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以时间为轴线，从魏晋
到近代，将书画艺术家们的故事
娓娓道来。王羲之、虞世南、褚
遂良、颜真卿、苏东坡、赵孟
頫、黄公望、吴镇、徐渭、陈洪
绶、金农、吴昌硕、黄宾虹、潘
天寿、沈尹默、沙孟海，这些人
物颇具代表性，是公认的大家。
作者说：“写书画艺术家的书籍
汗牛充栋，打开互联网随便一
搜，就有铺天盖地的信息，你稍
有不慎，就会与他人雷同，有抄
袭嫌疑，况且毫无新意没有主见
的文字，是没有意义的。”因
此，杨振华笔下的人物是“新”
的，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因为作
者创作遵循高度原创性，还源于
他的文字有事有史、有情有味。

虞世南是书中出现的第二个
人物。谈到他，大家可能会想到

他的博学多识、书法造诣等，但
若只评述他的作品和成就，我想
最终在众多读者的脑海中对虞世
南的印象只是一个模糊的代名词
——“杰出的书法家”。至于为
何杰出，何为杰出，我们就很少
有其他想法了。在书中，作者称
其为“那个时代的学霸”，将他
每天晚上睡觉前在自己肚皮上练
习书法手迹的场景详加描绘，这
能够使人感同身受，让读书人相
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谛。
而唯有这样的虞世南，才有开

“晋唐书风”的底气。
语言生动形象而富有时代气

息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清新自
然的氛围中，我们与一位位名家相
遇，率性自由的褚遂良、快意人生
的苏东坡、抱朴守真的金农……

梦回千古江南事，寻见纸上
春与秋。这本随笔集有文有质、
图文并茂，作者用温柔笔触跟随
书画艺术家们的脚步，不急不
躁，不慌不忙，带领我们走进一
场艺术之旅，去捡拾那些书画史
上穿越时光的江南影像。

（推荐书友：应瑾）

《天地圣手：那些书画史上的江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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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食记：长沙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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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好书

湘菜，又叫湖南菜，早在汉
朝就已经形成菜系，是中国八大
菜系之一。全国各地遍布湘菜
馆，但如果要讲有印象的特色湘
菜，也就剁椒鱼头和长沙臭豆腐
而已。近日读罢长沙作家巴陵的
新作 《南食记：长沙味道》，对
地道的湘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本书分为“长沙味道”“湘
味经典”“长沙周边”和“湖湘
名吃”四辑，书中既有我们耳熟
能详的“酸辣绝味剁辣椒鱼头”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豆腐”，
也有独具地域属性的“浏阳土
货 ： 烟 笋 ”“ 靖 港 古 镇 香 干 ”
等。作者不仅介绍了每种菜的做
法和品尝体验，还从 《史记》

《汉书》《尔雅巽》等古籍中探寻
美食文化踪迹，探讨了美食适应

潮流需要的各种升级转换。巴陵
本身是从事“湖湘饮食文化”教
学与研究的，还兼任多家电视
台、电台美食栏目顾问，因此

《南食记：长沙味道》 不只是美
食的菜谱式的介绍，更多的是从
专业角度和深度对长沙美食进行
了一次普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
类食物却是心中永远的挚爱，这
就是家乡的食物。在“烟火熏烤
制腊鱼”中，巴陵这样写道：

“每当年底回湘中老家，看到烟
熏鱼吊在火炕的横梁柱上，散发
着浓郁的鱼香味，嗅着那股熟悉
的咸香，我顿时感觉到踏实。”

书中充满长沙味道的 25 道
菜是巴陵寻遍大街小巷、深山
僻 壤 所 觅 得 的 ， 顺 着 这 些 食
物 ， 不 仅 能 够 找 回 曾 经 的 口
感，更重要的是寻访记忆中的
故事，唤醒精神坐标里根深蒂固
的乡愁，这才是我们对这些美食
最本真的渴望。

