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性江南的美学呈现

胡忠伟

近年来，黑陶的作品以
“井喷”之势火遍大江南北，他
的书写引起众多名家的注目。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极度文丛”中，黑陶的作品就
有六七种之多。从 《泥与焰：
南方笔记》到《漆蓝书简：被
遮蔽的江南》，从《中国册页》
到《夜晚灼烫：凝定的时间肖
像》，黑陶一路“狂飙突进”，
仿佛“一匹文学的黑马”，行进
在“文字的密林”里。他“华
夏星空图式的独异写作，烈焰
锻炼后凝固而又幻美的文字品
质”（刘烨园语），呈现着现代
汉语的美学“高格”，深深地吸
引着我的阅读目光。

《百千万亿册书》 是去年
12月出版的，距他上一本书的
出版仅仅半年时间，可见他书
写的狂热和内在生命能量的强
大。在本书后记中，黑陶深情
流露：“这些源自祖先、被我
敬惜使用的汉字，这些断片式
的似乎无穷的人类篇章，带着
我的体温，它们散漫、云游，
又渐渐汇拢、聚集。这个独特
的、由我创造形成的文字星
系，期待在幽暗、无限的宇宙
中，与你相遇。”我看到一个
汉语写作者的虔诚和热望。他
以自己独异的书写，为江南作

着最原始而又充满诗意的美的
表达。犹如汉语中的凡·高，

“黑陶式”强烈的语言和情
感，为我们绘就了从不熄灭的
南方故乡。

江南，这块神奇的土地，
美丽，富饶，“这块地域，像硕
大粗艳的琥珀，透过重体力劳
作和清贫世俗生活的外围，能
看见在它的内部，那晶莹的、
昼夜不歇的熊熊火焰。”(《南
方》)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黑
陶慢慢形成了属于他私人的南
方文学传统，越来越被这种传
统所影响、牵引。火焰和大
海，这两种独特的江南元素，滋
养了黑陶这位南方之子。评论家
刘烨园指出：“黑陶的散文，已
为南方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
域。”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江
南是阴柔的、母性的，但在黑陶
看来，江南呈现给他的，更多的
是一种父性。在《江南片断：旧
文和访谈》一文中，黑陶对此有
所阐释：“广义的江南，就是一
个巨大、父性的容器，任我在其
中行走和书写。这个父性的巨大
容器，像无尽矿藏，它饱含了无
尽的诗篇和书籍。古奥、深巨的
中国南方，是属于我个人的父性
容器，其中，蕴藏了百千万亿
册书。它就静静地等在那里，

等待着前来求索的每一个人，
你有多大生命能量，它就馈赠
给你多少。”

因此，黑陶倾注大量精
力，用古老的祖国文字书写着
江南故乡的丰茂与诗意。中国
南方，是黑陶的立足所在，是
他自己的一块地理意义上的个
人根据地。构成本书的所有篇
章，就植根、生长并蓊郁于黑
陶个人的认识和生活的南方。

这本 《百千万亿册书》 收
录了黑陶 2021 年春天所写的
100多篇散文，以五行“金木水火
土”为名，分为火书、土书、金书、
水书、木书五个部分，包含了客
观实录、主观幻想、地理、人物、
信函、引文、短小说、诗歌、电影
技巧、日记、民间传说、风水、呓
语、考证、梦、五行、历史、神话、
签卦、回忆录、访谈、对景写生、
旅行记、文献改编等多种内容和
体裁，是一个崭新的，文学与其
他学科、文学与自我生命、文学
与他者生命混杂呈现的散文空
间，构筑成了“黑陶式”的汉
语宇宙。

