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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春荣先生是上海市教育界的一位资深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编辑家、小说作
家，先后出版个人专著数十部，步入八旬之后仍笔耕不辍，《散步思絮》顾名思义就是
散步闲时所得，细细读来，闲淡恬冲，无杀伐之气，言简意赅，有华彩之美；信手拈来
，即兴演绎，无章法之羁绊，有格调之高雅。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其间步之所
趋，笔之所触：举凡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虫一鸟，乃至民间风情，世俗冷暖，文人
轶事，都在先生笔下如渔樵闲话，娓娓道来，给人以启迪、深思。真应了朱熹“世事通
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联中之义，无疑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

 

 

内容简介

《散步思絮》是作者步入八旬之年的一部散文随笔集，主要内容就是每天散步时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感，内容涉及广泛，大凡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虫一鸟，乃至民间风情，
世俗冷暖，文人轶事，都在作者笔下如渔樵闲话，娓娓道来，给人以启迪、深思。应了
朱熹那句“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联中之义，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收
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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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先生 如 书

江上月

记得当年读书时，老师常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要求大家讲文明、讲礼貌，
做一个尊敬长辈的好学生。走出校门后，身边常常有人会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的道理，至于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诸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当益壮，宁
移白首之心”之类的名言警句，就读得更多了。

 

 

也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在我的北漂生涯里，结交的“忘年交”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
有历尽沧桑、尝遍甘苦的铁血将军，有博学多知、满腹经纶的专家学者，有童心未泯、
青春依旧的不老顽童，有侠骨柔肠、多愁善感的慈祥老者。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给予我指
点、帮助，使我的人生过早地成熟起来。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老人其实
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多少喜怒哀乐、多少悲欢离合 ，多少踌躇满志、多少孤独寂寞
，多少成功喜悦、多少彷徨失落⋯⋯写遍他们头上的每一根白发，填满他们脸上每一道
纵横交错的沟壑。哲人说 “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我敢说世上也*没有两位
人生经历一模一样的老人，倘若把他们的言行举止用有形的文字记录下来，留给我们这
个丰富多彩的红尘世界，该是一幅多么精美神奇的人生画卷和一份用财物无法代替的贵
重礼物啊！这或许就是我从事文字编辑工作近二十年来的内在动力之一吧。

是真金就得用炉火来煅炼，是书香就得靠文字来熏染，此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古人说得
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十卷本《吴春荣文稿》出版发行后，先生已步
入高龄，行动日趋不便且受病魔之侵害，但几经鏖战，在茶余饭后的散步空隙里，精骛
八极，心游万仞，大凡所见所思所感所悟，无不记录在册，一部二十几万字的书稿很快
又横空出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每次我和先生通电话闲聊时，总是力劝先生保重身体

javascript:void(0);


，以先生著作等身的成果，晚年纵使不著一字亦尽得风流，何况先生又率弟子数名，焚
膏油以继晷，在两年时光里编撰出一部几近二百万字的《松江人物》，就算圣人重生亦
当刮目相看，不可轻视矣！

先生如书，读之愈深，研之愈久，获之愈多，悟之愈古；先生之书，厚重如山，清澈似
水，山高水长，终身难忘。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在意沿途的风景（外两篇）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总是有一个个具体的前进目标，最后
是那个终极目的地。为了尽快到达某个具体目标，需要匆匆赶路。嘉俊曾撰文，提及他
在市区的马路上多次见我匆匆赶路。那是在上个世纪编教材时，整整十年，我赶场子，
赶编务，赶写稿，赶发排，赶宣讲，总之是赶时间，赶进度，最好一天当三天用，为了
及时达到编好教材给全市的中学生用这个目标。而今，我已是奔八之人。还有具体的目
标吗？应该还有那么几个。但似乎可以不必匆匆赶了。济群法师说，如果将一个人的出
生作为人生旅途的起点，那么，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每时每刻都在接近旅途的终点
。再匆匆赶，不是会更快到达那个终极目的地即“终点”？在编教材时，心目中只有那
个具体目标，即使赶出了胃病，赶出了高血压，赶出了种种疾病，但那个终极目的地渺
远得似乎并不存在。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候在了前边的不远处。文学大师茅盾曾说过，
“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当你把路走完了，阎王就招你去了。”茅盾自
然是在说笑。但人到晚年，真的得注意放慢脚步。
就在校读此文样稿前，读了铁凝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一青年和老者清晨在公园里跑
步。本来跑在老者后面的青年冲到了老者前边，并回头说：“老人到底跑不快啊。”老
者不生气，说：“年轻人，你前边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者又问：“路
的前边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者说：“桥的前边呢？”青年说：“是一片
树林。”老者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者问：“山的前边
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吧！”老者说：“那你跑这么快做什
么呢！”铁凝因此“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据说，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路，两旁风光无限，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书“慢慢走，
欣赏啊”。其实，不仅是阿尔卑斯山谷，在我们所经的地方，都有美丽的景色。曾经闲
步小巷，体验过它的弯曲幽深；曾经驻足老屋，观赏过它的古朴沧桑；曾经凭依大桥栏
杆，俯视水中的拱形如虹；曾经生活于水乡，感受到它的宁静、清淡。古人曾有“笔补
造化”之说。其实，对“造化”之美，重要的不是“笔补”，而是发现。而真正的风景
，应该在人与景的互相对视之中，在“相看两不厌”中，只有与风景对视，才能感受到
风景之美。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风景是有性格的。我得多多左顾右盼，在意这沿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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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但愿能发现风景的性格；不仅如此，甚至适时地停下脚步，小坐片刻，或转入一
曲折小径，看看脚下的花草，天上的云朵，听听小鸟的歌唱，可能的话，还可以捧起一
勺清凉的河水，品尝一下它的甘甜。这样，或许会让我下一刻的前行，愈加自然、从容
、怡然。
美，其实就在身边
被接去某单位谈点事，谈完，M君陪我去一条小弄走走。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总是有一个个具体的前进目标，最后是那个终极目的地。为了尽
快到达某个具体目标，需要匆匆赶路。嘉俊曾撰文，提及他在市区的马路上多次见我匆
匆赶路。那是在上个世纪编教材时，整整十年，我赶场子，赶编务，赶写稿，赶发排，
赶宣讲，总之是赶时间，赶进度，最好一天当三天用，为了及时达到编好教材给全市的
中学生用这个目标。而今，我已是奔八之人。还有具体的目标吗？应该还有那么几个。
但似乎可以不必匆匆赶了。济群法师说，如果将一个人的出生作为人生旅途的起点，那
么，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每时每刻都在接近旅途的终点。再匆匆赶，不是会更快到
达那个终极目的地即“终点”？在编教材时，心目中只有那个具体目标，即使赶出了胃
病，赶出了高血压，赶出了种种疾病，但那个终极目的地渺远得似乎并不存在。现在，
那个地方已经候在了前边的不远处。文学大师茅盾曾说过，“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
王预定好的，当你把路走完了，阎王就招你去了。”茅盾自然是在说笑。但人到晚年，
真的得注意放慢脚步。

