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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香女人》

内容概要

豆瓣管理员不知为什么将这本书的名字更改成了《多雪的冬天》，实际上这本书没有这样一个名字，
而且连作者的名字也被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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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香女人》

作者简介

网名川媚。原名胡晓慧。笔名古心、川湄。1970年生于四川阆中。1988年由阆中中学毕业考入四川师
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加入四川省散文协会，经推荐列入2002年省首届文学新苗。散文作品发表于《
中国校园文学》等各级刊物。现任四川阆中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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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香女人》

精彩短评

1、　　这个题目是“拿来”的，来于一位对我来说亦师亦友的四川作家冉云飞，用这个题目来概括
胡晓慧的散文集《烟香女人》，我以为恰好。拿到书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早已经读完，但一直没有头
绪，把读的间隙浮现出来的一些想法表述出来，可能正是因为少了这样一个题目。
　　说是取日常，是因为在《烟香女人》中，有不少的篇什是作者记录下的关于琐碎生活的片段，几
乎每个人都与这些片段相识，比如城里的风景树，比如屋顶花园上的盆栽植物，比如一片深秋的红叶
在旅途中轻轻被拾起，比如一朵雪花在睫毛间的天地飞舞⋯⋯但是这完全不同于寄情山水或者以物说
志，有些熟悉的景致在作者笔下，会让我感觉到陌生，或者说至少感觉与之有很远的距离，这来源于
作者对这些日常事物的审视，而其他人则往往完全没有在意过。
　　对城市的行道树银杏，作者这样写道：“这些路边的银杏，是深秋阳光中的新娘。树叶那么娇小
，那么艳丽，变成了阳光下唯一非人工的暖色。这个下午的阳光，跋涉了几个雨天之后的抵达，引起
所有人的喜悦。⋯⋯我甚至想过去拾一片叶子放在书页间或寄给远人，却终止于想象。⋯⋯我只是远
望，天空因这壮美的金黄叶子而有了一种作为背景的深度与高度。”（《城里的风景树》，P95）她
不用与人商量的语气，而是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断，对于每天都要遇见的几株树，在作者那里都是全新
的，像一个每天有着不同打扮的姑娘，这时你就发现自己是多么疏于对周围的观察了，而且，一旦你
反复咀嚼那些句子，你会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找不出来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身边那些自以为再熟悉不过
的事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雨后澄澈的天空下想到往日整个城市里的尘嚣，并且迅速把这种日益觉
得压抑的生存环境的成因归结为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化的发展，甚至怪罪整个城市的建设者们，在这
样的环境里生存了太长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恶毒起来，我们会把矛头指向每一个外人，越来越
具有攻击性，越来越疏于与人交流，与一条街道、一片花草和谐相处。但胡晓慧的文字不是这样，她
展示给我们的是最为简单、最为纯粹的生活片段，并且把她的关于这些片段的最真切的感受拿出来与
我们分享，我们会感受到这样的对话太过唐突，一时太难接受，可是，她已经在那里自顾自说了起来
，说到高兴的地方她会笑，说到心疼的地方她会哭，完全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示在我们面
前，反而，有顾忌的是我们，感到不自然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她不过是讲述了那些日常生活里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事物，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不适应？安静下来自己尝试着也去思考同样的问题的时
候，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其实离这个城市很远，我们与城市、与生活之间早就有一层隔膜。
　　像这样能给我们以陌生感并且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日常生活片段的篇什还有《渴雪》、《一片叶
子》、《黄昏的水边》、《银杏》、《桃花之梦》等，其中尤为精美的是《一片叶子》：“我知道它
既然是落在光雾山足下的，那它必定是拦阻过韩信的马蹄的寒溪河边的树上掉下来的。它在米仓栈道
上守望过无数的日子，丛去秋到今春，才遇上我。”（《一片叶子》，P10）这样一片叶子，在作者
的思绪中跨越了时空，当是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的馈赠，也是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的礼赞。
但作者又是大度的，既然不能长久地留下这片叶子，“那就水葬吧，把嘉陵江当作起点，让它一路漂
下，给鱼儿嗅嗅森林的气息。”（《一片叶子》，P10）
　　《烟香女人》集子里的散文随笔文字，从写作时间跨度上看，有十多年，这些文字大致以2000年
为分界线，在2000年以前的文字里，作者更重视写作技法上的运用与尝试，因此这部分的文字往往句
式华丽，词藻丰富，想象空灵，诗意浓郁。阅读这些文字，会有经历了一场盛宴的感觉，那种阅读的
快感长时间留在脑海，如品佳茗，回味悠长。而2000年之后的文字，不再多见那些诗意了，而是关注
最为平常的事物，用最为平实的语言安静地讲述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些文字留给人的思维空间更大，
同时，平实的文字中却体现出一种大气，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生活深刻的思索。作者往往是不动声色
地讲述在水边的某个下午，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文字是有所指的，《活动的植物》、《每个人都有他
的怪兽》、《黄昏的水边》、《一日三记》等都是这样。写自己生活的古城，作者说：“我之熟悉古
城的街道，如同医生熟悉一种身体，但是对于灵魂我们却都会感到隔膜的，我不知道日夜绚丽纷繁的
古城，在我面前会呈现哪些心思，在汹涌的游客潮中会怎样心悸。那些来了又走掉的人也许知道，而
留下来看了又看的土著的我，却是越发糊涂。”（《每个人都有他的怪兽》，P128）作者当然是在思
考，作为生长在古城里的一员，到底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了些什么，面对古城日益迅速发生的变化和
同时日益迅速消失的历史碎片，到底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但是作者就是用这样看似随意的文字就足够
了，这样的文字不会让谁觉得累，留给思考的空间已经足够了，适合在反复的咀嚼后一点一点整理自
己的看上去有些杂乱的思绪。取自日常的种种事物，就是这样别有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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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香女人》

