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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街巷故事》，凡例八篇七十九个章节近三十
万言，通过从容而又真诚地讲述长达二千年建城史的
合肥街巷的变迁，全面而又立体地为读者展示了地处
江淮之间，连接皖水徽山的这座城市的气性、味道与
合肥人的情怀胸襟，这是《合肥街巷故事》给我的第一
感受。

考古成果证明，城市是文明时代人类文化的集聚
中心，城市的发展自然也保存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印
痕，传承着城市文化的基因，保留着人类文明发展的
脉络。因此，想了解一座城市在历史中的幽微变化，
免不了要部分依赖记忆。

《合肥街巷故事》是一部回忆老合肥街巷风物的
专题之作，重点围绕老合肥的一街一巷，一坊一里，探
微见著，由事入情，记录了上千年老合肥的市井风
情。尤其珍贵的是在深入调研，沟沉史料的基础上，
以一种清新温婉的散文笔调去解构城市文化历史的
沉重，将寻常街景与巷陌的琐碎上升为城市文化的连
接，以文本的形式达成对合肥地域文化的重建。无论
是老辈人读，年轻人读，相信都会各自触摸到不一样

的合肥。
作者李云胜，六安州籍人士，客居庐州十余载，以

琢磨文字、捉笔报章为生，凡文徵史稽、故知旧闻、史
料考证、民俗掌故，无有不涉。加之好学近知，笔辍不
止，交游近仁，殷殷左右，初心拿捏运道人脉几而合
一，故而渐有气象，格局有成。

《合肥街巷故事》用最合肥式的讲述，成为岁末年
初这个冬天里最温暖的情愫。云胜君不坠其志，不辞
其苦，长年耕耘合肥文史，足见其是有志向有情怀的

“真人君子”。
“数字民谣”篇应该是合肥老百姓最可心，最上口

的民间脚本，从城市性格、城市精神的层面来理解民
谣乡俚，民俗与文化、俗与雅就成为一柄折扇的两面，
翻手可以云，覆手可以雨。“一人巷”、“二郎庙”、“三孝
口”、“四牌楼”、“五星寺”、“六谷祠”、“七桂塘”、“八腊
祠”、“九狮桥”、“十字街”，当再一次重复这些耳熟能
详、脍炙人口的经典地名时，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文
化的力量就是如此。

读书人自然喜欢言学之事，“学堂物语”窃以

为是《合肥街巷故事》中最精彩的华章部分，“风雨
大书院”、“百年小书院”、“县考之地合肥县学”

“从庐州府学到合肥四中”“合肥有座‘裤子大’”
等，凡十三章节，皆言合肥学治诸事，尽管大小书
院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灰飞烟灭”，空留遗踪，其
余学治也历经散乱、碾转、变迁、整合。像“以辛亥
合肥三上将命名的小学堂”中硕果仅存的“育新小
学”、“小南门上的‘洋学堂’”、“从万慈小学到合
肥八中”等，直到解放后的“安医大文化广场上的
记忆”、“合肥有座‘裤子大’”、“卅年风雨忆联大”
等，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时事如何变迁，我们都依
稀可以从当年大书院那幅名动天下的“率五属，
无、舒、庐、巢、合；进一位，公、侯、伯、子、男”楹联
中找到溯源而下的古庐州文化功业中那一脉承续
不断的文脉氤氲，这才是合肥最核心、最具备竞争
力的城市品格。

《合肥街巷故事》可以这样读，也可以那样读，
相信每一个阅读者都可以从书中找到不一样的阅
读体验。

有一个人，他的早晨是不单调的，因为他能
看到日出时的霞光万丈、七色斑斓；有一个人，
他的早晨是不寂寞的，因为他的笔下晨语禅悦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分享。当我拿到《晨语——
让心亮起来》这本书时，我心明亮，终于找到了
答案，这就是向着太阳行走的行者林清平。

杲杲日出，与晨有约。我看到他，＂面向东
方，凝神静气，御风而行，一万年的等候，一瞬间
的穿越，只为这一百年的人生。＂旭日己经启
程，朝霞正在涌动，在这全新的早晨，带着我们
的上善和爱，带着我们的希望和梦，带着我们的
敬畏和悲悯，开始我们新的征程。每一个日出，
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都是一个全新的感受。
让人意识到，每一天，看到日出，真好！

