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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久的《浩然行世——陈萍
人生轨迹探秘》（下称《浩然行世》）终
于面世，初初浏览，就顿觉这部人物传
记不仅有着励志作用，而且他的人生
感悟、经营理念、商战策略、得失成败，
均能给创业者以激励、经营者以点拨、
成功者以提醒、失败者以启迪，给商界
那些迷茫徘徊但又想取得成功的人士
点亮一盏引路明灯。

据说，《浩然行世》的写作，纯属机
缘巧合。步入新千年，陈萍与国学大师
南怀瑾虽然都移居上海，但一个住虹
桥，一个住长宁，同居一城却缘悭一
面。2003年，整修后的义乌瑞云寺，需
要一位好住持，老乡委托陈萍多加留
意。陈萍为之四处打听，这一消息不知
怎么传到了国学大师南怀瑾耳中，于
是邀约陈萍前往一晤。

人生有许多事情让人不可思议。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许多人，有
的几十年朝夕相对，却形同陌路，相知
甚少；有的无意识相遇相识，却犹如前
世今生，萌生出终生不渝的情谊。

陈萍前往南怀瑾寓所，虽然是初
次见面，就觉得陈萍浑身上下都透出
一种才气、书卷气，还有一种逸气，南
怀瑾观其貌、听其言，颇有相见恨晚的
遗憾。此后，在长达10年的交往中，两
人从相识到相知，由于情趣相投、爱好
相近、性格相似，陈萍成了南先生的得
意门生之一。

交往中，陈萍不时向南怀瑾介绍
自己的人生经历，南先生希望他能把
这些故事整理出来，他语重心长地对
陈萍说：“整理这些故事，不要以为是
在自我标榜，这是在还原中国的一段

历史。这些故事只有在特殊年代才会发
生，而且没有第二个人能复制……”

为了实现南先生的意愿，那可真是
费尽周折，南先生亲自物色了一位历史
学家、时任香港某媒体主编的魏先生，陈
萍则聘请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副主
席，可由于各种原因，均未能成功。因而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出版的《浩然行
世》是站在名人肩膀上完成的。

这一传记故事虽谈不上曲折生动，
但描写细腻传神。书中多次提到主人公
没有赢在起跑线，好在功成于几个转折
点。在背负本不该他承担的巨债之时，沉
重的打击又接二连三发生，他也曾有过
轻生的念头，好在心态得以及时调整。从
某种层面上说，本传记是“高压下的陈萍
给所有人的印象仍然是儒雅、淡定，颇有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
公瑾风范”的录像式记录，也是芸芸众
生、世间百态的缩影和观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风险也意味
着更大的机遇，有勇有谋者才能在人生
历程的转折处留下自己的点睛之笔。

实践证明，只有做到“永不言弃”，才
能在成功的道路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才会把艰辛与痛苦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
插曲，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陈萍一次又一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作出令人意外而又十分正确的选择，就
其善于把握机会的眼光、当机立断的魄
力、义无反顾的胆略、敢于拿命运做赌注
的冒险精神来说，他的一生注定是充满
坎坷而又瑰丽灿烂的。

由此可见，由小视角推及大社会，
《浩然行世》在叙述层面呈现的虽然是陈
萍的个人奋斗史，折射的却是他身处的

大时代。平实的叙述，让这部传记含有浓
浓的烟火气息，带来阅读欣悦的同时，也
触及了读者的人生经历和困惑。

《浩然行世》的一大阅读魅力，来自
跌宕起伏的故事结构，作者为形成这一
结构，倾注了不少心血，如陈萍为什么没
有赢在起跑线，而是赢在几个转折点。作
者精心设置和挑拣悬疑线索，激发读者
好奇心，甚至终局也未化解谜团，留下悬
念。能够把这样一部以史料为基础架构
的作品写得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体现出
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不俗的想象
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同时，文字也活泼灵动。写传记，并
非只能“板着面孔”讲故事，要做好“说书
人”，必须平衡理性与感性、冷静旁观与
生动演绎的关系。《浩然行世》的章下小
序，先以哲理性语言对本章内容作了概
貌性介绍，然后在每一小节中对主人公
丰富的人生经历作了生动演绎。从人生
的时空间隙中寻找往常记忆碎片，在重
塑人生成长轨迹立体图像的同时，修复
自我成长历程、表达独特生命体验。

这种表达方式有点像“抖包袱”，抛
出一个话题，然后慢慢地分析它，解析为
什么、怎么会、会怎样。作者在推进情节
过程中的表达不是跳跃式地闪回，而是
循序渐进地开展叙事。好像起了雾，看不
见脚下的路，但是每走一步，就有人在你
前面垫了一块板。这样的叙事结构，对于
提升阅读体验大有好处。悄然间，它就走
入读者心里去了。

