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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有灵》

前言

这个尚未炎热的初夏，让人不解的是，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竟然火起来了。    在第二集《主食的故
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浙江慈城，有一对空巢老人，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儿孙从宁波回来时
为他们制作可口的年糕。一家入围坐在一起，吃着年糕，唠着家常，其乐融融。然而，短暂的团聚之
后，儿孙们各自开车离去，家里又剩下这对老人。    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在中国能火，很难，除非
是能讲出吃背后的人生况味。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冬天，北京餐馆里的鱼头泡饼，鱼头来自千里之
外冰天雪地的吉林查干湖，是鱼把头凭经验、眼光和运气在冰层下布网所得；而高档餐厅里稍煎一下
就香气四溢的松茸，则是云南香格里拉的小姑娘背着篓子走一公里才能采到。得之不易，炊之不易。 
  对中国入来说，吃最在行。桂林的米粉，岐山的臊子面⋯⋯关于吃的记忆，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故乡
的记忆。一方水土一方吃食，即使离家万里，我们想念的还是老家的街边菜。    据说战时白崇禧在南
京想吃米粉了，都要从桂林空运卤水来，因为味道正。    可见，味觉的记忆之深，如风入骨，是世世
代代的游子们骨子里散不尽的乡愁。人生水远山长，止戈为武还要靠故乡，能冲淡硝烟的一定是炊烟
，能驱散乡愁的一定是乡音。    花如掌灯的这本《故乡有灵》，开篇也即是说吃：年糕、鱼羹、蚕豆
、酒酿⋯⋯他也是浙江人，生于舟山，长于舟山，有山，又靠海，吃食与我们内陆不大一样。我家无
山无水更无海，能吃的都是土里长出来的，有地腥味；而他，则是一吞一咽之间都有山与海的记忆。 
  据说，小时候一起吃大的伙伴，到老了会有一些相似的习惯和动作，不知道真假。我有时候想，童
年时一起吃大一起长大的人，多少年后若再相见，会有一番怎样的对白？    王安石的诗：“三十六陂
春水，白头相见江南。”那么相见之时，我相信两个鬓毛衰的老头子，谈论的一定是小时候在哪条河
里捉鱼摸虾，当年谁偷了六一公公地里的蚕豆？两个人谈笑之间，会取笑当年的对方，会感慨世事的
白云苍狗。到最后，各人眼中都含着泪。    在那眼泪里，有青山一发，有家国记忆，还有少小离乡时
一路上的烟云。    《诗经·国风·召南》里说：“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
白茅，花如掌灯的乡下有，我家乡下也有。小时候馋甜，我童年就经常在田垄间挖了根吃，味道微甜
。今天的乡下白茅许是不多见了，即使有，也不见得有人挖了，刻意去挖，心意也不再对。    所以，
读《诗经》，我念字如嚼，一边嚼出白茅的甜味儿，一边嚼出回不去童年的酸味儿。    我有时候看《
诗经》，并不单单是为文学，而是想重温那个水远山长的田园时代。今天，农业成、了一种弱势，耕
不足为业，更不见农业时代的简静美学，人心周围砌满了水泥墙。    我小时候，乡下还多是泥土墙，
怕贼入爬墙入家，很多人家都在墙上种了仙人掌。仙人掌每年开花，结果要四年一次。我有一次看见
邻家墙头的仙人掌结了果，就想方设法用树枝扒拉下来，捡了就赶快逃，结果手上被扎了很多小刺，
却并不痛，只是一根根要拔很久。    仙人掌的果实，是酸甜的，但是不敢用力吃。虽然没有刺了，还
是怕被扎。    我虽然多次被刺扎过，但却不曾被人生所扎。所以花如掌灯说的从来认为男人白皙，是
件羞耻的事情，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至今亦白，大抵是不近烟火，不懂人生愁苦故。    但惟是这样的
白面书生，才最适合做游子。少小离家，一路学书学剑，文武艺要么货与帝王，要么卖给富商大贾，
一世为稻粱，为前程，为前程也是为稻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外面的一碗饭也不好吃，甚至为了
一碗饭，心蒙尘，眼蒙纱，但见财路不见人路。    我向来不喜欢在城里的日子，但为生计计，亦无他
法。城里的日子，是社会，是日期；村里的日子，是光阴，是人世。进城走了几十年，我们学会了吃
大餐，学会了盘桓人脉，学会了心计和旅行，但却丧失了对食物的记忆，对亲情的记忆，对快乐和简
单的记忆。    故乡的那一抹炊烟，在工业时代的欲望和消费中，越飘越远，越飘越淡。    人世越走越
远，却越走越小：气魄越来越小，格局越来越小，性情越来越小。    到今天，我还在怀念幼时在箱底
闻到的、放久了的苹果味儿。以前家里穷，苹果也不常吃，父母怕偷吃就藏在箱底，等拿出来，连同
放一起的布匹，一叠一叠都是香味，都是岁月；而头天刚磨下来的面，闻来也是香的；白天晒好的被
