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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是“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

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仅历史悠久，人文厚重，

而且生态优美，是举世公认的生物多样性宝

库，与江河湖海襟连，中心地区的森林覆盖率

超过 90%。历史上，众多名人雅士登临庐山、

研究庐山，其成果主要表现形式是诗歌。据

统计，共有三千五百多位名人，写下了一万六

千多首诗歌，咏唱庐山。我认为，其中写得最

好的有五首。

第一首是陶渊明的《饮酒》（其五）：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陶 渊 明 是 田 园 诗 人 之 宗 ，家 住 庐 山 之

麓。这里的南山即是指庐山。芬芳的菊花

隐着一道篱笆，陶渊明在东篱之下采摘菊

花，悠然自得抬首望，美丽庐山入眼帘。日

落时分，云雾缭绕，飞鸟成群结队飞回。

短短的二十字，有菊花、篱笆、山气、日

夕、飞鸟，既写了庐山自然的优美风景，又写

了庐山惬意的生存状态、生活的放松心态，

尤其是一个“悠”字，充分展现庐山的最大特

点和优势，我们不能不惊叹陶老先生鬼斧神

工的创造力。

第二首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被赞为“诗仙”，诗人的心与山相

连。如果问李白最喜欢哪一座山，可以毫

不犹豫地说是庐山。他赞美庐山说：“予行

天下,所游览山川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

之 者,真 天 下 之 壮 观 也 。”李 白 先 后 五 上 庐

山，写下了四十余篇诗歌，其中流传最广的

是《望庐山瀑布》。首起第一句就是告诉人

们，阳光照耀香炉，朦胧的紫色笼罩在山峰

之上，而云雾就是这香炉散出的轻烟。以

“遥看”领出的第二句，仿佛是一声惊叹，壮

观的瀑布突然映入李白的眼帘。“遥看”不

仅将瀑布的空间感描写出来，也显示了大

自然的伟岸与人的渺小。在这两句的铺垫

下 ，李 白 在 最 后 两 句 诗 里 完 全 飞 了 起 来 ，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将庐

山瀑布的壮丽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诗仅

用短短的四句话，就出现了日照、香炉、紫

烟、瀑布、前川、飞流等词赞美庐山生态风

景万千变化，用夸张的手法将庐山的三千

尺、九天、银河等连接起来，体现诗人伟大

的想象力和超前的感知力。直到今天，人

们还在用银河号命名飞船和火箭。

第三首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被称为“诗魔”，本在京中做官，因

直言不讳，冒犯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谪居

九江四年，并营建了一座自己的庐山草堂。

大林寺在庐山的大林峰，为中国佛教圣地之

一。白居易以桃花代春天，诗意是四月里山

下百花已经凋零，庐山古寺中的桃花才刚刚

盛开，长叹惜春光已逝无处寻，却不知在这里

找到了她。这首诗虽只有短短的四句，内容

也是平淡无奇，用浅显的语言描述了高山与

平地的温度之异导致花开花落的时差。但联

系作者创作的背景分析，诗人正在潦倒失意

之时，不知去哪里寻找自己的春天，现在却从

现实世界的平地，来到仿佛仙境的高山，找到

了新的春天，觅到了自己实现理想的仙境。

这里是神奇的庐山，也是陶渊明《桃花源》后

的又一处新的桃源，使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

新的境界，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第四首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热爱庐山，曾四过庐山，留下五十

