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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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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吃茶看花》：

无意于佳乃佳尔
■ 罗俊霞

《不如吃茶看花》
作者：周华诚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时间：2023年11月

本书以中文打字机
为视角，追溯了中文与现
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历
史，通过讲述中文打字机
的发明史，展示了中文使
用者在近一个世纪中对
汉字处理技术的早期探
索。书中讲述了人们在
中文打字机发明过程中
进行的各种尝试、经历种
种失败或成功的故事，还
原了中文寻求生存、适应
且影响科技变革的历史，
并由此反映了中文如何
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
入全球化信息时代，如何
重新显现其独特而强大
的生命力。

“天下虽干戈，吾心仍
礼乐”。本书是马一浮先生
在抗日战争期间应浙江大
学竺可桢校长之邀，随浙江
大学辗转于江西泰和、广西
宜山期间为浙江大学师生
开设“国学讲座”之讲义。
马一浮先生从天地溯源讲
起，他虽年过半百但仍头脑
清晰、目光炯炯地为同学们
讲述中国灿烂、辉煌的文
化，并希望同学们在这苦难
的日子里不受环境的影响，
不断磨炼自己，建立完善的
人格。时光流转，数十年
后，当我们再度阅读这些文
字，也应当忆起，在那战火
纷飞的岁月里，有这样一群
人，为了种族不灭，在奋力
地传播中国文化、延续民族
之魂。

绘本《一块月球碎片的
记忆》从阿姆斯特朗的回忆
切入，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
时候就对天空、飞翔无比向
往，夜晚透过窗子看到皎洁
的月亮时，他开始想象它所
经历的一切，想象月壳在冷
却、破裂后诞生了“咕咕”，
阿姆斯特朗通过“咕咕”的

“眼睛”和自白讲述 40 亿年
里宇宙发生的故事，从太阳
系的形成，到地球海洋和大
陆的出现、生命形式的演
化，再到地球环境的变迁、
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以
及人类第一次登月历程中
阿姆斯特朗和“咕咕”相遇
的过程……在中国探月工
程如火如荼的今天，这本书
无疑能强烈地激发孩子们
的阅读兴趣。 （杨道 辑）

《植物的诗》：

那漫山遍野的温柔
■ 陈莉

《植物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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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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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读周华诚的《不如吃茶看花》，有意无
意地读，那种感觉恰似秋阳轻抚落叶，留下一地
斑驳，又似走在荒野山坡上，突遇一群羊，群山之
巅，洁白的羊群披着圣洁的金光，悠然吃着草，心
美妙与惊喜得，说不出来的滋味，熨帖极了。

以素人之心，吃茶看花，人间有味是清欢
啊。读这本书，不累，可随时拿起放下。在家
时，则多在餐桌上读，餐桌上铺着蓝花布，摆着
盘碟杯盏，有恰好的烟火气。枕着书入眠，醒来
随手翻看几页，深秋的鸟啼远远近近地传来。
读书，好不自在，悠然。

读书时，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时，与读者阅读
时的状态是一样的，“无意于佳乃佳尔。”精神是
放松的，一派自由闲淡，在不经意间臻于佳境，
才是创作与阅读的最好境界。

于此境中“迷恍”了数日，我连喝白开水，都
喝出了书里的茶香。而且，“每喝都如初见”，又
觉“茶生一处，天地一方”。感觉自己做了尘世
中的仙了。于是咂巴咂巴，闭目晃脑，于他的字
里行间悟出些道道来。

读其文识茶，博见，真好啊。细读其文，一
页一页翻过，茶香袅袅，爽心怡神。百茶百味，
他一杯一杯地品，一点一点地写出来，如数家
珍。涌溪火青、黟山石墨、金山时雨、白露寿眉、
凤凰单丛、鸭屎香、碎银子、松萝……你听过没
听过的茶，如绝色天仙，次第下凡，看得你心旌
摇荡。你以为他单是饮茶吗？他是在琢磨他自
己的茶经与茶文化呢。“喝茶就是玩”，“玩茶，真
是一种修行”，“茶中有禅，茶中见山，清寂缥缈，
静气心生”……你跟他一起，入了“茶道”。

读其文，识人益智。在他的文里，藏着做人
之道和做文之道。大道至简，其做人之道，一曰
广识，二曰勤勉，三曰真诚；其做文之道，一曰
勤，二曰静，三曰恒。他书多，读书多，喜读书；
他文多，擅写，笔耕不辍；他勤走，广袤山河，花
鸟星月，心之所及，足履所至；他朋友多，一壶清
茶，几杯热酒，交友天下，故友新知，都是些性情
中人。他兼具文人、隐者、闲僧与游侠的气质，
是俗尘中的雅士，雅士中的俗人。