（推荐书友：何小美）

《南山有我一亩田》

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写过一
首叫作 《梦田》 的歌，歌词里
说，“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作家
李开云把心里的一亩田“搬移”
到生活中，成为现实中的田园造
梦者。

李开云在重庆南山脚下拥有
一块田地后，放弃了城市生活，
伴田而居，点瓜种豆，锄草翻
地 ， 享 受 劳 动 的 快 乐 。 六 年
来 ， 他 不 仅 收 获 了 餐 桌 的 丰
盛、得到了强健的体魄、结识
了淳朴的乡亲，还出版了这本

《南山有我一亩田》，可谓物质精
神双丰收。

李开云虽然出生于山村，但
多年的城市生活使得他缺乏种田
的经验。刚开始种菜时，他买菜
籽饼与水勾兑作肥料，由于舀了
很多发泡的菜籽饼，蔬菜只长叶

子不长果实，甚至因为肥力太足
而死掉。在经过反复试验解决这
个问题后，他明白了，凡事都有
度，一旦过度，将得不偿失。李
开云以一个写作者的视角体悟到
劳作过程中的人生智慧。看这样
的文字，会感到作者不仅是在种
菜，更是在修心。

李开云不厌其烦地书写种植
的荞麦、玉米、黄瓜、西红柿、
韭菜、菠菜、红薯、萝卜等农作
物，并为它们留下了故事。这些
故事不仅是种植体验，还包括他
过往的人生经历。他写黄瓜，说
以前寄宿在学校时，粮食紧张，
一位善良的同学给饿着肚子的
他一根黄瓜，这让他体会到了
人与食物不可分割的联系。这
样的食物不但可以充饥，更温
暖 心 灵 。 当 李 开 云 种 植 黄 瓜
时，他的心灵必然又经历了一
场感恩之旅。

静谧和惬意的田园生活，让
李开云的一亩田变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一方乐土。所谓“会心处不
必在远”，这“乐土”既在南山
脚下，也在你我他的心灵当中。

（推荐书友：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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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夏日的杭州游访之旅，携
了一本中国作协会员储吉旺先生的
最新诗文集 《商旅诗香》，才不觉
得孤寂。

诗是传统诗词，文是演说辞、
游记、美文、小品文。虽然形式各
异，但细细读来，其独特的审美倾
向始终贯穿所有的文体。有人会以
为演说辞、讲话稿入不了高雅的文
学殿堂，这是一种偏见。当年，英
国首相丘吉尔就是凭一篇精彩的战
地演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
里的审美，“审”是作者特有的方
式，“美”是作者特有的发现。

《商旅诗香》 中有一种豁达的
美。胸怀决定人的格局，企业也一
样。在自序中，作者借由给儿子的
短 信 写 道 ：“ 财 富 是 天 下 人 的 财
富，最终任何人都带不走。你掌握
一点财富，是天下一点点，微不足道
的一点点。大丈夫，既为自己赚钱，
又为天下人赚钱，赚天下钱，为天下
人共同富裕的钱。”这是储吉旺对
于积累财富的看法。他又说，“火
柴虽小，但可以照亮世界。”文如
其人，储吉旺自创办公司以来，对
社会的各种捐资近 2 亿元，是远近
闻名的慈善家。这种财富观和胸

襟，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
书中有一种谦卑的美。作者在

《学习是人生目标》 一文中，借用
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探
究学习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不学
习，吃老本，连手机微信都不会
搞，也不清楚互联网是个什么东
西，在当今迅速发展的时代，75
岁的我就不能在企业指手画脚，只
能退休踏山水了。读书让我改变命
运，也让我发挥余热。”实际上，
储吉旺是玩手机的高手，他年长我
好多岁，可连抖音这个时尚玩意
儿，也是他教我如何使用的。如果
文章仅仅写到这里，也只是浅显的
境界，但见作者笔锋一转，将文章
的旨意提到了一般人没有的认知世
界。他提出，“学会谦虚也得讲场
合”，而不是一味低头，人生的原
则一定得坚持；在谦卑的前提下，
也得“学会随机应变”，学习本身就
是为了提高适应自然、适应社会的
能力；每个场合都需要“学会自律”，
这个自律是政治自律，商人也要讲
政治生命，防止被别人钻空子。

