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遗产作为璀璨文明的
宝贵结晶，在历史进程中起着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近年
来，许多人对世界遗产充满好
奇，希望能了解活色生香的世
遗故事。新出版的《万里走单
骑》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读者
的诉求。

今年初，浙江卫视推出了
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
走单骑》，单霁翔作为发起
人，他与黄觉、马伯骞、阎鹤
祥组成“布鞋男团”，足迹遍
布 9省 12处遗产地，行程 3万
余公里。历时 4个月的寻找与
守望，讲述了中国大地上的世
遗故事，凸显了新奇观、新地
标、新景象、新人文，发出了

“让世界遗产‘破圈出道’”
的呐喊。本书可以称作是该节

目 的 文 字 版 ， 作 者 正 是 由 故 宫
“看门人”化身为世遗“推广人”
的单霁翔先生，因此又有“老单
日记”这一副标题。

寻访饱经风霜的世界遗产，
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作者分
类、考证传统旧说，充分利用实
地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跳出了简
单的宣讲模式，以个性化、体验式
的笔触书写世遗传奇。我们跟随

“布鞋男团”的脚步，去良渚古城遗
址探寻 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到鼓
浪屿投诗赠菊，登福建土楼感怀客
家文化的前世今生，访都江堰体悟
李冰的千年心境，游苏州古典园林
品味人世悲欢，观土司遗址感叹湘
西故梦……作者依托其深厚广博
的学识，为读者打开了那些未被尽
览的故事。

本书有三个关键词：行走、交
流、实践。此次“布鞋男团”寻访的
12个站点中，其中有10处已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而普洱景迈山古茶
林文化景观处于“申遗进行时”，黄
石矿冶工业遗产则还在“冲刺”。我
们有悠久的古代文化遗产，还应该
有 20 世纪、21 世纪的文化遗产，这
样的遗产链条才是完整的。

（推荐书友：戴骏华）

《万里走单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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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
2018 年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

“她的文风，激荡且富有思
想 ， 流 溢 于 其 15 部 的 作 品
中。她笔下的村落是宇宙的中
心，在那里，主人公独特的命
运交织于寓言和神话的图景
中。”在她众多的虚构作品
中，《玩偶与珍珠》 算是例
外，因为这部非虚构作品呈现
了她最私人的写作观念和阅读
经验。

《玩偶与珍珠》 的文本对
象是 《玩偶》《珍珠颂》 两部
作品。《玩偶》 是 19世纪波兰
作家普鲁斯的批判现实主义长
篇小说，被誉为“波兰的《红
楼梦》”；《珍珠颂》是由诗人
米沃什译为波兰文的一篇童

话，讲述的是一位王子到民间寻
宝而忘记自我的故事。在阅读这
两部作品时，托卡尔丘克不仅收
获了阅读文学作品本身自带的欢
乐与愉快，而且还从作品中汲取
了她最渴望的魔幻力量。特别是
阅读 《玩偶》 时，她惊喜地发现
这部作品“把我们引向了广阔的
田野里，主要人物在一个平安无
事的范围内是看不见的，一定要
采取某种一体化的尝试，使评论
者和这个作品在某个时候形成一
个整体，消除评论者对它的感受
之间的差别，以及它和评论者之
间的距离”。

书 中 ， 托 卡 尔 丘 克 提 出 了
“异己性”的概念：“把要认识的
这个世界当成一个流放的地方，
感到这个地方非常异己。这是一
条直接走向醒悟的道路。”其实，
托卡尔丘克和普鲁斯塑造的理性
人物沃库尔斯基一样，也在寻找

“珍珠”。珍珠是什么？珍珠即灵
魂。“爱虚荣的人没有灵魂。”所
以 ， 人 必 须 摆 脱 虚 荣 ， 追 求 充
实。 （推荐书友：郑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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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篇
脍炙人口的 《岳阳楼记》，道
出了作为封建时代士君子文化
代表人物范仲淹的心声。

范仲淹少年苦学，精通
“六艺”，尤擅 《易经》，而立
之年出人头地。然在其初入官
场位卑言轻之际，即向朝廷进

《上执政书》，提出“固邦本、
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
奸雄，明国听”的政治主张。

范仲淹是历史上著名的政
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也是
典型的实干家。他不顾阻力，
积极倡导修建捍海长堤，起到