子睡一夜醒来，还能嗅到风与阳光。    虽然南来北往好些年，我仍然在城市里待不习惯。楼高了不接
地气，树不绿没有生气，邻里不通气儿没有人世。唯有枯坐家中，看着窗外一群盘旋的燕子，才找回
一点儿生机与岁月。    这燕子，是从旧时王谢家飞来的吧，飞过杜甫的草堂，今朝落在这闹市歇歇脚
。    所以我对城里，远观而不亵玩，只是遥看车如流水马如龙。不出门，家里就是我的村；出了门，
繁华都是别人的城。不得已时，才出去走一遭，且当红尘中人完成红尘中事。    花如掌灯说，他至今
还有情不自禁坐地的习惯，是在故乡时不知不觉落下的习惯性动作。今天在城里，他偶尔也会在闹市
这样呆坐，坐得与旧日无异，不过蚂蚁变成了人流。而这人流如织，却不再有他舅公那样的人物，四
邻八乡都闻名，“凌厉有智慧，做派蛮横，读过《三国演义》，村里人有造孽打架或者婚丧红白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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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有灵》

会来请他，是压得住人的人物”。    城里呆久了，我也不觉会怀念少时村里的人物，抬棺材的把头、
做家具的木匠、婚丧嫁娶的总管⋯⋯都让人在岁月中亲近，即使二流子、痴呆儿，也都比今人有模有
样风流倜傥。    我的大舅，地主人家出身，过过优渥生活，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堂里做过学生。新
中国成立后因为成分问题，一直赋闲在家，激动时候手舞足蹈，人称“胡疯子”，其实他不疯。他与
我谈文学、历史，写毛笔字给我看，真是铁画银钩，撇捺人间，每一个宇都锤进了昨世今日的分量。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我非为大舅叫屈，而是爱这草泽，爱乡间容他的好意。    我的故乡，也有
金银花、兰草、苦楝树，也有村狗、麻雀、梁上燕，也有鬼、有乞丐、有和尚，这些今天城市人都不
大能见到了吧？儒家讲，做人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我觉得，惟是在这样的乡土中浸润过，知物力
维艰，懂人情练达，人生才能豁达而真实吧？    即使是离家万里，你长大之后的每一寸人性，也都通
达着小时候的每一寸物性！    胡兰成年轻时，去北京谋生路，一路上渡长江，济淮水，望泰山，过黄
河。这些地方古来出过多少帝王，但他在火车上想，即便是下来在凤阳、淮阴或徐州、济南，做个街
坊小户人家，只过着今天的日子，亦无有不好。因为他也是个本色之人，通晓乡间民意的好。    他的
老家在嵊县(今嵊州)，绍兴下面的一个县，与花如掌灯的舟山相距不到四百里。《今生今世》里的浙
江乡下，日是日，月是月，江河都有情义，纵使村夫村妇世界，也亮堂斯文。    浙江还有鲁迅和周作
人的乡下，郁达夫的乡下，蟋蟀声声，春草池塘。    江南的乡间草长莺飞，杂花生树，是最好的乡村
世界。村中一日，世上千年。    在这样的江南，铁马冰河我或不爱，金戈铁戟我或不愿侍弄。不当英
雄做个小民，纵被骂作是温柔乡里做道场，但挈妇将雏，柴米油盐，做个江南村里的小户人家，躬耕
富阳，日出日落。闲时卤水点豆腐，枯坐看蚂蚁搬家，忙时插秧割稻，也是人世的至大滋味吧！    哪
天有人闯进来，一搭腔，即使被说作“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想来也不错。    花如掌灯的《故乡有
灵》，我是当成一本《出埃及记》来读的。作为一个个进了城的农家子弟，我们走出了三个故乡：地
理上的故乡，岁月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今天，故乡比斜阳更残，那年那月那地怕是再也回不去
了，只有躬耕纸上，在字句间重觅历历往事吧。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躲避压迫寻找光明，而我们
出故乡，是为了从一个光明寻找另一个光明。以色列入历尽千险万难终遇救赎，我们从故乡走到他乡
，却一路跌跌撞撞。    丢了故乡的入，也就永远走不进天堂。今天，我们走出土地，走出故乡．却也
把土地和故乡赋予我们的秉性，丢在进城的路上，付与日月，还给山海。但我们越丢越不快乐，越丢
越比来的时候恐慌。    这让我怀念起炊烟和大地。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矣。”    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慢三拍，静一生。听听平时听不见
的山涧鸟鸣，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闻闻麦香和瓜
秧，吃青菜，喝白水，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    所以，你问我为何在城中
