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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朝花》文
章将发送至半岛＋
客户端“快读”频道。
扫一扫，更多精彩极
速浏览。

■新书讯

□半岛记者 刘鸿亚

“关于文学，尤其是诗词，特别
是古典诗词，走进去是不容易的，能
晃出来的都是幸运儿。在《梅边消
息》里头，我看到潘向黎影影绰绰的
步态身姿，很美。”著名作家毕飞宇
如此品评潘向黎的新作。
《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收
录了潘向黎近年来品鉴古诗词的随
笔新作。在本书中，潘向黎展示了宽
广的眼界、独到的品位和强烈的个
性，能在古典风景中，触摸中国人的
心跳和脉搏；又不受制于前人，时时
有自己的发现，敢于作出独立的判
断。读此书，有助于当代人打通古与
今、凡俗人生与古典境界、日常生活
和艺术享受的三堵墙，让匆匆忙忙
的人生，活出高山流水的韵致。

与诗词的不解之缘

潘向黎出生在书香门第，良好
的家教和文化熏陶使得潘向黎很小
便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潘向黎
表示，自己对古诗词的热爱很大一
部分源于她父亲的影响，“二十世纪
70年代初，我还是学龄前稚童，父亲
便让我开始背诵古诗。后来，我父亲
经常跟我聊古诗，他并不是对我进行
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而是跟我聊他作
为一个读者对某句诗或某个诗人的
感觉，我也常与他说我的观点和想
法，这些对我后来对古诗词的认识
和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古诗读得多了，潘向黎就会把

喜欢的诗人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好
到什么程度？我对他们的命运了如
指掌，我已经不再崇拜他们了，我只
是喜欢，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热爱、
欣赏他们。我活着活着就把这些诗
人都熬成了我的朋友”。
潘向黎认为，读古诗词应该是

一件欣赏、享受的事情，切忌把它弄
得很刻板、偏执。“我们要懂得一首好
诗就像一座花园一样美，每种解释都
会通向花园的不同小径，当我们欣赏
到了美的景色，或者发现了前人没有
发现的某一个角落，不能不允许别人
通过其他的路径发现，这会影响我们
进一步欣赏更多的美妙。”
潘向黎最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

和王维，“我觉得他们是两极的。李
商隐的诗歌极精致极繁复，他对感
情和语言的把握非常细致、细密，像
绫罗绸缎的绫。王维的诗歌非常淡、

非常轻，清新淡雅，从容自
如，有一种出世的优美。而且王
维这个人是高贵且低调的，他不
仅擅书法，还会弹许多乐器，不仅谈
吐风趣而且用情专一。”
潘向黎把古典诗词作为隔离日

常琐碎的帘幕，辟出一块回归内心的
空间。她让我们明白，读古诗本身不
是目的，而是更希望它能与我们的生
命发生关联，与当代生活发生关联，
这就是读古诗的意义和乐趣所在。

如何做一个生活家

诗人韦应物也是潘向黎很喜欢
的一位诗人，《梅边消息：潘向黎读
古诗》中就收录了五篇评写韦应物
的文章。潘向黎说，韦应物不像很多
诗人把生活过得穷困潦倒，让人同
情、悲愤，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里能
把自己安顿得比较好的人。
潘向黎注意到韦应物在诗句中

喜用“凉”“微”二字，如“雨微荷气凉”
“况感夕凉气”“微霰下庭寒雀喧”“微
风时动牖”，这是很细微的感官体验。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
热闹，看到这个世界的辽阔，但很少
看到生活中的“凉”和“微”，像韦应物
这样真正感知到“凉”和“微”，才是真
正从生活中修炼出来。我们将匆匆前
进的脚步慢下来，能感受细细的“凉”
和“微”时，我们才算体会到生活，在
生活中才有可能成“家”。
关于如何通过“读古诗，做个现

代生活家”，潘向黎表示，当代人和古
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共鸣，古人虽不能
与我们当面交谈，但依然能随时帮到
我们，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古诗词中
找到关于生活的智慧。潘向黎举例
说，“那日，看到一个朋友微信里贴出
来饮茶的照片，清静的茶室，井栏壶、
汝窑盏，瑞香袅袅，荷花含笑，好不自
在。她的文字说明却是：一个重要客
户跑掉了，一个正在冲刺的项目卡住
了，马上又要出国，行李都没时间准
备，整个人失去方向，干脆先出来喝
个茶。我马上为她点了赞，并且加了
一句：‘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
意外的是，大家对我这句话有一百
多个赞，我想大家都是有共鸣的。”
而关于如何做一个“生活家”，

