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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前言

　　那天傍晚，在万圣书园门口，我从喻静手里接过这部沉甸甸的书稿。回家之后，我顾不得吃晚饭
，一头钻进书房，迫不及待地展开阅读。我马上被深深吸引住了：怀念故乡、追忆往昔、记录生活、
感悟社会、慨叹人事，一篇篇文章，一个个故事，一行行文字，向我纷至沓来。夜阑人静，屋外八达
岭高速路上的噪声已然时有时无，我却毫无睡意，靠在床头，台灯照着，看完了大半部书稿。翌日早
上六点多起来继续阅读，不到中午已把全部书稿读完。合上稿子，喝一口清茶，脑海中的喻静顿时变
得从未有过的生动、亲切、感人。　　此前，我与喻静面对面的交往就那么有限的几回。我们初次相
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三秋，当时我刚进北大。初秋的一个周末，夜凉如水，班上几位女生来男生宿
舍串门，后面跟着一位从未谋面的女生，盛夏跟我们介绍说，她叫喻静，是她们本科班的同学，毕业
刚参加工作，周末回母校看老同学来了。喻静听着，微笑、沉默，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文静
中透着几分腼腆。我问在哪里工作，有人替喻静答道，在北京东郊通县当小记者。多年之后我才知道
，那时并没有现在的京通快速路。这意味着，从通县回北大，坐公交车得两三个小时。于是我揣度，
刚刚离开母校的喻静，初至陌生的小县城，该是有一些不适罢。后来，在北大我还偶尔见她，但间隔
似乎越来越长。我时时想，她在新单位大概还好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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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内容概要

《如是》中，处处感受到作者对于生活的宽容和热爱。生活相当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活着不易。与自
己无关的人，究竟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委屈，别人完全无法知晓和理解。此前对喻静
的了解甚少。但是想，她能有今天的事业和人生境界，非经一番彻骨寒不能达到。然而，她在书中没
有抱怨，没有像那样诉苦，而是反复感谢生活的赐予，她对生活的爱始终如一。在书中，她无论写与
张老师一起散步的见闻，还是写布置和装修新房的故事，抑或写那些挂满房间的饰物，又抑或她对每
次岁末年终的依依惜别，都可以看出，作者是个酷爱生活的人。在这一点上，要拜她为师。
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从文字里，都强烈感受到喻静的善良。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满目是冷漠、麻
木和贪婪，善良无处藏身，却仍在“负隅顽抗”。喻静的善良是骨子里的。看着她的文字，总有一种
冲动，想去通县拜见她的父亲和母亲，问问两位老人，他们是如何成功地养育出智力如此出色而心地
又如此善良的姐弟俩的。看这《如是》中，她写与张老师救助一只被猫咬伤的小喜鹊的故事，写那些
可爱的动物们，写请装修工人吃饭，写对小时工周昌平的关心，写小时工老赵因某种原因被辞退后内
心的歉疚，写街头偶遇的泉州流浪汉，写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皮埃尔的故事，等等，这些无一不是
关于善良与爱的故事，读来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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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书籍目录

序拿什么来纪念自己自序拿什么来平复自己壹·聚散梦回江南蜥越想起他们，我心旌摇荡葬礼和张老
师一起散步绿菠菜和红玫瑰庆生喜鹊的故事猫皮大衣和织锦缎枷锁入定的大脸猫亲爱的动物们民工盛
筵和素食馆请老汪吃饭周昌平的红包极品小时工记两个被撞的农民通县记忆的碎片二十年前的《红衣
少女》罗红阿奇麻黄细辛再来一块钱的为崔老师祛魅韩雷的故事徐良和海迪一个人的五十年唐达成点