不语，其实我是在怀念当初离家时的暮色照大地！    林东林    2012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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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在他的故乡，他的昨日，时光渐行渐远，万物愈灵愈美。
那些远去的吃食，年糕、芥菜、酒酿；那些久违的鸟兽，梁上燕、村狗；那些消逝的人事，木匠、酒
徒、和尚；那些漫漶的时光，午后、暮色、春雨；那些生锈的地方，寒溪、池塘、漏屋⋯⋯在时光照
耀后都有一种惊人的美，连晒太阳、闲坐回首起来都那么勾魂摄魄。
花如掌灯说荒村景物、人事以及物是人非，追忆流年，随想故旧，心似丝，文如苔，织成岁月的绿毯
，这里是另一种深思，是安静的田园，亦是悠远的古典，再不落笔就忘了。
他安静，我们喧嚣。而为什么他闲敲棋子，却正好打在你我心头？
【编辑推荐】
1《故乡有灵》是一本怀旧的散文集，在花如掌灯的笔下，舅舅、弟弟、酒徒、木匠、乞丐等乡间人
物，每个人都被包容被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在。
2花如掌灯写出了三个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岁月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他的故乡像全中国所有
的农村一样，早已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在他的心中，故乡比斜阳更残，那年那月那地怕是再也回不
去了，只有躬耕纸上，在字句间重觅历历往事。从这个层面来说，花如掌灯所写的，是一代人的共有
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剪影，是对一种即将消逝的人文的缅怀。
3我们需要一种接地气的文字来缓和我们在现代工业环境中的迷失与混乱，我们需要一种力透心灵的
情感帮助我们重新找到一种把持，我们也需要通过对过往岁月的缅怀与思考来表达我们对生灵、对生
命的敬畏。
4花如掌灯用一颗游子的心醉心品咂这些故人旧事，作品中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
，多是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静安岁月、悲喜冷暖的人事变迁。他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
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切入，点点滴滴，活灵活现，趣味盎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淡
淡乡愁和人文情怀。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历经世态的老者谈话，让我们繁华跃动的心田获得一片
宁静，得到片刻的舒心怡神。
【精彩推荐】
丢了故乡的人，也就永远走不进天堂。今天，我们走出土地，走出故乡，却也把土地和故乡赋予我们
的秉性，丢在进城的路上，付与日月，还给山海。但我们越丢越不快乐，越丢越比来的时候恐慌。这
让我怀念起炊烟和大地。
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慢三拍，静一生。听听平时听不见的山涧鸟
鸣，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闻闻麦香和瓜秧，吃青
菜，喝白水，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
——著名媒体人、书评人  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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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花如掌灯。
舟山人。曾是山中一少年，现为城中一花农。
著有长篇小说《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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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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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还有是“厉”，恶而不可捉摸我称之为“厉”，而“厉”我没有。所以对鬼就不能像对狗
猫那样平心相处，见了就怕。 而见鬼，一般总是在梦里。梦里见鬼有征兆，要么是打雷，要么是下大
