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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还发明了不少“解毒”方
法，除了前文提到的萝卜可以解面毒
之外，还有如下“高招”：

风吹法。明代学者顾元庆就建
议：“寒食日以纸袋盛悬风处，数十年
亦不坏，则热性皆去而无毒矣，入药
尤良。”

喝面汤。宋代方勺在《泊宅编》
中称：“世人食面讫，往往继进面汤，
云能解面毒。”现在人们常说“原汤化
原食”，大概即由此而来。

黑豆汁和面。明代学者高濂在
《遵生八笺》中说：“凡和面，用黑豆汁
和之，再无面毒之害。”

不去皮。《唐本草》中说：“小麦汤
用，不许皮坼，坼则性温，不能消热止
烦也。”

因为这些原因，小麦的推广普
及比较缓慢。中原广泛种植小麦是
在唐代，而面食的推广则在宋代，真
正普及则到了明代。

小麦面食的可口性大大改善，
口感超越了其他食物，从而使它最终
挤掉不可一世的粟，一跃成为粮食作
物中的新霸主。

根据史料，东汉时洛阳城里就
“皆食胡饼”了。胡饼就是馕，我国新
疆等地区现在还有这种食品。

以“胡”字开头的主食，还有胡
饭。据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
术》记载：腌好的酸酱瓜切成长条，烤
好的嫩肥肉，以面饼裹之，切成四指
多长的段儿，蘸点儿飘着胡芹末的陈
醋，面香、肉香、酱瓜香、醋香、胡芹香
一同在口中绽放，香脆爽口。

到了魏晋南北朝，已经有了
馒头，但那时的馒头与现代不大一
样—— 它里面有馅儿，更像现在的
包子。根据不同的馅儿，分为羊肉馒
头、蟹黄馒头、猪肉馒头、厚皮馒头、
肥皮馒头等等。到现在，上海还把带
馅儿的面点叫作馒头。其他面食还
有“乱积”、棋子面（也叫切面粥）、水
引饼、煎饼等，面食进入多样化时代。

唐代，馒头就成了寻常食品，长
安城朱雀大街胜业坊上，常有人卖馒
头。武周时，有位叫张衡的官员，下
班路上看见刚出锅的馒头，抵不住诱
惑，买了再马上吃完，结果被御史看
到，以他有损仪容为由向武则天奏了
一本，因此断送了一次晋升机会。

这期间，长安城还流行古楼子
（近于现在的肉饼）、秃秃麻失（即现
在的麻食，也叫猫耳朵）、汤饼（即面
条，当时很多面食都被称作饼，比如
馒头被称作蒸饼或炊饼）等。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我国北方
人逐渐形成了以面食为主的习惯，几
乎到了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面食的地
步。比如，白居易被贬到忠州的时
候，给好友写信，津津有味地回忆京
城卖的芝麻烧饼：“胡麻饼样学京
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
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是
苏北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到了南
方“鱼米之乡”以后，对天天吃米饭和
鱼肉并不乐意，反而很痛苦。

像白居易、张耒这样以面食为
主的大批北方人迁居南方之后，不仅
带去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影响了南
方人的饮食习惯。中国历史上的几
次移民高潮，每次都会使南方小麦生
产有大的发展。

南宋初期，在开封遗老扎堆儿
的杭州，仅蒸制食品就有五十多种，
其中大包子、荷叶饼、羊肉馒头、各种
馅饼、千层饼、烧饼、春饼等都是典型
的北方面食。这些美食也为南方带
去了饮食习惯的改变。比如，江西
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诗作《梳头看可正
平诗有寄养直时未祝发等篇戏题七
字二首》就道出了对面食的喜爱：“老
子平生汤饼肠，客间汤饼亦何尝。怪

来今晚加餐饭，一味庐山笋蕨香。”
这个时期，江南地区稻田种麦

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开始利用山地丘
陵种麦。樊绰的《蛮书》中就说“小麦
即于岗陵种之”。陆游有诗句“有山
皆种麦，有水皆种粳”，也说明了这种
情况。

北方人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

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鼓励，南方
麦类种植日益扩大。小麦已成为仅
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
作物。生活在两宋之交的庄绰所撰
《鸡肋编》曰：“建炎之后，江浙、湖湘、
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
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
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
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
减淮北。”当时市场上不仅麦的价格
高，而且政府有南方种麦不用交课粮
的政策，从而刺激了南方麦类的扩大
种植。小麦扩大种植，不仅未影响到
水稻的种植面积，反倒成就了南方
麦、稻一年两熟制的形成。北宋朱长
文的《吴郡图经续记》（1084）中称：