评论家刘烨园说过，“火候
到了，写张便条亦有韵”。透过
这本书中的每一篇目，我们都
能感受到黑陶的生命激情和汉
语创造的秘密。在 《南方星

空》一文里，黑陶对中国南方
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的星
空，进行了诗情画意般的文本
呈现，如他写上海的星空，“由
人类伟大的科技重塑。这是亿
万璀璨，似乎永远不会停熄的
幻感灯彩。它繁华而冰凉，热
烈而又冷漠。在冰凉、冷漠的
镜像中，上海星空泄露了它隐
藏的本质：人造式的虚假。”语
言的犀利，像一把锋利的手术
刀，直击大城市所隐潜的病
灶。在此文的最后，黑陶写
道：“浩瀚盛大的江南星空，照
耀黑夜，也照耀黑夜中，那
个，仍然醒着的我。”在后工业
时代，故乡的事物日渐干涸、
稀散，不唯外在的物质，就连
人的心灵疆域，也被时代的洪
流折腾得浮躁、疲惫不堪，但
是，肉身的滞重，仍阻止不了
人类想象的翅膀，阻止不了人
类思想触角的伸展，由微观达
到宏观，由微观地域的写作，
来呈现宏大宇宙，这就是黑陶
书写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所在。

“我狩猎的目标是整个看不见
的世界，而且我倾尽一生，在词
语里试图捕捉这个世界，用词语
击中它。”我们祝愿黑陶，在他的
文本书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与书为伴，勤耕心田
陈宝泉

——读黑陶《百千万亿册书》 夏
天
的
美
称

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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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巷 的 转 角 、
无名的小道，散落
在不同处的书店就
像 城 市 诗 篇 的 注
脚，用文字勾勒出
城市的风骨，也记
录 城 里 的 人 与 故
事 。 南 京 太 平 门
内，全国第一家以

“ 南 京 ”为 主 题 的
城市书店——文都
书店，于瞬息万变
的 世 界 中 留 下 一
抹属于南京的书香
墨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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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10位在我国
高铁、港口、传统手工业等
领域的杰出工匠，通过对
话形式，讲述他们如何把
个人理想融入时代需求、
国家发展需求当中。他们
当中有年近九旬的“院士
班组长”，也有“80后”桥吊
司 机 …… 在 他 们 的 故 事
中，能看到我国发展壮大
的缩影，也能感受到在时
代变迁中，普通劳动者应
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

《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代》（蒋
菡/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6月）

·
多 一 份 精 彩

人生识字读书始，一派书香
做知己。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
人们难免沉迷于网络，被手机绑
架，但也别忘了，除了网络，还有
书海，除了拿起手机，还可以捧
起书本，与书为伴，让我们的精
神世界更加丰盈。

与书为伴，读以求知，在于
砺心增智。求知是人对书本的
第一需求，也是读书的第一境
界。然而，读书不应只为丰厚知
识、增长见闻，更要注重砺心增

智。读书，要懂得取舍之法，勤
于追索好书。读好书，收获的不
仅是精神食粮，还有思想的种
子，心灵的淬炼，更能驱散迷茫、
对抗平庸，看到“更大的世界”。

与书为伴，读以深思，在于
洗心拔俗。读书之道，贵在深思
熟虑、独立思考，不思考无以得
精华，不思考无以得真谛。苏轼
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
深思子自知。读书之“思”是躬
身镜检，洗心拔俗，砥砺践行。

北宋著名易学家邵雍在《洗心
吟》中写道：“洗身去尘垢，洗心
去邪淫。尘垢用水洗，邪淫非能
淋。必欲去心垢，须弹无弦琴。”
时光浮躁，思读好书，犹如沐浴
甘霖，升华心境，涵养格局。

与书为伴，读以悟道，在于
修心懿德。读书，最大的好处是
让人精神自治，获得思想的力
量。书读得多了，身上会因饱读
诗书而自带书卷气，内心世界会
越来越丰盈。要善于从书中思

悟万物之道，耕心润德。读书的
过程，就是提升道德修养、厚实
内在魅力的过程。心有所向，行
有所达。读书未必能够让人成
就功名，却可让人浸润于“芝兰
之室”。读书是“读世”也是“读
人”，是领悟正道也是修身懿
德。读好书，犹遇“人师”，既悟
道、传道，又明道、信道，更授道、
践道。潜心求真理，诚心悟道
理，用心明事理，勤耕心田，明德
惟罄，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万木葱茏的夏季是生命大
绽放的时节，夏季也因此博得了
世人的青睐，从各种典籍中可以
看出，从古到今，人们不断赋予
夏天以美好的雅称，以表达对夏
天的热爱。

