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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受 生 活 快 乐 阅 读

《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骑红尘妃子笑”的
浪漫典故，在马伯庸笔下
化作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
时速。小吏李善德为完成

“荔枝鲜贡”的致命任务，
需在盛夏将岭南荔枝保鲜运抵长安。从冰鉴设
计、驿站调度到路线优化，这场跨越五千里的极
限运输，堪称古代版“不可能完成的项目”。

它像一面棱镜，让“红尘一骑”的浪漫折射
出权力的血色光谱。这部古装版《长安项目组
生存指南》，用一颗荔枝戳破了历史的糖衣，也
照见了每个人的命运。

本报记者 苏明明 整理

许燕影

好久没有和高俊仁联系了，但朋友圈还是能经常看到
他的作品，“且文且摄、且行且思、且议且悟”似乎是他这两
年频繁展现的状态。前些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第一感觉
以为他到海口，正准备备酒接风呢。他兴奋地说，是新集子
《行旅杂记》出版了，邀我助个兴。

高俊仁是我认识的作家朋友里少有的充满激情的“六
十岁少年”，任何时候都热气腾腾，充满活力，尤其说话的音
调。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同是晋江安海人，因文学神交已
久，只知他是个企业家，但从未见过面。有一次回老家，他
邀约一些文友聚会，我欣然前往。第一次听到他电话的声
音，以为是一个年轻人。所以直接把“高总”改口为“小高”，
直到见面被罚酒抗议，才折中为“俊仁兄”。

但他身上一直有属于年轻人的激情，虽然至今我也不
知道他“贵庚”，“六十岁少年”也好，“七十岁少年”也罢，文
学路上他铆足劲勇往直前奔跑的那份执着，让我充满敬
畏。果然，几年不见，他的作品集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产量
高得令人咂舌。

新作《行旅杂记》，是继其《谈天说地》之后的又一部随
笔集。这部作品与以往的作品风格有所不同，高俊仁将旅
行经历以日记般的形式细微记录并配有照片，视角更加独
特，笔触更为细腻。不论是《三访武夷山》还是《丽江三题》
《九寨黄龙》，抑或《下龙湾》《湘西》等，文字仿佛如数家珍、
信手拈来，实则是精心打造、文思缜密，以此达到行云流水
般流畅。相比他最初略显青涩的记事散文，这么些年下来，
高俊仁已经掌握语言风格的多样化，能游刃有余地将所见
的山川湖海、花草树木描绘得栩栩如生。同时，他的观察力
与感受力也在这几年的自我训练中得以飞跃提升，对人物
内心世界的挖掘更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笔耕不辍用在
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他始终做到持之以恒，哪怕旅行、哪怕
出差，都能在间隙把每一次敏锐捕捉到的美好瞬间，通过文
字的演绎，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章，再集结成集子和
大家分享。

《行旅杂记》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关于旅行的随笔集。
书中，高俊仁以旅行为线索，通过记录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
所闻，串起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表达了对自然、历史、文化

的敬畏和热爱。从艺术特色来看，《行旅杂记》也具有鲜明
的批判精神。在叙述过程中，高俊仁自如地运用反语、讽刺
等修辞手法，对一些社会现象和人物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批
判。在叙述历史人物或事件时，他又能够通过深入挖掘其
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
性。同时，他也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剖析和人生哲理的
独到见解，引导读者去关注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去思考如何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高俊仁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将旅行元素
巧妙地融入写作中，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旅行特色和地
域文化气息。可以感觉到，旅行拓宽了俊仁兄的视野，也丰
富了他的阅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历史文
化，都成为丰富的素材，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和话题。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不仅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
和喜爱，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魅力和活力。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海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且行且思
大咖荐书

赖芯渝

你有多久没有仔细观察过一朵
花的盛开？多久没有静心聆听大自
然的雨声？多久没有细细品味市井
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生活在现代
都市中，当快节奏的生活浪潮袭来，
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和欣赏
身边的事物。但闲暇之余，当我翻开
汪曾祺的《慢煮生活》，久违的亲切和
惬意感扑面而来。

捧起这本书，映入眼帘的是封面
上的一幅图。一个细口瓶上插着一
支独自盛开的花，同时还有几片绿叶
作为衬托，另一边是停留着一只鸟的
圆盆。不知是印画者有心，还是作者
有意用金笔点缀，即使是简单的构图
和色彩，也能带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
舒适感。