“吴中地沃而物夥……其稼则刈麦
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

小麦的种植推广，也引起了南、
北方人口的变化。

唐宋以前，北方的人口一直多
于南方。唐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
了变化。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
于东南地区，这正是秦汉以来被称
为“地广人稀”的楚越之地。到了宋
代，南方人口已超过北方，有人估计
是6：4，此后至今一直是南方人口密
度大于北方。

明清时期，小麦的栽培地区又
有进一步的拓展。明代的《天工开
物》称：“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
民粒食，小麦居半……西及川、云，
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
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可见，明
代小麦栽培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
全国 25 个省，共计1911个府、州、
县种植小麦，其中种植小麦超过 100
个府、州、县的省份有河北、河南、山
东、山西、四川、浙江等 6个省。

据《天工开物》的估算，当时小
麦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 强。
而在食用方面，河南、山东、河北、山
西、陕西等北方省份，大约有一半人
口以小麦为主食。

但清中期的北京城，大多数人
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后来京外人大量
迁居，面食才慢慢流行开来。

麦哥麦姐
黄淮海平原地区有句谚语叫

“大麦不熟小麦熟”，是用小麦比大麦
晚熟的常识，讽刺弟弟、妹妹先于哥
哥、姐姐结婚成家。

作为小麦的“哥哥”或“姐姐”的
大麦，虽然是全球栽培的第四大禾谷
类作物，而且栽培历史悠久、种植区
域广阔，但在种植面积、产量、消费量

上，与小麦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大麦按有无稃片分为有稃大麦（皮大
麦）和裸大麦。在不同地区，裸大麦
又有元麦、青稞、米大麦等称谓。

我国是最早栽培大麦的国家之
一，青藏高原则是大麦的起源中心。
在古代，我国称大麦为“牟”，繁体写
作“麰”。三国时魏人张揖的《广雅》
中说：“大麦，麰也。”

大麦还被称作牟麦、饭麦、倮
麦、赤膊麦等。

我国现代栽培的大麦，是由野
生二棱大麦经若干过渡类型进化而
来的。考古、语言、宗教、民族传统和
藏、汉、羌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证
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 3000
年）大麦已在我国青海的黄河上游开
始栽培。

大麦的适应性很强，遍布世界
各地。从北极圈附近到赤道周围，从
盆地到高原，均有它的踪影。因为它
喜冷凉和湿润气候，在北纬 67°到
南纬 45°之间，尤其在北半球的欧
亚大陆和北美洲最多，种植面积占世
界大麦总面积的90%左右。而在炎
热且过于湿润的赤道附近
及年降水量小于230毫米
的地区，种植就较少。 7

连连 载载

灯下漫笔聊斋闲品

“乐读”与养老
♣ 陈鲁民

退休之后，我给自己订了个读书计
划，每年要读 50本书。每天早晨，我出
去锻炼一个小时，然后回来吃早饭。8
点钟就准时坐在书桌前看书，泡一杯茶，
戴上老花镜，津津有味地进入阅读世
界。大约半个小时后，眼睛略有些发酸，
就放下书本，去阳台打一套太极拳，活动
一下身体，然后回来继续读书。下午午
睡起来，再看一个小时书，就和老伴一起
去公园遛弯儿。

我这人可能娱乐细胞偏少，人家都
玩得兴高采烈的活动，我却毫无兴趣。
打牌、下棋我都不怎么会，钓鱼、跳舞也
不入门，当然主要是提不起精神去学。
算来算去，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觉得这
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事。在职时苦于没
有时间，忙于庶务杂事，许多想读的书都
没有读，买了满书柜的书，有的只是翻了
翻，有的连启封都没有，实在可惜。现在
有大把时间了，又无他事干扰，正好用来
读书。我先是扫荡了书柜里的存书，然
后又在附近的省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
那里的书就更多了，应有尽有。我可以
大快朵颐，大呼过瘾。