“昊天”。 汉代学者编纂的
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
雅·释天》中把一个四季分成了
四种“天”：“春为苍天，夏为昊
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昊”
意为广大无边。《诗·小雅·巷伯》
中有“投畀有昊”之句，《诗·小
雅·节南山》中也有“昊天不平”
的记载。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
训诂学家、风水学者郭璞注：“言
气皓旰，亦名‘中昊’、‘泰夏’。”
《史记·五帝本纪》中载：“乃命
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
辰，敬授民时。”“昊天”之谓，意
在指夏季万物生长之势：广大无
边，不可阻挡。

“朱明”。《尔雅·释天》又把夏称为“朱
明”。何谓“朱明”？东晋训诂学家郭璞注：

“气赤而光明”。尸子《卷上》中载：“春为
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汉
书·礼乐志》：“朱明盛长，旉与万物。”晋人
潘岳《射雉赋》中写道：“於时青阳告谢，朱
明肇授。”唐人刘禹锡所著《代谢端午赐物
表》也提到：“朱明仲月，端午佳辰。”清人
孙枝蔚还写有《惜夏》诗：“我饯朱明后，无
衣暗自伤。”《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中也提
过到朱明：“朱明时节樱桃熟，卷帘嫩笋初
成竹。”

“三夏”。古人称四月为孟夏，五月为
仲夏，六月为季夏，三个月合称为“三夏”。
古乐府《子夜四时歌·夏歌》中有：“情知三
夏热，今日偏独甚”句。清人李颙《夏日》
诗中写道：“炎光烁南溟，溽暑融三夏。”现
在国内很多地区依然有人称夏天为“三
夏”，如民谚曰：“三夏没有一秋忙”。

“九夏”。夏季三个月共90天，于是古
人又将夏天称为“九夏”。晋朝陶渊明《荣
木》诗序有“日月推迁，已复九夏”之句。
唐太宗李世民所写的《赋得夏首启节》中也
有“北闕三春晚，南荣九夏初”之句。元人
范椁《以琼扇一握奉政黄明府》诗中曰：“情

知已是秋风后，留作明年九夏
寒。”

“长夏”。用“长夏”（音：掌
下）来借指夏季，是形容夏季白昼
特别长。《素问·六节藏象论》王
冰次注云：“长夏者，六月也。土
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
云长夏也。”大诗人杜甫《江村》
诗中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
夏江村事事幽。”宋代诗人张耒
《夏日》诗中写道：“长夏江村风
日清，檐牙燕雀已生成。”

“朱夏”。《尔雅·释天》以“夏
为朱明”，后人由此引伸为“朱
夏”。三国曹植《槐赋》中云：“在
季春以初茂，践朱夏而乃繁。”晋
赋云：“应青春而敷蘖，逮朱夏而
诞英。”宋孔平仲《官松》诗云：

“中有清风发，能令朱夏寒。”唐
代诗人杜甫《三营民》诗中也写有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之
句。宋代诗人陈亚《惜竹》诗中

云：“出槛亦不翦，从教长旧丛。年年到朱
夏，叶叶是清风”

“炎节”。此谓源于《梁元帝纂要》：“夏
天曰昊天，风曰炎风，节曰炎节。”晋人李颙
《悲四时赋》中云：“悲炎节之赫羲，览祝融
之御辔。”唐代诗人钱起《送薛判官赵蜀》诗
曰：“单车动夙夜，越境正炎节。”

“长赢”。源自《尔雅·释天》称：“春为
发生，夏为长赢。”北齐刘昼《新论·履信》中
载：“夏之得炎。炎不信，则卉木不长；卉木
不长，则长嬴之德废。”《乐府诗集·隋五郊
歌·徵音》中记有“长嬴开序，炎上为德”之
句。明代归有光所著《史称安隗素行何如》
中也有“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盎焉，变而
为朱明长嬴之气。”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
《祭程大理于城西古寺而哭之》一诗中写
道：“家公肃肃公跌宕，斜街老屋长赢天。”

