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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喜欢读书的人，无论哪一本书，无论你羁
旅何处，总有缕缕书香，会在你心灵的味蕾上，以
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与你的喜怒哀乐交融在一
起，改变你的通感世界，与你的灵魂达成某种共
识。

古人有“读书三味”之说。关于“三味”，古人
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前人对读书感受的一种比喻，

“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
醯醢。”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味如吃米
面，是食之根本；读史记，就如喝美酒吃佳肴；而读
诸子百家之类，其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
样）。三种体验合称为“三味”。第二种说法出自
宋代李淑《邯郸书目》：“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
子为醯醢，是为三味。”这是把诗书子史等书籍比
作佳肴美味，比喻为精神食粮。

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让更多的
人知道了“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
的著名私塾，鲁迅11岁时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
吾老先生。三味书屋，是三长间的小花厅，本是寿
家的书房。据寿家后人的说法，三味指的是“布衣
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指的是老百姓，

“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
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向往山珍海味的享
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
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

相较而言，我更喜欢“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
味长”的“读书三味”之说。它给人以平和、平淡、
平易近人，少却了很多严肃和呆板，没有那种掉书
袋的酸腐气，少了殿堂式的仰视和正襟危坐，有一
种平民式的亲切、家常式的贴近。

从前，人们对于读书人、对于书和字的敬畏
程度，一定会让现代人瞠目结舌。汪曾祺在《收
字纸的老人》一文里说：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
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
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
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
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立着一条二
指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
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的
一侧。还说，“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
收字纸的收去”。收字纸的“把这些字纸背到文
昌阁去烧掉。”

有朋友说，读书本是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但
渐渐发展为主要的部分了。我想这位朋友是深得
读书的味道了。

读书的味道
靳小倡

书人书事

散文花开小西湖
——读《白鹤林下·中华散文大赛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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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完的乡事
许是征文事先限定了主题，入选《白鹤林下》的散

文，大多与乡土有关，是乡土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
作者们笔下记载的，多是乡间的物事，读其中的文

字，让人感觉又回到了故乡，让似乎有些模糊的故乡又
清晰起来。

我很赞同一句行话：文学即人学。无论小说、诗歌
还是散文，人都是其中的主体。书中的这些乡间事，各
种故乡人物活跃其中，他们是自己的父母长辈，他们是
自己的左邻右舍，他们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同窗好友。
他们与写作者之间发生的故事，令人感动又难以忘怀，
所以借助这次参赛的契机，把他们的故事诉诸文字，成
为供我们分享的一篇篇叙事性散文。

应该说，这些人物的故事都不惊天动地，都习以为
常。但贵在于平常的琐事中去发现和书写出不平常的故
事。作者们大多都有乡村生活的经历，都有一些事情令
他们记忆深刻，比如故乡的地摊、曾经的乡戏、难忘的食
物、独有的婚俗、父母的生日、迷恋的童年游戏等等。这
些事有的常挂在嘴边，但多数已埋在了记忆深处。这些
深埋的故乡往事，会在不经意中拱破尘封的泥土，在作者
的心中吐绿开花，触碰着作者心灵，让他们不写不快。

尤其让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散文中故乡物事，覆盖
范围是全国的，不仅包括本土的乡里物事，也包括关内
关外、华南华北的乡间故事，更有少数民族的山寨故事。

诉不完的乡情
写人写事，都关乎一个“情”字。尤其是关于故乡的

情感，是永远也说不完的。这些作品通过描述乡间的人
和事，让我们感知到了浓浓的乡情。

本书开篇之作、党元旭的《白鹤林下是我家》，以饱
含深情的笔触，给读者呈现了川南水乡五通桥的乡间民
情风俗，那些白鹤栖息的黄葛树，那白鹤林下的盐码头，
那茫溪河中捉鱼摸虾的儿时记忆，那关于井架林立的模
糊印象，都被一一捕捉于文字之中，把对五通桥的深深
感念诉诸于散文的表达之间。

吉林作者于海涛的《长春的秋》，作者开篇就直奔主
题，用了“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两句来抒发关于故
乡之秋的感慨。作者描写长春秋美之种种，更倾诉了一
次次告别长春的离愁别绪，表达“愿我们每个人，出走平
生，归来仍是少年”的美好愿望。“秋”在其中似乎只是一
个情感符号，作者想倾吐的依然是饱含人生感悟的故土

情怀。
山东作者杜增才的《社场春秋》，通过对故乡“社场”

春夏秋冬不同劳动场景的描写，展示了一幅胶东半岛乡
间的风俗画卷，融故土乡情的表达于细致入微的描述
中，在本书中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纵观近些年，以乡情为主题的散文汗牛充栋，能够
写出新意的确实不多，或题材老套，或人云亦云，或流于
肤浅，或落入俗套。本书的写作实践，倒是可以为乡情
散文写作提供一些借鉴。

挥不去的乡愁
乡土散文，写故乡人，讲故乡事，绘故乡景，抒故乡

情，最终都归结到两个字“乡愁”。一个人出生时第一眼
看见的就是故乡的景物，一个人的生命之旅就是从故乡
开始。因此对于故乡的依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需
求。无论我们离开故乡有多远，曾经的故乡面貌都会烙
印在记忆中，这种被称为“原乡”的东西，是很难在心里
抹去的，只能在一次次重返故乡的过程中被刷新。

友情是乡愁的一部分。乐山作者李小平的散文《斯人
已随风，乡愁仍长留》，记叙了作者参与一次为画家主题画
作“记住乡愁”配诗活动的往事，好友彭育源是五通桥的本
土画家，也是惯常创作以五通桥山水为题材的画作，对小
西湖的绮丽风光无比热爱。或许是感佩于彭育源的故土
乡情，李小平不仅为本土画家的画作配了诗，而且把这次
创作经历载入文字，既表达了友情，也抒发了乡愁。