几年下来，我读了三四百本书，有世
界文学名著，有市场畅销书，有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的书，还有朋友的赠书，确实收
获很大。丰富了知识，滋补了学养，开阔
了视野，提振了精神，人也觉得越活越年
轻了，不知老之将至。读书养老，我算是
尝到了甜头，也有了瘾头，一定要好好坚
持下去，争取读出点名堂。

老人筋骨老衰，体力不支，不宜从事
激烈活动，应多静少动，最适宜读书。孔
子七十岁后还发奋读书，有“韦编三绝”
的美谈，即苦读《易经》，三次把编书的牛
筋都磨断了。耄耋之年的师旷，不仅自
己坚持读书，而且还劝人读书：“少而好
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毛泽东也是活
到老读到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
读《容斋随笔》。季羡林先生九十多岁时
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与人交流读书体
会。周有光先生期颐之年仍手不释卷，
读书写书乐此不疲。读书大大丰富了他
们的老年生活，使其获益匪浅，有一个光
彩夺目的“夕阳红”。

老人阅历丰富，饱经沧桑，读书更能
读进去，读出精华，读出体会。古人说：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
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意思
是说，老年人经历了漫长人生，阅世多
了，视野开阔了，读书时想到的东西更深
刻，更全面，也可以更精准地用书上的知
识来指导人生，愉快而充实地走好人生
的最后一程。

老人读书能排遣寂寞与无聊。人是
群体动物，尤其是老人最怕寂寞，可是退
休在家，能参与热闹的时间与空间又偏
偏很少，就不免会生出寂寞之感，最好的
化解办法就是读书。著名学者钱钟书与
杨绛夫妻，就是在读书中慢慢老去。他
们拒绝各种应酬和邀请，通常是一人捧
一本书，各人读各人的，沉浸在读书中，
与诸多先哲对话，乐在其中。读书也使
他们活得健康长寿，杨绛就活到了百岁
以后。

老人读书，还可以刺激大脑，活跃脑
细胞，有益于保持头脑清醒，思维发达，
这也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大
脑不老，其他部位就不会老得太快；一个
人如果思维活跃，其他部位也不会太呆
滞。因而，爱读书的老人，通常要比其他
老人要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年轻人读书，多为考学、考级、考证，
不得不挑灯夜读，悬梁刺股，三更灯火五
更鸡，那叫苦读。老年人则没任何功利
之心，读书全从兴趣出发，读不下去就扔
在一边，目的就是让自己高兴，所以又叫
乐读——越读越乐，越乐越读。让乐读
陪伴老年生活，这是我的选择。

♣ 苏萦

根在中原
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

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
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
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
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
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
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
今 5万至 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
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
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
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 5万
年至 3.5 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
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
化涉及面很广，厚达 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
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
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
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
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
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
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
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
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
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
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
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
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 10500年，其重要发现
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
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
年至 9000 年，以新郑西北 7.5 公里的裴李岗命
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
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
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
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
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
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
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
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 23公里处的
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 4800年，城垣面积约
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
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
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
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
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 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
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 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
约 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 6公里，距陈庄遗
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
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
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
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
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
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
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 5000年至 7000年，是黄河流
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
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
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
西南约 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 40万平方米。
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
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
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 1
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
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
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
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
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
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
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
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
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

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
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 117万平方米，是
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
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
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
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
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
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
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
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
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
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
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
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
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
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
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
“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
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
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
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
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
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
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
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
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
型城址，总面积达 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
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
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

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

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
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
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

“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
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
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
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
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
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
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
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
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
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
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
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
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
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 390年，于公元前
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
（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
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
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
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
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
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
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
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
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
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
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 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
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
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
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
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
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

昨天穿的鞋子不舒服，回家时又要乘坐一
个多小时的地铁，人多无座，全程站着。为了
分散脚疼的注意力，我便打开手机玩，这时看
到了一个杂志的读书问卷，邀请了几位“90后”
作家参与作答。

第一个问题是“谈谈你平时的阅读方式和
习惯”。几位作家回答的阅读方式大部分是电
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看着看着，不由得感慨
不已。触动我的，不是他们回答的问题本身，而
是他们大都提到了每天在阅读上花费的时间。

有位作家说他每天要求自己至少保持三个
小时的阅读，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读完后还
要写几句感想。有位作家说他每天会阅读四个
小时以上，除此之外，还会有大量碎读的时间。
还有位作家说他背包里总装着书，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得空，就翻开读几页，多年来，阅读早已
融入他的生活，像吃饭喝水一样，看似平常，又如
此必须。