雨。鬼就无缘无故出来，明白告诉这是鬼，谁告诉的不清楚，反正知道，这就魂飞魄散，大喊而逃。
逃总是逃不快，有诸多障碍，或者腿脚动不了，或者是被捆着，或者是逢路路断，逢桥桥断，断了就
跳，一跳就惊醒，大汗淋漓。 有一次梦见被鬼追到死胡同，万般无奈之下装死，憋了气躺地上，心想
：我都与你一样了，我都与你一样了。鬼就探手来试，没气，鬼正想不明白，我就被憋醒，救了一条
命。 娶老婆。从小就被提醒，做人做下去，是要娶老婆的，这就成了许多行为被要求的目的，如攒压
岁钱，不浪费食物，甚至洗脸。被人一把拉去，骂：脸都成灶猫，以后如何娶老婆？我梦里的老婆都
极难看，而且不认识。坏人居多。梦里的老婆变成没收压岁钱，不让你吃饭和逼你洗脸洗澡的代表，
而且力气巨大，打都打不过她。印象里都是花衣服，小戏文里一样花枝招展，有一次居然还骑马抡着
刀，直取你的命根子，比鬼还恶。梦里娶老婆一般都哭醒，现在想起来既可笑又觉得何其恍惚。 屋倒
了，墙还在，废墟长满了木莲。木莲藤就是薜荔。藤蔓是木质的，在墙上的石缝里生长，不枯凋，永
远墨绿着。 木莲，阴郁的植物。 四十年前，这里住着一个婆婆，叫小屋婆婆。小屋是低矮的，只有
一间，小屋就是眼前这一小块废墟的前身。 婆婆坐在小屋低低的门前，晒太阳。竹椅坐下去“吱嘎”
地响，竹椅上的竹篾久浸人气，成了酱肉色。婆婆晒太阳，剪鞋样儿，纳鞋底，做鞋。身边放着一个
竹盘，竹盘里盈着剪刀，线板，顶针，尺子，润线的蜡，还有，还有什么？还有一张花花绿绿的纸，
是针头线脑下面垫着的一张旧纸。婆婆是孤老，晒太阳的还有脚边一只猫。 我神往这张纸。这是一张
年画。记忆中的荒村从未见过画，毛主席像是有的，但那是照片，贴在吃饭桌子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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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丢了故乡的人，也就永远走不进天堂。今天，我们走出土地，走出故乡，却也把土地和故乡赋予我们
的秉性，丢在进城的路上，付与日月，还给山海。但我们越丢越不快乐，越丢越比来的时候恐慌。这
让我怀念起炊烟和大地。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慢三拍，静一生。
听听平时听不见的山涧鸟鸣，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
，闻闻麦香和瓜秧，吃青菜，喝白水，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    ——著名
媒体人、书评人 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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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故乡有灵》编辑推荐：不管走多远，我们的灵性都通达着故乡。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静听岁月的
拔节与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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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丢了故乡的人，也就永远走不进天堂。今天，我们走出土地，走出故乡，却也把土地和故乡赋予我们
的秉性，丢在进城的路上，付与日月，还给山海。但我们越丢越不快乐，越丢越比来的时候恐慌。这
让我怀念起炊烟和大地。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慢三拍，静一生。
听听平时听不见的山涧鸟鸣，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
，闻闻麦香和瓜秧，吃青菜，喝白水，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著名媒
体人、书评人 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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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短的文字，简单的话语。反倒是有了深深的回味
2、淡泊脆朗，地里长出来的文字，甚少书写者胸臆。很少见的掠去海腥味的同乡人写作，难道花师
傅系土元素密集者？
3、写的真心不错。
4、正版推荐。。。。。。。
5、很有灵性很有味道的散文~适合慢读~
6、无意中私藏的好书，实在有太多的盛赞想给它，却全在语言之外了。只有在往后的岁月里，一而
再、再而三地读起来。
7、读了，很喜欢。
8、时光渐行渐远，万物愈灵愈美，乡村记忆美好，故乡消逝和正在消逝的人、事景、物，散发生命
