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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低处的端详》

内容概要

个人散文集,包括“世界低处的端详” 、“在城市里找个旷野安心”、“心温润，何惧忽已老”、“
赤脚走在田埂上”四个板块，含《芒种》《夏至》《追梦人》《凤凰何少尔何多》等八十余篇。
内容多描写乡村风土人情——有写山川树木的，有写贩夫走卒的，有写田园风光的，抒发作者追求恬
淡闲适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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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低处的端详》

作者简介

李乐明，男，生于1970年，公务员。曾任江西赣州定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岭北镇镇长
、党委书记，现任县委办公室主任，著有散文、随笔集《时光摆渡》。

Page 3



《世界低处的端详》

书籍目录

目录
序1
**辑世界低处的端详
踏春记
从春天出发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追梦人
凤凰何少尔何多
远志的心，小草的情怀
世界低处的端详
栀子花
寄居在影片中的时光
五月花
第二辑在城市里找个旷野安心
小夜曲
成全
将心比心，便是佛心
在城市里找个旷野安心
走在时间后面的时光
没有航标的河流
角落
小吃
他们答非所问
想起村头那个“大喇叭”
老茶
家常的味道
空心菜的心事
调出生活好味道
心的“房子”开鲜花
第三辑心温润，何惧“忽已老”
熬一锅清粥熨帖心
炒一盘黄花菜明目清心
豆腐渣里有黄金
气定神闲万事不愁
秋日晾晒好冬藏
时间的味道
土上土下都是笋
我送朋友龙藤茶
向左指挥，走在右边
曾经的放下，更好地行走
常耕心田

Page 4



《世界低处的端详》

豆叶干，人参叶
空间*珍贵
心温润，何惧“忽已老”
清澈心流跑龙套
梳理好心情，梳出脸似霞
仰视低的高度
枕着释然入眠
怕黑不开灯，想念不联系
闲心不伤心
做“七”留“三”跟你哇（讲）
东西无所谓好坏，看怎么用
活在童心里
人生犹如点豆浆
炒菜
一字一人生
隆冬时节醉红艳
寄一片泛黄的纸笺到黄昏
深秋时节食红薯
点一盏灯在心中
“一窝蜂”没有优雅
距离或许没有美
满山红叶似人生
第四辑赤脚走在田埂上
乡村榨季
天井
山里红
乡村的温馨月亮*知道
老灶记
稻草温暖
油事纷纷
隙地瓜豆
砍柴郎的心事
牛倌往事
我不如牛
小话
赤脚走在田埂上
山村神明
打鞋底
纳凉夜话
山村的狗
那些桥，那些人
水到哪去了
围炉夜话
天堂在小巷

Page 5



《世界低处的端详》

精彩短评

1、文字朴实无华、感觉细腻入微、感情真挚真诚，读来如饮醇酒，如坐春风，如品清茶，已经很多
年没能看到这样让我心情放松，并且宁静的好散文了。
2、清淡的文字，醇厚的感情与乡土之思，令人读之，陶然忘忧！
3、清新淡雅，令人读罢悠然有抛却尘俗之乐！“心是一块田，快乐自己种。” 当一个耕耘者躬身于
田园的作物中间时，他的心灵一定是至洁而芬芳的。这话用来评论李乐明先生的散文，再合适不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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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低处的端详》

