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志坚

2014 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
行的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
国大运河和陆上丝绸之路双双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以陆上丝绸之路
申遗成功为基础，中国正推动海上
丝绸之路申遗。“海丝”是古代中国
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
通道，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海上
航线。宁波等 9 个城市联手加入了

“海丝”申遗行列。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与“海丝”的

连接点。宁波地方文化学者邬向东
认为，“海丝”文化与运河文化在宁
波交汇，成为宁波城市文明的基本
特征。如果“海丝”申遗成功，宁波就
是拥有两个世界遗产的城市。

每天上下班经过三江口，经过
庆安会馆，我都会为河海联运、港通
天下的宁波感到自豪，为开明开放、
包容通达的宁波文化感到自豪。宁
波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海定波
宁”，与海紧密相关的妈祖文化是其
中的特色部分之一。妈祖的神格为
海神，对于在惊涛骇浪中往来作业
的人们来说，妈祖神通广大，护佑平

安。庆安会馆及其南侧的安澜会馆
保存较好，是祭祀妈祖的圣殿，是著
名的海商会馆，也是浙东海事民俗
博物馆。

庆安会馆，又名甬东天后宫。董
沛《甬东天后宫碑铭》记载：“吾郡旧
有天后庙在东门之外，肇建于宋，实
今有司行礼之所。分祀在江东者三：
一为闽人所建，一为南洋商舶所建，
基址俱狭，唯此宫为北洋商舶所建，
规模宏敞，视东门旧庙有其过之。”
据宁波地方文化学者虞浩旭查考，
东门天后庙（又名天妃宫）是宁波第
一座天后庙，由福建商人建于南宋
绍熙二年（1191 年），原址在今江厦
街与东渡路的三角地带，如今已不
复 存 在 。清 康 熙 三 十 五 年（1696
年），与江厦街隔江相望的后塘街上
始建福建会馆，供奉天后，由福建漳
浦人蓝理在定海总兵任内领衔兴
建。惜已倾圮。清道光六年（1826
年），宁波南号舶商在江东建南号会
馆（即安澜会馆），在北帮商号中引
起 巨 大 反 响 。道 光 三 十 年（1850
年），宁波北号舶商建北号会馆（即
庆安会馆）。庆安会馆是宁波现存规
模最大的天后宫，2001 年入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妈祖信仰现今可查的最早文字

记载，乃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 年）
莆田人廖鹏飞所撰《圣墩祖庙重建
顺济庙记》。东门天后庙的妈祖神
像从莆田湄洲祖庙分炉而来，可见
宁波是妈祖文化最早、最重要的传
播地之一。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妈
祖首次得到册封与宁波有关。据北
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给
事中路允迪等人奉使高丽，返回时
途经黄水洋突遇狂风巨浪，舵折船
覆。路允迪等人求助于妈祖，五昼夜
后抵达定海（今镇海）。事闻于朝，宋
徽宗下诏封林默为“湄洲神女”，赐
匾“顺济”于莆田圣墩庙。后来随着
朝廷一再加封，妈祖从民间供奉上
升为官定信仰，并从区域性的海神
上升为全民族的保护神。

江厦街、东渡路一带是宁波妈
祖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宁波海上丝
绸之路的始发地，妈祖与海上丝绸
之路有着不解之缘。自南宋在此处
建天后庙，历元、明、清各代，宁
波区域内妈祖信俗的传播甚广。据

《大爱妈祖：妈祖信仰在宁波》 一
书统计，原宁波辖区内，妈祖宫庙

大大小小有 200多座。以王国宝为
主编的 《大爱妈祖》 一书编撰人
员，以盘点宁波妈祖文化遗存遗址
为己任，多方搜集资料，深入实地
寻访，反复考证稽核，终成著述，
这一重要成果的形成实乃因缘和
合、诚心汇聚。可惜这些妈祖文化
遗存遗址，如今损毁大半。

本书收录了大量照片，相当一
部分为实地拍摄，如东门天后庙的照
片由本地文史专家楼稼平搜集整理，
这些照片多为西方人所摄，清晰、全面
地展示了包括仪门、仪门内小桥、戏
台、正殿、内殿、神像、石狮、石雕盘龙
柱等在内的昔日盛况。此书的出版，对
于传承并发挥宁波妈祖文化、推动“海
丝”的申遗工作，意义不言而喻。

妈祖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
既闪耀着妈祖护生庇民、扶危济困、
大爱向善的人性光辉，又反映出信
众顺应自然、珍惜自然、感恩自然的
生存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沟通
的感应。我们跨越海洋，联系世
界，能够感受到彼此之间最可靠的
就是情感纽带、文化纽带，而妈祖
文化是我们与其他“海丝”国家的
民众交流交往的共同语言。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痕墨

