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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讯》
由三味书店提供

《击破！舌尖上
的谣言》

作者：云无心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价：49.00元
推荐理由：
到底该吃什么，怎么吃？

怎样才能告别关于食品的漫天谣

言，怎样才能让高高悬起的心放下来？

不一样的朋友圈，一样的朋友圈

谣言。今天这个有毒，明天那个致

癌。面对爸妈、亲友们的谣言轰炸，怎

么样解救自己的耳朵？

干货满满的常见食品问题，生动

有趣的呈现，易学易懂的知识科普。

云无心老师运用科研的前沿成果以及

权威机构的报告，对吃的营养、功效、

安全等诸多问题作出解答，对广泛流

传的错误观念、饮食偏见以及别有用

心的虚假宣传进行揭秘和纠正。

《花与万物同：
24科植物图文志》

作者：凌云

出版社：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9月
定价：88.00元
推荐理由：
《花与万物同：24 科植物图文

志》，是一本介绍 24科常见植物的博

物书，是一本等待了一个世纪再度面

世的手绘植物图鉴，更是一本读懂生

命线索的幸福指南。

本书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24
科植物，从每一个科属的植物的特征、

分布、功用、繁衍与进化等方面展示了

植物的奇迹，并将植物承载的神话传

说、诗词歌赋等考据缘由，用饮食或本

草药籍，将植物与人间烟火衔接，让我

们重新认识身边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枝

叶花朵；书中百幅珍贵植物手绘图，实

现了对植物特征的细致描绘，展现出

各科植物的精妙肌理，是博物爱好者

不容错过的图鉴大赏；此书不仅让读

者见识到植物本身的魅力，也同样感

知到世界的广阔与神奇。读懂植物，

就读懂了大千世界万千变幻里隐藏的

生命线索。

毛柯柯
一个月之前，我与高鹏程老师在奉化

的“三味讲堂”文学之友沙龙上有了一面之

缘，他是奉化区作协主席、著名诗人、作家。

当我阅读并欣赏了高老师《早春信札》

的诗作时，内心油然而生出了快乐和喜悦，

很钦佩作者不凡的想象力。《早春信札》并

不长，总共分三段十一行，但其笔下所描绘

出的自然界中的种种生命存续的意境，让

我的遐想空间一下子宽阔了起来。

早春，应该是人们都期盼和喜爱的季

节，早春像新生儿一样是一年里的起始，带

给人类蓬勃和萌发。特别是江南的早春，

分外妖娆和迷人，像我这样久居在北方的

江南人，更是对少年时代所体会到的江南

早春的韵味十分眷恋。《早春信札》不仅使

我回忆起少时的江南早春，也让我的眼前

出现了北方大地早春的画面。那依然覆盖

在广袤大地上的冬雪，已经开始消融，黑色

的泥土裸露了出来，渐渐地，渐渐地扩大着

……融化了的雪水变成了清洁的蚕丝状的

水蒸汽，冉冉而升，洁白的云彩在蓝天中慢

慢变大……她们好像知道春播即将来临，

争相簇拥着要先睹为快，欣赏那“二牛抬

杠”的新生命景象……

信札，当这两个字跃入我的眼帘时，我

先是长长地“啊”了一声。一声长叹，内心

里顷刻间对“信札”产生了一种既亲切又久

违，并哀叹的感觉。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

爆炸的时代，高频率、快节奏成为现代社会

生活中的习惯。尤其是移动电话、微信语