精彩书评

1、文／苏远新与李乐明先生素不相识，是朋友圈里的一则微信，让我知道了《世界低处的端详》出
版的消息。又在朋友的提示下，于新浪博客中阅读了几篇李乐明先生的文章，深为他精湛优美的文字
所倾倒，陡生手持一卷一睹为快之愿。经朋友转达意愿，得乐明先生赐书两册，了却心愿，甚为欣喜
。鲜活的文字，是有生命的。数日来，沉浸于乐明先生作品的字里行间，仿佛置身于清新的大地田畴
之间——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清风明月、时光节气、农事活动、动物精灵、民情风俗、乡村夜话、
客家美食⋯⋯像交响乐，又似思乡曲，触动着我的每一条神经。它牵着我的手，徜徉在一幅幅禅意盎
然的水墨画中，流连忘返。在作者的笔下，季节是写实的工笔画——“元宵节后是惊蛰，绿的大幕即
将拉开，小花小草先小试拳脚，先热一下身，又仿佛是春派出的先头部队”，“山坡上，红得热烈，
白得炫目。红白蓝，绝配”，“转到夏季，绿都飞起来了”，“抚摸四季，就是与天地同处”，春分
、清明、谷雨、立夏、小满⋯⋯每个节气的物候，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春分的元鸟、雷鸣、电闪，
清明的蛙声与红得热烈的映山红，谷雨的布谷声声催耕忙，立夏的蚯蚓出、黄瓜生，还加上一候蝼蛄
鸣，小满的雨打芭蕉，夏至的鹿角、蝉鸣、半夏，还有，霜降时节被冷霜渐渐漂染成红、黄、绿、紫
各色的树叶，寒露到，摘油茶时的热闹⋯⋯时光的节气里，每个段落都绽放着每个段落的美丽。只是
草木最温柔——“花草懂人心，花开花落，它不看任何人的眼色。”不管是合欢、鸡冠刺桐、山苍、
香樟、苦楝树，还是那牡丹、芍药、紫薇、栀子花，还有匍匐在地的鸡矢藤、六月草、鹅肠草，或是
《本草纲目》中的远志、厚朴、龙胆、车前草，甚至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花艾、田艾、辣蓼、火
子炭、芒萁，以及更多的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完全把读者带进了那色彩斑斓的山野丛中。在大自然的
怀抱里，“景，从心里来。境，亦由心生。”与众多植物的相识相爱，情景交融，能让人忘掉世间的
纷繁琐事，丢弃尘间的种种烦恼，以轻松、惬意的状态行走在人世间。踱过山野又一景，客家民居亮
眼前。厅、正房、厢房、巷径、天井，“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黛瓦白墙的
民居，呈现出一种客家人纯情朴实的美。当“灶膛噼里啪啦、火苗呼呼”的时刻，炊烟袅袅升起，“
家的希望就像烟柱一样升腾”，“十大碗”、大甑饭、烫皮、米馃、灰水粄，乡村喜筵热闹非凡，客
家美食款待满座宾朋。脑海中，是“老灶昏黄的火光与祖母、母亲怜爱的泪光在交叠”。飞鸟归林，
猫犬环绕，鸡鸭葱茏，孩童嬉闹，那纯朴民风、温温乡情，“嵌入了山里人的皮肉和灵魂，流进了经
络血脉”，山村的古韵，像山风一样地悠长⋯⋯⋯⋯ ⋯⋯这些年，城市化的进程像汹涌的波涛在中国
大大小小的城镇周边推开，在烟尘滚滚中毁田掠地，在铲除绿色中铺张水泥，城市，像一个边吹边大
的气球，呈现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洗脚上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那方土地，
来到了钢铁水泥的森林中寻找生计。那清新的大自然，那纯净的原生态，离人们是越来越远了。生活
在城市中的人，虽然随着城市建设档次的提升，开眼也能见到人工种植的片片丛林与红花绿草，但与
那大自然中原生态的树木花草相比，这些人工制造的丛林草地、红花绿叶，显得那么特别的呆板，特
别的模式化，显然是缺少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它听不到静夜的蛙鸣，听不到夏日的蝉声，也见不到
在山野间飞舞着与皎洁月光比亮度的萤火虫⋯⋯作为一名喜爱阅读之人，我总觉得，当今的文学作品
也像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一样，离生活越来越远了，生活气息越来越淡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
样自然的、具有草木气息的文学意境是越来越难寻觅了。感谢乐明先生，在阅读他的作品中，我找回
了一种久违的感觉，精神世界回到了那片魂牵梦萦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游历在这些富有山野气息的文
字之间，就感觉到了大自然与我们的亲近与抚慰，仿佛给自己的生命也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十分赞
赏乐明先生那浓浓的故乡情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方土地
，当它与一个人的成长、心路、境遇融浸到一起的时候，生活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多年的乡村生活，
是厚重大地对作者的浸染。“我也有根，我的根在山村”，因此，才有了作者笔下那千姿百态、栩栩
如生的田园、老屋、花草、树木、农事、牲畜、乡俗、美食⋯⋯它们像似一个人，有相貌、有性格、
有故事，故乡的点点滴滴，“已经融进了血脉，今生今世，汩汩流动不竭”。“从草木中来，直抵心
间的诗意心性才是山间清流，流淌不绝。”我想，这就是作者能够收获文学硕果的牢牢根基。我也是
一位离开了故土在城市中谋生的客家人，阅读着乐明先生的文章，就会有一种回到故土的亲切。想家
的时候，游走在乐明先生文章的意境之中，自然也就能缓解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也十分佩服乐明先
生的写作热情与毅力。作者是一名基层干部，曾任乡镇主官、县发改委主任，现任县委办主任。不说
日理万机，那也是政务缠身。特别是身居县委办主任这一县级权力的核心中枢，服务的对象是县域内
的最高长官，往往是身不由己，难得有供自己自主安排的时间和空间。我也曾任市直部门的办公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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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低处的端详》