新年伊始，读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是张炜先生的新作《艾约堡秘
史》。有人说这部作品是借一处名曰

“矶滩角”的小渔村来反思中国几十
年来经济浪潮冲刷之下的社会演
变，也有人直接将小说内容概括为

“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富的清算，一
位农民以坚守对失败的决战。”笔者
倒认为，作品没有如此哗众取宠的
格调，它更像是一部带有寓言色彩

的社会讽刺文本，通过两位男性主
人公表面不动声色、内里硝烟迭起
的博弈战铺开了一幅时代画卷。

《艾约堡秘史》的主人公淳于宝
册是个商界大鳄，当他进入读者视
野时，已经是世俗评价体系中毋庸
置疑的成功人士了。他居住在海边
一座名为“艾约堡”的豪宅内，看上
去深居简出，其实掌控着“狸金公
司”的绝对命脉。他是一个精明老练
的幕后操纵者，一个深谙资本之道
的敏感商人。在淳于宝册和他手下
一干人等为争夺矶滩角小渔村的改
造权而和“村头儿”吴沙原进行斗智
斗勇的较量时，蕴藏了太多意味深
长的中国式矛盾。经济发展和环境
破坏的尖锐冲突，文化保护和资本
为王的强烈对峙，皆通过双方人物太
极式的你来我往得到呈现。然而，淳
于宝册在作者笔下又不是一个唯利
是图的奸商、一个鼠目寸光的敛财
者，他正邪难辨的生动形象，恰恰是
当下那些民营企业家最真实的面貌。

淳于宝册不同于以往商业小说
中那种符号化的商人形象，他内心
丰富，经历坎坷，意志强悍。从一穷
二白到腰缠万贯，其中甘苦，可想而
知。淳于宝册一方面是紧紧抓住了
时代发展的时机，另一方面对资本
力量的极度依赖也让他在市场经济

的商业鏖战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然
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吴沙原这个其
貌不扬的海边老农，对方的坚韧和
顽强程度是浸淫在利润算计中的职
业商人从未见过的。吴沙原在用自
己全部的力量和才华守护历史传
统、乡土文化，在他看来，矶滩角这
处原生的自然文明一旦在资本力量
面前倾覆，那就是彻底毁损了，永无
重建的可能。当然，吴沙原也认得清
现实，明白势单力薄的自己终会败
下阵来，所以他后来不无凄凉地说：

“这一场下来，胜的一定是‘狸金’，
可见我们矶滩角的人从来没有高估
自己，不过我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
你们虽然会胜利，却不会‘完胜’，不
会胜得那么痛快和彻底。”原始的渔
村在一步步退缩，映射出商业文明
对自然文明的疯狂侵袭。有人认为
这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也
有人觉得资本力量不能肆无忌惮地
横冲直撞。孰是孰非，孰轻孰重？正
是小说提出的思考命题。

《艾约堡秘史》不是社会学家笔
下的学术性商业争夺战案例，且该
作品除了主题之外，还洋溢着一份
婉转的诗意，尤其对淳于宝册情感
世界的营造，是小说的一大亮点。主
人公对远隔重洋的妻子“老政委”没
有爱情，但存着一份比一般爱情更

为深刻的情愫；对搭救过自己的启
蒙老师李音念念难忘，一直将这个
早已殒命的男人视为精神图腾；他
还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美景、
美食以及美人，风姿绰约的蛹儿，仪
态万方的欧鸵兰，都得到他深深的
眷恋。看上去，淳于宝册身处社会上
层，该是内心强大、最具安全感的那
一类人，可小说从一开始就写他选择
在海边的僻静地带，建造起一座大部
分空间深藏于洞穴的城堡。淳于宝
册“远离尘嚣”居住于此，非为

“诗意地栖居”，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他对于自己长期于尘世中求生、攀
登的疲倦和抗拒。作者说“他像一
头野兽”，这个比喻很值得推敲：野
兽具有攻击性，同时又惧怕人类世界
对其进行伤害，所以野兽多居丛
林，淳于宝册亦是如此。他情愿

“躲进小楼成一统”，皆因只有在“艾
约堡”中，他才觉得安全、妥帖。

张炜先生自己猜测：“ （《艾
约堡秘史》） 有可能是我最好的作
品之一。”但他随即强调：“这个需
要时间的检验，至少 100 年。”而
就现在看来，这部长篇作品起码完
成了从文学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发展的一次个人化透视，其
价值和意义究竟几何，有待其他读
者共同品评。

小渔村内的经济博弈
——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读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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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