书中有一种取舍的美。在 《中
国红利落美国》 一文的“星光大道
我又来了”这个章节中，面对高楼
林立、灯红酒绿、娱乐至上的好莱
坞星光大道，储吉旺的笔着力描写

“我在这里找到了创业精神”——
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国家，其实也
一样，只有创业，只有改革开放发
展经济，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在
这里找到了环保精神”——既要发
展经济又要兼顾环境的保护，这是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必经之路；“我
在这里找到了文化精神”——好莱
坞让文化唱主角，文化设施美轮美
奂 ， 让 游 客 觉 得 掏 钱 是 值 得 的 ；

“我在这里找到了创新精神”——
他对自己说，像好莱坞一样创新
吧。企业也一样，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你只是暂时的明星，你
的星光很快会被别人遮掩。

书中还有一种痛苦的美。这是
将人生的痛苦当作一种审美现象进
行观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化悲痛
为力量。作者从小生活在一座莽莽
大 山 的 小 村 里 ， 读 高 中 的 时 候 ，

“从家乡西林到宁海中学，跋山涉
水要步行 6 个小时。”但就是这样
痛苦的经历，呈现在作者笔下的反
而是乡野之美。在 《心中领地是西
林》 一文中，他写道，“我家后门
便是一块菜园，一年四季种的蔬菜
总是葱绿鲜嫩，菜园竹篱外，是一
片竹林。”“山上山下长满果树，杨
梅、梨树、柚子，特别丰茂。八月
丹 桂 ， 简 直 把 人 置 身 于 香 水 之

中。”故乡是他的精神家园，给予
他面对痛苦、克服困难的法宝。

书中更有一种艺术的美。作者
的语言功夫不同一般，在 《感受文
学之美好》 一文里，他运用了大量
的比喻和排比，使得语言变得纯
美。比如，“文艺工作者，挖掘人
们灵魂，把作品写在纸上，写在网
络上，写在人们心中。企业家看不
到小花小草蓝天白云的温馨，文人
却看见：青青的叶，淡淡的花，清
新的香沁人心肺，轻轻的云，我带
不走一片。”他的文字功力还体现
在对细节的精准把握上。《互联网
改变世界》 一文写的是参观先进的
车间的经历，他发现 14 台先进设
备仅需 3 个工人。于是描写：“工
人同我握手，有一种柔软感。过去
和劳动模范握手，对方手上没有硬
硬的茧是不可能的。”

审美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达。
相信读完这部书后，读者会和我有
一样的感受，即 《商旅诗香》 的审
美倾向是积极的，充满了正能量，
这也是作者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发现特有的“美”
——储吉旺《商旅诗香》审美倾向小析

崔海波

小说 《蝲蛄吟唱的地方》 的作
者迪莉娅·欧文斯，是美国生物学
家、作家，《国际野生动物》 杂志
编辑，她曾在非洲从事动物研究
20 多年，出版过多本生物学方面
的著作。《蝲蛄吟唱的地方》 是她
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后立即登上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美国亚
马逊、北美独立书店四大重量级畅
销榜榜首，被誉为“2019 全美现
象级畅销小说”。

《蝲蛄吟唱的地方》 是一部爱
情小说。主人公基娅 6 岁时，母亲
由于忍受不了父亲的家庭暴力离家
出走，之后，哥哥姐姐也陆续走
了。基娅 7 岁那年到镇上的学校上
学，其他孩子嘲笑、排挤她，叫她