不改初心，方得如终。这个初心就是对日
出的希望。“早晨是岁月的初心，初心在，岁月怎
么会老？我每次早起，都是对自己初心的一次
回归，不忘初心的人，又怎么会老呢？以朝霞为
伴，跟旭日行走，每天都是初生。”这种对日出的
初心随时可见，“每一个天亮，我都会重温一次
初心，擦拭一下远年的纯真。”每一个天亮，都能
感受到作者的初心，真美！

清平致福，一世安详。每一天，都是生命的
新生；每一天，都有巨大的福报。他把自己的感
动，注入到毎天的祝福。“我爱早晨，问候旭日，
与自然相亲，为生命第一要事。早起，问候朋
友，与朋友相悦，乃人生第一快乐；早起，问候心
灵，与心灵相谐，是生活第一幸福”。道法自然，
人需为儒，无我为佛，生活中的滴滴感悟，无一
不在一念之间。一念是觉，一念是禅，一念是安
详，真悟！

一百个人的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千
个早晨，有一千旭日东升。这个每天向着太阳
行走的人，把毎天感受记录下来，已经两千多个
日出，两千多篇感悟，我敬佩他的毅志，也羡慕
他的智慧，更欣赏他的文釆。清平跟我说，他的
文字是蹦出来的，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常
常反问这是他自己写的吗？行文至此，我的脑
海里也蹦出一个人——夸父。或许有人认为我
夸大其辞，但这是我真实的念头闪过，一个向着
太阳行走的人，一个用笔写满正能量的人，一个
从日出中评出生活真谛的人，最起码他是具有
夸父追日精神的人，我认同他连同这本书。

认同这本书，文虽短小，但不乏精品；语亦
不长，但不乏精练；语言优美，华丽中不失哲理；
见解独特，禅意中不乏飘逸。春之花语，夏之浪
漫，秋之沉静，冬之旷远，大道之行，春夏秋冬，
五章五节，各自成篇，又珠联璧合，相融相通。

借四季晨风，话人间百态，看旭日东升，悟人生
之道，在行如流水的文字中感受到生命的起伏
磅礴，这正是文字的魅力所在！

认同这个人，是这个人够交。每次准备出
书，征询我的意见，每次新书面世，第一本必定
送我，并恭恭敬敬地批上“xx大家雅正”，这让我
诚惶诚恐。我们是故交，他知道我的为人实诚、
不假，我也了解他是性情中人，低调、儒雅、谦
逊、不卑，也算志趣相近、臭味相投吧。认同这
个人，还有就是这个人，给我们带来正能量，带来
好心情，带来大智慧，一个从泥土中走出来的行
者，一个向着太阳不止步的行者，把知天命的五
十年生活感悟，凝聚在笔端，寄托在文中，歌颂朝
阳，歌颂美好，歌颂生活。这样一个本身充满正
能量的人，怎么可能不“粉丝”无限“铁杆”多多
呢？据我所知，世界名人范光陵是，世界名模谢
东娜是，世界名企永和豆浆总裁林炳生是，我也
是，但我不是名人。

前两天看一个微信，发现鲁迅先生的一段
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
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
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
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我借这段
话，是想说无论是做人、写文，但凡要有这种境
界，我看清平有。一本书，哪怕有一句话，一个
词让人记得住，让人有启发，就值得读。我读

《晨语》，满心欢喜，不忍“猝”读，期待日出！

向着太阳行走
一一读林清平新作《晨语一一让心亮起来》有感 □金泽吾

回忆老合肥街巷风物的专题之作 □钟鸣

“职人”一词来自日本，专指“传承守护着代代相

传的传统技艺，并通过双手制造出良品”的生产者。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信息传播发达的年代里，

依然坚守着职人传统，只做符合自己标准的良品

——这样的职人在台湾仍可见其踪迹。

本书作者，两位对传统手工艺神往已久的90后

设计系台湾女孩，毕业后没有忙就业，而是在老师鼓

励下花一年时间寻访隐藏在台湾各地的老手艺人。

选取 52 种代表性行业，52 位老字号传承人，以民国

旧报纸+手绘的新形式，记录下正在凋零的传统手工

艺之美。

1492 年 哥 伦 布

“发现美洲新大陆”，

巨量金银被开采、掠

夺并贩运回西欧，获

利最多的资产阶级

得以壮大 到 与 世 袭

贵族阶层分庭抗礼

并跃升为统治集团

的 组 成 部 分 ，从 而

为打破制度的均衡

状态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作者从经济

学的角度重新挖掘

了西方兴起的历史

起源。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张宇燕 高程；中信出版社

《职人志》
(黄靖懿,严芷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荐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