滴奇遇皮埃尔贰·远近刹那问的光芒流星划过天际神意笼罩的大地；小程村之旅：传统能否再造泉州
的流浪汉邂逅临夏阳谷新农村叁·来去不为师不知老之将至装修零碎到医院去到医院去不夸张不苟且
饭局是凝固的岁月谁请我们吃树根老外何去何从，给我一个理由先举头望明月刚丝与胡戈我们的敌人
麦当劳七年之痒被河水招安常人和常识流苏曲终人散最后的浑汤面浩荡而去肆·有别逝者如斯依稀仿
佛身怀利器回望四乡村的善治和草民的慰藉坚冰初破：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坛孙中山和中国道路代跋有
什么本钱打发得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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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章节摘录

　　壹·聚散　　梦回江南　　今天是清明。　　去年此时，我正编着《中华文化画报》。我和编辑
们说，特别希望三月号推出“梦回江南”专辑一一梦回江南，这就是常年客居北方的我在这个季节暗
中萌动的“春心”，时时沉迷的“春梦”。　　我的小学班级里有一半孩子是驻扎在家乡的空军部队
的子弟。去机场，要过一条小河、翻过一座堤坝。所谓春水，就是小河水啊，缠缠绵绵，丁丁冬冬，
水草毕现，蝌蚪聚拢又散开。河面没有桥，只有三个不相连的大桥墩。如何跨过桥墩到达对岸，需要
勇气。盯着潺潺流水，估量桥墩间的距离，犹豫着是跨还是不跨，河水的生腥味就扑鼻而来了。　　
堤坝上，青草转绿。矮小的野生毛桃树上，间或还挂着青红的果实。打开果子，里面一团毛绒，果肉
只有薄薄一层。抠出的毛绒，风一吹就沾满一身，又痒又粘，果肉也是苦涩难咽，就这样，小孩子们
也愿意一只一只抠啊。最高兴的是挖到农民收获剩下的番薯，很小，但很甜，比妈妈专门买来煮熟的
大个番薯甜多了。　　我家一直住在近城的郊区，出城一直往北，住宅周围都是农场的田。再往北，
是我上了六年中学的二中。二中学生住校，我是少数例外，因为近。有一段时间，从我家平房的北窗
可以看见。二中校门，中间是块块相连的大田畈，俯瞰就是巨大的“田”字。冬天，麦子收割后，田
里种油菜，或苜蓿。天一转暖，眼看着油菜就长高、抽芯、结串串小花苞，最后铺天盖地盛开。椭圆
小叶的苜蓿，饱满水灵，次第开出桃红的温柔小花，托着小花的草茎，和野雏菊一样，空心无骨，在
风中轻摆。我们叫它“草籽花”。就是这个季节，巨大的“田”里，一格奔腾的艳黄，一格柔媚的桃
红，又一格艳黄，又_格桃红，孩子们的心中绚烂而明朗。下午放学，我喜欢走“大田”的“横”和
“竖”，闻着菜花的浓香，摘一把紫云英回家。　　周日，只要有艳阳，小孩子会相约去采马兰头，
挎一只小竹雕篮，篮子里放一把尖头剪刀。我家对面的村庄叫“书院村”，我们会沿着书院村的田塍
路一路找去。马兰头这种野菜，像具体而微的小油菜，几场春雨下来，太阳一晒，田头路边到处是。
有的发得早，老了，叶子乌绿，小茎乌红。要找到鲜嫩成片的，还得深入田间地头，或不易被人发现
的角落。经常是蹲着剪半天，站起来眼冒金星，篮子里才一点。我常和小燕同去，一次竟意外结识两
个村里的小姑娘。她们技术娴熟，挎的是卖菜才用的大篮子，篮子里已有厚厚一层。我们打乱重组，
由一个乡村孩子带着，各自寻找根据地，有了互相比较的意思。我的“组长”趁她们不注意，把自己
大篮子里的马兰头抓了一大把给我。后来又在坟地附近找到一大片硕大肥嫩的马兰头，分别的时候，
我把剪刀送给了她。那个时候，对于鬼神我们是多么无所畏惧啊；那个时候，我不会想到，那一小篮
子马兰头也许是这辈子我曾拥有过最多的一次春天的马兰头。　　水牛会把苜蓿地犁几遍，有苜蓿滋
养的春泥干净肥沃，田里灌了水就可以种稻子了。水牛黝黑健壮，牛角弯成非常完美的曲线，长睫毛
遮盖着的大眼睛柔情似春水荡漾。“鞭春牛”是人们春天劳作的象征，水牛忙碌一春，夏天半卧水里
，露出脊梁晒太阳。　　我也会把大院墙边的碎石地翻一遍，种上蓖麻。到了夏天蓖麻长得比玉米杆
还高，叶子手掌一样招摇，果实像刺猬。夏天快结束时，蓖麻果变黄，剥出花衣裳的一堆小粒，晒干
了就可以换钱。我用种蓖麻的钱买火花，像邮票一样夹在本子里。　　春天小绒鸡也被妈妈带回家了
。读大学的时候，我很详细地写了养鸡的过程，叫《鸡的故事》。堪称代表作啊，暗自认为工作后我
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无法与之相比。我要在一个专门的题目下再写鸡的故事。说起鸡我真是有满腔“爱