音、微信视频等方式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

沟通的主要手段后，曾经的书信、信札、尺

牍、尺翰等词汇离我们渐行渐远，邮票仅剩

下收藏和纪念的作用。今天的年轻人或许

从来没有使用过信件交流，我以为这是很

遗憾的事情。我曾看到过一条信息，说发

现了几封上世纪 20年代初期杨开慧写给

毛泽东的几封信，信是保存在家中的墙壁

里，由于和空气隔绝，近百年的纸张墨迹保

存基本完好。

在儿时的记忆里，江南的早春，是多雨

的时节。斜风裹夹着斜雨，总会洗刷溪口

镇上每一座房屋的马头墙，经年累月，墙体

斑驳，在我的眼里，像是一幅沧桑的油画。

而作者的“马头墙的墙皮脱落了，一匹隐藏

在其中的马似乎要破墙而出。”一下子给马

头墙注入了活力，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

啊！在我敬佩大自然神功的同时，也体会

到马头墙鲜活生命的存在。而且，在这匹

骏马的身后，还有更多的鲜活生命，它们都

在跃跃欲试，破墙欲出……

作者的一句“道路泥泞，隔断了山外

的讯息”。让我想起儿时进山砍柴的情

景。早春，我常常在大雾夹带着细雨的天

气里，脚蹬草鞋，在外婆“柯柯，到山里

当心蛇虫八脚啊!”的叮嘱声中，在纤细

的腰上一圈圈系好刀篓卜，柴刀柄跟随着

登山的脚步节奏在刀篓卜里晃动。早春，所

有的灌木物种争相长出了新芽。可是，在山

区柴火是每家村民唯一燃料的年代，我们只

能纷纷挥舞起柴刀，用牺牲掉一个生命的办

法，来延续另一个生命的存在。然而，大地

永远保持厚德载物的精神，她年复一年以

“湿漉漉的木椽里长出了木耳，杏花黑色的

枝条变得肿胀”的奉献规律，在悄无声息中

养育着人类。

当我读到作者的“手中的笔，整个冬天

它像一截枯枝，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

了绿色的血液”时，我在猜想，作者在创作

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突然回想起某年的那

个连日阴雨时节，山里讯息不通畅了，但作

者的内心却充满阳光，思若涌泉。他独自坐

在小屋内窗下的写字台前，耳边有淅淅沥沥

的雨声伴奏，写给她的信竟然会“因为雨水

浸注而涨满了绿色的血液”而那样丰富和充

满生命的穿透力，那样的情景，怎不让人流

连忘返！

同时，诗句也勾起了我许多的回忆。我

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写信了，我外婆不识字，让

我模仿她的语调给我母亲写信，我必须在信

的文字间加入许多图画，才能比较清楚地表

达出信的含义。后来我插队当知青便开始独

立生活，书信往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环，和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父亲母亲，都是通过

书信完成汇报。再之后，书信往来的圈子扩

大了，到了懂得表达情感的时候，本以为写信

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其实大多时候是“手中的

笔，整个冬天它像一截枯枝”，关键的阶段想

要做到“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了绿色的

血液。”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作者的“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了绿

