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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是现代散文中颇受青睐的一种文体。但
随着时代发展，拍照、拍视频成为人们记录旅行生
活的主要方式，游记散文面临挑战。若欲摆脱“导
游词”之讥，就要在写景状物、心灵的浸润与在场、
个性化视角与表达等方面下功夫，写出文采，让行
走之美以充盈的状态、召唤的姿态充分展现。从这
一点上说，王良勇的《寻蜀记》有令人惊喜之处。读

这本散文集，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在巴蜀大地漫
游，眼前浮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那里的自然
之美、人文之美以及性灵之美次第呈现。

宋代大诗人陆游写过《入蜀记》，以日记形式记
载了他由山阴入蜀途中的所见所闻，明人何宇度赞
之曰：“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王良勇的《寻蜀
记》不是日记体，相仿的是大多文章开头写着出游
日期，但也并未以时间为序；而且书名之“寻”别有
意味，赋予作品主观色彩和主体意识。然而，作者
并未刻意为之，出游好像没有需要达成的特定目
标，而是随兴而动，按现在的流行语说，是“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有时结伴而行，有时孑然一
身，这倒符合蓬勃青春的做派，率性洒脱，轻松自
在。就在这种看似自由随意的行走中，作者悄然实
现了对美的寻觅和心灵的慰藉。

巴蜀大地山川秀丽、人文繁盛，需配之以优美
的文字如诗如画地呈现出来，作者在这一点上显示
了自己写景状物的能力。如他写剑门关：“山峰上
下如笋结，左右如云桡，高大而瘦削，像一条睡龙盘
踞于此，惊人的气势，仿佛要撕裂碧落。”（《剑门天
下壮》）再如写川西竹海：“进入竹林，我瞬间感觉到
清凉萧爽。沟壑里大潭小潭，潭水干净清冽，一望
可见底。四周修竹参天，竹叶荫翳间，碎点般的阳
光钻下来，像捏碎打散飞溅的粉末。”（《行走在川西
竹海》）这些句子是客观的描摹，也是主观的感受，
修辞手法的运用既生动形象，又凸显了主体意识的
观照，使自然景物之美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
川蜀名山大川甚多，但“前人之述备矣”，作者更属

意那些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小景”，愿为它们立
传。这既是作者的写作策略，尽量规避大家熟知的
景观，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陌生感”和新鲜度。

作者在《自序》中说：“我想，大山、河流、湖泊、
小镇、古寺等，都是有灵魂的，每一次旅行，我都感
觉是在和它们对话。”参考马克思“美是人的本质力
量的对象化”的观点，“对话”就是对象化的一种方
式。不管是自然美还是人文美，都应在其中加入灵
魂的薪柴，共同燃烧。心灵和思想的浸润，比单纯
外在的描摹介绍更能凸显游记散文的价值和意
义。可喜的是，作者有着这样的文学自觉。《长相
思，在碧峰》采取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将碧峰峡拟
人化，款款倾诉自己的情愫，有很好的代入感。《诗
人的高度》通篇并未写景，只是借凤凰山的高度说
诗人的高度，来表达生命中对信念的执着。《邂逅萼
绿华》不以景观为主体，却写起了游客，这种旁逸斜
出，其实也是旅行中的常情，给行走平添了许多逸
趣。人间处处有风景，美无处不在。“缘此，我才提
醒自己须更加慎重、尊敬每一个结缘的山水、事物、
人，因为这点认真，总是无意之中撞出几分欣喜来，
让人有向上的精神和希望。”（《出户寻白云》）行走
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

如今，旅行越发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日常，
行走在山水间，陶然忘机，美美与共，能够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给游记散文的兴盛提供了机
缘，但如何打破因袭僵滞的艺术藩篱，写出具有时
代新气象的作品，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命题。

刘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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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省

人们常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善于了解他人是一种聪慧的表现，而善于了解

自己并能及时反省，则是一种难得的智慧。
《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段“孟子欲休妻”的故

