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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丽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其中的荔枝是如何从5000余里外
的岭南运送到长安城的，鲜有史书详细
记载。作家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
荔枝》，以此为蓝本，构建了一个大唐小
吏拼尽全力化解岭南新鲜荔枝运往长
安这一难题的故事，他用11天的时间
完成9万多字的创作，将一段鲜为人知
的荔枝与荔枝使的风云际会，以极具感
染力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
尽显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真实：妃子一
笑，万家齐哭，有人知是荔枝来。

大唐天宝十四年，长安城里寂寂
无闻的九品小官李善德，一生兢兢业
业，却在临近退休之际，被莫名卷入一
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
诞辰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到长
安。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
味变”，而岭南距长安5000余里，山水
迢迢，这是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绝境之中，李善德没有选择坐以
待毙，而是决心放手一搏。他凭借对
算学的精通和执着的精神，探索荔枝
保鲜与转运的方法，踏上了充满艰辛
与挑战的征程。

书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荔枝
转运过程中的困难一一呈现，让读者与
李善德一同为这颗“要命”的荔枝而奔
波。面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李善德的恐
惧、迷茫和挣扎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
本以为是运送“荔枝煎”，“可这一眼望
去，他却如被雷劈，那居然是个‘鲜’
字！”“荔枝鲜”与“荔枝煎”只有一字之
差，性质却有天壤之别——“荔枝煎”是
一种蜜饯，便于保存；“荔枝鲜”是新鲜
荔枝，如何跨越 5000 里之遥抵达长
安？“他整个人僵在原地，只有下巴上的
胡须猛烈地抖动起来。”

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看
到李善德的坚韧、智慧和对生活的热
爱。出发前，他特意去了兵部，抄来一
份《皇唐九州坤舆图》与《天下驿乘总
汇》，对大唐交通算是有一个直观的了
解。为找到合适的运输方式，李善德赴
岭南实地考察，从荔枝的采摘、保鲜处

理，到运输途中的驿站设置、马匹调配，
事无巨细。这个过程，他遭遇来自各方
的阻碍，既有官场的推诿扯皮、贪污腐
败，又有实际操作中的技术难题。“所有
的数据表明，提速已达极限。5天3000
里是极限。”李善德想，只能从荔枝保鲜
方面再想办法了……

正是这些接踵而至的困境，推动情
节不断发展。李善德并非那种天生的
英雄，而是一个被命运逼到墙角，依然
选择奋力一搏的普通人。

作者刻画人物的方式堪称一绝。
除了李善德，书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极
为鲜活。胡商苏谅，看似唯利是图，实
则重情重义，在李善德最困难时伸出援
手；峒女阿僮，她的善良与真诚是李善
德坚持下去的动力；杨国忠，大唐的权
臣，他的傲慢、专横与不择手段在字里
行间表露无遗，正是他的一句话，将李
善德推向了深渊。

这些人物相互交织，构成生动的大
唐官场群像。为满足贵妃的一时口腹
之欲，整个大唐官场机器被发动起来，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没有屈服于
命运，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去抗争，尽
管这种抗争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显得
如此渺小，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

“在这一年，李善德在石门山下选了一
块地，挽起袖子从一个刀笔吏变成了一
个荔枝老农……”历经磨难后，李善德
最终选择远离官场。他明白：生活中真
正重要的东西，是身边的亲人和那些平
凡而真实的幸福。

此书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展现
大唐盛世背后的危机与无奈，让大家看
到人性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升华，感受到
平凡人身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读完此书，那颗穿越千年而来的荔
枝，好像依然挂在枝头，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让我们从中看到并提醒自己——
要珍惜当下，坚守内心的正义与善良。
另外，书中所言：“就算失败，我也想知
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
份对生活的执着与勇气，也是此书所传
达的核心价值所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时，我们要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当你开始改变
会发现好运和好结果
《长安的荔枝》：跨越千年的打工人生存指南

■因特马

唐朝一个小公务员李善德，接到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长安到岭
南，5000多里的路程，在荔枝保鲜期内
运回新鲜荔枝给杨贵妃尝鲜。这个看似
荒诞的故事，却藏着多个扎心的人性真
相。

