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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家杨朔曾经说过：“散文常常

能从生活的激流中抓取一个人物、一

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

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温跃渊这本

散文集所记述的那些人那些事，他的

所思所感，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侧影。

《故土难舍》一辑，把我带进了那

光滑滑的小街石板路，蜿蜒而清澈的

小河，以及那烟雨苍茫的“兴隆桥”。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所不同的是，

他的童年要比我苦难得多。他10岁失

怙，饥寒交迫，备尝生活的艰辛和无助

的痛楚。但是，他从不向命运低头，而

是自强不息，愈挫愈坚。你看，昏黄的

豆油灯下，一位少年蜷缩在稻草铺上，

饥肠辘辘，天寒彻骨，他用冻僵的手指

翻阅一页页书卷，彻夜苦读。这就是

跃渊。（《夜深的时候》）他把这种勤学

苦练的精神带到入城学徒，带到青年

和壮年，直至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年岁，依然如故，从而，成就了著作

盈尺的安徽文坛一位知名的作家。

《文坛扫描》和《履痕处处》中所描

摹的多姿多彩的百态人生，《合肥记

忆》中所留下的那些如诗如画的合肥

册页，《欧亚风情》中所摄下的色彩斑

斓的异域风情，无不留下时代的印记，

读来都饶有风趣。

这本散文集中很多篇章体现了跃

渊的一贯特色，那就是不加雕饰的自

然叙述，如山中的流泉汩汩涌出，顺流

而泻。写人，则随手牵出，同行同止，

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但那又不是事

无巨细，无所取舍，而是攫取最能表现

人物风貌、突兀人物神韵的去处，用力

着墨，读来既无距离感，而又摄人心魄

（如《李震叔叔》、《周志友的多面人

生》、《你好，何家庆》等）。写事，则没

有烦冗的背景交代、意义评说，而是单

刀直入，娓娓道来，其氛围、其意韵，完

全由当事人的神情举止、事情的跌宕

起伏予以表现，把读者的心绪牵入其

中（如《那一年，那一夜》、《一台打字

机》等）。我想借用李白的诗句“清水

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说明跃渊的这

一特色，也许并不为过。

记得鲁迅有一篇文章《一件小

事》，写的是一位车夫不小心撞倒一位

过路的贫妇，他不顾鲁迅的劝阻，自觉

地拉着贫妇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

鲁迅从中看到车夫的高大，并榨出自

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就写作

手法而言，这是透过细节、以小见大。

跃渊的散文集里也有很多这样的细

节，起到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三

妹》。作者的三妹在那生活艰难的岁

月里，靠卖冰棒维持生计。一天她走

进作者的车间兜售，他很大方地每人

赠送一支，大快朵颐，甚至还要追上去

再要。却看到三妹咕嘟咕嘟地饮着自

来水，一根冰棒也舍不得吃，内心大受

感动。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是几十年

后，那种珍视生活艰辛磨难的情景依

然萦绕脑际，净化着作者的灵魂。那

些折射着人物内质的细节，虽不能与

英雄壮举媲美，但却具有不一样的感

染力。

跃渊的一些散文，是理性概括和

感性铺陈的结合，显得有容量、有深

度。《风雨芜湖路》可谓一篇代表作。

从“灰州大道”、“革命大道”、“文化大

道”，直至“园林大道”、“景观大道”，形

象地刻画了一条城市道路的演进史，

同时，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它又代

表了合肥市乃至全中国的发展变化轨

迹。一种“大道”就是一个时代的烙

印。组成这个时代板块的，有各自特

殊的色调、特殊的风情、特殊的文化标

志，甚至特殊的政治功能。这些，在文

中都得到了具象的、感性的表达，使人

在领受了历史的大线条之后，又触摸

到了时代的脉动。具有同样意义的，

还有《十担米和十个亿》，是写合肥美

菱冰箱厂的沧桑之变的，代表了合肥

产业的变迁。这类文章具有“信史”的

性质，如果写得更集中、更凝练一点，

也许力度更大。当然也有另一种“也

许”。现在这种写法，处处可见作者的

身影，显得生动亲切，不加雕饰。这是

跃渊的风格使然。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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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以后》是一本有趣而使人不忍释手的作品，作者玛姬·欧法洛的文字充满张力，以引人入胜的方式书写那些戏剧性

的回忆故事。“在那段繁花似锦的爱情里，我们终究没想过会有花落的一天。花落的时候，你说，谁都可以没有谁。是的，谁

都可以没有谁；只是，没有了你的我，终究再也快乐不起来。”这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伊迪

