫。

《去有花的地方》

流光何处不吾乡
——读《人生得遇苏东坡》

□ 时春香

作 者：意公子
出 版 社：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内容简介：“人生得遇苏东坡，方知可以这样活！”

作者带着“世人为何都爱苏东坡”的疑问，深度解读苏
东坡，结合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对苏东坡的人
生活法进行层层递进的探究，道出了“东坡精神”对当
下生活的启示意义。

《人生得遇苏东坡》

花花开有声开有声，，行走在心灵的旅途行走在心灵的旅途
———读陈慧散文集—读陈慧散文集《《去有花的地方去有花的地方》》

□ 宋 波

早春时节，小草刚刚冒头，树枝还在酝酿新
绿，我的心中却早早开始期盼着，何时才能到野
外去邂逅一场盛大的花事。于是，坐在公园长椅
上，翻开了手边的一本散文集《去有花的地方》。

《去有花的地方》是陈慧的一部力作，记录了
她45岁时的一次勇敢“出走”。这位来自菜场的小
摊主，用文字勾勒出一幅幅关于生活、关于自然、
关于自我的动人画卷。她放下手中的菜篮，跟随
养蜂人一路北上，跨越四省，辗转三千多公里，追
寻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花事，然后细细拾掇成书。
这本散文集将那些散落在岁月褶皱里的细碎光
斑，重新拼贴成流动的生命图景。这是一场心灵
的浪漫邂逅，也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寻。

书中的文字，如同陈慧本人一样，质朴无华，
却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她以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自己在江苏东台弶港、山东泰安徂徕山、
辽宁大连瓦房店、辽宁北票常河营等地的所见所
闻，每一处蜂场，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和故事。这
些故事，有的惊险刺激，有的温馨感人，有的让人
忍俊不禁，但无论哪一种，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在陈慧的笔下，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变得生
动而鲜活。书中提到江苏弶港的十级狂风，那是
她追花之旅中遇到的第一场大风。风势之猛，让
她和养蜂人夫妇的帐篷摇摇欲坠：“风不讲武德，
东南西北一阵拳打脚踢，把帐篷折腾得哐哐作
响。”山东徂徕山的热闹大集，给陈慧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我听过各种抑扬
顿挫的吆喝，见识了很多没见过的东西，吃过酥
松的火烧、多种馅料的蒸包子、葱香扑鼻的油饼、
刚出锅的萝卜丸子……”种种奇遇和偶遇，既有
荒山旷野带来的震撼，也有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气
和人情味。

陈慧笔下的花木绝非静态的审美对象，而是
充满灵性的生命体。在辽宁瓦房店，她看到大片
的玉米地和蜂场：“玉米地里通常看不到干活的
人，不知道是玉米无须侍弄，还是暂且没到打理
它们的季节。我的耳朵能捕捉到婉转悠长的鸟
鸣声，仿佛从水的深处传来，成倍地放大了玉米

地的寂静。”让人仿佛看到了那片生机勃勃的土
地上，正上演着一幕幕神奇和美妙的自然奇观。

陈慧用文字搭建的花园，不是精心修剪的观
赏庭院，而是一座允许野花自由生长的记忆原
乡。在她的眼中，每一朵花都是有生命的，它们
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故事。而她自己，
就是那个愿意停下脚步，静静聆听这些故事的
旅人。

在陈慧的笔下，养蜂人的生活，就像一场流
动的盛宴。他们追逐着花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
个地方，不断地迁徙和劳作。一对朴实的养蜂人
夫妇，与蜜蜂为伴、与花为友，过着一种与世无争
的生活，但他们心中始终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陈慧以个体的感受和发现，记录下那
些属于人间最末梢的碎片和浑融。这些文字，或
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直击人心，让人在阅读
中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温暖。

然而，《去有花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一部记录
旅途和风景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它通过陈慧的个
人经历，引发读者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陈慧
在书中写道：“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
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
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
庸常的柴米油盐里。”这些质朴的内心独白，道出
了现代人内心的普遍困境与渴望。在日复一日
的庸常生活中，我们或许都曾有过逃离的冲动，
想要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花海。陈慧告诉我
们，真正的自由，并不是逃离生活，而是在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美好。

合上书卷时，隐隐听到有“叮当”脆响声传来，
远处公园凉亭的檐角下，一串铜风铃正在春风中轻
吟，起身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长椅后面探出一枝
迎春花。我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力量，开始留意身边
那些被忽视的花朵，重新审视生活中的美好。我
想，这或许就是陈慧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吧——在忙
碌的生活中，不妨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
美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有花的地方”。

人这一辈子，总要出去走走，去感受、去拥抱
自然的静谧和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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