正因如此，《浩然行世》接地气，有烟
火气，贴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散发
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泥土芬芳，捧读手
中，自然爱不释卷。

以精神品质展现人格魅力
——读《浩然行世——陈萍人生轨迹探秘》有感

游记是一种记录旅途所见所思
的书写样态，但以日记为体例，便别
开生面。英国当代文坛奇才阿兰·德
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如果
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
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
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此即旅
途的生命意蕴，日记在文本上的私密
性及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则铺展一幅
生命旅程画卷。义乌籍作家俞天白，
米寿之际公开历年旅行日记，取名

《生命在路上——旅途杂记》（文汇出
版社，2024年6月）。

从“天尽头”的山东荣成到“中国
西大门”的新疆喀什，从黑龙江漠河
的北极村到海南岛三亚的“天涯海
角”，俞天白二十八载旅途足迹遍及
神州大地。每每行至一地，犹如页页
翻阅幼年烂熟于心的读本。“自幼景
仰的严子陵先生及其钓台，总算亲临
其境了，不能不算是人生快事。……
幼时读《石钟山记》，写的就是这里！
这是苏学士留下的一份活教材，……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此处（徐州云龙
山）。幼时读《放鹤亭记》，曾被苏轼文
词所迷，知道这是一处可以体验‘隐
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的地
方。……酒泉、武威，都属河西走廊重
镇，那些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中出现的
地名，幼时就印入了我的心中，无不
以到此为快。……我读《老残游记》就
知道了济南的美景在大明湖，所以非
去不可。……潮州，对于我太‘熟悉’
了。幼时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祭
鳄鱼文》一开头就是‘潮州刺史韩
愈’，不仅直白地把这位名列唐宋八
大家之首的文豪和此地名绑在了一
起，苏轼还通过《潮州韩文公庙碑》，
介绍了此公在这儿的各种政绩。所
以，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比其他地
方都亲切。”告别学舍，走出书斋，古
典诗词中诵读的意象山水得以具象

化，应目会心，物我一体。“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
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
（董其昌《画旨》）。《旅途杂记》呈现的山
水便拥有董其昌所言“天授”之“气韵”，
生命之韵。

并非如徐霞客，杖策云游，“欲尽绘
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以文学为镜头，

《旅途杂记》聚焦的是景观，遥望则为生
命的时空，把奇山异川化作生命的驿
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1982 年《萌芽》
首届文学奖桐庐颁奖典礼，瑶琳仙境

“历经亿万年的滴水而凝成”的各景，
“扑朔迷离，无法辨别真假”，遂联想“社
会上千万年积习，使人善于用假面示
人，而将真相掩盖起来”，进而感慨生活
这座富矿，“只要会思索”，就“都会发现
你所需要的素材”；1984 年《新疆文学》
笔会，汽车“在不毛之山和不毛之地间
飞驰”，一家矿厂兀然而立，便颖悟“这
样的地方为什么特别能够激发文思”，
因为“一旦置身这个人的意志、智慧与
自然力生死较量的前沿，就不存在旁观
者，生存的辨别、思索，就这样汹涌而
来”；1985 年长江客轮采访活动，“首遇

‘巴山夜雨’”，视“江南‘梅子黄时雨’”
为“凝固般的沉闷”，“蜀地‘巴山夜雨’
却是流动中的思念”，“最能引发文人思
绪，也最能表现文人思绪的，就是雨滴
洒落时不同的境遇！”俞天白旅途“关注
的，始终是‘风物’而非景物”。因“万趣
融其神思”（宗炳《画山水序》），景物可
转换为风物，万物亦皆可成景。人实乃
景物的创造者。由此就不难理解，在《题
记》末引用苏轼临终禅诗：“庐山烟雨浙
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
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在《惶然录》中，
葡萄牙文学史上丰碑式作家费尔南多·
佩索阿写道：“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
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是
我们自己。”《旅途杂记》呈现的山水便
印证宗炳所言“澄怀味象”，生命之象。

收录《旅途杂记》的皆为作者参加
作家代表大会、作家笔会、编辑组稿、记
者采访、文化研讨等文坛生活。不录者
有二：度假与出访。度假无关乎文学，出
访则无涉于祖国。俞天白的生命旅途留
下的串串足迹，“可以说我用双腿丈量
了祖国的广度与深度”。“正当我来到这
个世界整整一个甲子”，就在“这一天我
在长城的东端，登上了‘老龙头’以及