丝的书》是一部特殊的记录二战历史

的书，是一部自传体性的传奇回忆的

真实记录。作者伊迪丝是一个荷兰籍

的犹太少女，和家人在海牙过着平静

幸福的生活，然而1940年德国纳粹的

入侵一瞬间击碎了荷兰人民安宁的生

活，谁也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

给犹太人带来了怎样的浩劫和灾难。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深入，犹太人

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们被钉上耻辱

的标志，随时会陷入不可预知的危险

中。伊迪丝的父母为了保护孩子，将

她与哥哥送到别处，幸运的伊迪丝带

着伪造的身份，被一个“正义的非犹太

家庭”收养，开始了她三年多的隐匿生

活。在隐匿的日子里，维系着这个犹

太家庭的是伊迪丝与她父母的通信，

这些信件诉说了战争的灾难和不幸，

也传递着智慧、爱与勇气的力量，支撑

他们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活下去。同千

千万万个不幸的犹太家庭一样，伊迪

丝的家庭在战争中毁灭了，祖母与母

亲被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后失踪，战争

结束后依然杳无音信；父亲因病孤独

地死在异地；哥哥朱尔斯在逃亡中被

捕，而伊迪丝与战争前逃往美国的大

哥幸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伊迪丝

整理了战争时与家人的通信和自己的

部分日记，根据她对战争的亲身回忆，

将书信日记和回忆相融合，以回忆为

线，书信为珠，写成了这本《伊迪丝的

书》。

战争、传奇、励志，《伊迪丝的书》

融合了多种扣人心弦的文学元素，它

一出版就受到了人们强烈的共鸣，被

誉为“《安妮日记》的姐妹篇”，迄今已

翻译成11种文字，被越来越多国家的

人民熟知。《安妮日记》的出版也正是

当时促使伊迪丝决心将自己的经历诉

诸于文字的动因之一，如果说《安妮日

记》证明了战争中有尊严的不幸者，那

么《伊迪丝的书》则见证了战争与灾难

中有尊严的幸存者。

与《安妮日记》相比，《伊迪丝的

书》更加冷静客观地反映了二战时期

犹太人的生存境遇，更为完整地再现

了那段历史，更具典型性。伊迪丝是

幸运的安妮，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她眼

见了整个惨痛的过程，特别是在隐匿

的三年时间里，对亲人的思念和担心、

对犹太人身份被识破的焦虑、对战争

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种种复杂的心

理促使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蜕变得成熟

深刻。但是她并未被灾难困境打垮，

而是尽力寻找世界上善良美丽的事

物，使自己重拾信心。

生活的每一天不可能时时明媚，

但不妨多采撷生活的阳光，收藏在心

灵的盒子里，当遇到困境与黑暗时，

将它取出点亮自己也温暖别人。《伊

迪丝的书》还原了一个真实残酷的战

争，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同时它传递

给我们的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在黑暗的日子里，我们让心灵充满爱

的回忆，鼓起重新站起的勇气和力

量。

收藏在盒子里的阳光
秦 雯

处于我们这个激荡

变化时代的中国人，只要

按这些简单的方法积蓄

理财就能“毫无悬念”地

成为“中国式百万千万富

翁”，就像人一定会进入

中老年一样，需要的只是

一点日常习惯和计算。

发财没有秘诀，发财也不

是靠盲目的奋斗，但发财

必定有窍门，如何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变穷忙为享

受，快速搭上时代的致富快车，就算月薪2000也能

身家百万的奥秘尽在《中国式百万富翁》！

《中国式百万富翁》

彼得·海斯勒，是《纽

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

书讲述了他驾车漫游中

国大陆的经历。《寻路中

国》是彼得·海斯勒的中

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

这本书有两条线索，它首

先叙述了由东海之滨沿

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

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

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

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

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寻路中国》

乐音响起，时光倒

流。记忆将瞬时汹涌，世

界还是世界，我们却不再

是我们……2010 年，即

将四十岁的马世芳献给

等待已久的读者第二本

书《昨日书》，这位台湾六

年即跨音乐、广播、文字

创作等文化领域的重要

代表人物，在第二本散文

集中收录他从2002年以来的文字四十余篇，并配置

三十余帧珍藏的流行音乐相关物件照，写音乐、写

回忆、写个人生命与时代的交响。

《昨日书》

本书是美国作家杜

鲁门·卡波特 23 岁时的

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

围绕着一名少年寻找自

我的历程展开各方面的

议论，对孤独、恐惧、爱

情、寻根、成长等主题进

行了探索。这是一部美

国南方哥特式小说，作者

将其思想用半隐秘的语

言流动式环环相扣地表达出来，显示了其对语言惊

人的驾驭能力，被誉为“20 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

石”。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