“湿地女孩”“湿地垃圾”“湿地老
鼠”，她只上了一天学就不去了，
之后一直远离人群孤独地生活在湿
地。某日，基娅开着船到潟湖里转
悠，结果迷路了，正在捕鱼的男孩
泰特领她返回家中。泰特谈吐稳
重，善良而强壮，让基娅感到很放
松，她觉得自己“需要这艘船和那
个男孩”。

基娅 10 岁那年，爸爸也不再

回家了，她只能自食其力。泰特得
知基娅只上过一天学，告诉她“我
可以教你认字”。他一周几次来教
她认字，给她读诗，两人都热爱湿
地以及湿地里的生物，情投意合，
初恋朦胧又美好。不久，泰特要去
外地读大学，临行前，他说会经常
来看她。但他食言了，之后几年一
直没有音讯，基娅很伤心。镇上的
富二代蔡斯看上了基娅，许诺会跟
她结婚，会在湿地边建造一座大房
子，基娅担心自己是蔡斯“出于好
奇而捡起来打量的东西，之后就会
被扔回沙子里”，但是正值青春期
的基娅需要填补空白纾解孤独。当
蔡斯把她带到一家汽车旅馆时，尽
管她觉得“整个房间看起来并不是
爱情的样子”，但还是接受了。两
人相处了几年，直到有一天，基娅
到镇上购物时，看到报纸上刊登着
蔡斯跟另一名女孩订婚的告示，她
心碎地回到湿地，回到这片只有

“草、天空、水的空间”。她跟苍鹭
说话，推心置腹地诉说自己的心
事，晚上与海鸥们一起睡在沙滩
上。

除了采集贻贝、钓鱼维持生活
外，基娅还收集了很多贝壳、羽毛
等标本，并做了相关记录。几年

后，泰特博士毕业回到湿地开展生
物学研究工作，他向基娅道歉，希
望重修旧好，并帮助基娅把多年来
积累的图片文字整理出版。

《蝲蛄吟唱的地方》 也是一本
推理小说，序言部分描述了一起杀
人案的现场：两个男孩在湿地的防
火塔下看到了一具男尸，经治安官
初步调查，这是一起他杀案，死者
是蔡斯。一些蛛丝马迹将嫌疑指向
基娅：捕虾人半夜看到基娅驾船驶
向防火塔；蔡斯身上留存的红色纤
维与基娅的帽子很匹配；蔡斯死亡
当晚，脖子上的一串贝壳项链失踪
了，这是基娅送给他的定情礼物⋯⋯
但法庭最后判决基娅无罪。直到基娅
64岁去世后，泰特在屋内一处很隐蔽
的地方发现了那串贝壳项链。

在书中，爱情线与悬疑线交叉
展开，每个章节都标注了故事发生
的时间，比如第一章 《妈妈，1952
年》， 第 三 章 《蔡 斯 ， 1969 年》，
第 十 章 《不 过 是 风 吹 草 ， 1969
年》，所以故事的脉络非常清晰。

《蝲 蛄 吟 唱 的 地 方》 文 字 优
美，也可以当作一本自然散文来阅
读。作者迪莉娅是生物学家，在书
中介绍了很多湿地和生物知识。比
如：每一只萤火虫都有自己的光

语，雌萤火虫用假信号吸引陌生雄
性；雌螳螂会吞食自己的伴侣；银
鸥鸟喙上的红点并不只是装饰，幼
鸟们只有在用喙啄父母的那个红点
时，才会被喂食⋯⋯

网上有一段迪莉娅接受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视频，在这
个 8 分钟的短片里，不仅展示了

《蝲蛄吟唱的地方》 在美国上市时
读者排长队购买的盛况，还介绍了
作家的人生经历。迪莉娅出生于
1949 年，一生中有相当长时间孤
独地生活在荒野里，如今，年逾古
稀的她依然居住在远离尘嚣的偏僻
乡村。她说，小时候，母亲总是鼓
励她去探索自然，“尽你所能往远
走，远到蝲蛄吟唱的地方”。蝲蛄
是一种水生动物，跟小龙虾长得很
像，它其实不会唱歌，“蝲蛄吟唱
的地方”只是一种意象，指的是大
自然。作者说，她在这本书里就是
想用自然的笔法探索人性。