情”要抒发。我有一个古怪的想法，想养一只灿烂的大公鸡或敦实的大母鸡，就算宠物Ⅱ巴，让它们
跟着我散步逛街——多让人心动！　　大-下半年，离开家乡的第一个春天。有人写信给我：“油菜花
又开了。不知不觉间，你离开家乡半年了二中放学的时候，路上满是学生，我感到不习惯，这些人中
已经没有你了。我以为你还背着书包穿过开满油菜花的小路回家来。”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字句，是
因为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看起来像情书的信。是不是情书我一直无法确认，但看起来真的很美。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
，梦也何曾到谢桥。”　　“人生何事缁尘老，风雨飘飘，乡路迢迢，南雁归时更寂寥。谁怜辛苦东
阳瘦，沽酒西郊，依旧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两首《采桑子》，作者分别是纳兰和刚故去的
张中行。谢桥在扬州，东阳与我的家乡衢州相邻。看来江南确实适合入画、入梦，寄托无尽情怀。在
江南长大，是命运的赏赐。永远有多远，想象的江南和真实的江南就有多远，回乡之路就有多远。　
　蜥　　前几天从网上看到一则有趣的征婚启事，从字里行间揣测，应该是女征男。所谓“有趣”，
无非措辞俏皮，敢冲敢打一征婚么，只会征“正常”的，平常百姓，谁去征个有怪癖的？所以这则被
网站置于首页并做了夸张标题的启事，扫一眼就行了，说不上有什么太出格的可以吸引眼球。然而就
在扫一眼的工夫，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这个征婚女要求对方：“热爱小动物的最好，但养蜥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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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不要。”我大笑，快乐而伤感，仿佛内心最虚弱的地方被人挠到了。　　我就养着一条“蜥蜴”一一
不过是木质的，弟弟从澳大利亚带回，他说出自当地土著艺人之手，用了一种叫做“点彩”的工艺。
我把它挂在客厅的竹屏风上，左邻常青藤，右傍水吊兰。夏季来临，植物欢快地长，绿叶婆娑间，蜥
蜴若隐若现，做吸附上爬状一一因其过于逼真，不止一位“闺密”初见时表达了不适感，一个胆小的
男孩子甚至吓哭了’坚决不要看到第二眼。对蜥蜴的恐惧也许和对蛇的恐惧是一样的。但平心而论，
我家的木头蜥蜴，算得上一件精湛的手工艺品，应该是澳大利亚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弟弟曾经在澳大利亚访学半年，回国当天，全家聚于“郭林家常菜”。弟弟一一分发他的土著点彩工
艺品：给父母一只“龟”，给太太一块“盾”。他正翻着大箱子找给我们的东西呢，妈妈迫不及待地
用浙江普通话磕磕碰碰透露，“他给你一只‘蜥’。”哦。蜥。我们欢喜地传看着，叫着它的小名：
“蜥”。它藏在弟弟的衣服中间，从南半球飞到北半球，从我们无从想象的土著艺人之手落到北京城
喧闹的家常菜馆子，好像被老天注定了要做我们的家人。我们看着它活灵活现的眼睛，全然忘记了好
莱坞异形片里那些恐怖的巨蜥。　　而我是那么会心——我和弟弟，真是彼此知根知底啊。我们热爱
几乎所有的动物，哪怕一只“蜥”。我相信他更爱。弟弟在话还说不利落的年纪，也就三四岁，就对
大家大声宣布：“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妈妈至今记得他的“名言”。再大一点，五六岁的样子吧，
一个老头带一只羊路过家门，弟弟跟着小羊就走了，从大南门出了城。要不是妈妈边跑边问，在荒僻
的城外把他追回，兴许他就做了羊倌了。有段时间他一直想着能从路边捡一只刺猬带回家。我外出玩
不想带他，就指着《中国少年报》上的刺猬图案栏花骗他：“你要不跟着我，我就带小刺猬回来，还
扛着标枪呢。”他立刻同意了。我回来的时候早把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弟弟自然少不了大哭。而我暗
自奇怪的是，他居然会相信我能带回握标枪的刺猬！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有点奇怪啊。　　我们打打
闹闹的，也就长大了。我来北京上学，他歪歪扭扭写来信：“在家里我们老吵架，你离开了我还挺想