《小城：十二种人生》

《今日店休》

崔海波

小说《奇迹男孩》是一部励志书，
也是一部关于家庭教育的范本，作
者是美国作家R.J.帕拉西奥，小说
曾连续 120周蝉联 《纽约时报》 童
书类排行榜首位。

小说主人公奥吉是一个10岁男
孩，他一出生就被诊断患上了罕见

的颅面障碍综合征，面目全非。为
克服视、听、说障碍，在10岁以前
动过27次手术，他打的针吃的药比
大多数人 10辈子所经受的还要多。
尽管做了多次整形手术，奥吉的长
相仍然丑陋无比，他所到之处，人
们避之不及。为此，奥吉无论是在
家里还是出门去，时时刻刻戴着一
个宇航员的面罩。10岁之前，奥吉
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全靠母亲在
家里教导。10岁那年，他终于有机
会进入普通学校读5年级……

作为一部小说，《奇迹男孩》的
叙事方式有别于常规的套路，非线
性，多视角，由此对奥吉的命运和
遭遇进行全方位地剖析和解构。小
说第一章的叙述者是奥吉，第二章
是奥吉的姐姐维亚，第三章是奥吉
的同班女生萨穆尔，第四章是好朋
友杰克，第五章是姐姐的男朋友贾
斯汀……不同的孩子从各自的视角
来看待、描述、理解奥吉，构成了
一个立体的中学生交往图景。

人天生是社群动物，校园是个
小社会，奥吉要融入这个社会，必
须面对来自外界以及自己内心的挑
战。父母的鼓励自不必说，老师也
煞费苦心提前安排几个小伙伴帮助

奥吉熟悉环境，课堂内外给予积极
鼓励。但是，摘下宇航员面罩的奥
吉，要想面不改色地穿行于同学们
异样的目光中，需要足够的勇气。
奥吉努力了，也做到了。在学校
里，他不拼颜值拼才华，学习成绩
超群，让同学们刮目相看，并借助
这个优势，他主动向小伙伴伸出援
手，由此获得友谊。

《奇迹男孩》也是一部家庭教育
的好书，关于长相、善良、友情、命运、
成长等话题，书中都有很好的答
案。奥吉不愿意摘下宇航员面具，
他的爸爸没有说“你在我眼里是最
漂亮的”之类的废话，而是蹲下身
子，真诚地说：“我看不到自己孩子
的长相，心里很难过。”家庭教育讲
艺术也讲原则，在对于奥吉要不要
去上普通学校这件事上，父母意见
不一，最后他们让奥吉自己决定，
奥吉说想去，于是就去了。但既然
去了，就要直面所有的困难。开学
第一天，奥吉受到同学的排挤和冷
落，这是意料之中的状况，母亲没
有安慰他，更不妥协于儿子发脾
气，她认为奥吉既然进了普通的学
校，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不应得
到特殊照顾。家有丑儿病儿，做母

亲的更加辛苦，身兼慈母严师两
职，她不溺爱，不娇纵，坚持原则，
为儿子的成长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奇迹男孩》一书中穿插了中学
校长布朗先生的每月信念，虽是只言
片语，却是对每段故事的提炼和概括
——2月，了解几个问题，好过知道所
有答案；3月，善意的言辞成本最少，
而成效最大；6月，向着太阳过好每一
天；12月，天佑勇者……

在毕业典礼上，奥吉不仅因为
成绩优异登上了学校的荣誉榜，还
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校长在授奖
时说：“因为他以安静的力量激励了
大部分同学的心灵。”奥吉以他的不
普通激励着很多普通人，他的健康
成长是一个奇迹，而父母则是这个
奇迹的创造者。

“望子成龙”是很多家庭的期
盼，而事实上，这个理想不容易实
现，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有“龙”
的潜质，既然如此，不妨学学奥吉
的父母，“望子成人”，把孩子培养
成一个身心健康的普通人。

在阅读这部小说期间，我关注
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推送了电影《奇
迹男孩》，于是先睹为快……看完电
影接着再看小说，感觉很是过瘾。

父母是奇迹的创造者
——读《奇迹男孩》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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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是“海丝”申遗的宝贵资源
——评《大爱妈祖：妈祖信仰在宁波》

《女孩们》拥有“美国亚马逊
小说畅销榜第 1名”“《纽约时报》
小说畅销榜第 1 名”诸如此类巨
大的光环，被称作是女性版的《麦
田里的守望者》。

这部以女性视觉创作的小
说，无论作者还是女主角，都过
于年轻。作者艾玛·克莱因，
1989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索诺玛县——一个距离嬉皮士
文化发源地仅 30 公里的地方。
她在《女孩们》中构思的故事以
及塑造的角色，就是从那些嬉皮
士、曼森家族、公社的民间传说
中获取灵感的。艾玛·克莱因在
2014 年即 25 岁的时候，就获得

《巴黎评论》“普立普顿”奖，28岁

入选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奖。作者
的背景、阅历和性别决定了这部
小说无法脱离以剖析女性青春期
为主的叙事模式。