色的血液”。写得真好，让人感觉到早春可以

唤醒和给予万事万物以生命，这封早春的信

札饱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当我匆匆赶往在上班的途中，北京街道

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和嘈杂并没有干扰我的思

绪，反而整个脑海里循环往复地出现作者《早

春信札》的诗句——

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暴涨。

马头墙的墙皮脱落了，一匹隐藏在其中

的马

似乎要破墙而出。

道路泥泞，隔断了山外的讯息。

湿漉漉的木椽里长出了木耳。

杏花黑色的枝条变得肿胀

四野寂静，隐约透出不安。

我在屋内给你写信。

写到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暴涨

手中的笔，整个冬天它像一截枯枝

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了绿色的血

液。

《早春信札》的诗句让我想到的是生命，

生命的顽强，以及生命的无限延续……

生命无限
——读高鹏程老师诗作《早春信札》有感

裘七曜
曾经在手机 APP上看到过《大埠，最

美的童年记忆》这篇文章，惊讶地发现此文

竟然倾动一时。在留言处，那些被岁月的

苔藓层层覆盖在记忆深处的“昔日的小孩

们”纷纷跑出来了，在静美的秋日里绚烂着

他们如歌的往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几天时间里，在微信朋友圈点击率冲万，留

言近百。

文章的作者笔名竹子，原奉化居敬小

学校长。在她年少时，跟随支教的父亲来

到松岙镇大埠村，那是一个僻壤的小渔村，

她随家人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岁月。而那些

难忘的日子对她来说或许总是挥之不去，

或许在午夜梦醒时会想起。渐渐地，在似

水流年里辗转成歌，于是就有了《大埠，最

美的童年记忆》一文。

正如作者在篇首所言，大埠是他们一

家团聚时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那里的一

草一木都承载着他们一家的故事。正因为

有这样的情结，在国庆长假的某一天作者

携带父母等人，走走停停、看看拍拍、在眷

恋里寻找回忆。

只是到了村口，犹豫着进还是不进？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但记忆的脚步

还是牵着他们一家人情不自禁地向前了。

青瓦长忆旧时日，小街深巷有故人。

进村后作者拍下了一张张熟悉的老面

孔，在彼此紧紧握手间一腔含笑如初，只是

大家都鬓已星星也。但作者却在父母亲如

菊般绽放的笑脸里，仿佛看到了他们当年

年轻的影子。

然后作者从“从前村口到山脚下水库的

距离感觉很长，现在一眼望去却很短”走笔，

开始沿着那条曾经不知走过多少回的野溪边

走边寻找边回忆：不复存在的长井，显示曾经

富足的石窗、叫不出名字的阊门、保存完好的

老木楼、一棵大树上长在两叶间那种好吃的果

子、石墙上的毛栗等……用淡雅朴实的语言，

回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种种乐趣和经历。在

时光的琴弦上，流淌着一个个动人心肠的音

符，让读者为之动容，唤醒了沉睡的年少记

忆。正如一位不怎么给别人点赞的名校教授

言：写得真不错，估计多年没来大埠了。而一

位现定居厦门在军营戎马20多年的退役校官，

平常不苟言笑的他看后竟泪流满面，他留言

道：老师，祝福您，您一家一定要安好。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在转发，我想应该是

引起了心灵的共鸣。我们在岁月里微笑，也

在流年里沧桑。就像一片秋叶渲染了奉城秋

色，你在城下作画，我在秋色里寻找过去。我

们怀念过去，不是说过去的物质生活有多好，

而是那童年的时光真好。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曾见过作者本人，

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这次不期而遇、久别

重逢彼此竟已近天命之年。她的父亲卓芳通

老先生曾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一位语重心长、

通晓人情的忠厚长者。由此也让我想起了那

些年在故乡大埠村教过我们的一些老师……

只是有的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已作古人间。

在不知所觉间记忆的隧道不可名状地全被打

开，浮现的均是清晰如昨、年少时光亲切的容

颜。只是，岁月如流、白云苍狗，思潮起伏、感

慨万千。

童年，是一条情深的河
——读《大埠，最美的童年记忆》

陈旭波
与蒋静波老师相识已有十余年，写她

散文集的评论却是头一遭。之前，一直是

