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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书写的历史镜像
——吴启富散文的阅读意义

古夜郎之夜

□林颐

在《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
（中译出版社，2024年1月）一书中，斯
坦福大学医学博士、长寿应用科学医疗
研究机构Attia Medical创始人彼得·
阿提亚说：“长寿有两个组成部分。第
一部分是你能活多久，即你的实际寿
命；第二部分也同样重要，即你生活得
有多好，它关系到你的生活质量。”第二
部分被称为“健康寿命”。该书就是围
绕如何实现“健康寿命”展开阐述。

该书是2023年度亚马逊“科学图
书”No.1，英文版上市6个月，全球销
量已超100万册。书中所有内容都来
自阿提亚的临床经验和同业的研究成
果，显示了作者精湛的专业素养和缜
密的前沿科学论证。

作者把“健康寿命”面临的最大威
胁概括为“四骑士”：心脏病、癌症、神

经退行性疾病、2型糖尿病及相关
代谢功能障碍。要想活

得更久，活得

更好，我们必须了解并正视导致这些
慢性死亡的原因。

“四骑士”的产生，与人体自噬功能
的衰减息息相关。什么是自噬？打个比
方，我们每天住的房子，如果不打扫，很
快就会被垃圾吞没，那就没法再居住
了。自噬就是我们人体的一项自我代谢
功能，它会把人体内的“垃圾”分解清理
掉，保持体内环境的“清洁”和健康运
转。作者认为，应该把“四骑士”的相关
疾病都列入“代谢综合征”的概念范畴，
将它们视为一个连续体的一部分，而不
是单一的、二元的疾病，并且要在患者真
正患上“代谢综合征”之前就进行干预。

作者针对“四骑士”提供了相关病
例及其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是近年
来的前沿探索，其材料的翔实程度和
严密的论证过程，堪比 C 刊论文报
告。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创造性思
维，也让公众对作者主张的预防战略
给予了更多关注。

比如，作者的团队提出了“饿死癌
症”的研究方向。传统做法是尽量给
接受化疗的患者摄入他们能够耐受的
食物，通常是高热量甚至高糖的饮
食。而“饿死癌症”的理念以及与此理
念相关的代谢药物的开发，比如将
P13K抑制剂与生酮饮食相结合，被证
明可以从多个方面抑制癌细胞，同时
也可以将癌症对任何单一治疗产生耐
药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作者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对多位
百岁老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基因测
序等高科技手段显示，百岁老人不仅
活得更久，而且是在更健康的状态下
活得更久，其关键在于恢复
力。他们能够保持良

好的新陈代谢健康，抵抗认知和身体的
衰退。这带来一个启示：普通人尽管不
能拥有天生的好基因，但是仍然可以努
力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能力。

既然现代人的健康大多与“代谢”
相关，就要从代谢入手。相比目标明
确、耗尽心力的高强度健身或竞技运
动，作者更主张身心愉悦的、根据兴趣
量身定制的“百岁老人十项全能”。十
项全能是个笼统的称谓，基本是日常生
活力所能及的事，甚至包括“自己拿行
李”，或者“打开一个罐子”。这些看似
简单的活动可以唤起我们对于日常生
活的积极参与感，脱离“躺平”的状态，
让身体习惯于一种经常性的运动状
态。作者还强调了情绪健康的重要性，
认为正念冥想练习是可行的一种方
法。这些具体方案多种多样，人们可以
根据自我需求随时调整，其核心是“是
什么塑造了你，你是如何适应它的，以
及这些适应现在是如何为你服务的”。

该书的科技含量很高，但它不
是一本局限于科技应用型的科
普书籍，而是一本从实际出发，
致力于建构“长寿文化”的佳
作。它追求高品质的人类
生活，强调医学发展所能
提供的美好未来的可
能，帮助人们以适合
自己的方式谱写
自己的生命史。

□张德明

作家吴启富担任过很多职务和从事
过很多工作，自然有很多的付出，但这些
又丰富和拓展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
历练。他把自己的生活所得用散文的形
式倾情呈现给读者，写作对他而言既是
一种取悦自己的手段与方式，也是报答
生活的一种趣味和情分。爱与美成为他
散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标志。

在物质化和世俗化日益困扰文学
表达的新媒体时代，速食阅读不可避
免地蚕食着文学本已捉襟见肘的生存
空间，文学自觉、快速、热诚地回归、紧
贴、厚待现实，摒弃那种小而俗、大而
空、缺乏新意、漫不经心、温度欠缺、高
度罕见的狭隘境界，作家走向五彩大
地，以匍匐的姿态深度表达现实和精
准的人文认知，把文学重新带回大众
的日常视野，成为一种很迫切的改善
文学现状的时代需求。吴启富的散文
葆有一种为凡俗代言和向生活提问的
勇气，有一种比较地道纯正的直面现
实的文学精神，这与他川北汉子的人
格气质极其吻合。他近年散文笔下的
人物、风情、故事深植于脚下的山河大
地，忠实于一种温暖、潮湿、仁厚并带
着希望与敬意的书写。这既是他对待
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态度与苦心，也是
他审美表达的起点和文学选择的原
则，颇具时代感和烟火气。“远在千里
之外，倍思家乡的温度和热情，更想起
了母亲做的蛋蒸饭。蛋蒸饭是小时候
最难忘的佳肴，我们家兄弟姊妹5人，
母亲总能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把
全家人的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我请
求主人为我们特别做了一道蛋蒸饭。
在异乡吃上久违的蛋蒸饭，更加思念