“槐序”。槐树于夏季开花，所以古人
又把夏季称为“槐序”。 槐序也是四月别
称：一月首阳，二月绀香，三月莺时，四月槐
序，五月鸣蜩，六月季夏，七月兰秋，八月南
宫，九月菊月，十月子春，十一月葭月，十二
月冰月。明杨慎《艺林伐山·槐序》中载：

“槐序，指夏日也。”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
中云：“夏曰槐序”。

世人对沉醉读书者，常有沉
醉书中世界，而对攘攘红尘茫然
不觉的印象。“蠹书虫”“书呆子”
这样带着戏谑意味的称呼，正是
由此而来。

又或者，世人并不会关心
“书呆子”通晓人情世故与否，只
是见他们常常不是尘世中春风
得意的渔利者，便自然而然给

“书呆子”扣上“不通人情世故”
的帽子。事实是否如此？

似乎如此。魏晋时代，文学
家、音乐家嵇康给昔日好友山涛
写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原因
竟是山涛举荐他给当时气焰日
盛的司马氏政权为官。而嵇康
洋洋洒洒列举自己“七不堪”“二
不可”，表达了自己对“机务缠其
心，世故烦其虑”的深深抵触。
为了不出仕司马氏，甚至不惜断
了与同列“竹林七贤”的昔日挚
友的交情。

嵇康素有狷介之名，《与山
巨源绝交书》似是他不识时务的
明证。可再以思绪摩挲这穿透
时空的文字，也不难读出，字里
行间的疏狂固是嵇康本性，却也
有他刻意挥洒表现的成分。结
合嵇康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处
境，不难看出他斩断旧谊、誓不

事司马氏，很大程度是出于避祸
的考虑。

除了天性桀骜，不宜为官，
嵇康一直是效忠曹魏政权的，也
是曹魏政权下的得益者。他在
曹魏有不用在官的闲职，甚至迎
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若要入仕
司马氏，一方面心中必定有一道
坎，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注定危
机四伏。故此，嵇康看似不识抬
举的绝交、拒官，实则因为对其
中利害关系洞若明镜。

嵇康最终确是死于司马氏
政权之手，令人叹一句文人看
透世情，却逃不过时代命运的
裹挟。临终一曲《广陵散》，奏
响一曲玉山倾颓的生命悲剧，
嵇康个体生命虽逝，绕梁不息
的，是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永
恒向往。

时间向前行进约两百载，恰
逢中国历史上又一乱世——南
北朝。出身微寒却六岁能诗的

南朝人江淹素有才名，作《恨赋》
《别赋》，惊艳文坛。《恨赋》云：
“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
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
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
恨而吞声。”《别赋》云：“黯然销
魂者，唯别而已矣。”都是传诵千
古的佳句。可“江郎才尽”的故
事也流传颇广，钟嵘《诗品》、李
延寿《南史》中皆记载此类带有
神异色彩的传说。

据《诗品》，江淹从宣城太守
的位上卸任，住在冶亭，梦见一
位自称郭璞的美丈夫，对他说：

“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
还。”江淹于是从怀中取出五色
笔还给对方。梦醒后遂不复有
文才，“江郎才尽”。郭璞是晋时
著名文人和学者，游仙诗的开创
者之一。

梦境本为虚幻，即使江淹当
真梦见郭璞向自己索还五色笔，
这个梦境流传得如此之广，以至
载入史籍，也显得匪夷所思。江

淹晚年历经南朝的齐、梁，官居
高位，受封伯爵，安享富贵，于舞
文弄墨之事确实再不复当年。
然而后人读史，亦不乏读出其中
幽微者——江淹之“才尽”，与嵇
康决绝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
样，亦是避祸的手段。