任多年，深知身居其位之繁忙辛苦。但作者却能在繁忙的日常政务之余，欣然命笔，勤奋耕耘，且多
有建树，其精神，其毅力，确实令人敬佩。我在阅读中曾做一简略的统计，乐明先生写作《世界低处
的端详》这本册子，虽历时8个月，但在71天的写作时间里，出作品86篇，其中，有2个写作日，每天
写出了3篇文章，有11个写作日，每天写出了2篇文章，最高产的11月份，20个写作日写出了25篇文章
。这种写作速度，除了生活的根基扎实，写作思路的敏捷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来源于那份对文学的
刻意钟情与倾心热爱。看着我统计的这些数据，我不免在心里对自己说，乐明先生算得上是用两个脑
袋在应对生活的人，一个脑袋的思维用于紧张繁忙的日常工作，一个脑袋的思维则用于文学园地的耕
耘与创作。不然，他如何能在兼顾重要的工作职责之余，收获如此丰硕的文学成果呢？说起来，我也
与定南这块充满人文情怀的土地有缘。2000年6—8月，我作为市委“三讲”巡视组的成员，在定南工
作了两个多月。虽然时间短，但也与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那时起，全市18个县（市
、区）中，除了我的故乡宁都之外，定南就成为了我格外关注的另一个地方。现在，以书为缘，我又
认识了虽未谋面但确信能读懂其内心的乐明先生，当是我的一份荣幸，我也期待着能有机会与乐明先
生见面相识，结交友谊。“心是一块田，快乐自己种。” 当一个耕耘者躬身于田园的作物中间时，他
的心灵一定是至洁而芬芳的。期待着乐明先生有更多的佳作问世，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悦读与快乐！（
苏远新，来自文乡诗国宁都，赣州市粮食局原办公室主任，赣州市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
部级劳模。文字多见于国家、省级粮食经济刊物，多次获奖。）
2、李乐明的文字极淡极美，任何评论都有些多余，索性摘录一段这书的文字，诸君自赏之：世界的
低处，我生活的高地。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是那些花草树木、鸡鸭鹅牛、潺潺溪流、温柔如水
的月光，是皮肤黝黑、心念莲语的农人，我们小辈唤他们叔伯、婶娘，大哥、大嫂、大姐，还有狗子
、老猫、小兔这些玩伴。苇岸的文字到底精辟---大地上的事情。几个字戳住了我的繁芜。他把这些事
装进了书的匣子，天空一桌，大地一盏，左手静物，右手动物，对这些亲们，宗教般的虔诚。人，是
地上的精灵，看着他们孤单，上帝分派了草木、动物来陪伴。草木是黑夜的哨兵，它们精心牧养着蹦
蹦跳跳，“嘎嘎”“哞哞”是在呼风，又是在唤雨，是想去放牧白云，一阵山风吹来，白云悠悠晃过
。以树为邻，我日子的袋子装满了花花草草、灌木乔木，风带路引来蜜蜂，酿出了一屋子的甜，我忍
不住打个喷嚏，招来了更多蜜蜂。我把蜜给文字尝了尝，它们喜欢上了，低头过着日子，身体健硕无
比，副词、形容词、辞藻的赘肉健美成肌块，胸肌、腹肌、肱二头肌，精神和健美丝缕缠绵。好比一
朵花，蜜蜂喜欢，风雨却折之，对文字的健硕，不解、疑惑随蜜蜂来了---老是写茄子花、苦楝树、小
麻雀，孩提时代的偷桃摘李，不腻么？形容词都没几个，也是文章？不来点风花雪月，情之切切，还