用自然笔法探索人性
——读《蝲蛄吟唱的地方》

沈 娟

王勇英，儿童文学作家，著有
长篇小说 《巴澎的城》《雾里青花
泥》 等。其新作短篇小说集 《借婚
纱的少年》 共收录了 14 篇文章，

试图还原当今时代中逐渐被淡化和
遗忘的传统“中国式童年”。

文学评论家束沛德先生曾言：
近 70 年来，儿童小说的题材内容
不断开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格
局。正是在这样“百花齐放”的背
景下，王勇英的作品凭借其独特的
文学性与艺术性迅速崭露头角，成
为儿童文学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深深植根
于生活的土壤，灵活运用清新自然
的语言对童话中的人物进行深刻的
描画。同时通过多样化的写作手
法，使得故事的主人公跃然纸上。

首篇 《借婚纱的少年》 中，借
由一张婚纱照引出了一个“奇怪”
的男孩和“我”的故事。这个男孩
十三四岁，对“我”的画笔和书没
有太大的兴趣，却几次执着于向

“ 我 ” 借 婚 纱 给 妹 妹 穿 。 在 被
“我”告知这婚纱并不是自己的并
且一再追问他为什么要借婚纱时，
他 却 只 是 失 望 和 焦 急 地 跟 “ 我 ”
说 ：“ 可 是 ， 不 行 呀 ， 等 不 了

⋯⋯”于是“我”暗自猜测是他的
妹妹生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为
了不让他们留下遗憾，“我”亲手
帮小女孩缝制了一件特别的婚纱，
完成了兄妹俩的心愿。但最后情节
发生了反转——生了重病的其实是
哥哥，他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永远
牢记妹妹最美的样子。

《青碟》 向读者讲述了中国传
统手艺人补碗匠的故事。小主人公
青碟的奶奶有一只宝贝至极的上等
青花碟，青碟的名字正是由此而
来。但是小伙伴们嘲笑青碟的名
字，于是“他趁奶奶不在屋，把那
青碟拿到院子里朝石板上一扔，青
碟碎成数片”。奶奶看到这些碎片
之后，一病不起。一年来村一次的
补碗匠，就成了 80 多岁的奶奶的
最后指望。历经多道工序，补碗匠
终于将这只青花碟修补好，为了让
奶奶多一份活下去的信念，却谎称
自己修补不好⋯⋯

作者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
状态和思想变化进行了生动的描
摹。在 《白棉布的夏天》 中，孩子

一开始被丑婆婆的样貌吓住了，进
而对其进行诋毁，发现丑婆婆善良
的内心后，又被其所吸引；《高脚
9 和矮脚 6》 中，两个孩子生活在
关系并不友好的相邻的村子，在彼
此恶意竞争的过程中最终收获了友
情⋯⋯这些故事，通过展现主人公
鲜明而惟妙惟肖的性格特征，反映
了人生与社会。

一篇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
带有正当的道义观、丰富的情感世
界和明确的审美功能。儿童文学的
最大受众是孩子，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无法面对模棱两可的道义
观。作者通过字里行间弥漫的悲悯
精 神 ， 来 培 养 孩 子 的 “ 悲 悯 情
怀”。总而言之，整部作品以成人
视 角 落 笔 ， 既 描 绘 出 一 个 个 天
真、浪漫又唯美的场景，也敏锐
地再现了现代儿童成长过程中的
情感缺失问题，将儿童置于契合
他们性格特点的情境之中，用清
新而又自然柔软的笔触，还原传
统的“中国式童年”，以及少年澄
澈而透亮的内心。

还原传统的“中国式童年”
——《借婚纱的少年》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