事。
一天，孟子忽然走进屋中，而后脸带怒意转身出

去了，他对母亲说，要休掉自己的妻子。孟母知其缘
由后，对他说：“这件事过错在你。”

事情是这样的，孟子闯进屋中看到了妻子两腿
叉开而坐，古人认为这样的坐姿无礼，所以孟子很生
气。

而《礼经》中说道，进内室的时候，眼必须往下
看，防止自己不小心看到别人的过错。是孟子忽然
闯入内室，无礼在先，所以孟母说是他的过错。

孟子回到自己屋中后，思考着母亲的话，反省自
己错在哪里。

醒悟过后，他和妻子来到母亲面前，当着母亲的
面郑重地给妻子道歉，二人又和好如初。

《礼记·乐记》中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
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一个人，遇事唯有自省，不逃
避责任，不责怪他人，如此才能不断修缮自身，变得
更加优秀成熟。

人只有懂得自省，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才能照
出自身不完美的地方，获得真正的成长。

2
自律

《道德经》中有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
战胜别人的人，具备杰出的能力，而能够战胜自己的
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屈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小时候，他
有段时间经常放学后不回家，家人问他，他总是神秘
地笑着说：“我肯定是没有去做坏事的。”可家里人还
是不放心。

一天，屈原的姐姐悄悄地提前赶到学堂，看到其
他学生都三五结伴地跑去玩耍了，迟迟没看到自己
的弟弟。当同学都走完了，她才看到屈原一个人走
了出来。她在后面悄悄地跟上，看到屈原走进了一
个山洞里，找了块青石坐了下来，随后掏出一卷竹
简，低声吟诵起来。

家人这才知道，他是战胜了自己贪玩的欲望，独
自在此认真苦读。

《荀子·正名》中有言：“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人的欲望虽然不能去掉，但可以对它加以节制。

自律是一个人循序渐进变精彩的过程，长时间
的坚持，扔掉懒散的坏毛病。

自律不难，不需要做“大事”；自律很难，是要积
跬步，以致千里。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都焦躁不安，心
为物役。唯有摆脱外界的纷纷扰扰，重塑内心的安
定从容，才能在人生之路上逢山开道，奋勇前进。

3
自爱

《道德经》有言：“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先
学会自爱，而后才能爱人。如果连最基本的都做不
到，那么也难以得到别人的尊重。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也是世界一流
的画家。1937年，齐白石在国立北平专业艺术学校
做教授。他看到当时的北平已经被外来侵略者占
领，便立即辞职，在家闭门不出。哪怕冬日天气寒
冷，也不愿接受任何的施舍。

一天，几个外来高官想登门来买他的画，他直接
在门口张贴告示，不卖画。为避免与其纠缠，甚至写
上：白石已死。

齐白石老先生不畏强权、高风亮节的品格，一直
被后人所称道。

俗话说：“要人敬者，必先自敬。”
深以为然，自己不爱惜自己的名声，肆意地败

坏，他人又怎么可能会尊敬你呢？做人要懂得自爱，
方能爱护他人，而后再获得别人的爱戴。

生命的尊严，来自于内在的丰盈，来自一世花开
自在的坦荡。爱护和珍惜自己的生命，是最高级的
生活态度。

人越是投入外在的漩涡里，越会在心灵上日益
空虚。唯有时常自省，方能完善自身的缺点；懂得自
律，才能逃离欲望的沟壑；自尊自爱，才会收获他人
的尊重与信赖。 来源：人民网

人生的“三把钥匙”：

《道德经》中有言：“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晓按照常理做
事的人，叫做明事理的人，这样的人做事能坦然公正，如此才能将事情
办得周全周到。而不按照常理行事的人，就会胡作非为，常常给自己和
他人带来恶性的后果。

明事理的人，往往具备人生的这“三把钥匙”：自省、自律、自爱。

自省、自律、自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