读其文，明做文之道。其散文，乃真散文，
很纯粹，又隽永，意蕴深远。这本书的语言，具
有诗画一般的美和意境。他引经据典，寻文摘

句，信手拈来，那些看似清淡淡与细碎碎的文字
语言，其实字字珠玑，句句琼浆。随便摘一句出
来，便是绝句妙语，可作文学青年摘抄之用。我
读时，手握笔，勾画多处，有些句子，还反复品
味。看他每一辑的名称：闲吃茶、松子落、无尽
茶、破溪烟；看他每一篇的题目：烟霞百里间、侘
心、一杯春天、一枝春意、茶汤之外、深山云起、
山水廊桥一席茶等，便具有古风与诗意，诗画一
体。散文是美的，别于其他体裁。

当然，散文，若仅是美，则如烟霞缥缈，转瞬飘
散。其语言之外，意蕴深远，思想深沉，咂摸之中，
天地山河、大道至理，尽在其中。读其书，如品佳
茗，入口入心，唇齿留香，又自有一股清气来，洗涤
人心，令人回味。其散文，形成周华诚散文独特的
格调与气象。读之，获得别样的审美享受。

读其文明人生之道。生活就是饮清茶，种
种色色，千滋百味。在书里，跟华诚一起饮茶，
悟人生。饮涌溪火青，“仿佛一个有故事的女
人”，每个人的生活与人生，不都是故事的集合
吗？喝金山时雨，“一饮有清气，再饮气益清”，
俗世杂尘多，需留清气在；饮云南的古树茶，“茶
汤入口，口腔却立时被饱满的涩味与苦味充
盈”，人生不就如此吗？时常三分甜，而七分苦
涩；他“日复一日吃茶……这样的过程中，自然
生长出了不同的意义”，诚然，生命的每一天都
有它不同的意义；与他一同在松阳的茶海骑行，
享受另一种方式的饮茶：“目之饮，鼻之饮，肤之
饮，耳之饮，何其酣畅哉”，人生如茶，往前，便是
品身体与心灵的百般滋味。

读其文明交友之道。他的茶多从朋友或茶
人处来，他以文会友，也以文会茶，佳作越多，朋
友越多，好茶也越多。我羡慕他的才华之时，不
禁恨恨地想：“终有一天，我也要别人冲着我的
好文章，给我送好茶。”妄言如此，可见我这几日
读他的“茶书”，已经醉了几分。其交友之道，其
实如孔哲人所言：“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
多闻，益矣。”才华横溢的人，若又如此，朋友自
然会多起来。

总之，其书中自有一片大天地，自有“颜如
玉”与“千钟粟”，一切得于他的志坚、意笃、情
深。为文，必先做苦行僧，一路跋涉，度己，也度
人，终而至逍遥游。

童话作家、诗人蒋一谈继童诗绘本套装《动
物的诗》之后，又推出了《植物的诗》。这套书共
5册，分别为《山间》《飞啊飞》《路边》《房前屋后》
和《小花园》。每一册都诗心温柔，画面绮丽，给
小朋友们美的熏陶。

《山间》封面是连绵的山，茂密的林，他配诗为：
“生活中的植物，是从深山里走出来的；住在深山里
的人，多是好人。”这首诗唤醒我，让我多去接受大自
然清新空气的洗礼，洗去我身上的污秽和不堪。

封底是一种紫色的花，铺天盖地，两个孩子
一前一后地在花间奔跑，让人心生浪漫。诗人
天真地假想：“紫色的花，让你相信，深山里有紫
色的云。”我想，不只是紫色的云，还有黄色的蒲
公英，金色的草地，纯白的兰花草，哇！五彩的
云朵，任君采撷。

山间，还是我们心灵忧伤时的避风港湾。
在开满向日葵的山间，爸爸和吹散的云产生了
同病相怜之感。这时，我把一把小野花轻轻插
在爸爸头上。一切尽在不言中，是不是太治愈
了？女儿和她的花。

《房前屋后》捕捉家的人情与景语，给我们
深深的感动与共鸣。家，是温馨的港湾，是最自
由的天堂。这里的一呼一吸都有甜美的味道，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着深情，这里的一鸟一
虫都跳跃着新奇的惊喜。

在简朴房屋的前面，摆一张圆桌，小女孩和
外公相对而坐。老人认认真真写日记，孩子望
着屋前的花朵，在纸上用画笔勾出一瓣一瓣的
美丽……多么温馨的一幕，时光就这样静静地
流淌，空气中都是自然而清香的气息。

“外婆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是今天
的故事。”是啊，世世代代，诉说不完的故事。明
晃晃的月亮悬于院内，让人想起那首绝美的《春
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小花园》里第一幅图，那一朵朵娇羞而温
柔的悬铃花，让人忍不住想要给予无限怜爱。
看着看着，又仿佛闻到一丝丝淡淡的香味，让人
心旷神怡。

读着蒋一谈老师的诗：“悬铃花不低垂，世
界失去多少倩影？”心中的疼惜更盛，诗人又笔
锋一转，叹道：“宝贝，妈妈这么说，是想告诉你，
你垂下脑袋，就是一株花。”原来，这是妈妈送给
女儿的赞美诗！

读着这样的句子，让我不由想起一些同样
美丽的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
红。”“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沙扬娜拉。”这
些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套绚烂的童诗绘本，文图俱美，让人一品
再品，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