光华⋯⋯
9、试读了一部分，着实是好，于是就买了。
10、城市越来越浮躁 那么何不静下心来读故乡有灵
11、这些文字会有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我还可以体会到一种小桥流水的情怀
12、最近看到的最好看的散文了。过了一年，还是这么认为。
13、我生长在花如掌灯所在的舟山群岛，拂过他家竹林的海风，也曾经过我的窗前。在我们的家乡，
开窗即可见海。极目处，大海千里万里，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于是懂得世界之大，有极小的已知和
极大的未知，对无名的草木和貌似平凡的人，都需要心存敬畏。　　 《故乡有灵》就有这种敬畏和慈
悲。《物是》篇的各种乡野吃食，不见得有多少美味，茅针、郭公、毛栗、乌米饭，都是天地所赐，
有人世恩情，有山河分量。作者取童稚视角，孩子的世界悲喜莫辨，但世故了的读者懂，被长歌当哭
的内敛和隐忍一一击中。生活中，花如掌灯就是那个面无表情说笑话的人，就讲悲剧也但见风清月明
、山河朗朗。只是纸背有血泪，滴进读者的心里；纸背有慈悲，有敬畏，让你懂得做人的本分。　　 
走出不羁的故乡，走进禁锢的城市。欲望都市里，我们前进得太艰难，生活得太卑微。我们渐渐地，
自觉放弃了生灵的自由和高贵，互联网串起扁平世界，视野越来越宽，格局却越来越小。我们一遍遍
回望，疲惫的视线里，故乡和童年越发遥远，逼仄的现实，容不得象样的追思，也忽略了心底日渐式
微的灵性之光。我们都是旅人和过客，被海市蜃楼诱惑着，守不住的精神家园。　　 翻开案头的《故
乡有灵》，花如掌灯在纸上一派天真地叙述，那份从容和质朴，不由地让人嫉妒——我们遗失的，他
却保存完好！他布衣草履，袖手坐在台阶上悠然数蚂蚁，世上已是千百年。翻开书，跟着蚂蚁而去，
爬进深深沉沉的时光里，走进属于花如掌灯的、也属于你我的故乡和童年，完成一次救赎。　　　　
14、文字很有特点，读完后却不是温暖而觉得有点冷清
15、想要的生活的一种。。。
16、三星半。有部分文章很不错，有故事有感情的那些。另一些，大概是我不习惯那种笔法，无头无
尾的叙述。本书序言实在是减分项！以及，我觉得我的集子比这个集子的水平高，为啥没哪家愿意出
版呢。。。
17、是一本怀旧的散文集，在花如掌灯的笔下，舅舅、弟弟、酒徒、木匠、乞丐等乡间人物，每个人
都被包容被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在。
18、春天里读这些文字再合适不过。万物有灵且美。
19、有如闲言碎语，絮絮叨叨。
20、很清新，但是不合胃口
21、蛮好的写故乡的文字，值得沉下来读一读
22、讲诉的都是乡村的野草野果，农家的吃食零嘴，乡人的喜怒悲情，看得我心有戚戚。那熟悉的乡
野趣事好像又点亮了儿时的记忆之灯，很多已经模糊忘记的事物又一次明亮清晰起来，拔茅针、吃蚕
豆、烧柴火；开花的树，粘人的苍耳，像草莓的蛇果。
23、文笔朴实，喜欢。
24、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慢三拍，静一生，听听平时听不见的山
幽鸟鸣，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闻闻麦香和瓜秧，
吃青菜，喝白水，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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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有灵》

25、十星力荐！！！！！！！！！！！！！！！！！！
26、我们的快乐时光
27、全书最好的部分是别人写的序
28、荒村人事，有灵且美。温婉、素朴的荒村风物，就像作者笔下的牛眼世界，“小得不能再小，所
以没有惊心的事”，自然而然；而这漫漶的故乡旧时光，却也因种种的物是人非，总难免有些暮色意
况。
29、亲阿罗那篇让我想起甘肃的舅舅，读着读着竟然不自觉落泪。书中的章节念旧的我读给母亲听，
好玩儿的我读给爱的人听。光简介就很诱人“他安静，我们喧嚣。而为什么他闲敲棋子，却正好打在
你我心头？”

30、四辑中前两辑颇好，【物是】走的是现在常见的草木路线，灵动鲜活，有清芬气，每个人的乡愁
；【人非】最好，简短数笔描摹荒村人物，挈领要害，面目轮廓清晰，何患世无奇才，遗之草木民间
，格外好看，竟是一篇篇出色的迷你短篇；后两辑一般。
31、低调获奖好书。当代散文极品。
32、很优美灵动的文字，看作者的名字还以为是个小女生，后来看书才知道应该是个比我还大的哥哥
。书送来发现有十几页空白，马上发单换了一本，这一点亚马逊做得还是不错。我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的电子版试读才决定买实体书的，因为电子版比实体书也便宜不了几块钱，建议还是买实体书。
33、不太理解，但是包容
34、书的质量很好，封皮很有意境，物流也还算快。
35、断断续续终于看完了，文笔好，接地气，有这样成长经历的人并不少，但能写得真挚又引人入胜
的并不多。
36、只能说，很美，很美...