乐山作者苏西近年来重点写作散文，且成果颇丰。
她入选本书的散文《上元夜》，在众多篇什中很扯眼球。

“上元夜”是一个古老的民俗，是中华文化的深刻记忆，
也是曾经的故土民俗。曾经进入许多古代诗词歌赋的
上元夜，今天再写这一话题，让这篇作品一下具有了古
典雅致的故土风情。随着这篇散文的慢慢展开，方知道
作者所写的不是今天的故事，而是“花市灯如昼，月上柳
梢头”的古代民俗，表达的是一种“古典式乡愁”。

本次大赛，本土作者很踊跃很投入，入选作品的作
者不少是五通桥的。他们对这片山水这座城爱之切、情
之深，表达出的乡愁更能打动人心。他们笔下，五通桥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山一水、一景一物，顺手拈来
都是表达乡愁的载体。读他们的散文，就是经历一次次
乡愁的洗礼。

《白鹤林下》：党元旭 李小林/主编 四川远程电子出
版社出版

《白鹤林下》封面

走进十里山水十里城的五
通桥，走进岷江之滨的文轩书
店，一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
书摆在了面前，大开本的封面
告诉我，这是2020年五通桥区
作协举办的全国散文大赛征文
作品集。

在我业余写作四十年的记
忆中，乐山举办全国性征文大
赛次数不多，把征文作品汇编
成册正规出版更是少之又少。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翻开
这部数十万字的散文作品集。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倩）5月22日，一位市
民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乐山中心城
区翰林印象小区与领地天屿小区之间的道路上
最近安装了减速带，车辆经过时噪声大，影响到
周围住户休息，希望能够拆除。

接到热线反映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
交乐山市公安局核实处理。乐山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进行实地查看后了解到，因
乐山城区通棉路道路整治项目需要，大量货车需
经乐山中心城区凤凰路北段及翰林路绕行，为防
止绕行的大型货车因车速过快引发交通事故，避
免安全隐患，施工部门在该区域附近设置了多条
减速带。但货车在经过减速带时会因自身货箱
与栏板碰撞，发出噪声，故出现市民反映的噪声
扰民的问题。接到情况反映后，交警部门立即与
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综合附近区域的实际情况，
于5月22日将减速带拆除。

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于5
月24日电话联系到这位市民告知处理结果，该
市民表示满意。

小区道路减速带噪声扰民
交警部门予以拆除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倩）“乐山大佛景区花
湖湾2号停车场有很多非法揽客的人员，他们通常
看到外地车就上去拦车，希望有关部门加强查处。”
5月26日，市民杨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
线，反映乐山大佛景区有人违规揽客问题。

接到市民反映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乐山大佛景区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经
乐山大佛景区公安分局民警调查后发现，杨先
生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5月26日当天下午，
民警电话联系到杨先生表示，乐山大佛景区公
安分局下一步将联合旅游执法等部门采取着
装与便衣侦查方式，加大对花湖湾2号停车场
非法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打击力度，进
一步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杨先生表示理解。

非法揽客人员多
将加大巡查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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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山为魂，水为脉，花为媒。昨（3）日，由
乐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金口河区委、区人民政府和
乐山日报社主办，以“扬帆再启航·筑梦大瓦山”为主题的第三届
金口河区“转转花”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金口河区举行。

开幕式上，歌曲《带我到山顶》《来吧》，舞蹈《盛世花开》《欢庆
鼓娃》《荞子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歌声悠扬、舞姿曼妙、童趣
无限……充分展示了金口河区人民的热情好客。现场观众无不
沉浸其中，纷纷挥手、鼓掌。当天，金口河区发布区内生态旅游推
介线路，并为区内旅游新业态发展先进集体和旅游特别贡献先进
个人颁奖。

“转转花”文化旅游节作为金口河区重要文旅品牌活动之一，
也是推动该区文化旅游高质量跨越发展的重要平台。自2017年
成功举办第一届“转转花”节以来，经过几年的精心打造，现已成
为丰富该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扩大对外交流、促进招商引
资、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宣传大美金口河的重要平台和城市
名片。

本届“转转花”文化旅游节历时7个月，包含5大文旅活动，
通过对自然风光、历史遗迹、宜居生态、民俗文化、特色农业、矿产
资源等特色品牌的推介，充分展示金口河区的自然之美、人文之
美和特色资源。

第三届金口河区“转转花”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3）日，在第三届金口河区“转转花”文化旅游节开幕仪式上，
金口河区发布了区内三条精品旅游线路。

金口河发布区内三条精品旅游线路

从金口河城区出发，途经金龙桥、水墨顺河、瓦山睡佛、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大天池—干
池—小天池—高粱池—鱼池）、鹿耳坪（转转花观赏地）、乐西公路、蓑衣岭“褴褛开疆”碑，将感受
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是驴友们的天堂。

从金口河城区出发，途经红华三线记忆小镇、大峡谷标志碑、大峡谷坐佛、连心桥、成昆
铁路关村坝洞中火车站、铁道兵博物馆、峡谷第一村和白熊沟“一线天”，可看地质天书、旷
世幽谷，探秘三线故事、追忆铁军。

从金口河城区出发，途经八月林自然保护区、人间仙境林丰村、醉美溪谷象鼻村、半坡彝
韵迎春村，在小凉山最美彝寨中，品味原始天然氧吧。

开幕式现场 记者谭智鹏 摄

同步新闻>>>

活动主办方供图

大渡河大峡谷观光探秘红色游线

大瓦山湿地自然风光游线

八月林民族风情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