我花了原计划三倍的时间啃
完这本被誉为“炸弹式”的小说。小
说的叙述方式并不艰涩，作者运用
各种写作技巧，穿插着描写了 14
岁的单亲家庭少女伊薇深陷于亲
情、友情和爱情的孤独中，用近似
愚蠢荒唐的方式度过危险而又迷
茫的青春期。伊薇出身于名流家
庭，在青春期的命运悬崖上邂逅并
深受黑发女孩苏珊的吸引，她与苏
珊之间超乎友情的复杂情感，她与
宣扬爱与分享的农场公社领袖拉
塞尔——实则是虚伪狂妄猥琐邪
恶的男人之间的经历，是整部小说
的主线。虽然伊薇最终幸运地化险
为夷，躲过身陷囹圄的命运，然而
即使到了中年，她仍受困于自食恶
果的精神批判。

（推荐书友：赵鲁璐）

“在都市生活多年，依然能
写出赤忱的小镇纪事；在微博、
微信上发声，也在长篇的文字创
造中保存更完整的自我……一位
安静的写作者，温柔地经营着语
言，勇敢地积蓄能量。”在当代
青年作家群中，李静睿无疑是独
特 的 一 个 。 2018 年 初 的 新 作

《小城：十二种人生》 更是从命
运到爱情，从世道至人心，用细
腻的笔触展现了当代社会中人的
软弱、挣扎与犹疑。

本书分为十二章，通过讲述
生活在小城自贡里的十二个身份
际遇不同的人看似迥异、实则相
似的命运，展现人们在生活表层
之下的热情或孤独。我虽从未去

过自贡，然而书中一幕幕熟悉的
生活片段常常使我热泪盈眶：在
寒冷的冬天，日日坐在藤椅上宠
溺地望着孙辈的外婆，却在年轻
人虚妄的“远大前程”面前，无奈
像货品般辗转于儿女之间；曾经
漂亮迷人、成绩优异的校花小昭，
多年后却成为在污水满地的菜市
场里大声吆喝的菜农；还有在青
灰色的天空底下，卖潮烟花的姑
娘林琴琴……作者笔下的人物本
是你我周围的平凡人，却承载着
命运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作者以
旁观者的角度挖掘人物的遭遇，
通过精细深入的笔触去探究人们
的归途。

诗人阿多尼斯说：一个人无
论走多远，都走不出童年的小村
庄。童年贯穿人的一生，当作家执
笔勾勒那些夸张而真实的故事，
书写在家乡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
时，纵使记忆盘根错节，他终会领
悟那座小城带给自己的鲜明烙
印，那是人们的起点与归隐处。

（推荐书友：严玲玲）

在大阪的黑崎町，有一家开
了 70 年的青空书房，每逢周四、
周日的店休日，店主坂本健一会
贴出手绘海报，写下对书的眷恋，
画下人生四时的温暖感慨。时间
久了，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买
不起书的年轻人，没上过学的中
年人，鼎鼎大名的作家，都喜欢到
这里来。

本来仅是一家很普通的小小
旧书店，却有很多手绘贴纸，写满
店主的心里话，传递店主爱书及
劝勉的心情：

“坚持读书，你的个人价值必
能得到提升。你将成为一个内涵
丰富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
雅少年、优雅女子。”

“即使是同一本书，因读者年
龄和经验的不同，感受的方式也
会有所变化。同一本书反复读几
遍，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书读多了，就会客观地看待
自己，就会出现另一个‘我’。这个

‘我’变成一个客体，会叱责自己：
‘你究竟在干什么？’或激励自己：
‘快踏出这一步！’这是人生中非

常重要的成长。”
海报上对人生的温暖声援也

同样让人感动：
“贫穷和挫折是幸福的起点，

失败了，偏要说‘好极了’，跌倒
了，想的是‘赚到了’，成功可以再
来，失败亦可以成长。”

“挫折越多越深沉，跌倒越多
越和善。”

“不可能天天都是好日子，有
了不顺心的日子，好日子才会闪
闪发亮。”

店休日海报及贴纸意外收获
好评，许多读者特意在店休日来，
并把海报发到博客上。没想到竟
然一传十、十传百，陆续有电视台
来采访，还有人将老先生之前随
手画的 200多张海报收集起来办
了海报展。年近九旬，老先生的生
活突然忙碌起来，他晋升为网红
书店主及手绘达人。

坂本先生对书籍、书店的热
爱溢于言表，热爱生活的种种思
考通过他质朴的文字和简洁生动
的图画精彩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位爱书的老先生如今虽然备受
追捧，却依然坚持开店卖书，哪怕
卖书并不挣钱。这种寻常而又不
普通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笃定感，
给人无穷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

（推荐书友：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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