在报纸副刊上零星读到她的作品，印象难

免浅显与潦草，而这次是全面集中地阅读

她的散文集《时光与野草》，给我的感觉是

别样的舒服、别样的质朴，犹如一首月光奏

鸣曲，奏响了时光之谣、野草之歌。

给我带来格外惊喜的是《闲来偶忆》中

的《日记》和《书信》两篇小品文。真是文如

其人，这两篇散文的气质与蒋老师本人的

气质分外吻合，一样的清婉、一样的端雅、

一样的朴实。尤其是《日记》结尾处，“我喜

欢将一枚枚树叶，夹在日记中。当我翻阅

日记时，那些红的、黄的、粉的、绿的、棕的

树叶，便纷纷飘落下来。一起飘落的，还有

许多难忘的记忆，他们都成了岁月的书

签。”文字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不徐不

疾的叙述节奏中，感觉自然的诗意迎面扑

来，自然的色彩斑斓视觉，自然的味道芬芳

嗅觉。此句写得气韵生动，天趣盎然，可谓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蒋老师深谙，返

璞归真中透出的天然是行文力求达到的最

美的境界。

蒋老师的散文，语言平易质朴，行文随

意自然，舒卷自如。写景是蒋老师的长项，

不枯燥、不艰涩，如读她的《栀子花开乌鸦

山》会感觉到，栀子花开的颜色、声音和气

味扑面而来，进入乌鸦山（典型的丹霞地

貌）像进入一个神奇的仙境，仙气氤氲、仙

乐飘飘，让人乐不思蜀。她亦是一位吟唱

自然山水的歌者，《大堰春色》和《秋日漫

游》便是一组情景交融好比春江水的山歌，

一路欢唱，一路张望，一路我心飞扬，行行

复行行，吟吟复吟吟。

蒋老师的散文内容博雅，遍及家乡地

理、历史文化、民俗风土和艺术文物等。比

如《名山后绝唱》《千年古桥话光德》和《镴

器，行走在民间的贵族》等篇章，文字看似

平淡朴拙、不事雕琢。实际上，它们都经过

蒋老师思想的过滤，语言的推敲，饱含大味

至淡的人生真味。蒋老师在家乡名山后发

思古之幽情，从原始人的两件细石器推理

他们的日常生活形态，让人费尽心思，但具

有打通历史与现代的时代价值；在家乡江

口光德桥身上，她看到历史在身边如桥下

剡江水一样哗哗流过，感慨世事变迁，时代

发展，忆往昔，说今朝，无限滋味在心头；镴

器，这种民间贵族器物，在蒋老师笔下款款

深情地走来。可贵的是，文中还细致地还

原了镴器的制作程序，介绍了打镴的历史

缘起和盛衰，以及传承和创新，不失时机地

向年轻读者科普了镴器知识。

“月光之下，水边，白亮亮的一片。是

谁，临水而伫，捧着书，似看非看；是谁，在

河畔拉起《二泉映月》，满腹心事诉与明月；

是谁，在桥头那边，仰头轻哼‘弯弯的小船

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重温少年的情

怀；是谁，在河边的地里，牵着老牛，还在耕

田，‘哞——’的一声，穿破了月空，犁开了

夜幕。”这组《水月》（五题）具有诗性的语言与

意境。而诗性是散文作品中最能牵魂摄魄的

内容，它是氛围、情怀和韵味的结合体，真正

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似柑橘饱含着汁液一

样。这种诗性奇妙而空灵，一如文中晶莹的

水月，清凉的夏夜，铺着青石板的弄堂，薄雾

轻纱般的炊烟，将读者带入一种神思荡漾与

意兴悠然的境地。

相比其他散文，放在篇首的《走向源头》

的情感质量最为高阔厚实。这是一篇带有鲜

明的寻根意识的佳作。蒋老师的怀乡情结浓

郁饱满，她不只真实地描摹故乡蒋葭浦的里

里外外，还追根溯源地描述了蒋氏家族的来

龙去脉。“面对故乡——我生命的源头，我已

找不到一条通往它的路径，除了梦里。”感性

的、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然存在于记忆中，漂

泊的灵魂需要的是精神栖息地。可以追问的

是，蒋老师的乡愁，是否能够超越时间和空

间，超越实指的故乡，上升为对精神家园的探

寻呢？

同为主攻散文创作的作者，让我最为感

动的是《梦想花开》一文。蒋老师对自己的写

作始终保有一份难得的清醒和自知之明。“那

美丽的文学，早已融进了我的血液，成为我生

命的一部分，生命不息，梦想不死”。读之，我

感同身受，字字句句，心心相惜。“为了这个

梦，我苦恼着。散文是一种入门易，出师难的

文体。我的写作目前仅摆脱了初学者的酸

涩，但对于如何掌握行文的连续与跳跃，布局

的缜密与疏朗、通透与明暗，胸臆的直抒与内

蕴，形而下的铺成与形而上的适当介入，至今

仍难以把握，找不到更好的突破口。每想到

此，不免彷徨烦恼。我渴望有一日能破茧而

出，越过以前的界碑，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推

进，那将是我写作中追求的境界”。而这，也

无疑说出了我的心声。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

费，它会在某个时刻不经意地馈赠于你，这就

是写作的魅力所在。

时光之谣，野草之歌
——读蒋静波散文集《时光与野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