书中的故事从一花一叶情讲到
一茶一饭过一生。翻开《慢煮生活》，
去看看他写的四季葡萄、夏天的栀子
花、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蜡梅，去欣赏
汪老笔下的人间草木；抑或是用意念
去品尝老北京豆汁儿、咸菜茨菇汤，
还有苏州加糖的烧肉菜的美味。中
国各地的特色小吃在汪老笔下尤为
美味。美好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
厨房有烟火，院里有猫狗，朝暮有你
我。简单的文字却有治愈心灵的魔
法。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所谓的繁
文缛节，汪老的文字干净而透明，温
馨且美好，透露着诗与远方，却又不
失烟火气。

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天匆匆忙
忙，下班放学后的时间也大多留给手
机网络或繁杂的家庭琐事。随着短
视频的崛起，“三分钟带你看完一部
电影”“五分钟带你读一部名著”，以
短代长，追快舍慢的现象愈发频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为

追赶时代的脚步不知疲倦地奔跑，享
受生活的那部分被渐渐淡化，取而代
之的是在堆积如山的任务焦虑中连
轴转，很多人早已遗忘生活本该有的
乐趣。因为我们不间断地盲目奔跑，
错失太多沿途的风景，现在是时候让
生活慢下来。晨起侍花，闲来煮茶，
在阳光下打盹，在细雨中漫步，品味
生活韵味，感受市井气息，回归自己
内心深处，任凭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汪老文字在此刻最能抚平内心
的皱纹——“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
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
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
样。”事实上人生很长，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情怀，我们只要跟随自己的内
心，以开阔的胸怀、平静的心态去享
受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就足够了。
抛开堵在心中的烦恼，去市井小镇看
看人间烟火，忽略那些唾弃的声音，
去春天里听听大自然的合奏。“不管
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
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生活太累，有空时不妨躲进汪曾
祺人间烟火味的文字里。《慢煮生活》
像一杯美酒，透过文字渗入了生活的
味道，唤起人们对自然、对生活的热
爱之情。

酸甜苦辣咸，饭食百味，人生亦
是。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全力奔跑，
不断进取，偶尔也停下脚步，过过慢
生活，拥抱人生美好。去尝试，去经
历，去挑战，去品味。因为经历是人
生最宝贵的财富，无论大小好坏，都
是生活的原料，慢慢煮，细细熬，人生
才会美味。烂漫不过世间花，慢煮光
阴一盏茶，恬静幸福的生活不过茶米
油盐，愿我们都能在鸡零狗碎的日子
里拥有自己的人间烟火！

（作者系三明学院2022级汉语
言文学专业学生）

细品草木清欢 慢熬人间烟火
——读《慢煮生活》有感

好书品读

杨丽丽

静谧的午后，阳光温润，我惬意地躺在藤椅上，随
手拿起一本书细细地品味。那文字、那墨香像一个个
小精灵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一路走来，是书香伴我
同行，给我力量，给我勇气。

回忆童年时期，是文字的香气开启了我的认知之
窗。奶奶的神话传说、父亲的童话故事、母亲的童谣
俗语，一字一句都成了我认识世界的媒介。

在我的回忆里，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在北方的一
个篱笆小院里，阳光温润，春光灿烂，小小的我沐浴着
温暖的阳光，一边玩着沙包，一边听母亲喃喃地说着
童谣，“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涓涓细
语，像四月的春风吹拂开尘封的记忆，童谣里那些鲜
活的场景一个个跃入我的脑海。他们像一个个淘气
的小精灵，指引着我和小动物们做朋友，与花草一起
做梦，同鸟儿一起欢歌。我被文字里溢出的美好深深
地吸引着、诱惑着……

就是这富有韵律的童谣，成了我的启蒙老师。而
这时候，父亲的童话故事又唤起了我阅读的兴趣。小
时候临睡前，父亲会坐在床头给我们读《安徒生童
话》。那些纸上的文字就像活了起来，从父亲嘴里娓
娓而出。白雪公主、拇指姑娘、海的女儿就这样闯进
了我的梦乡，让我认识了一个奇妙的世界。等故事结
束了，我还意犹未尽，就会追着父亲问王子和公主以
后怎么样了。父亲就会指着大书柜告诉我：“书籍是
我们的精神食粮，去读书吧。你想知道的那些都在书
里面。”我像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开始翻阅父亲书柜
上的那些书籍，从一本连环画到一本儿歌，再到一
本散文、一本小说……越来越多的文字化作小精
灵，变成我的好伙伴，带着我回望历史的兴衰，
触摸人心的冷暖，也展望未来的美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与书
香相伴的日子。文字里所潜藏的魅力像
决堤的河流，淹没了我所有的不快乐和
烦恼。我读儿童读物，感受字里行间那
奇妙的幻想；我读名家巨著，感受来自
天地之间的大善大美；我读诗歌，喜欢
那抑扬顿挫的节奏；我读散文，喜欢那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细腻和美好。