手机页面往下拉，看到了这些“90后”作家
的简介，在文学创作上，目前每一位都收获颇
丰，有的出版了小说集，有的在文学刊物上发
表了很多小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世上的成功不会
偏爱哪一个人，也不会苛待哪一个人。如此年
轻，已在文学的王国里有了一席之地，羡慕他
们的光环之余，当知道他们在读书上花去的时
间和精力，就会明白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和日复
一日的长期坚持和付出是对等的。

我不禁自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读书呢？从
年岁上来说，我比这几位作家要大上一轮了，而
成绩却是望尘莫及。从勤奋上来说，我更加羞愧
和汗颜。我也曾大张旗鼓下决心多读书，买下过

电子阅读器，虽不至于沦为盖泡面的盖子，但也
早被丢在一旁，落满灰尘。家里也到处都堆着书
籍，看到心仪的就买回来，如此越堆越多，而真正
坐下来静下心拿起书读的时间却少之又少。

总是为自己找借口，书已经是自己的了，
又不会跑，有时间慢慢读。而什么时候有时间
呢？又开始为自己找借口，工作日通勤时间
长，回到家又困又累，没有精力去好好读一本
书。周末有大块的时间，又要给自己找借口，
要去公园看看风景，还要做家务，照顾家庭，琐
琐碎碎的事情太多了，更没有时间读书。

现在才明白，自己的碌碌无为是这样一个
又一个无可挑剔的借口连缀起的逃避梦想的
状态。而被逃避的梦想又会时不时地蹦出来，
这大概就是我时常不能快乐的缘由吧。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大意是，讲故事的能
力是有天赋的，而文字的表达和故事的架构却
是可以从阅读中得来。既然美好的梦想在心
海里澎湃激荡，一直无视，拿一个个借口去应
付，到底是对自己不负责。真正想做一件事，
时间从来不是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
但一个人努力了，才有望实现美好的梦想，而
倘若不努力，浑然度日，梦想连实现的机会都
不会有。

仔细想，每个人都会有每天必须要做的
事，但也有很多浪费时间的可有可无的事，斤
斤计较于一件小事、纠缠在琐碎烦恼里、唠叨
和气愤……如果花费这些时间在梦想上，人的
状态和心境一定是昂扬轻快的吧。

沉在对自己的反思里，坐过了两站，才反
应过来。坐过了站，可以到对面再坐回去，而
时间却不会给人返回去的机会。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读书

何
弘

尚
伟
民

著

人生讲义

《雪漠诗说老子》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书中，雪漠用一首哲理长诗创造性阐释《老
子》，用人人听得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哲理，使现代
人可以轻松读懂这部传世经典。

《老子》又名《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历代
帝王用它治国安邦，文士将相用它修身成事，2500
多年来，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哲学不仅作为一种思想
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展开，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也广泛地浸润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雪漠十九岁开始学习《老子》，“初不求甚解，只
是背诵。后来，边实证，边参悟，边看诸家注本，到
五十多岁的时候，觉得能感知到老子的文化脉搏
了”，才开始解读《老子》，而他的解读“强调传统经
典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让经典
智慧熏染生命成长”，也即“让文化成为生活方式，

自利利他完善人格”。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雪漠
曾与德文版《老子》译者、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话
《老子》。顾彬认为，历史上《老子》的传播有四个阶
段，即侧重于治理国家的帝王传播阶段、侧重于修
身养性的贵族传播阶段、侧重于考证注释的知识分
子传播阶段和侧重于生活妙用的百姓传播阶段，而
雪漠对《老子》的解读正是侧重于生活妙用的典范。

《雪漠诗说老子》照应《老子》八十一章，每一章
包括原文、意译、导读、诗说四个部分，结合作者自
身生命体悟，用文学的笔法和诗意的想象创造性阐
释老子思想和智慧，贯通古今，直击心灵，自由通
透，引人入胜。全书立足个人生命成长，旨在告诉
人们如何将经典学以致用，如何让经典智慧滋养个
人生命，以及如何使经典真正有益于当下的工作与
生活，堪称写给当代人学以致用的入门读本。

♣ 陈彦瑾

《雪漠诗说老子》：用老子智慧过诗意生活

荐书架

建设者（国画） 马国强

♣ 耿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