首诗歌。这首诗中的西林壁在庐山西麓，书

写在西林寺的墙壁上。开头两句描绘了庐

山的沟壑纵横、峰峦起伏，确是移步换景、千

姿百态。后两句是借景说理，人们之所以不

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

中，为庐山的峰峦所限，眼睛看到的只是局

部而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只能看

到不同的内容。苏轼告诉人们，要认识事物

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观察范围，

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最难看清

的也正是自己。雄奇险秀的庐山，由此留下

了永久的哲思。

第五首是毛泽东的《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至爱庐山，曾三次在庐山主持重

要会议。他在庐山共住了 126 天。此诗是他

1959 年第一次登庐山所作。首联两句写庐

山的地貌特色和优良生态环境，庐山奇秀甲

天下，恰是天外飞来。庐山不仅是“飞峙大

江边”，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名山像

庐山这样四面环水，美不胜收。她北濒中国

第一大江长江，东临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

湖，西面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庐山西海，而南

面有三叠泉瀑布，总落差 155 米。接下来两

句一冷、一热，为什么要冷眼“向洋”？什么

叫热风吹雨？冷是冷静观察世界形势，冷眼

看待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叫嚣，热是对中国人

民热情奋斗的肯定。毛泽东纵横看万里，思

绪接千载。九派是指赣、鄂、湘的九条大河，

黄鹤是指武汉三镇，历史上因有美丽的传说

被称为白云黄鹤之地，漂浮在长江之上。而

三吴泛指江南吴地，重点是东吴苏州、中吴

常州、西吴湖州。作者继续看到长江下游，

浪涛滚滚、水雾茫茫。最后两句，毛泽东看

到了自己的住地庐山美庐的脚下，这样的

“桃花源”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

高度赞扬“庐山天下悠”，这是对庐山鲜明特

色的高度概括。江西省林业局为学习、贯彻

落实总书记指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组织

了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挖掘庐山的历

史、人文尤其是庐山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成

就，编写了《彩云里——庐山生态文化寻迹》

一书。

该书以“悠”为主线，将山之华，山水悠

然；山之源，人文悠深；山之魂，意境悠远；山

之人，生活悠闲；山之和，生命悠长五个部分

有机串联起来，中心突出、结构严谨、文字精

巧、深入浅出，生动描述了庐山的山水文化、

名人文化、诗词文化、建筑文化、书院文化、宗

教文化等人文圣山的印记，并论述了庐山文

化空前繁荣的重要根源是良好的庐山生态，

必须系统挖掘整理，才能赓续庐山生态文化

血脉。我们要高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旗帜，尊重生态、保护生态、利用生态、建设生

态、传承生态，为努力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打造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书店的灯光》（【美】刘易斯·布兹比 著，上