“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
致伤稼”的长远防护功能。他
在“应天书院”兴学，重视明

体达用，扶植培养了一大批诸如
晏殊、蔡齐式的大教育家。他兴
建的范氏义庄是中国历史上创办
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的精准扶贫机构。他“严边城，
修堡寨”的积极防御策略，换来
边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安宁。
他针对宋王朝“三冗”“三费”的
痼疾，在庆历新政中提出“明黜
陟、精贡举、均公田、减徭役”
等 十 项 改 革 主 张 ， 重 在 吏 治 改
革，一时间政治为之清明。

纵观范仲淹的官场生涯，三次
遭到贬谪，都与他犯颜直谏、诤言
谠议有关。即使在政治上不得意
时，他仍然积极乐观，“不废剑胆，
琴心永驻”。在地方期间，他修祠
堂、斗茶、寻访名士故里，更写下在
刚烈中见潇洒的传世美文。

《范仲淹传》 一书，对范仲淹
一生考订精详，梳理细致。存疑
处不妄加揣断，留给专业学者继
续考证。该书对范仲淹的精神品
质挖掘深入，总结精当。作为一
部人物传记，它搜罗宏富，故事
精彩，能让读者对这位北宋杰出
的政治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
解。 （推荐书友：朱延嵩）

《范仲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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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为当今世
界文学的重要主题。帕蒂古丽生于
天山下多民族共居的村庄，父亲是
喀什维吾尔族，母亲为甘肃天水回
族，邻居多哈萨克族。成年后帕蒂
古丽辗转奔波多地，后居宁波余
姚。新疆是世界几大文明的交汇之
地，帕蒂古丽曾在 《混血的日子》
里写道：爹爹似乎迷上了两种东西
之间的搭配与混合。帕蒂古丽自己
也是如此，会唱维吾尔族民歌与姚
剧。

从西域到江南，出生地与生活
地迥异，文字有可能局限于自然风
光以及婚姻家庭的狭隘范畴，帕蒂
古丽能走出这样的窠臼吗？散文集

《蕴情的土地》 近日由宁波出版社
出版，从民族群像到生命个体，本
书收录了 8 篇文章。

知名评论家袁志坚认为，“人
和人的相遇，包括一个家庭和一个
家庭的血脉联系，一个家族和一个
家族的血脉联系，一个民族和一个
民族的血脉联系，它一定有一种巨
大的力量来推动。作者总能从日常
生活的叙事中跳出来，站在历史的
高度去审视。”命运感、血脉、历
史是他阅读这本书的密码。

《弟弟的神坛》 写的是在岭南
生活的弟弟命悬一线，我从长江边
赶去，妹妹从香江出发，疯癫弟弟
马尔自新疆而来，一起跨过万水千
山，迎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亲情。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向来是茶马
古道上消解肉食的最佳饮品。刚从
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弟弟，第一时
间想到茶叶与羊肉。他的身上传承
了维吾尔族男人的精神与气质，作
者从弟弟联想到父亲，这一点是毫
不奇怪的。

如果说在 《弟弟的神坛》《七
日》《我与你终有一会》 中，帕蒂
古丽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调动自身
的生命体验，以血缘亲情为样本，

引领读者徜徉于民族文化融合的河
流中，显现了作者感性、温柔的一
面。那么在 《打开被折叠的生活》

《在聚居的空气中》《在城市末端追
赶生活》《墓畔回声》《沿着来路的
风》 中，作者则以第三方的客观身
份，像拍纪录片一样为读者铺开了
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杂处群像，呈现
了帕蒂古丽对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性
思考。

知名评论家南志刚点评散文集
《蕴情的土地》 说：小人物故事，
大历史记录，真性情文字，正能量
体现。帕蒂古丽用行走的笔墨，记
录时代、历史与特殊的族群。她通
过讲述个体或一小部分维吾尔族人
生活在内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
解身处异乡的维吾尔族。

这句话折射了本书的新闻性与
文学性。

帕蒂古丽是记者，这决定了她
的散文的新闻特质。前五篇文章，
作者以文化学者身份进行采访后整
理成文。她的文字很有辨识度，非
常简洁、质朴，行文没有回避民族
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如在 《打开被
折叠的生活》 中，她写道：“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穿越而过的杭甬大
运河边，有几家新疆维吾尔族饭
馆，门口还有卖馕和烤肉的摊子。
越剧、绍剧的旋律和新疆维吾尔族
音乐、民歌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街

