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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小品》

内容概要

《四季小品》以时令节气为时间顺序，在自然风物的季节变换中品读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生活智慧。作
者朱伟先生是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一辈子用笔来表达，《四季小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抒写
了作者对四季变化的细腻感受，并以传统文化深层次角度进行解读，既有生活情趣，又富于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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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朱伟先生，是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1995年9月起主政《三联生活周刊》19年。代表作：《考
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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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一个四季'都是自己的人生。
2、每一个四季都有自己的人生。好看得想哭了！超五星！偶像老朱！
3、但愿《四季小品》可还可引你阅读，帮你体会四季之美妙，也陪伴你度过美好的人生四季。
4、比《微读节气》更好，更细致，从时节节气到诗词，到风俗考，美食，等等无不涵盖，而最感人
的还是作者描写自己幼年家里的种种寻常生活情景
5、相当雅。
6、细致，却不够意境，不够美。
7、四季生活小品
8、审美生活当如此。
9、也就是文笔好
10、可能我是个俗人，并不是很能感悟书中四季引用的诗词。曰为雅趣。更喜欢结合作者自身经历的
部分。姿势还是长了点的，文化也是了解些。现在只看了夏之章节。
11、读朱老师的文章，精神愉悦
12、读了几篇就有点没耐心了。。。
13、文笔很美，但感觉总归是太浓郁了，更喜欢淡且有味的文字。
14、文笔过人
15、自己不太喜欢这种文风
16、喜欢写读书感的 其他的美感似乎有些重复 读多了就没味了
17、“时过境迁，历久弥新”，这本书的内容是一年四季的随笔，不喜欢读散文。
18、朱伟真是雅～
19、春夏秋冬，品味人生
20、微读节气那本比较短小，内容不够丰富。这个散文集内容上是更丰富了。话说朱伟的散文受汪曾
祺影响比较深，然而可读性不足，汪老洗练的文字、平实的情感在朱伟这几乎完全靠诗词来堆砌。
21、到老来念念不忘的都是父母家人的挡风遮雨，包容呵护，天井小木楼的温暖小日子记忆足以支撑
走完冰冷残酷的后来
22、朱老师的描写非常生动，结合了风土人情，南方人读来很有感触啊。简直就像中国版的《十二岁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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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朱伟老师是大家，一辈子用笔来表达，把三联生活周刊办成国内数一二的杂志，前两年出版的《
微读节气》我就读过，朱伟老师的文字是有质量的文字，这本《四季小品》更是每一篇文章都精致，
这是我们要读的书，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能给人以阅读舒适感的好书了。“寻到了这样的根，就有幸
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丰茂巨树上一片被光照抚慰的小叶了，迎面而来每一季每一天的每一瞬间，都能
领略到前人触觉过的那种美妙——春雨如丝时，抬头是“天街小雨润如酥”，低头便是“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夏云如山时，抬眼想到“白云千载空悠悠”，转眼便会感叹“云想衣裳花想容”了
。此四季前人一辈辈读过，虽然时过境迁，依然历久弥新。这是一部一辈辈读下去，每天都必读，永
远都读不尽的大书。”～摘自《四季小品》恭喜一下，刚出第一版就卖断货了。朱老师的文字就是品
质的保证。喜欢的朋友抓紧预定第二版吧。
2、海报每一个四季，都是自己的人生——朱伟我出生于一个安静闲适、四季分明的江南水乡小城，