海三联书店）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确切地说，

是关于书店的书。作者从大学开始就在书店打

工，后从事出版工作，最后成为写书之人。一生

之中，经历了顾客、雇员、销售代表和游客、作家

的身份转变，却从未离开过书。

作者爱书，视书为情人。书店的灯光，照出

一个个书的故事：他在书店工作时，书是他的伴

侣，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他将图书分类，上

架，手指拂过书脊，像抚摸情人的背；他情趣盎

然讲述着与书、书店相处的细节，书的数量和品

种，在每个时期如何增加或是减少，书店如何从

一个简单的摊位——誊写与买卖结合，到与咖

啡馆结合……不断演变和发展成如今有着各种

气质和特色的书店。书中还插叙了书和书店的

历史，作者似乎洞悉了书的前世今生。从这本书

里，可以看到一个爱书人对书始终不变的热情，一

个书店从业人员热爱书店的初衷，在网络与电子

媒介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下，对于书店的思考。

爱书之人对书店的依恋，像等待情人的风

情万种。如莎士比亚书店之于乔伊斯，城市之

光书店之于《嚎叫》，皆是不会消逝的风景。《风

之影》中的遗忘书之墓，以及那些被人遗忘的

书，想起它们永远在那儿等待着有缘人赋予自

己新的生命。“这不仅仅是一家商店，当书店开

门迎客，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随之而来。”“站在这

书河中，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觉到宇宙会披露

些什么，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些句子闪闪发亮

的原因，都是因为爱情；书店的历史故事，都是

由无数个书痴的爱情组成。

“书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

建立于独处之中：一个读者独处一隅聆听一个

作者的心声。书的平民性质中最重要的是：除

了识字外，看书不需要其他特别的训练。”这本

写给爱书之人的书，带给我这个也算爱书的人

几多欣喜。

我爱读书，视书店为天堂。一到书店，仿佛

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现实中烦琐皆被抛到脑

后，全世界就剩我和书店。

逛书店成为我的日常。上下班路上，源著

天街里的西西弗，是我必拐进去的歇息之地。

一杯拿铁一本书，既躲过了回家做家务，又获得

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周末有堂“必修课”，陪太

太逛街。她去购衣美容，我在书店让墨香熨帖

身心。旅游是我打发老年时光的方式，旅程里，

我会在每个城市寻找书店的身影：上海的朵云，

我在云端阅读；苏州金鸡湖畔，我在诚品书店浸

泡时光；旅游东京，我在繁华的十字街头寻到静

谧的茑屋书店，像是他乡遇故知般惊喜；新西兰

之旅，飞行 12 小时到南半球的奥克兰，当看到

书店里竟然还有汉字读物售卖，毫不吝惜放弃

了海边揽胜的行程，把宝贵的时间交给了繁华

的维多利亚大街上那片安静的一隅……在北

京，在广州，在杭州，书店都是我旅行的目的地；

走亲戚，看朋友，有书店的地方总会成为相约的

地方。

“浪费在书店里的每一个慵懒的午后，是幸

福的。暖黄的灯光下，啜着醇香的咖啡，眼前浮

光掠影的每一页，都仿佛有时间流逝的细碎声

音相伴。每一颗渴望片刻安宁的心，都会在这

里得到满足。”在这个秋寒又寂寞的夜晚，合上

《书店的灯光》，我格外留恋书店的灯光，留恋待

在那个舒适的地方，独处于人群之中……

深秋微凉的一个夜晚，我倚在床上竟

一口气读完了刘心武的《海棠无香书有香》。

在这本散文集中，刘心武把几十年的

人 生 经 历 倾 注 笔 端 ，看 似 琐 碎 ，实 则 深

刻。书中，童年回忆的真情流露，世情百

态的描摹写真，人间冷暖的真实体验，山

水草木的深刻哲思，欧美游历的观察思

考，信手拈来，然而每一篇都有动人的力

量。刘心武还直面芜杂纷繁的众生相，将

笔触伸向人的心理层面，探幽掘微、深入

剖析，所生发出的见解不偏不倚，有助于

大众对世道人心和社会公义的认知。全

书文字生动细腻，真切感人，饱含着深入

的思考和诚挚的情感，发人深省。

刘心武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颂扬人

性的真善美，揭示人性的假恶丑。他叙事

怀人，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如在《雾锁南

岸》一文中，一个善良、干练、温暖、泼辣、

有情有义的彭娘形象跃然纸上。刘心武

幼年时混迹于一群大鹅中，被彭娘的大手

揪出来的憨态也令人记忆深刻。那时，生

活虽苦，但这种温暖却令人终生难忘，这

也是刘心武在其后的波折经历中，无所畏

惧的情感底色。全篇文章如水波流淌，自

然唯美，到了结尾处，刘心武对彭娘深情

的呼唤水到渠成，感人至深。其实彭娘的

形象，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她温暖坚

韧，给予孩子抗御生命寒流的强大力量。

罗曼·罗兰说：“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

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

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在刘心武心

中，人的成长离不开失败和挫折，离不开逆

境的侵袭。他认为，人生逆境的出现，大多

数情况下是由于自我的弱点、缺点、失误作

为内因，而外界环境通过内因提供的缝隙

与机会，才导致人生逆境的出现。认识到

这一步，就不会总想着“自己如何无辜，如

何不幸，如何命运不济”，也才会让自己能

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海棠无香书有香》从微小处见大义，

引导我们从身边小事出发，对人生、命运、

生活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体悟，进而对社

会、人生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的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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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选集》

梅仕灿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驿外古梅独自开
□ 陈米欧

独处于人群之中
□ 施崇伟

海棠无香
书有香

□ 张光茫

品书品书

▲《彩云里——庐山生态文化寻迹》

杜天真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庐
山
是

庐
山
是

庐
山
是
首
诗
首
诗
首
诗

□

朱

虹

精彩书序

WENHUA GANPO ■ 主编 杨淑玲 美编 杨 数 11JIANGXI DAILY2021年 11月 12日 星期五 读 书

读《驿外古梅——梅仕灿诗文艺术作

品选集》一书，不得不感叹、佩服作者梅仕

灿乃士林中之雅人。

作者之古雅首在旧体诗词。其擅写

旧体诗，有着浓厚古典文学精神情趣，又

不在古典文学教师行列中，当代人算是凤

毛麟角了。据闻其早年师从江西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陶今雁学习古典诗词。陶

今雁教授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专著《唐诗三

百首详注》，这本书一直都相当风行，夸大

点说在江西没读过的文科学子，恐怕不太

多。而彼时他读的是数学专业。一个学

数学的青年人喜欢旧体诗本就稀罕，更难

得的是这位数学专业的年轻人自从与陶

今雁教授结缘后，就此对古典诗词产生浓

厚的兴趣，并开始了长期的旧体诗词创

作，哪怕公务繁忙也没有舍而弃之。这一

写，30多年就过去了，于是，也顺理成章积

攒出这本《驿外古梅》，这其中，诗词楹联

创作占了书的三分之二强篇幅。所以，兴

趣有时就是最好的老师，持之以恒于兴

趣，其人也就此成了行家、圣手。

捧读此书，总能掠见精彩有趣的辞

句。比如作者曾在与围棋大师马晓春让

四子的指导局中，中盘胜了马九段，喜不

自禁，赋五言八句“飘逸妖刀马，棋才第二
人。临江承授子，角力叹逢神。凭借四星
助，侥成百步驯。于今愧吾友，喜若醉醪
醇”；如随性而发的《调笑令·东阳村》“禅
寺，禅寺。郭外青山咫尺。碾槽废弃不
收。遥想当年榨油。油榨，油榨。千载香
樟树下”；又如其创作的一副全平对全仄