有文字的气韵吗？这么说，真还有点心怯。文字写给自己，同时也为读者。说白一点，即便不靠文字
养活自己，照顾一下读者的情绪还是写作者该有的雅量吧？心，就这样渺茫着穿过丛林。香樟结出了
青果---十来天前，在东莞参加会议，晨练在宾馆的园林中，麻雀在蹦跳啄着什么，是香樟的紫果子。
相同的季节，不同的果实，时空是伙规划师，布局着幼儿园、少年宫、老年宫，果色是入场券，对色
入座，从来没有过差错。芒种夏至天，刚把花神送走，七道木、地稔花才睡梦初醒，早一朵，迟一撮
地开，休怪它们不解风情，紫荆花这个花族中的庞然大物，还开放了第二春。有人有心，统计到八月
桂一年开三次花。树不仅是一个陪伴，它还能安慰。从丛林走开，心中的戾气走出温柔乡，挥发了，
吹散了，袅袅炊烟送一程吧。说起炊烟，送别的队伍好像有豆香味的影子，影影绰绰，再后来，就是
氤氤氲氲了。豆香味，五谷的先头部队---“三夏时节”，在南方，早黄豆已成熟，捡最肥的家伙，加
盐，加八角，煮来吃。豆子下肚，打个嗝，都是青莽味，引领人投入到世俗的规则里去，对生活，还
有什么想不明白？人一走出来，很快就把树忘记了。树叶不计较，一直站在那里。到底，我的情怀还
是浅浅的，看鲍吉尔·原野的作品---我是怀着虔诚的心来看的。每一次看《思想起》《银说话》，我
心里都颤了又颤，仿佛被电流击中。这年头，有多少东西让我们感动得颤巍巍呢？鲍吉尔·原野说，
关注草木植物是需要大情怀的。在雷电咆哮的雨夜，在同学家做作业的我，想回家，又回不去。这时
，有人披着蓑衣，手中的伞稳稳护着你。老鲍的文字就这么温暖着我。我的自卑一扫而光，仿佛我也
有了大情怀。其实，在乡村读初中那个年代，老鲍的文字让我屡屡躲过劫难---有谁忍心斥责不喜爱香
港电视剧的少年呢，不就听听歌曲而已？《八仙过海》《霍元甲》可以不看，奚秀兰、叶振棠的歌声
是无论如何抗拒不了的。一盘盒带，不眠之夜，白天恍恍惚惚，夜里精神抖擞。在脑壳开门大吉，要
代我受过的时刻，手中捧着的老鲍那些聆听交响乐的文字让大人也陶醉。要扦插在脑门上的枝条最终
是插在泥土上，生根发芽去了。我越发喜欢上老鲍了。老鲍的文字，是夜空呵护少年回家的月光，是
炉子温暖双手的炭火，驱散了乡村夜晚的阵阵寒风。我还是喜欢供养着树木花草的山川河流。人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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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懂得感恩的。刘禹锡的《初夏曲》是我喜欢的夏天的诗作。诗说：“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巢
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晚花。”翻译过来，春天的繁华已谢，花朵变成果实坠
于枝头，几只蝴蝶流连花丛中，它们是在寻找春天吗？殊不知夏天已悄悄然来到了。季节就是这样悄
无声息来到你我的身边。当世事的戾气也在悄悄靠近时，蓦然回首，蝴蝶的双翼扇起了负氧离子，我
心中，漾起从来没有过的富足。少时砍柴郎，越过火焰山，突降甘霖雨，雨丝若琴弦，像喜之郎拨响
了电子混响器。是《敦煌》的旋律吧？喜之郎的长发飘起，仿佛八十年代电视剧的插曲，敲打着悸动
