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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许多环境的描写与人物
的性格情志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境
界，实现了动态的全方位契合与交流。别的
且不说，作者写竹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例。竹
的外形和神韵，无一不与林黛玉的性格特征
相交融、叠印。真可谓“竿竿翠竹映潇湘”，
竹成为了林黛玉绝妙的象征。瞧，翠竹“竿
竿青欲滴”，它修长，苗条，随风摇动，多像林
黛玉纤巧婀娜的身姿和弱柳扶风的步态；竹
不与群芳为伍，永远青秀质朴，与林黛玉不
事浓妆艳抹及清高孤傲的性格多么契合；竹
秋斗风霜，冬傲冰雪的不居风貌，与黛玉的
叛逆性格又多么投合。“斑竹一枝千滴泪”，
竹不仅映衬了号称“潇湘妃子”的林黛玉的
身份，也隐喻了她的忠贞爱情与悲剧命运。

大观园刚建成，作者便着意描写了潇
湘馆的“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
竹遮映”。在写到宝玉与黛玉商量搬进大
观园中居住哪一处好时，黛玉笑道：“我心
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
道曲栏，比别处幽静。”作者通过黛玉之口，
说出她是爱竹的。第三十七回写到探春给
林黛玉取雅号时说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
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
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姐夫，那

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做
‘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完，都拍手叫
妙。林黛玉低了头，也不言语。既然没有
表示反对，说明此雅号正中黛玉下怀。林
黛玉凭借他诗人的气质和敏感，自觉与竹
的精神气质相通。这种相通，契合是动态
的，全方位的，与林黛玉的性格发展遥相对
应。当宝黛共读《西厢记》，心扉被张君瑞
与崔莺莺的爱情冲击，心中充满甜蜜和喜
悦。这时，潇湘馆千百竿翠竹也是“凤尾森
森，龙吟细细”。方伯谟《斑竹》诗中有“凤
尾森森半已舒”之句，以“凤尾森森”喻竹林
像凤尾一样修美茂盛。龙吟，常用来形容
萧笛之类管乐器的声音，这里以“龙吟细
细”喻风吹竹林发出的动听的声响。凤尾
一样美丽的外形，林般浓郁的翠色，配上龙
吟般悦耳的乐声，从外形、色彩、声音三方
面展示了竹最美的形象。竹声细细地吟
咏，象征着林黛玉心泉在欢歌。

而当宝玉大承笞挞，黛玉为之痛彻心
肺，又不敢与众人一起去看宝玉，只好“独
立在花荫之下”，遥望怡红院。这时室外是

“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竹影映入纱来，满
室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这“参差”的竹
影，“阴阴翠润”的竹影，令“几簟生凉”的竹

影，就像笼罩在黛玉心中的重重阴影，透出
一股沁人心肺的悲凉。情节发展到四十五
回，在“秋霖脉脉”，“且阴的沉黑”的黄昏，
黛玉病卧在床，听那雨滴竹梢之声，更觉凄
凉。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
写下《秋窗风雨夕》词：“罗衾不奈秋风力，
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
似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
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
湿。”窗外之竹受秋风秋雨吹打，窗内主人
受封建礼教的摧残，“连宵脉脉复飕飕”。
雨滴竹梢，似黛玉心在哭泣。潇湘馆的环
境与湘妃的心境无不透出令人窒息的悲凉
气氛，暗示着黛玉生命的秋天已经到来，悲
剧的命运正在等待着她。

即此一例，足见曹雪芹在环境描写上造
诣之深。他使环境与人物“异质同构”，天人
合一，心物交融，已达化境。不仅充分展示
人物丰富的内心境界，也使人物的品格和情
操具象化、立体化。以至只要有人提到《红
楼梦》中大观园之竹，读者便会很自然地想
到潇湘馆，同时想到被称为“潇湘妃子”的林
黛玉。可以这样说，竹与林黛玉已一起深深
植根在世世代代读者的心里，相互契合，再
也不能将它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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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竿翠竹映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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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潇湘馆的环境描写

在迷雾中寻找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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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智慧的医学瑰宝
陆 键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浩瀚长河中，《黄帝内
经》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照亮了后
世医学发展的道路。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
经典著作，不仅凝聚了古人对生命奥秘的深刻
洞察，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养生智慧。
读完《黄帝内经》，我深切感受到它的博大精
深，对中医文化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和全面。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
共162篇，内容涵盖医学理论、病理诊断、预防
保健、养生康复等多个领域。它不仅是一部医
学巨著，更是一部探讨生命、自然与宇宙关系
的哲学经典。书中提出的阴阳五行学说、脏腑
经络理论以及病因病机分析等，至今仍是中医
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

现代社会，空气污染、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使许
多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进而引发冠心病、
高血压、糖尿病等“现代疾病”。这些疾病的年
轻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养生逐渐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