据说，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路，两旁风光无限，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书“慢慢走，
欣赏啊”。其实，不仅是阿尔卑斯山谷，在我们所经的地方，都有美丽的景色。曾经闲
步小巷，体验过它的弯曲幽深；曾经驻足老屋，观赏过它的古朴沧桑；曾经凭依大桥栏
杆，俯视水中的拱形如虹；曾经生活于水乡，感受到它的宁静、清淡。古人曾有“笔补
造化”之说。其实，对“造化”之美，重要的不是“笔补”，而是发现。而真正的风景
，应该在人与景的互相对视之中，在“相看两不厌”中，只有与风景对视，才能感受到
风景之美。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风景是有性格的。我得多多左顾右盼，在意这沿途的
风景，但愿能发现风景的性格；不仅如此，甚至适时地停下脚步，小坐片刻，或转入一
曲折小径，看看脚下的花草，天上的云朵，听听小鸟的歌唱，可能的话，还可以捧起一
勺清凉的河水，品尝一下它的甘甜。这样，或许会让我下一刻的前行，愈加自然、从容
、怡然。

被接去某单位谈点事，谈完，M君陪我去一条小弄走走。

相传这不是一条寻常小弄，因为离此不远处，曾有两位名人居住过，其中一位还是由西
风起而苦思鲈的张翰。如果确是如此，那么除了在这湿漉的青石砖路面上留下名人的足
迹，应该还有女子手腕中编织得很精致的竹篮，而竹篮里装的是新鲜的乌笋、红菱与马
兰头等，是江南的春天，还有油布伞上雨点奏出的美妙乐曲，还有叫卖杏花的吴侬软语
⋯⋯这条几近废弃的小弄，定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读本。

墙角边，一些小草，开着各种小花，红的，白的，天蓝色的，喇叭形的，扇状的，星星
般的。M君蹲了下去，用手机将它们一一摄藏了起来，随后沉思起来：你说，能有多少



眼光顾及、赏识它们？居住在这里的人不会在意它们，这样的小弄，即使有人路过，也
是脚步匆匆。“它们的开放，也许并不在乎外界的认可与否。”我说，“一位哲人说过
，智慧的人，永远不会活在别人的嘴里，或者眼里。有人曾问程派名家张火丁平时喜欢
穿什么衣服，她说：不要太张扬，走在大街上没人会回头看的衣服。”

曾有一次被学生邀去乡下小住。夜间漫步田间。时值初春，有风，犹有丝丝寒意。月光
如水，静静地泻在麦苗上；碧绿的苗叶在风中摇曳，摇出一片乳白色的光，让我发觉了
风与麦苗的缠绵。我蹲下身，凝视着它们，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再听，是一种拔节生
长的声音，一种不可阻挡的春的脚步声。

这条小弄，不同样如此！

在内蒙古大草原旅游时，一天凌晨曾裹了一条棉被观看过日出的情景，后稍加改动，写
在了《黄道婆》一书中——

南国的早晨，有一种诱人的美丽。晴朗的天空，几颗晨星正在渐渐淡去，在海天相接处
的上方，那条云带刚才还是灰色的，须臾间，它的下沿变成了金黄色，且不断扩大，很
快，成了一条光带。光带不断加长，亮度不断加强，不一会儿，太阳开始露脸，随着海
浪的起伏，它好像在浮动，人们正惊异于它的上下蹦跃，一刹那间，它已跳离了水面，
发出白色的令人炫目的光芒，而一条光道，凭依水面，直通到你的面前，似乎让人可以
沿此走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与朝日相比，夕阳似乎没有这般炫目；但同样美丽。

真是一个美丽的看夕阳的故事。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

“何须惆怅近黄昏。”（朱自清）

“人间重晚晴。”（李商隐）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

在阅读札记本上，曾抄摘了三段关于夕阳的语录，惜没有连同录下作者姓名，现抄录于
此——

夕阳表达对星星的信赖，

耗尽心血，悄然退后，

含笑向辛勤的男女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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