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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力》
站在高处，环视全局，整体把握全

局，来判断落脚点在哪里，或者判断应该

从哪里着手才能找到落脚点，这便是俯

瞰，或者说俯瞰力。但是，单纯俯瞰也没

有意义，虽然说俯瞰对制定战略来讲意

义重大，但制定好战略后，还是要回到山

脚，脚踏实地，从眼前的事做起。这才是

“断舍离”的思维方式。

本书作者山下英子从瑜伽的修行哲

学“断行、舍行、离行”中提炼出“断舍离”

的思维方式，并用于日常生活的“整理”，

逐渐建立起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自我探

查法”。本书便是山下英子所著的通俗

哲学读物。如果说，“断舍离”是教我们

运用“减法”哲学来处理自己与物品的关

系，“俯瞰力”则教我们进一步透过“加

法”哲学认知更深层的自我。

“俯瞰力”可以全面应用于各种人、

事、物上。阅读本书，从“断舍离”开始，

建立更深刻的洞察、更高远的视角、更

广阔的视野，成为具备决断力与行动力

的快乐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

有余殃。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传统、价值

观和道德规范，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

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好的

家风，犹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

本书不仅是一本优秀的现代人家庭

读物，也是广大家长、教师、孩子进行家

风学习、接受家风教育的首选参考书。

本书用深入浅出的写法，以家风故事的

形式，将复杂的家庭传统与现代社会联

系起来，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

按照入世的风范与格局、立世的智能与

根基、应世的标格与德法、理世的方向与

气度、就世的心态与讳忌五个部分，全面

阐述了作者对家风、家教、家规、家训的

思考，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家风家训

的传承，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真谛。

《中国人的家风》

田家之乐
——读田园生活姊妹篇有感

□楼红光

D 读书札记
《皮囊》是中国当代作家蔡崇达

创作的散文集，很好看。该书收集了

14篇独立的散文，整体读下来却像看

了一本小说。

该书以“我”——黑狗达的视角，

讲述了家乡小镇的时代变迁，以及在

时代浪潮冲击下，他的家人、同学、好

友、乡亲不同的命运走向。这本书出

名已久，获得了白岩松、韩寒、刘德华

等诸多名人的关注和点评。很多人

说在书中看到了苦难、信仰、残疾、死

亡，我看到的却是回不去的过去和无

处安放的梦想。

书中那个名叫东石的福建渔业

小镇，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发达的小

镇，以致黑狗达和他的小伙伴们最大

的梦想就是离开这里、到大城市，摆

脱父辈那样的生活。这一幕极其熟

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镇母亲

总是谆谆教诲孩子：要好好学习、考

上大学，奋斗到县里、市里，到杭州上

海北京，你们要出国⋯⋯

实现梦想不容易。老话说“虾有

虾路，鳖有鳖路”——香港阿小，父母

到香港承包工程发了家，哥哥已经办

好移民手续，接下来就办他的，这一

两年他先暂住小镇叔叔家。阿小代

表大城市，即将配享天堂生活，他是

开在云端的莲花。与香港阿小对应

的有个土生土长的小镇阿小，是开在

尘埃的狗尾巴花。香港阿小终于到

了香港，父亲患了鼻咽癌，哥哥卷钱

跑了，卖房治病无望的父亲惨烈自

杀，阿小租着房，做着防盗门安装小

工，混迹城市底层，迷茫着何处是

家。小镇阿小闹腾过后终究过上了

父辈的渔民生活，每天妻子儿子狗子

欢快地迎接他收工回家。与父亲不

同的是，他赶海骑上了摩托车。我

想，照着社会当下形势，他还将开上

汽车、抖音直播赶海。

小镇天才文展，有着兔唇缺陷

和异于众人的心智，心高气傲看不

上小镇里任何人和事，多年筹谋终

于成功投入外面世界的怀抱，却遭

到了超乎预期的挫折，连兔唇也成

为他跨不过的一道坎。外面的世界

看不上他。从踌躇满志出走到铩羽

而回，依旧是那小镇那些人，经过时

代洗礼，当初被他瞧不上的成了他

高攀不起的。没人笑话他，是他自认

为活成了笑话，爆发式地质问在北京

立足了的黑狗达：“凭什么是你？为

什么不是我？”

取名来自 HOPE 的厚朴，用力

地活着，脸上充满动人的光，恣意张

扬，意气风发，随时准备拥抱整个世

界。他组建乐队，参加各种社团，成

为校园红人。他的同学黑狗达则低

调、克制、务实，每迈一步都斟酌是

否于梦想有助益。厚朴纵马阅尽长

安花，张手却握不住一捧流沙，最后

自杀在母亲动用关系才安排进去教

书的一个小村庄的村校。黑狗达则

凭着脚踏实地终于如愿被北京杂志

社录用⋯⋯

厚朴的故事最让我唏嘘。厚朴

是黑狗达的另一面，也是许多人心底

深藏的那个“我”，率真任性但过于奢

侈，我们不得不时时按下“他”蠢蠢欲

动想冒出的头。黑狗达才是现实生

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梦想是卑微的执着。黑狗达没

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

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

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

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

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梦想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