在阅读过程中，最令我震撼的是《黄帝内
经》对人体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阐述。书中
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与天地自然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四季的变迁、日月的运行、
气候的冷暖等自然现象，都会对人体产生影
响。因此，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主张顺应自
然规律，调节自身的阴阳平衡，以达到健康长
寿的目的。这一观点与现代医学中的“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
中医的超前智慧和深远影响。

此外，《黄帝内经》在养生防病方面也提出
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它强调“治未病”，即在疾
病发生之前进行预防，通过调节饮食、起居、情
志等方面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素问·
上古天真论》中提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
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意思
是，对外要适应自然环境，避免六淫（风、寒、
暑、湿、燥、火）之邪的侵袭；对内则要调养精神
意志，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这充分体现了
《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和“形神合一”的核心
理念，也就是整体观。

书中提出的“阴阳”与“五行”学说，为我们
理解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阴阳平衡被视为健康的基础，而五行学说
则阐释了不同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系
统化的思维方式，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许多中医理论都强调
通过调节阴阳平衡，达到预防疾病和促进康复
的目的，这一点与现代医学关注的核心理念高
度契合。

此外，《黄帝内经》中的“食疗”观念也让我
深受启发。书中详细描述了食物对健康的影
响，尤其是在养生和治疗中的重要性。这一点
在当前人们回归自然、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潮
流中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生活在潮湿环境中
的人群适量多吃辛辣食物，有助于驱除寒湿；
而辛辣食物却不适合生活在干燥环境中的人
群，这正是地方特色饮食形成的原因之一。另
外，一年四季的饮食也应与当时的气候条件相
适应：冬季常吃红烧羊肉、肥牛火锅、涮羊肉
等，有助于增强机体御寒能力；夏季常饮用乌
梅汤、绿豆汤等，则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
这些都是“天人相应”在饮食养生中的具体体
现。因此，将《黄帝内经》的饮食智慧融入日常
生活，对现代人而言，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健康
之路。

《黄帝内经》告诉我们，无论年少还是年
老，都应注重养护身体、保养心灵。动则养形，
静则养神，顺应自然规律，真正做到人与自然
相统一，形与神相统一。唯有如此，才能实现
身心的和谐与健康。

博览群书博览群书

《黄帝内经》
中国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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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马歇尔·卢森堡博士
发现了一种沟通方式，依照它来谈
话和聆听，能使人们情意相通，和
谐相处，这就是“非暴力沟通”。

做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也
许我们从来没有把谈话和“暴力”
扯上关系。不过如果稍微留意一
下现实生活中的谈话方式，并且用
心体会各种谈话方式给我们的不
同感受，我们一定会发现，有些话
确实伤人！言语上的指责、嘲讽、
否定、说教以及任意打断、拒不回

应、随意出口的评价和结论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创
伤甚至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痛苦。这些无心或有意的语
言暴力让人与人变得冷漠、隔膜、敌视。

《非暴力沟通》
[美] 马歇尔·卢森堡 著

刘 轶 译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他们眼里，我是离
经叛道的诗人，是神秘莫测的文化
偶像，是超脱凡俗的古典缪斯，是
万众追捧的神谕女士。

但在我的内心，我永远是懦弱
顺从的主妇，是逃避现实的骗子，
是制造幻象的小丑，是众人嫌恶的
超重女孩。

我是琼·福斯特，更是千千万
万的女人。

这是我的故事，也是所有女人
曾经、正在、即将经历的一切。

《神谕女士》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谢佳真 译
文汇出版社

内容简介:弗朗茜是生长在纽约
布鲁克林的小女孩，生活与命运像
落在水泥地上的种子那样没有出
路。面对阶层桎梏、家庭困厄和学
校歧视，弗朗茜仍然持守爱和尊严，
在工作之余坚持阅读、自我学习，最
终考入大学，她不仅成长为更完善
的人，还舒展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本半自传小说记下寻常细
密的日常生活，展现在剧变的时代
中依然执拗于自我成长的个体。
阅读弗朗茜的故事，每个人都能照

见自己，重拾向上生长的勇气与希望。

《布鲁克林有棵树》
[美]贝蒂·史密斯 著

任爱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余华在 2025年推出的新作《世界上的迷路
者》，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不是单纯的散文
集，而是一部凝结了四十年创作生涯的精神自
白。这部作品以“迷路者”为隐喻，通过四十余篇
创作手记、阅读札记与人生独白，构建了一个关
于文学、生命与时代的深刻对话场域。在这本书
中，余华褪去“冷峻叙事者”的标签，以近乎赤裸
的坦诚，向读者展示了一位作家如何在困惑与挣
扎中完成自我重构，并且如何以文学为灯，为当
代人的精神困境点燃一盏微光。

《世界上的迷路者》的第一辑“在时间的影子
里”，以近乎考古学的方式挖掘了余华经典作品
的创作秘密。例如，《活着》最初的第三人称叙事
曾让余华陷入困境，直到他在美国民歌《老黑奴》