过去，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惑
——

明明很努力也很善良，对谁都客客
气气，但在职场上却总是被人忽视、被推
脏活累活，升职加薪永远轮不到你；

明明有想法有能力，但提出建议时
没人理睬，做出成绩时被人抢功；

明明人缘不错，关键时刻却没人愿
意帮你一把……

为什么会这样？是能力不够、情商
太低，还是运气太差？这几天，随着《长
安的荔枝》剧版播出，我又重读了一遍原
著。其实，马伯庸在书中早就告诉了我

们答案。

善良无锋芒
注定被人欺

李善德最开始是个什么样的人？老
实巴交，从不拒绝任何人，从不得罪任何
人，典型的好好先生。上司刘署令和同
事用贴纸篡改了敕牒，把不可能完成的
荔枝运输任务连蒙带骗地交给了他。李
善德起初不知道这是个坑，便欣然接
受。发现被上司耍了后，他申诉无门，只
能暗自委屈。

这让我想起身边很多朋友，他们总
是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走，别人推过
来的活儿从不拒绝，加班熬夜更是常态，
但升职加薪却永远没份。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人性慕强
畏硬，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

在原始社会，强者意味着生存，弱者
意味着被淘汰，这种本能深深地影响着
我们的行为模式。强者，也就是那些果
断、有原则、不好惹的人，会被人尊重、敬
畏甚至欣赏。而那些毫无底线的善良
人，很容易被轻视、忽视甚至剥削。弱者
之所以会被欺负，是因为他在无意识地
向对方散发好欺负的信号。当别人被允
许一次次越界，也就更有可能会得寸进
尺。

所以，善良必须要带锋芒，就像李善
德后来的转变一样。被坑了无数次后，
他不再唯唯诺诺，开始卸下包袱放手一
搏。这时的李善德依然善良，但有了态
度和底线。

你越有态度，别人越不敢随便拿捏
你。当你表现出“我不好惹”的气场时，
别人反而会对你更客气。

唯有自己强大
才能赢得尊重

接到任务后的李善德，经过短暂的
抱怨和逃避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正面
硬刚。他赴岭南实地研究，反复实验、精
准计算，最终优化出了一套可行的运送

方案。此后，原本推诿的官员开始主动
配合，办事畅通无阻，甚至连他的房贷都
给免了。

你看，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但人
们会敬畏你的成就。个人的实力、专业
的能力、坚定的态度和背后支撑的权力
和资源，是突破困境、赢得合作、获取尊
重甚至改变规则的关键。

很多人总是抱怨世态炎凉、人心不
古，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别人要无条
件地尊重你、帮助你？世间聚散、关系远
近，靠的从来不是情分，而是你的实力。

当你足够强大时，别人自然会对你
客气；当你足够有价值时，别人自然愿意
与你合作。与其抱怨世界对你不公，不
如静下心来提升自己，提升专业能力，提
升个人影响力，积累资源和人脉，培养不
怒自威的气场。

当你变强了，世界自然会对你保持
尊重。

利他共赢
才能走得更远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当李善
德带着成功方案回到长安时，却发现事
情并不顺利。他的方案确实可行，但这
个方案却“打脸”了各个部门，显得他们
之前都是无能的表现，于是他处处碰壁，
甚至遭到了经略府的截杀。这时候，朋
友韩洄点醒了他。

按照韩洄的建议，他将首功让给了
杨国忠，在方案中肯定各部门“助力良
多”，最终在杨国忠的协调和利益分配
下，各部门积极配合，任务成功完成。每
次我看到这里，都会受到很大启发。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
强足够优秀就能够成功，但现实是，单打
独斗或只顾自己的利益，极易树敌、招致
阻力。人是群居动物，任何成功都不可
能脱离环境和他人的支持。

即便你有通天的本事，如果不懂得
与人协作，不懂得照顾他人的利益和面
子，很难走得长远。真正的智慧，在于懂
得分享功劳、顾及他人利益与面子，通过

“抬轿子”形成合力，这是融入环境、化解
阻力、达成目标的顶级处世之道。

《长安的荔枝》之所以会引发打工人
的共鸣，是因为它表面上讲的是一个小
官员运荔枝的故事，实际上讲的是当代
职场人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求得生存。

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
总是被人忽视、被人欺负、被人边缘化，
不妨对照这三点反思一下：你的善良是
否过于软弱，缺乏必要的锋芒？你是否
展现了足够的实力和价值，赢得了应有
的尊重？你是否懂得与人共赢，而不是
独自奋斗？

当你看透了这三点并开始改变时，
会发现好运和好结果，都会开始青睐你。

有人知是荔枝来
——读马伯庸《长安的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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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群妹

当我在慈溪市图书馆读完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最
后一页时，窗外的玉兰正把花瓣
撒在台阶上。作为社区城市书
房的管理员，那些在负一层空间
里与书籍相伴的日夜，突然有了
更厚重的注解——原来我们守
护的不仅是千万册图书，更是无
数个等待被照亮的灵魂。