书是智慧的源泉，书香是飞翔的
蝴蝶，它带给了我美好和快乐，也带给
了我源源不断的知识。一路走来，书
香相伴，它是我的知己，是我的朋友；
它赋予了时间芬芳，也赋予了我前
进道路上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书香相伴 不负流年
我爱悦读

畅销榜

悦读榜（2025年4月）

（晋江市图书馆提供）

文学类

社会科学类
书名

《如何成为一个会
读书的人》

《秦崩：从秦始皇到
刘邦》

《魂兮归来：听杨雨
讲屈原》

《情绪》

作者

［日］渡边康弘

李开元

杨雨

［美］莉莎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三联书店

中华书局

中信出版集团

自然科学类

书名
《欢迎来到人间》

《牡丹亭》
《刀锋》

《忏悔录》
《受戒》

作者
毕飞宇

（明）汤显祖
［英］毛姆
［法］卢梭

汪曾祺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书局
古吴轩出版社

煤炭工业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少儿类

咱厝人最爱看、最爱买的书籍是什么？近
日，晋江新华书店公布了 2024 年的热卖书籍
榜单。榜单中，《草民》《活着》《云边有个小卖
部》《福建寻宝记》《长安的荔枝》等作品位列前
五。

《草民》

蔡崇达著
广州出版社

《草民》中的人物群
像构成了对主流成功学
的有力反驳。蔡崇达笔
下的人物大多是小镇上
的普通工人，是大城市里
的底层打工者，是那些既没有惊人成就也没有
悲惨到足以成为慈善对象的“普通人”。《草民》
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记录了这些被忽视的生
命，更重要的是，赋予了这些生命以尊严和意
义——不是通过将他们塑造成某种“逆袭”的
英雄，而是通过忠实呈现他们本就存在的复杂
性。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自己的欢乐与忧愁、理
想与幻灭、尊严与妥协，这些体验不因人物社
会地位的高低而增减其价值。

《活着》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活着》以主人公福贵
跌宕起伏的一生为轴线，
将中国半个世纪的动荡历
史凝缩成一个人的生命史
诗。饥荒、战争、政治运
动、亲人相继离世……当所有社会身份与情感
羁绊被剥离殆尽，当“活着”本身成为唯一目的，
余华用近乎残酷的笔触，将“生命”二字还原到
最原始的状态：在无常与苦难的碾压下，人究竟
为何而活？这种对生命本质的终极叩问，超越
时代与国界，直抵人类共通的生存命题。

《云边有个小卖部》

张嘉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部作品以云边镇的
炊烟、蝉鸣和山野晚风，为
焦虑的都市灵魂搭建了一
座临时避难所。刘十三在
大城市狼狈碰壁的社畜经
历，与返乡后外婆的毒舌
关爱、童年玩伴程霜的炽热陪伴形成强烈对冲，
让每个在钢筋森林中孤独泅渡的人，都能在纸
页间嗅到灵魂归乡的气息。《云边有个小卖部》
像一碗外婆熬的冰糖雪梨，用治愈的甜抚平现
实的涩。这不是简单的鸡汤文学，而是给所有
正在“活着”的人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来路的
热闹，才能有勇气继续走向远方的荒凉。

《福建寻宝记》

京鼎动漫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当课本里的地理名词
变成藏宝图的密码，当历
史传说化作破解谜题的关
键，《福建寻宝记》用漫画特
有的分镜魔法，将武夷岩茶
的清香、土楼建筑的智慧、妈祖信仰的传奇，编
织成一场烧脑又好玩的真人RPG（角色扮演游
戏）。当孩子们在跟随主角团破解“海上丝绸
之路”线索时，已不知不觉记住了泉州刺桐港
的千年荣光——这才是真正“无痛学习”的终
极形态。

《福建寻宝记》证明：最好的文化传承不是
填鸭式灌输，而是点燃那颗对世界说“哇塞”的
好奇心。翻开它，孩子们捡拾的不是虚拟金币，
而是足以照亮一生的文明火种。

书名
《探索宇宙的

孩子》

《皮皮鲁分身记》

《蜡笔小黑和蜡
笔小白》

《森林100层的
房子》

《母鸡萝丝去散
步》

作者

［法］贝特朗·菲舒

郑渊洁

［日］中屋美和

［日］岩井俊雄

［英］佩特·哈群斯

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江苏凤凰

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