　　作者在代序《咀嚼散文》里说自己倾向于情感的含蓄、克制，说自己相信精神可以超越苦难，并
且体味到，写作时亦喜亦悲的体验是一种微妙的可以通向建树的生存状态，因而读写也就成了自己的
诫命。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从容的，由此相信作者在写作上的建树必然是可以充满期待的。
　　
　　《烟香女人》  川媚（胡晓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定价：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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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香女人》

精彩书评

1、这个题目是“拿来”的，来于一位对我来说亦师亦友的四川作家冉云飞，用这个题目来概括胡晓
慧的散文集《烟香女人》，我以为恰好。拿到书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早已经读完，但一直没有头绪，
把读的间隙浮现出来的一些想法表述出来，可能正是因为少了这样一个题目。说是取日常，是因为在
《烟香女人》中，有不少的篇什是作者记录下的关于琐碎生活的片段，几乎每个人都与这些片段相识
，比如城里的风景树，比如屋顶花园上的盆栽植物，比如一片深秋的红叶在旅途中轻轻被拾起，比如
一朵雪花在睫毛间的天地飞舞⋯⋯但是这完全不同于寄情山水或者以物说志，有些熟悉的景致在作者
笔下，会让我感觉到陌生，或者说至少感觉与之有很远的距离，这来源于作者对这些日常事物的审视
，而其他人则往往完全没有在意过。对城市的行道树银杏，作者这样写道：“这些路边的银杏，是深
秋阳光中的新娘。树叶那么娇小，那么艳丽，变成了阳光下唯一非人工的暖色。这个下午的阳光，跋
涉了几个雨天之后的抵达，引起所有人的喜悦。⋯⋯我甚至想过去拾一片叶子放在书页间或寄给远人
，却终止于想象。⋯⋯我只是远望，天空因这壮美的金黄叶子而有了一种作为背景的深度与高度。”
（《城里的风景树》，P95）她不用与人商量的语气，而是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断，对于每天都要遇见
的几株树，在作者那里都是全新的，像一个每天有着不同打扮的姑娘，这时你就发现自己是多么疏于
对周围的观察了，而且，一旦你反复咀嚼那些句子，你会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找不出来恰当的词语来
形容身边那些自以为再熟悉不过的事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雨后澄澈的天空下想到往日整个城市里
的尘嚣，并且迅速把这种日益觉得压抑的生存环境的成因归结为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化的发展，甚至
怪罪整个城市的建设者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了太长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恶毒起来，我们会
把矛头指向每一个外人，越来越具有攻击性，越来越疏于与人交流，与一条街道、一片花草和谐相处
。但胡晓慧的文字不是这样，她展示给我们的是最为简单、最为纯粹的生活片段，并且把她的关于这
些片段的最真切的感受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我们会感受到这样的对话太过唐突，一时太难接受，可是
，她已经在那里自顾自说了起来，说到高兴的地方她会笑，说到心疼的地方她会哭，完全没有顾忌地
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示在我们面前，反而，有顾忌的是我们，感到不自然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她不过是讲述了那些日常生活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事物，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不适应？安静下来自己