的实践。黑狗达母亲一生的梦想是

修建房子。那房子，最初是父亲拍着

胸脯举债造起了一部分，给了妻子一

个家，然后父亲出走、回来，又造了一

部分，但是他中风病倒了，不仅花光

了积蓄，还拖累弱妻稚子窘迫到捡菜

叶过日子。

母亲执拗着一有积蓄就想继续

建房，哪怕她清楚房子很可能在半年

或者一年后被拆迁。父亲死了，黑狗

达把本打算在北京买房的钱给了母

亲造房子，门口奠基的石头上打着建

造者是父亲。房子是父亲未竟的事

业，是这个家展现给邻居看的尊严，

是母亲对父亲不离不弃的爱情。房

子会因着城市更新而拆迁，但黑狗达

的心永远有家可回。

人生是一场无法回头的苦旅。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

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

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

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作

者将书名定为《皮囊》，意思是：外

表 ，其 实 什 么 都 不 是 ，皮 囊 而 已 。

而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经由苦难

练就的骨头。

皮囊里面有骨头
——读散文集《皮囊》有感

□卢俊英

“田家好，田家好，竹篱茅舍清溪绕。

野花灿灿傍篱开，深林处处闻啼鸟。

布谷催耕农事忙，犁锄勤动随昏晓。

耘籽休灭裂，灌溉资池沼。

养就好嘉禾，芟除稂莠草。

力田当午且少停，绿荫树底清风扫。

卸笠呼朋恣笑谈，沽饮村醪沉醉倒。

兴醉高枕石头眠，醒来世事无侵扰。

君不见兴吴霸越总成空，不如夏

种秋收无价宝。”

这首《田家吟》收集于元末明初

的《青山倡和诗集》，青山即现在的西

溪 镇 青 山 口 村 。 元 至 正 二 十 五 年

（公元 1365 年），青山口村俞琼、俞琳

兄弟发起成立青山诗社。当时，著名

诗人李草阁的儿子李辕在永康魁山

岩下讲学授徒，俞氏兄弟俩聘请李辕

为弟子师。当年 4 月，俞氏兄弟邀请

李草阁来到青山口参加诗会。一时

间，文人雅士聚集于这个地虽偏远而

崇文重教的乡野山村，写诗唱和。至

正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期间各地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战乱频仍

的年代，俞氏兄弟能够举办诗会，在

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大奇事。俞氏兄

弟还将诗会的诗文结集成册，题名为

《青山倡和诗集》。

诗集所录诗词文笔优美，调清词

雅，多为描绘当地风土景物、超然世

外之作。这首《田家吟》写的就是桃

花源般的农家生活，诗人笔下再现了

幽美恬静的农家小院、紧张忙碌的田

家劳作、轻松惬意的树下小憩等场

景。最后一句则表达了反对争王争

霸的不义之战，期盼和平安宁生活的

思想，这反映了当时战乱频仍的社会

环境下人民的诉求。《桃花源记》中写

到桃花源人“先世避时乱”，同样寄寓

了反战求和平的思想，可以说《田家

吟》的主题思想与《桃花源记》是一脉

相承的。

无独有偶，时隔 500 年，清末民初

的永康舟山人楼选也写过一首《田家

乐》的诗：

“田家有乐无人知，麦萝绣屋竹编篱。

门外野花香扑鼻，日暖风清昼静时。

昨夜潇潇新雨足，父荷锄犁儿牵犊。

老妻准备饷春耕，煮得黄粱饭刚熟。

谷雨节过农事忙，平畴泥滑乍分秧。

少种早粳多种秫，瓮头贮满春醪香。

两麦丰收蚕又好，当家男女兴非少。

新丝上车价正高，留得茸棉衬儿袄。

夏畦水满稻垂芒，父老欣欣话夕阳。

谓须再添一篙雨，今年端的定丰穰。

岁丰人乐万事足，女年及笄男十六。

婚嫁有缘须早完，修葺新房偕花烛。

嘉事重重铺盛筵，伯叔甥舅来翩翩。

邻翁到此心愈兴，醺醺犹自寻猜拳。

此事杯盘正交错，礼节阔疏醉倾倒。

拟作长夜再留宾，终岁勤劳都忘却。

俎上有肉不须屠，樽中有酒无用沽。

儿来行觞妇劈脯，田家真乐无时无。”

楼选，清末任永康县立高等小学

校长，曾获得兴学奖一等嘉祥章。光

复后，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任永康

首届县议会会长。他学识渊博，重视

地方民生经济、教育及社会公益事

业。善文谙史且工诗，著作有《永康

乡土志》《爱晚香斋文存》《漱石山房

咏史截句》等传世。

楼选年轻时正值战乱，他避匿

山中专心读书做学问，“凡阅四载未

尝释卷”。四十岁后，他不再参加科

举考试，萧然林壑间，门下学生 200

余人。

这首《田家乐》细致生动地描绘

了乡间农民一年四季里春耕、夏种、

秋收、冬作的劳作场景，以及男女婚

嫁宴请嘉宾、逢年过节喜庆安乐的

农家生活。“田间真乐无时无”，诗中

除 了 对 恬 静 安 乐 的 田 园 生 活 的 赞

美，还体现出那种自足自适的旷逸

情怀。

《田 间 吟》与《田 家 乐》是 先 贤

描写田园生活的姊妹篇，为我们留

下 农 耕 时 代 那 恬 静 美 好 乡 村 生 活

的印记，弥足珍贵。这让我们真切

地 触 摸 到 那 根 植 于 永 康 大 地 绵 绵

不 息 的 文 脉 ，感 受 到 浓 郁 的 诗 风

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