念你的。”他在杭州读完本科，接受中科院保送，算是投奔了已做了“北京人’的我。第一年，他想
念杭州的小兄弟们，几乎萌生退意。幸而生活永远丰富多彩，有件事情唤醒了他的青春热情：他喜欢
上了一个女孩。那段时间，他还狂热地迷恋恐龙——玩恐龙游戏，看恐龙动画片，买恐龙玩具。有一
次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条小恐龙送给我，我坚决拒绝了。我问：“女孩是什么所的？”他答：“古生
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那不就是研究恐龙的吗？”他快乐地呵呵笑了一一恐龙，那是能让他从心
底里笑出来的动物。语文成绩极差的他居然为“恐龙女孩”写了一首很长的诗，很遗憾，“恐龙女孩
”不肯接受。“她说她有男朋友了，学物理的。”弟弟在恭王府的破草席床上躺了两天，想着恐龙，
百无聊赖，涉过青春期的第一个险滩。　　有一年我回老家，意外发现爸爸脚后还跟了一只猫。妈妈
说，是弟弟从垃圾箱里捡的，算救了它一命。“他回北京的时候，把猫托给我们了，我们就养着了。
”小猫没有名字，我出了个主意，叫“阿兹”吧。电话通报给弟弟，他又一次呵呵笑了。《蓝精灵》
里的那只猫就叫“阿兹猫”，他比我还清楚，还用我解释嘞！　　爸爸妈妈决定到北京来过年。阿兹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方案好像都不理想。到了定好的日子，我和弟弟去车站接他们，发现
爸爸管着全部行李，妈妈紧紧抱了一只半大纸箱子，壁上凿了小孔。“是阿兹吧！”我们欢欣鼓舞。
阿兹到了我家，我们立刻为它洗澡，它很快选了冰箱附近做领地。它拼命练习攀爬，把新刷的白墙挠
成了黑的。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过了个暖和年，又钻进来时的纸箱要走了。妈妈说：“它有福气，
也算来过首都北京了。可惜它哪也没去过，连天安门都没去过。”我看着拖着行李的爸爸和抱着“阿
兹屋”的妈妈消失在上车的人流中。我知道弟弟在心里说：“爸妈再见，阿兹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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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编辑推荐

　　《如是》为喻静所著，过去远远，现在漫漫，未来永永，皆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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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精彩短评

1、简单善良的女子
2、過去遠遠，現在漫漫，未來永永，皆悉【如是】
3、在图书馆无意中 发现的一本书 宁静。。。
4、很幸运从图书馆中发现这本书。
5、善良，感谢生活的赐予，享受生活给你的苦难
6、读起来很快，有些篇什很好；可是为什么她有意无意将自己定位在一个高度，比如说潜意识的炫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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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相遇已久，不是那种“读完就完，缘分已散，送出去旅行吧”的书，也不是热闹的书，也
不是打眼的书，也不是满足什么需求的书，更不是可堪炫耀的书。和作者一样平朴低调的一本书。我
愿常常与它相伴，知道它在书柜里也觉安心的一本书真水无味，淡淡品之，滋养于无形。
2、作者用一颗细腻、善良的心记录生活中的点滴，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
的多彩与美好。有会心一笑，也有感动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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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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