37、故乡有灵。勾起你童年的记忆。
38、虽然是父辈的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舟山的孩子来说依旧有股熟悉的乡土味。
39、喜欢这种质朴的文字，都是小时候常见的一些事物，怀旧情绪
40、当年的《荒村旧事路》
41、买了之后 才发现书的内容有点深奥啊
42、2013年3月30日读。2013-77。
43、山间清流，四时虫语，青草衣衣，蔷薇满山头。大道至行，般若禅意，不闻燕雀响，但见鹅黄白
。
44、回不去的小时候
45、书刚刚到，大概翻看了一下，应该好看吧
46、挺好
47、在收藏着，来年看！
48、比较一般
49、作者妙笔生花。吾乡吾土。。。。
50、同类型的书，比起人间草木差太多。
51、喜欢这样的文字。
52、看得我肝儿颤嘞...
53、故乡有灵，荒村有情。有个地方叫做老地方，有些时光称作旧时光，回不去的美好曾经总是深深
的烙在记忆里，忘不掉，怀恋故土的草木与乡邻，热爱生我养我的可爱的家乡。
54、故乡风物。都是寻常 又多半有滋有味。这大概就是乡土的气息和美感。引人怀念。
55、美到深处最是真，太接地气有太精炼的语言！
56、接地气
57、荒村的人们在荒村里搓麻绳、弹松花、扎扫帚、罩麻雀⋯⋯日复一日地轮回。偷窥的自己仿佛是
入了另一个大观园的刘姥姥，样样新奇而不知所措。可是迷迷瞪瞪地热闹了一阵，突然寂静一片，原
来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全书以思念为肉，忧伤为骨，悲悯至此。
58、豆瓣得分很高，作者的文字非常优美，也透着浓浓的相思之情，可无奈这种散文确实不对我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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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我也确实无法找到共鸣，只是简略的读一下。
59、年纪越大记忆里的童年就越模糊，于是回忆就像回味昨夜的梦⋯⋯这本书也让人有这种感觉。
60、20130419购买。后面越来越差。
61、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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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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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故乡有灵》的笔记-第1页

        喜欢《故乡有灵》，喜欢那些老...旧...曾经......

2、《故乡有灵》的笔记-第64页

               如今家里已不种扫帚树了，但围墙脚下它们依然绿意盎然。大概是老去的扫帚树留下的种子，
让它们代代相传。即便之前那样旱的天气，也依旧鲜活。那样柔软的草，却有着坚韧的性子。扫帚树
扎起来的扫帚一般负责家里的清扫作业。若是院子或是路上，那就是竹丝扫帚的分内事了。有一道菜
很是有名，叫做竹丝炒肉。大抵与我同岁的小孩们都会偷偷藏过几把竹丝，或是藏到隐匿的角落，或
是弃之荒野，更甚者便是折断，丢进灶膛。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好笑。屋前屋后都是竹山，几把竹
丝最是便宜之事。那时，却为自己的“英明”开心好些时日。
       尝过笋的鲜美，也吃过竹的苦头。惦念着那些被竹丝追着跑的日子。

3、《故乡有灵》的笔记-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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