的楹联作品“树色、草色、水色、殿色、月

色、雾色、色色画里见；蝉声、蛙声、涛声、

钟声、风声、雷声、声声诗中闻”，等等，有

真性情，有画面感，有高境界，读来都能令

人共鸣、发人遐思。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

马加评其诗词作品，“格律严谨，富有浓郁

的传统诗词意境，又兼具现代人的生活情

趣，有诗情画意，读来令人赏心悦目”，于

我心有戚戚焉。

作者之儒雅在其书法修养。除诗词

中已体现其围棋功夫了得、兴趣广泛外，

他还擅长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世界独

有的以文字为创作主体的艺术。东西方

各国都有文字，然则书写本国文字而能上

升到艺术范畴的，唯我中国。书法是纯正

地道之国粹，然在当下中国，书写能达到

艺术范畴来说事的，就不多了。观其行草

书法，可以明显感受到二王一脉的气息，

不疾不徐，用笔圆转，清新雅致。行书还

兼汲海派沈尹默、潘伯鹰、白蕉诸家，草书

则受《十七帖》和唐孙过庭《书谱》等的影

响，逐渐有了自家风貌。同时，他遵循碑

帖结合的路子，在《爨宝子碑》上也下了功

夫。不仅如此，他还作金文大篆、甲骨文

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书法修养是深厚

的，书法创作视野是十分开阔的。古人

说，书如其人，今人讲“见字如面”，作为一

个中国人，书法上的修养，本应是一种传

统，但在如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机器代

替精密手工劳动愈加迅速的情境下，将以

书法传统修身者的环境进行了无情消解，

这或许是事物发展一体两面中的消极一

面吧，也是一种悲哀。此外，以作者 20 世

纪 60 年代中前期出生的人群来观察，能

进入并持久投入书法训练的人士是极少

的。那时，习书气氛不浓、碑帖出版物十分

贫乏，非有良好家教、儒雅天性者，想必极难

投入其中吧。

作者之优雅还在于艺术上有更高视

野、敢于出新。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胡迎

建曾说作者“亦作中国画，尤好写意山水、

人物”，且“多属为赋新诗偶挥洒，从心遣

意见风流”。翻开此书，的确能见到作者

近年来创作的一些国画作品，且每幅均题

有自作诗，果然是“从心遣意”，传承了自

宋以降传统文人画的人文精神。不过，笔

者认为作者出新的还是他去年以来领衔

开创的“字瓷艺术”。他曾做过诠释：所谓

字瓷艺术，是指以中国古文字特别是未识

徽号文字、文字符号为主体艺术形象而创

作的陶瓷艺术。对应在本书中，我们可以

欣赏到一部分字瓷艺术作品。笔者印象

较深的有《飨兮》《盱视》《争乎》等作品。

《飨兮》是一件字瓷艺术作品，其主要艺术

形象是一个未识徽号文字，作品背景为青

绿山水画，颇为古雅，画面中有作者参悟

象形文字之后的题诗，整个画面构思安排

得较为巧妙。同时，题诗也极有趣：“架柴

如炙兽，张口若流涎。跽坐围篝火，或馋

滋味鲜。”《盱视》则颇有远古岩画的味道，

加上高温颜色釉恰到好处的色调配合，整

个画面散发着一种貌似远古人类留下的

刻刻画画的稚拙气息。《争乎》是一件“揭

青”工艺的字瓷艺术作品，面貌简洁，气息

清雅，特别是其笔触细腻生动，这得益于

他凭藉深厚的书法功底，变用刀剔青而为

用笔写胶再揭胶留白。综之，这类化用中

国古文字象形美来进行创作的字瓷艺术，

不啻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态，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国际著名雕塑家吴

为山先生嘉之为“字瓷新派”。这凸显了

作者在坚实传统文学艺术基础之上，才生

发出来的艺术创作的新思维、新理念，殊

为不易。

最后，想咬文嚼字一番书名《驿外古

梅》。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在不同的领导岗

位从事行政管理，其主要的精力显然已投

入到工作中去了。但是，偏偏在业余时

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所好——诗词书

画等文艺创作。这就像是离主干道之外、

远远生长起来的一棵古梅，它是悄然盛放

着的。驿外古梅独自开，这或许是作者一

番自况、一种别样的人生追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