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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居家静读时，不觉深深被这本书的

内容吸引。不比读深奥的文学作品时的枯燥

乏味，亦不比读新兴小说时的缺乏深刻，《草

木滋味》这本书真是给我别样的清澈的滋味。

刚开始看到这本书是被它精美的包装和淡雅

的插画所吸引，在初读时我只以为这是一本

描写美食的散文集。

地稔、板栗、果公泡、蛇泡、八月瓜、茶泡、

乌胖子、乌桃、苦槠、枳棋子……没看过这本

书，我还真不知道这些野果有如此文艺的名

字。草木滋味纯真甘芬，回味悠远。它们似乎

生死于山野，从来都是随意枯败。在你不知

道的时候，一颗种子落在这片地，不经意之

间便进化繁衍，生出甜美的果实。偶尔有人

进入这山林，随手撅下，抱着怀疑丢进了嘴

里，品尝到这一丝的甘甜，它们便被赋予了

名字。世世代代，山林人家沿袭着记忆，这些

果子成了孩童最美好的礼物。草木滋味纯真

甘芬，回味悠远。

宋时程颢曾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静观万物者都可得到自然

的乐趣，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美妙风光的兴致

都是一样的。周华诚读瓜果，读草木，于其间

品世情，品人生。《草木滋味》有5辑文字，“草

木生”“南方书”“流浪帖”“烟火集”“灶下语”，

极为雅致。书中的一字一行，都萦绕着山水草

木的滋味；一情一绪，都浸染着世俗的烟火味

道。读这本书，就好像在享用一份山野大餐，

我不知不觉好像正身处其中，那些或甜或涩

的果子，那些或青或红的颜色，如水墨般飘逸

又朦胧。周华诚笔下的文字是浅的，浅得轻盈

坦荡。而它的文字似乎又带有酸甜和色彩:乌

桃是乌紫的很甜美，山楂是红的但很酸，刺梨

是黄色的又酸又甜，茶泡是白色的很甜……

它们的个头都很小，悄悄隐藏在枝叶丛林之

间，在人发现之前，也许早已有动物尝过一

口，若真想去尝一下，都要吹一口气，仿佛这

样它就会很干净。这将我的记忆拉向儿时，我

也曾尝过小区外野生栽种的鲜红的“水翁

果”，鲜嫩多汁，甘甜可口；也曾去农场游玩时

吃过桑葚，但怕流鼻血，只很少地尝过，现在

想来真是有了很多遗憾。周华诚在这本书中

也表达了对田园生活渐渐丢失的诸多感慨。

乡村美好的记忆散落在无法追寻的远

方，周华诚以书信的口吻，向“远人兄”诉说着

草木，话中道着质朴纯粹的乡野家常。我们似

乎回到烟雨朦胧的田埂小屋中，偶尔看到穿

着蓑衣在田间赶牛的老汉,燕子的尾巴溅起的

雨滴，塘中冒出的气泡……时光似乎定格在

牧牛悠扬的尾巴上，童年趣味，江南风物，引

人共鸣。少年的无忧无虑，乡间渐渐消失的风

物，满怀清澈归真的热望，一草一木还在记

忆，只待人们细细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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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地道的福建人，近年来，在研究

阳明学的过程中，我一直想为“阳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