尝试着也去思考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其实离这个城市很远，我们与城市、与生
活之间早就有一层隔膜。像这样能给我们以陌生感并且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日常生活片段的篇什还有
《渴雪》、《一片叶子》、《黄昏的水边》、《银杏》、《桃花之梦》等，其中尤为精美的是《一片
叶子》：“我知道它既然是落在光雾山足下的，那它必定是拦阻过韩信的马蹄的寒溪河边的树上掉下
来的。它在米仓栈道上守望过无数的日子，丛去秋到今春，才遇上我。”（《一片叶子》，P10）这
样一片叶子，在作者的思绪中跨越了时空，当是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的馈赠，也是一个生命对于
另一个生命的礼赞。但作者又是大度的，既然不能长久地留下这片叶子，“那就水葬吧，把嘉陵江当
作起点，让它一路漂下，给鱼儿嗅嗅森林的气息。”（《一片叶子》，P10）《烟香女人》集子里的
散文随笔文字，从写作时间跨度上看，有十多年，这些文字大致以2000年为分界线，在2000年以前的
文字里，作者更重视写作技法上的运用与尝试，因此这部分的文字往往句式华丽，词藻丰富，想象空
灵，诗意浓郁。阅读这些文字，会有经历了一场盛宴的感觉，那种阅读的快感长时间留在脑海，如品
佳茗，回味悠长。而2000年之后的文字，不再多见那些诗意了，而是关注最为平常的事物，用最为平
实的语言安静地讲述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些文字留给人的思维空间更大，同时，平实的文字中却体现
出一种大气，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生活深刻的思索。作者往往是不动声色地讲述在水边的某个下午，
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文字是有所指的，《活动的植物》、《每个人都有他的怪兽》、《黄昏的水边》
、《一日三记》等都是这样。写自己生活的古城，作者说：“我之熟悉古城的街道，如同医生熟悉一
种身体，但是对于灵魂我们却都会感到隔膜的，我不知道日夜绚丽纷繁的古城，在我面前会呈现哪些
心思，在汹涌的游客潮中会怎样心悸。那些来了又走掉的人也许知道，而留下来看了又看的土著的我
，却是越发糊涂。”（《每个人都有他的怪兽》，P128）作者当然是在思考，作为生长在古城里的一
员，到底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了些什么，面对古城日益迅速发生的变化和同时日益迅速消失的历史碎
片，到底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但是作者就是用这样看似随意的文字就足够了，这样的文字不会让谁觉
得累，留给思考的空间已经足够了，适合在反复的咀嚼后一点一点整理自己的看上去有些杂乱的思绪
。取自日常的种种事物，就是这样别有怀抱。作者在代序《咀嚼散文》里说自己倾向于情感的含蓄、
克制，说自己相信精神可以超越苦难，并且体味到，写作时亦喜亦悲的体验是一种微妙的可以通向建

Page 6



《烟香女人》

树的生存状态，因而读写也就成了自己的诫命。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从容的，由此相信作者在写作上的
建树必然是可以充满期待的。《烟香女人》  川媚（胡晓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定
价：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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