巷 。” 民 族 的 融 合 不 是 刻 板 的 标
签，而是活色生香的现实，如音符
一般美妙。“如今，柯桥这座新丝
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围绕建设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进一步融入全球
经济，同心共筑丝路梦。”多民族
融合是与时俱进的一种新常态。

至于本书的文学性，我想举
《我与你终有一会》 为例。文中写
道，外祖父的雇工“妥老实”受委
屈上吊自杀后，他的家人一怒之下
强行把尸体埋在外祖父外祖母床
下。母亲当时不满 10 岁，受到惊
吓，后来精神分裂了。一次，她跟
作者一起外出，一不留神，意外失
散，一直没有找回来。多年后，旅
途中的作者把对母亲的思念移情到
列车上一个陌生的红衣女子身上
⋯⋯一字一句，帕蒂古丽的散文由
内而外地散发着某种感染力。

“我会带弟弟回趟大梁坡，去
给父亲上坟。最好能住下来，自己
种一些地，养一群羊，每天吃自己
摘的菜、自己蒸的馒头，过一过
当年的日子，让曾经熟悉的充满
泥土味的空气，吸收平复掉他身
上二十多年来在外乡积攒的所有
疲劳和挣扎。”这是本书的结尾。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
如裂帛”，天涯咫尺，身处江南的
西域游子离家再远，对故土也是
魂牵梦萦的。

在地域文化的融合里看见辽阔
——读帕蒂古丽散文集《蕴情的土地》

励开刚

虹影是名闻海内外的华人女作
家，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作品长期
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通过写作，
她不断地出走与回归，并借此寻找
自己。自 1997 年出版 《饥饿的女
儿》 后，暌违多年，虹影的全新长
篇 《月光武士》 由花城出版社出
版。

小说以虹影的故乡重庆为背

景。在故事里，重庆大美女秦佳惠
是中日混血儿，母亲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遣送回日本，父女俩备受歧
视。长大后的秦佳惠美得远近闻
名，被许多人觊觎。她选择嫁给混
社会的杨钢邦，却由此堕入深渊。
窦小明有一颗至善的心，在上学路
上，为帮助正受四名男生欺辱的女
同学，被男生用砖头打破了头。他
在医院里认识了护士秦佳惠，还偷
了她的照片。秦佳惠曾给窦小明讲
过一个日本童谣故事：“一个小小
红衣武士，沐浴月光而来，骑着枣
红马，闯荡世界，见不平事，就
挺身而出。有一次红衣武士救了
一个误入魔穴的小姑娘，可是小
姑娘不想活下去，他便带小姑娘
去看满山怒放的花朵，让小姑娘
改变了心意。”听到故事后，窦小
明就下定决心，要做秦佳惠的月
光武士，保护她，让她远离丈夫
的家暴和折磨。可少年哪了解人
性的多面、爱的复杂与残酷。秦
佳惠遭逢巨变，移民日本，杳无
音信。窦小明慢慢长大，他仿佛
坐在一艘驶向未来的船上，却无休
止地梦回过去⋯⋯

这个以山城重庆为地理背景的
故事，讲述了主人公窦小明从男孩

走向男人的成长和蜕变过程，他的
母亲、秦佳惠与苏滟这三个年龄、
性格迥异的女性，成为他生命中最
重要的角色，引领且建构了他的生
命密码和精神基因。全书以一个重
庆小家庭为时代缩影，讲述生动鲜
活的饮食男女故事。在艰难岁月
里，他们彼此守护，互为对方的月
光，亦互为对方的武士，成为彼此
的保护神。本书也展现出重庆这座
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以及人
与人之间温暖扶持的美好情感。

整部小说呈现出生命的情状，
“成长”是虹影小说的重要元素之
一，这一次的成长，是关于一个少
年，那个愣头青小子窦小明，他成
长的过程同样充满艰难曲折、迷失
与回归。在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虹影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
她的梦想。通过窦小明，她再次讲
述了记忆中生活的粗鄙、凉薄与悲
情，却又书写了一种刻骨铭心、无
法完成的爱情，心灵的热切追求，
如梦如幻，义无反顾，至善至爱。
也因此让小说的底色突破灰暗，很
自然地呈现出一种明亮和纯粹，让
阅读获得一种怦然心动和飞翔之
感。