中捕捉到“平静接受苦难”的精神实质，才将
视角切换为福贵的第一人称独白。而《许三
观卖血记》的灵感竟源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一
位痛哭的老人——余华将这一瞬间的震撼转
化为小说结尾的经典场景：年老的许三观因
无法再通过卖血维持生活而崩溃，在街头号
啕大哭的场景成为对生存困境的终极叩问。

书中还揭示了余华创作观的蜕变轨迹。
早期以“迷恋暴力”著称的他，坦言自己曾试
图通过极端叙事解构现实，但最终发现“文学
的意义在于展示高尚，而非发泄”。这种转变
在《兄弟》的创作日记中尤为明显：他提出“正
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反对盲目追随社会

主流路径，强调个体经验的独特性才是对抗命运
标准化的武器。这种“窄门哲学”不仅贯穿了他
的创作，也成为书中反复探讨的生命主题。

在第二辑“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
真实”中，余华以武茳虹的《儿子》为例，展开了
一场关于文学真实性的思辨。他认为“凭空捏造
事实的本领”并不是谎言，而是通过真实的细节
使虚构超越现实，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真实。这
种观点在《活着》中具象化为福贵的叙事策略：当
旁人视其一生为悲剧时，福贵却在第一人称讲述
中重构出“幸福”的感知，这种主观真实恰是文学
对现实的超越性表达。

余华进一步批判了“刻意书写苦难”的创作
倾向。他犀利地指出，某些作品因过度追求戏剧

性而“歪曲生活”，而真正伟大的文学应呈现“痛
与美的融合”。例如，《许三观卖血记》中，卖血
这一残酷行为被赋予了民歌般的节奏感，苦难在
重复叙事中升华为生命韧性的赞歌。这种将黄
连与茉莉共同发酵成陈酿的写作智慧，正是余华
对文学伦理的深刻践行。

面对现代社会的“选择瘫痪”与成功学绑
架，余华在第三辑“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中
给出了温柔而有力的回应。他借福贵之口道
出：“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解构了社
会对“成功路径”的标准化想象。书中以“菜市
场哲学”为喻，将人生比作一场需要不断讨价还
价的交易：年轻人纠结于“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归
小镇”，实则是对预设生活范式的焦虑；而真正
的智慧在于接纳迷茫，因为“经历比回忆更鲜明
有力”。

这种哲学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共
鸣。余华坦言，自己年轻时也曾幻想成为童话
作家，正是这种看似“错误”的选择催生了《活
着》的创作冲动。他鼓励读者将迷茫视为探索
的起点，因为“未来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
有当这些经历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才转化为
幽默和甜蜜”。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拥抱，与心理
学中的“迷宫老鼠实验”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当出口消失，探索本身即成为意义。

余华在书中反复强调“文学阅读能将单数
人生变为复数”。通过剖析卡夫卡的变形与福

克纳的南方叙事，他揭示了经典作品的永恒价
值——它们不是提供答案的教科书，而是让读
者在他人命运中反观自身的镜子。例如，《第七
天》选择“死后七日”的设定，并非追求猎奇，而
是为了剥离社会身份，直击人性本质。

这种文学观最终指向一种生命诗学：当我
们承认迷途的普遍性时，恰恰是自我觉醒的开
始。书中收录的“冷门书单”，从摄影集到海外
汉学著作，展现了余华作为读者的饥渴与谦
卑。他坦言，写作常如人生般迷茫，而经典阅
读提供的不是路线图，而是“海底的激流”，推
动创作者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世界上的迷路者》既是一部作家的精神
史，也是一份献给焦虑时代的生存指南。余华
以酿酒比喻人生：时间将苦难与温情共同发
酵，最终酿出醇厚的生命之味。书中那些“在
路上”的迷途者——无论是街头痛哭的老人，
还是在窄门前徘徊的写作者——都在诠释同
一个真理：生命的光辉不在于预设的终点，而
在于探索的途中。

在这个信息爆炸却意义匮乏的时代，余华
用这本书完成了双重救赎：它既是对自己创作
生涯的总结，也是对读者心灵的抚慰。正如他
在书中所言“不要害怕迷路，路上有一切生辉
的事物等你发现”。或许，当我们学会与迷茫
共生时，便能如福贵般在讲述中重构幸福，在
不确定的河流中触摸到生命的真实温度。

——评余华《世界上的迷路者》

《世界上的迷路者》
余 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芳草亭芳草亭

四月的大地洋溢着勃勃生机，正是阅读的好时光。
在这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季节里，“个人成长”类书籍成为
了平湖市图书馆借阅者的热门之选。

为此，本期好书推荐为读者朋友们精心挑选了一系
列能够助力自我提升与内心成长的珍贵读物。无论你
渴望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深入探索，还是寻求心理调节
的智慧，亦或是艺术修养的提升，这里的书都能给你提
供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花香四溢的四月，伴随着轻柔的
风声与书页翻动的旋律，共同踏上这场自我升华的奇妙
之旅。

在阅读中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