‘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今天，月尾，我
却来到了长城的西端，也就是‘老龙’之
尾‘天下雄关’嘉峪关。”以走完长城以
及走通“不断考验并形成华夏民族性格
的河西走廊”来“纪念我的‘花甲’之
行”，“在一个不经意间，以如此完美的
方式，理解了作为华夏之子所存在的环
境，以及如何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这
不是上苍刻意帮我确定‘生命在路上’
的原理，还能做什么解释？”释义来自王
国维的《人间词话》。“词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诗言志、诗缘情，皆萌发于自
然。缘山水之情，言山河之志。山水转化
为山河，维系于赤子之心。“‘花甲’的生
命期到达的时日”与“真正‘走遍’了自
己的祖国”，两者绝非巧合，而是耦合，
小我与大我之耦合。家国情怀流露于山
水之间，赤子心中的山河冉冉升起。而
最能燃起赤子之心的，非乡情莫属。这
也应合赤子的本意：初生婴儿。《旅途杂
记》虽仅录文学旅途，返乡却唯一例外。

“五四”以来，迁居城市的作家时时返
乡，以补元气，只因故乡永远是作家的
文学原乡与创作源泉。1983年回老家义
乌探望病危的父亲，俞天白发现父亲

“将我少年时期的日记保存着”，随即
“重读之”，虽叹“幼稚之状可掬”，却“对
我正在构思的《惊蛰》有帮助”，而“即起
草，获千余字”。《旅途杂记》呈现的山水
便张扬李贽所言的“童心者，绝假纯
真”，生命之真。

人在旅途，不啻开掘生命意蕴之
良机。

生命旅途

◆汉诗节拍

◆文化漫谈 楼林禄

◆东敲西击 俞 可

渔歌渔歌 摄摄

渔歌渔歌 摄摄

乐山乐山 摄摄

摘金
俞荣斌

金牌，
奥运会的四十枚金牌。
是天上的星，
是蟾宫的桂；
是血与火淬炼的辉煌，
是奏国歌、升国旗的豪迈。

塞纳河留下你的笑容，
你记住了赛场的波涛汹涌；
巴黎给了你一个浪漫，
你还巴黎一抹“中国红”。

全红婵，
十米高台的一跳，
没有惊动水花，
却震惊了世界。
网球场上，
郑钦文一拍定乾坤，
笑将奥运网球史翻改。
……
一个个精彩瞬间，
燃烧着中国人的壮怀激烈。

在埃菲尔铁塔上宣示天下，
金牌铸就的中华魂，
闪烁着新时代的力量与境界。
东方醒狮一声吼，
黄河之水天上来。

在鸡鸣山
一

山路寂静而远，不陡，
容我细察万物，新鲜又好奇。
除了松树，大部分物种都叫不上名字
这是花，那是树
一只小蜜蜂停在头顶好几秒
悬而未决
像要与我相认

二
一棵树的根须通向哪里
我坐在长条木凳上，想起她的前世
伤过刀斧，泡过苦水

有一阵子风很大，树叶纷纷翻动
之后，阳光投在空凳上
无声无息

三
我想找什么
以至于非得爬上山顶
山顶空无一人。
天空湛蓝，投我以怜悯

四
一株红枫告诉我
孤独的重要
她要我回到山中
并许诺给我一片宽阔跳跃的山林
我同意了

在下山的途中
仅仅一个小时
风向陡变
乌云过境，似有赴死之心

念去
还没去过，
我已经回来了。
在鸡鸣山，我常坐的那条木凳上
树叶分开阳光，影影绰绰，
我坐上去就被阅读。
像一种细微的交流，
千万金色的光束散开，
又在我身上合拢。

这样的时刻不孤独。
山中寂静，
大片苦楝树在风中结子。
在幼时，我就喜爱它苦涩的清香
无人共鸣，
安之若素。

鸡鸣山
从一片黄叶上转瞬即逝的，除了光线
还有我们的青春。
野草从山脚扑上来，
让我们坐着，叹息，环顾而生荒芜。
这是我向你们描述的鸡鸣山
空空荡荡。
秋风中
银杏叶簌簌飞舞，收容我的寂静
当我们到来
也许，这是我唯一可向你提及的事。

张小美

题记：鸡鸣山对于义乌人而言有一种不确定，有童年记忆，有青春故事，也有日常烟
火。如今，鸡鸣阁屹然立于山顶，而义乌市城投集团以其专业的运营和精心的打造，让鸡
鸣山及鸡鸣阁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成为新的城市地标。

荷
孙平芳

生来愿奉献，荷池乃吾家。
冬藏塘泥里，春荷破芽发。
夏荷娇颜绽，秋时莲子佳。
待客莲枣茶，清香满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