南朝齐梁间政治斗争异常
激烈，著名的文人王融、谢朓都
死于政治斗争。更何况，江淹的
人生末端之时在位的梁武帝萧
衍，亦是文采斐然之辈，为帝王
前，曾经与王融、谢朓这些“文学
之士”并列“竟陵八友”。但萧衍
素爱猜忌。江淹身为文人，自然
了解“文人相轻”之习，更何况这
文人是帝王，如何敢不将自己的
文才意气深深掩藏？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最终好歹比嵇康幸
运，得以善终。郭璞索回五色
笔，江郎最终才尽的梦境，甚至
有理由相信是江淹自己有意散
播开来的。

嵇康的不识抬举，江淹的词
穷才尽，乍一看，好似都是书呆
子呆得让人发笑。稍一寻思，却
是早已了然于世故，又无法随波
逐流，从而选择的策略。这样的

“书呆子”甚至比常人机智，但泰
然与否，则要看世道与机缘。

也说“书呆子”
吴一帆

受访者：包起帆
采访者：蒋菡
采访时间：2021年6月9日

蒋：一提起您，很多人会想起“抓斗
大王”的称号，也有人评价您是“创新先
锋”，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您说过的一
句话——“我就是一个有出息的工
人”。这算是您的“自我定位”吗？

包：是啊。我一直说，我是改革开
放年代里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
国工人的一个缩影。我先后历经了工
人、技革员、车间副主任、工艺科长、技
术副经理、经理、副局长、副总裁、政府
参事等众多岗位，不管后来具体岗位怎
么变化，我的底色没有改变。我的做
派、我的很多想法、我大大咧咧的样子，
都还是工人的样子。人家说我不像个
干部，我说确实是不像。我一直认为，
我自己跟看门的、做饭的、扫地的，没有
任何区别。我是从工人成长起来的一
个劳模、一个典型，但最本质的，我还是
一个工人。

蒋：您17岁在码头当装卸工的时
候，是个怎样的工人？

包：比较认真，比较努力。我总是
尽力把工作做到更好，但我不是做得最
好的。包括后来做很多事情，如果用平
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就会知道，自己
只不过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一点工
作，不能因为自己被评为“上海工匠”或
是全国劳模，就认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
人，比我聪明、能干的人多了去了。我只
是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上海
港发展的好时机，所以才能够走到今天。

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无论起点
在哪儿，首先自己要认真，要努力。

包：只有热爱目前的岗位，才可能
有更好的岗位来找你。有些年轻人这
山望着那山高，是不会成功的。把自己
本职工作做好了，同事、领导才会逐步
认识你、发现你，你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我就是这么一步一个台阶成长

起来的。
我一直讲，我特别感谢工会，因为

是工会首先发现了我。在我的各个成
长阶段，包括在我很困难的时候，工会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1981年，在我还是
一个工人的时候，上海市总工会推举我
成为“上海市劳动模范”，那年我30岁，
是个机修工。

蒋：认真和努力会被看到、被认
可。就这么一步一个台阶地，您攀上了
一座很高的山峰。

包：改革开放造就了我。当然我有
了荣誉，有了收获，但也有辛酸。那些
当初和我一起干活儿的同事，他们也有
他们的收获和辛酸。人跟人不能比。

蒋：您的辛酸是什么？
包：我走过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许多创新一开始不被人理解，冷言冷语
在所难免，所以有一句话是“你的荣耀
有多大，你的酸苦就有多少”。把不顺
当的事情、辛酸的事情埋在自己心里，
去多想想自己还能够为国家、为企业做
些什么，这要比你还沉浸在过去无法解
脱有价值得多。有本事你可以再搞创
新，用新的业绩来证明自己，而不要在
老的地方继续纠缠着。

蒋：对于荣誉您也是这样的态度？
包：是的，只有在自己内心对取得

的荣誉清零，才能不断前行。我现在70
岁了，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跟年轻人一起
创新，去年又拿了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

我吃过这个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
真的苦，所以以后工作中再遇到苦，跟
装卸工比起来都不算苦。
（选自《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代》）

对荣誉清零 才能不断前行

书 影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