潘向黎坦言，我自己不是生活家，但
是我努力做一个生活家，比如说，出
差时我会很顽强地在有限的小拉杆
箱里塞进一个紫砂壶，我一定随身
带茶器，这是受朋友的影响，但我觉
得很有道理。说到古人，我喜欢他们
下了朝堂以后回到家里很自我很悠

闲的状态，这一点古代与现代
没有差别，我们都要想办法获
取心灵的力量安顿自己，同时对
抗外在的对人性异化的力量。

不是科普，是“美普”

《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是
有关中国古典诗词的品鉴之作，很
多人认为，潘向黎其实是在做古诗
的科普工作。对此，潘向黎更喜欢用
“美普”这个词描述自己通过《梅边
消息：潘向黎读古诗》这本书所做的
工作。她认为，在传播古诗词的过程
中，要把握好感性和理性的均衡，如
果过于理性就变成了科普，就像一
个学问家或者教授在上课，学者研
究诗人就像拉开一个中药铺里的抽
屉，每个朝代、不同流派的诗人都像
中药铺一样分得很细很科学。“如果
他们推广古诗的话，一般情况下是
科普，我这个离科学有点远，我是纯
感情的。”所以，潘向黎从写作者的
感性立场出发，通过感性和理性均
衡地指引，让读者沿着一条不太曲
折的道路，有趣味且一路愉悦地抵
达文章想要表达的“爆点”。
潘向黎也谈到，有人把她当成古

诗词的狂热推广者，她认为这是误
解，她其实是在生活里努力寻找美的
推广者。“你不一定要在古诗词里找
到，你在别的地方找到，都可以，只不
过我在古诗词里找到了，而且我觉得
找到了很多美的享受，如此而已。”
现在的诗词教育有很强的目的

性和先入为主性，人们了解的大都
是“标签化”的诗人，还有许多家长
向她咨询，希望她可以给孩子开个
诗单，但潘向黎担心家长们好心办
坏事。她说：“家长们不要强制孩子
背任何一首诗，现在很多小孩都很
不喜欢古诗词就是因为他们被强制
了。如果你不强制，晚一点也没关
系，像我早年不喜欢杜甫，我爸爸没
有强制我，假如他强制我去了解，肯
定会导致我终身不喜欢杜甫，因为
一提到杜甫我就会把他和被强制的
经历联系在一起，我就不会再去喜
欢了。所以，宁可让小儿懵懂懒玩，
也不要强制，但是你们可以做一些
比较‘狡猾’的事情，比如买一些适
合孩子年龄段的选本，放在孩子随
时可以看到、伸出手就能拿到的地
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你要让孩子
感觉这是自己的发现。”

《无限事（典藏版）》

作者:李元胜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我们今天看到的诗集是一个很干净、很
安静的世界，涵括了诗人对宇宙、时间、存在、
虚无、生命与爱情的体察和思考，充满睿智和
幻想。李元胜的诗歌就是一个诗意的方程式。
他的诗歌就像他和自然、生活的偶遇之作，漫
不经心却又充满着浪漫哲思的气息。

《小岗村四十年》

作者：贾鸿彬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

年，这个村庄的18位农民以捺手印的形式大
胆实行包产到户，开启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先声。40年时间过去了，小岗村
从“包一代”繁衍出“包二代”“包三代”，营生
方式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出包括服务业
在内的多种经营模式。小岗在转变的过程中、
在光鲜的成绩背后，有诸多鲜为人知的付出
和坎坷。小岗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当代中国
众多农村的一个缩影，小岗的发展史就是
一部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史。

《无中生有》

作者：刘天昭
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
作家刘天昭的七十万字自传体小说，

写出了整个世界。描写了70后和部分80后
的人生经验——— 不仅是童年生活的集体
记忆，还有成年之后的迷茫困惑。主人公
持续地观察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剖析
内心缠绕的情感、欲念和思想，绝望地想
象一个坚实纯粹的自我。

《月亮和六便士》

作者：（英）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译者：赵文伟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
月亮。”银行家查尔斯，人到中年，事业有
成，为了追求内心隐秘的绘画梦想，突然
抛妻别子，弃家出走。他深知：人的每一种
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
自由之途。在异国他乡，他贫病交加，对梦
想却越发坚定执着。在经历种种离奇遭遇
后，他来到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成功创
作出一系列惊世杰作。人世漫长得转瞬即
逝，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查尔斯就是
那个终其一生在追逐星辰的人。

潘向黎新作《梅边消息》在古诗词
中触摸中国人的心跳与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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