图书馆是未拆封的礼物

书中关于图书馆“保留文
明、宣传教育、满足阅读需求”的
三大传统功能，像一把标尺，丈
量着我们社区书房的日常。但
当我独自拂去儿童绘本区的灰
尘，或是在夜里看着最后一位读
者合上书页时，总会想起书中那
个把图书馆开在商场地下室的
故事——我们的书房同样藏在
地下，曾被化粪池异味困扰，被
二手烟味、管线噪音打扰，却也
在克服困难后，成了附近居民的

“秘密基地”。
作者提到“馆配书”的选书

逻辑时，我忍不住对照起我们的
书房。在这里，选书不只是专业
判断，更是对生活的观察——我
们为退休教师留着四书五经与
养生手册，为外卖骑手摆上《电
工技能入门》，甚至在书架角落
藏着几本慈溪方言童谣集和民
间故事。这些带着烟火气的选
择，让每本书都成了等待被拆开
的礼物，等着某个人在某个时刻
说：“原来你在这里。”

在“内卷”时代种下温柔的反叛

书中关于“读诗改变做题
家”的讨论，像一颗投入湖心的
石子。作为语文老师的王彦明
推荐《诗歌手册》时说：“一首诗
的贫乏，往往是因为诗人在花丛
中站得不够久。”这句话让我想
起在书房常常遇见的学生——
总在放学后捧着江弱水的《诗的
八堂课》，躲在靠窗的角落。有
时他们指着展览区的诗作说“这

是我写的”。有时他们指着书中
“诗是语言的炼金术”对我说：
“原来诗歌可以这么美，不像作
文题总让我发愁。”

在这个“卷”到发烫的时代，
图书馆成了难得的“慢空间”。
我们给孩子们读马非的儿童诗
集，看他们在便签纸上写下“云
朵是天空的棉花糖”；在读书会
上为年轻的父母分享《诗歌疗愈
力》，听他们说“原来读诗不是浪
费时间”。这些瞬间让我明白，
图书馆的意义或许在于：它不仅
提供知识，更守护着对世界的新
鲜感——就像地下室的阳光，哪
怕只照到书页边缘，也能让某个
孩子的眼睛亮起来。

那些被阅读改变的轨迹

书中记录的读者故事让我
难忘：盲人读者阅读过《窗边的
小豆豆》后，创立自己的“巴学
园”，而我们书房也有曾经只看
武侠小说的快递员阿林，读完
《正面管教》后，开始在送件间隙

给女儿写成长日记；还有高中生
小宇，在读完村上春树的《海边
的卡夫卡》后，主动帮我们整理
书架，说“书里的孤独让我不再
害怕自己”。这些看似微小的改
变，像蝴蝶翅膀轻轻扇动，在图
书馆的空间里荡起涟漪。

作者在挂职时反思“领导”
身份的膨胀与觉醒，让我想起自
己的某个瞬间：当一位老人颤巍
巍地说“这里比家里热闹”时，我
突然意识到，书房管理员的角色
从不是“管理者”，而是“守灯
人”——我们守着满架图书，也
守着无数个需要温暖的灵魂。

当暮色漫进地下室，最后一
位读者合上书，带走的不仅是一
本书，更是某个可能改变他人生
的种子。而我们，这些与书相伴
的人，终将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
里明白：图书馆的意义，从来不
在宏大的定义里，而在每一次指
尖触碰到书页的温度里，在每一
双因阅读而发亮的眼睛里，在每
一个被书籍温柔接住的灵魂里。

在书籍与人间的交界处
看见光

这
个
夏
天

用
文
字
来
﹃
烧
脑
﹄

用AI辅助开发，做小程序同步校运会比赛讯息、解决
换算问题、提醒自己何时给家中月季花浇水……当大人
们在焦虑AI是否会抢走自己的“饭碗”时，首批“AI原住
民”已经出现。

“AI原住民”指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这一时
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群体。他们与AI技术的关系已超越
工具性使用，呈现出共生性与原生性。

此刻你凝视文字，彼时文字中的未来正凝视着你。当
首批“AI原住民”已习惯与算法共生，或许我们更需要这些
看似“狂妄”的幻想。它们提醒所有仰望星空的人：比预测
未来更珍贵的，永远是保有想象未来的能力。

《情绪指针》

作者：池上
上海文艺
出版社

《图夫航行记》

作者：（美）
乔 治·R.
R.马丁
湖南文艺
出版社

（来源：杭州市上城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