小桥流水人家，农田四处环绕。春雨如丝、春水泛绿时，碧桃似火，一丛丛怒放在青青田野与农舍的
粉墙黛瓦之间。夏云如山、蝉声满树时，木屐声叩击青石路的孤寂声隐在浓荫中，槿花在小巷深处时
时探出娇红。等到秋夜虫声鼎沸，星象满天，小城里金桂、银桂的甜香如水，到处漫溢。而静谧的冬
晨，河上飘起乳白色雾，霜花就覆盖了大半鳞次栉比的屋脊。下雪后，一切都包裹在银白中，人迹踩
出的路就像歪歪斜斜缠绕的粗线。随后我下乡到东北，领略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四季：晚秋时节已
飘雪，一年中有半年的冰雪世界，暴风雪遮天蔽日，晴雪后阳光停留在凝固的雪原上，另有一种玫瑰
红的梦幻。短暂的夏，白桦树娟娟而立的山坡上，开满各种各样的野花。白夜过去就是局促的秋，姹
紫嫣红，层林尽染，就秋水孤寒了。人生就这样，沉浸在一年年的四季更迭中。颤悠悠举着竹竿粘知
了的儿童，一晃眼，屋脊上升起的白云，船头迎面而来浓荫里结满的野杨梅，都已经在梦境里，或者
在梦醒后的回味中了。年轻时往往忙于与时间赛跑，不知道珍惜一年年的春花秋月。等意识到还拥有
的岁月其实已经无多时，回顾已走过路途，才看到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在一个个春夏秋冬清晰的画框里
，才意识到人生其实是航行在四季航道中的一叶扁舟，若不在意途中风景，看不到航标，时时都会怅
然若失的。引导我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汪曾祺汪先生。他在张家口下乡时写过一篇散文《葡萄月令
》，极简炼的文字，准确写出葡萄的四季农事，务农的枯燥、被舛误的辛酸都成为诗意化生机勃勃的
娓娓道来。这篇小品令我折服于先生的功底，先生因此而引我先走进晚明散文，读到了张岱的《湖心
亭看雪》、《西湖七月半》；归有光的《寒花葬志》与《项脊轩志》。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各样
的途径，汪先生引我走的是诗意化表达的一路。他自己就是个兴趣所致的人，兴随趣走，随性而为就
不必沉溺于系统，也就不为系统所累。诗意化表达这一路，从晚明小品溯宋词唐诗，汪先生的说法，
唐诗宋词，按自己所好，精读几家即可，以自己之好，才会挑剔而不为浩瀚所累。这种率性而为的读
书法使我受益匪浅，因此也才拥有了游曳于浩淼之间的乐趣。从唐诗宋词溯汉魏六朝诗，从汉魏六朝
诗再溯《诗经》楚辞，发觉悠远壮阔的一条历史长河，一年年，一季季，无数代人以不断承续着的生
命，在丰富着循环往复四季的讴歌。从《诗经》中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六朝诗中的“池塘生
春草，园柳变鸣禽”；到唐诗中的“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宋词中的“花满市，月侵
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构成无数良辰美景。再兴致勃勃前溯，
《抱朴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最后是《周易》，发觉古人认识一年四季自身与天地万物
的关系，有一套完整的哲学。这套哲学其实是认识天地万物关系非常优越的一套方法论，其中凝结着
了不起的生存智慧。由这套方法论衍生出顺应每一季而赏悦其中，非常具体的诗意化生存方式——在
天时地利中认识自我，时时以天时地利的馈赠为滋养，它其实才是中华民族顺应天时地利，一代代繁
衍生息的根。寻到了这样的根，就有幸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丰茂巨树上一片被光照抚慰的小叶了，迎
面而来每一季每一天的每一瞬间，都能领略到前人触觉过的那种美妙——春雨如丝时，抬头是“天街
小雨润如酥”，低头便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夏云如山时，抬眼想到“白云千载空悠悠”
，转眼便会感叹“云想衣裳花想容”了。此四季前人一辈辈读过，虽然时过境迁，依然历久弥新。这
是一部一辈辈读下去，每天都必读，永远都读不尽的大书。这些年始，开始有意识一点点去感知这部
大书中一个个能感觉清楚的细节。以汪先生那样兴趣所致的方法，点点滴滴，草蛇灰线，兴之所至，
不求系统，能在柳暗花明中有意趣淋漓的酣畅便好。寄望于这样的感觉能累积下去，由一个个细微枝
桠去触摸巨树伟岸的枝干质感。但愿这本小书对读者珍惜自己的四季能有帮助。当当网购买链接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824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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