作者虹影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

广受争议的作品一样，长期受到读
者关注。18 岁时，虹影知道了自
己是私生女，这个身份困扰着她，
也成为她创作的源泉。通过写作，
她不断出走与回归，并借此寻找自
己，在她的几部作品里，读者多多
少少能感受到。

“从 1976 年到 1996 年，我看见
一个少年的艰难成长，心中怀有一
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一种不可能的
爱情。人的一生中，这种爱情难再
相遇，不可复制。《月光武士》 一
直在我心里，好多年来我都写这么
一个故事，就是那种爱一个人而得
不到一个人，想念一个人而这个人
永远都无法在你面前沦陷。”虹影
如是说。

著名作家、编辑林宋瑜教授
说，《月光武士》 里所有的人，难
以分好坏、正邪，爱中有恨，恨里
有爱，纠缠与分离，告别与重逢。
但究其内核，这部小说呈现出新的
叙事角度和价值取向，是虹影创作
的重要节点，甚至可以视之为虹影
新的精神自传。

窦小明和女神秦佳惠的故事，
仍然未完待续。可以说，《月光武
士》 是虹影“从心里拔出了一根尖
利的刺”，看着它长成一棵大树。

一根尖刺长成一棵大树
——虹影《月光武士》读后

郁林兴

大凡喜爱故事的读者，在这几
年全国故事类期刊和各类比赛的获
奖名单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叫鲁永
平的作者的作品。我作为活动的组
织者和编辑，自然会更关注这样的
作家。几年前，鲁永平的第一本故
事集 《毁约之殇——鲁永平作品
集》 出版前，让我写过一段推介
词，我看了她发来的书稿，对其作
品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第一次真正与她认识是在几年
前，她牵头组织了一个采写余姚工
匠故事的活动。当时，我因故没能
在规定时间前往，但她并没有因为
我的“迟到”而产生半句怨言，而
是在我腾出时间前往时，专门为我
开了“小灶”。与同为组织方的余
姚总工会的领导一起，花了整整一
天时间，陪着我深入到余姚的相关

单位，采访了三位事迹感人的工
匠。那次单独采访，她一路尽心联
系协调，让我很顺利地完成了任
务。后来，我得知那本 《余姚工
匠》，成为全国总工会极为推崇的
优秀读本。

在那一次交往中，我了解到，
她不仅是个故事作家，当时还是余
姚市文化馆分管业务的副馆长，既
擅长故事创作，也擅长小品、小
戏、表演唱等众多群众文艺样式创
作，并且还是一位经常上台表演的
能歌善舞者。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后来，我多次邀请她参加由我
组织的一些活动，比如中国故事名
家走进大云、走进干窑、走进中国
故事村等。每次活动，她都能在规
定时间内较为出色地完成相关任
务。今年上半年，在我担任故事统
筹的国家级杂志 《民间文学》 的品

牌栏目“故事作家”上，连续六期
推出了“鲁永平系列故事”。

不久前，她告诉我，新创作的
故事集 《天上掉下红苹果》 即将出
版，邀我为这本集子作个序。为
此，我翻看了她发来的资料，全书
10 多万字、30 多篇作品，都是近
年来新创作的。这些作品，我绝大
部分有印象，有些是经我手发在

《民间文学》 杂志上的，有些散见
于全国各类期刊，有些是在中国故
事 节 等 全 国 故 事 活 动 中 获 奖 的 。
比如，反映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
变化以及招商引资推动乡镇经济
发 展 的 故 事 《1 号 先 生 攻 坚 计》，
曾 在 中 国 故 事 节 · 干 窑 故 事 会
上，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了第一
批“中国好故事”荣誉；《寒夜的
坚守》 一稿，也上了“中国好故
事”榜单⋯⋯

这 30 多篇作品，虽然称不上

篇篇珠玑，但绝大部分具有较强的
故事性、可读性和艺术性。这些作
品以当下题材为主，贴近百姓，贴
近生活，讴歌时代，讴歌真善美，
充满了正能量。

一个故事作者，艺术创作的旺
盛期往往不是特别长，如果能坚持
十年八年仍笔耕不辍，仍能佳作迭
出，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对女
作者来说，能长期坚持跋涉在故事
创作的艰辛之路上，就更为难能可
贵了。

故事性 可读性 艺术性
——《天上掉下红苹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