母亲，于是，我决定第二天返程，赶在
中元节前回去拜祭已经去世的母亲。
我要告诉母亲，城里的美味远远比不
上母亲的蛋蒸饭。”（《难忘母亲做的蛋
蒸饭》）他将人生中那些埋藏很深的过
往以及生活里早已被遮蔽和迟钝化的
东西理性地揭示出来，情景再现。某
些特定时期的日常生活场景自然是艰
辛的，但确实又是充满动人记忆的，这
让同龄人都能够唤起一种别样的甜蜜
与温馨。再艰难的生活也没让吴启富
文字丧失温文尔雅，把辛酸视为一种
适意去表达，他找到了一味献给艰难
岁月的解药，艺术地还原和解析了特
定时期特定的生存情态，那个业已消
逝的时代，成为一代人生命历程中留
在吴启富文字记忆里的柔美风景。

吴启富的散文在时空维度上深刻
体现了丰沛真挚的情感与个体心灵精
神、时代巨变的多侧面、多层次、多视
点、多维度的对话与联通。作家心怀
至善，对普通人情、人性有一颗精细打
探、复盘、重塑的仁慈与温和。将如水
年华的生活之美和人生之悟书写得温
暖动人且兴味盎然，写起来格外顺畅
和快乐，文字光滑，儒雅款款。“何家垭
村，自古沿袭种植莲藕的传统，至今不
衰，更衍生出‘荷叶茶’这一独具地方
特色的珍贵饮品。每当贵宾莅临，纯
朴的村民们总会以自家精心炮制的

“荷叶茶”相待，以此表达最诚挚的欢
迎与敬意。”（《“藕”遇何家垭》）吴启富

比较擅长以深情蕴藉、细腻共情的文
字书写对山乡故土的滚烫眷恋，渗透
着一种执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精
神。他的《绿水河边 初识芦苇》《芦苇
入诗 意境深远》《人生如苇 柔中带
刚》《疾驰的精彩》宛如作者献给家乡
的一组恋歌，故乡风物在他的笔下魅
力闪动、神采奕奕。他与读者共同分
享故乡的梦想与荣光，刻录着故乡意
味深长的表情。“享受了大都市的五彩
斑斓，然后乘坐巴南高铁回到‘三面环
山，碧水穿城’的仪陇站，到红线里跳
一曲篝火晚会，兔子街点一只烤全兔，
然后再喝一小瓶银明黄酒。在这里，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嘉陵江畔小县城的
悠然，也可以安静地聆听岁月的低
语。”（《疾驰的精彩》）作家自己的文学
空间里，散发着奋斗、热爱、梦想、赞
美，这不仅是令人激动的时代奇迹，更
是一个中国故事的经典样本。作家将
当下社会生活的时代巨变以广阔高
远、灵慧厚重的胸怀深挖着色，完成顺
理成章的上乘表达。

吴启富的散文诚实地书写他目之
所及的天地人心、高天厚土，具有一种
天然的自信和近切的温暖。吴启富的
散文无疑是美丽的，这种美丽以醇厚
的思想情感、朴素的人生理念与真实
的生活场景为基本内容，显示出湿润
的情怀和精神的光芒。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
艺术学院）

□蒲苇

看似普通的日子因蛇而生香
新年的吉兆覆盖在旧历年的土壤里

火树银花更具万象更新的气象
一元复始，我们跟随春天的脚步

团聚在金蛇狂舞的人间

袅袅炊烟升腾新春的祝福
淙淙清泉汇入春风得意的流域
贺词身轻如燕，已抵达千家万户

去年的旧符换作而今的新桃
家常话里又多了几笔新春的祝语

新春的烟花映衬贺岁的夜空
一盏盏红灯笼映衬玉蛇的流域

万物复苏的交响，春耕生产的号角
涌动幅员辽阔的大地

勤劳渲染了蛇年的运势
劳动汇总一年将尽的收获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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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水

借助这苍茫夜色
古夜郎穿越古今

篝火与月光
轻轻翻越的山水
是如此霓裳羽衣
侗族大歌与傩舞
演绎着幸福生活
世界回到内心

挥洒着一腔柔情
人间灯火璀璨

搬来了天上街市
广场和古乐城
熙攘欢声笑语

吊脚楼深藏的爱
业已露出头角

风雨桥横跨岁月
垂钓风雨垂钓你
夜郎谷更显幽深
吞吐几场幽会
古夜郎的夜啊

常被画眉鸟啼醒
常被唢呐吹飞

与闹年锣翩跹中
又喜迎来新春
我用三千汉字

书不尽你的丰富
我用十万星宿

亮不出你的迷蒙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