的心。像融进了大自然，青蛙低音，画眉花腔，风是小提琴，松涛是和声。低着头，闭着眼，好好听
。人在自然中，不能不低头，夜空是这台舞台剧的舞美，不太华丽，恰到好处烘托着剧情的高潮。音
乐四起的夜晚，萤火虫、蟋蟀、夜蝉不知天高地厚撩动小夜曲---《思乡曲》这般。到底是小夜曲懂人
，思念的银光凝成露珠，天青的时候，红花檵木起了霜---夜雨把雾气驱赶到山谷，与树们撞个满怀。
初春，檵木红花早于迎春花晨跑，到现在，都寂寞好些时日了。一年四季，花开花落，记着谁，珍惜
谁，期待谁，心中自有一个美娇娘。那年，去嵩山少林寺的时候，听着土圭表测影的故事。从这个故
事开始，二十四个节气仿佛种在了我心中。思绪又辗转到了《诗经》，《七月》的节律起音拍动了胸
怀，夏日里，我向着远方凝望：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就不全
文照录了。《诗经》的山川锦绣中，先人们农事正酣。先人锄头的光影，从“春日迟迟，卉木萋萋。
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走起，一直闪烁至今。好像金锄头一把。一直以来，古老的《诗经》是清明缓
慢之气，引领着草木前行。又何止是草木呢？我是吸吮着她的汁液穿过夜晚的，黎明，“长庚”交班
给了“启明”，握手作别，左手握着右手。长庚和启明，一颗行星在黄昏、凌晨的优雅的名字，西方
人称作金星。古人比我们优雅或有诗意。今天，我们正在远离原初意义上的生活---二十四节气的名字
，像晶莹、闪烁的露珠，由圆形噙成了椭圆形，不离不弃的情怀。“吧嗒”一声，到底，寂寞起了风
寒，赶紧撤退。寂寞走了，二十四节气更寂寞了，记得住“白露为霜”，也丢弃了“死生契阔”---现
如今，还有多少人在“东门”“沤麻”呢？每个人心中都有过一个春天---从记忆中走来。梦在田园，
中气十足吟起《十亩田园》：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十亩之兮》的主人公幻想着自己行走在一片广阔的桑田中，并且深深被采桑饲蚕的
农民的闲适所打动，然后希冀着与采桑人一同归去。归到哪里呢？并非到农家蹭口饭，是把身心真正
放逐到天地之间。梦在，希望就在。清晨，洗过声的鸟鸣酣畅，窗外，栀子花香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它的气韵接上了《诗经》的气场。自远古来，她与我“之子于归”，“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
未展眉”。叶赛宁说：“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一日三餐的日子，唯有感恩丰饶的大地。轻抚键
盘在敲打这篇文字的时候，窗外飘忽着一阵柴火烟味，我赶紧做个深呼吸，把头探出窗外，是小时候
的味道，是《诗经》里的味道，二十四节气里的味道，是接天连地的味道。我贪婪地吮吸，整个人都
要飘起来了，跟着柴火烟一起飘⋯⋯
3、作者绝对是生活中的有心人，所记录的都是平淡中而见隽永的生活细节和点滴。细细读来足见作
者的诚意和细腻之处。返璞归真愈见清新。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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