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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文学杂志上看到宋长
征的散文，很喜欢，就买了他
的散文集 《乡间食味》。宋长
征是山东菏泽成武县人，这本
书是他“乡间三部曲”之一。

他写家里的厨房，写厨房
里的一些用品，比如母亲亲手
做的笤帚炊帚，都是用高粱秸
秆制作的。睹物思人，母亲已
经去世，忽觉人世悲凉。《风
箱入定》一文让我想起以前烧
火用过的吹火筒、风箱、电动
鼓风机。吹火筒一尺多长，吹
的时候容易被烟熏着。风箱放
在灶的左侧，我用左手来抽
拉，有点费劲，“吧嗒吧嗒”
的声响，已经成为记忆。锅，
一半是汤水，一半是火焰，被

夹在中间，动不得、翻不得，像
极 了 我 们 所 过 的 日 子 。 我 喜 欢

《一把菜刀在乡间游走》 一文，其
中提到好几个人物，比如铁匠马
三 打 菜 刀 ， 只 需 要 一 支 烟 的 工
夫。厨师老黑叔出门时，必定在
菜刀的柄上系上红绸。“我”20岁
时，在一个酒店里做学徒，刀工
和厨艺大涨，受益至今。

作者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
为了入伍而辍学，入伍不成就去
打工，后开了理发店，业余时间
写写文章。他认为自己有致命的
弱 点 ， 贪 吃 ， 对 美 食 没 有 抵 抗
力，这可能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原
因。记录乡土、书写乡愁，是这
本书的主题。传统文化，现实面
孔，时代变迁，皆在其中。

全书分4辑，共36篇，题目取
得很有个性。《乡间食味》 对鲁西
南传统乡间饮食文化做了清晰而
完整的梳理，呈现出一幅充满野
趣的乡村生活图景，有回望，也
有憧憬，是对农耕文明的一次深
入探究，也是对现代人的精神抚
慰。且让我们跟着炊烟的方向，
回家！ （推荐书友：仇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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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季节》 是一本关
于读书、藏书、评书、写书并
抒发阅读写作经验的文化散
文 集 ， 文 笔 优 美 ， 视 野 开
阔，哲思敏锐，体验丰富，
情感深厚。全书分为四辑：
溯源、汇聚、宛转、涌流。
作者讲述了自己与名家经典
的故事以及在阅读中自我生
命的体验。

在第一辑“溯源”中，作者带
我们聆听了古今中外名家经典
的源头的声音——清凉浑厚，亲
切可人；在旁征博引中揭示了文
化的强大制约力——母语文化
的力量；在比照联系中发现了作

家之间的影响和借鉴、继承和创新的
多种表现形式。

在第二辑“汇聚”中，作者
分享了藏书之趣，大声呼喊：“爱
书人是幸福人！”阅读不单单能开
阔眼界，扩充经验，增进智慧，
享受情趣，更重要的是，阅读能
够让人保持成长。

在第三辑“宛转”中，作者
散文诗般的叙述语言，使我们仿
佛置身于原著的人、事、景中，
久久无法抽离，更让人迫不及待
地想要一睹原著的风貌。

“写作意味着生命的扩大”，
这是作者在第四辑“涌流”中关
于写作历程的分享。任何时代总
有书写者，写作成了人们对抗命
运、拒斥虚无的一种手段。尽管
写作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艰难，
但有追求的作家，总会不断地超
越自我。作者从语言锻造、写作
内容、跨文化文学交流等角度，
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与创作
体验，辞约义丰，酣畅淋漓。

（推荐书友：费斌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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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个 地 方 ， 叫 “ 雪
沼”。权现山在旁相守，尾名
川静静流逝，老旧的保龄球
馆、烹饪教室、小小的唱片行
和纸盒工厂，极具年代感的老
旧物件与对旧物充满依恋的
人，共生在这座清寂的小山城
里，任岁月缓缓推移……在堀
江敏幸的笔下，这个虚构的地
方如此恬静、温馨，同时还有
一点淡淡的惆怅和忧伤。

在《雪沼》这本薄薄的小
说集里，作者通过七个故事串
起了雪沼周边人们的日常生
活，从那些中老年人的现实生
活和散淡回忆中，展示出人生
中隐含的温情、诗意、眷恋以
及孤独。

在开篇《站位点》里，守
着那个老旧保龄球馆的他，原
本已经要把球馆关闭了，然而
一对临时路过的青年恋人的出
现，让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他
盛情邀请青年恋人打上一局保
龄球，由此他从球瓶撞击声

里，回忆起与逝去妻子一起时的
幸福时光。“所谓站位点，对我来
说不是改变站位的参照点，而是
让自己不改变站位的一种存在。”
在 《河谷阶地》 里，作者通过细
节描写了纸盒工厂主人田边对女
儿的亲情和思念，“自从女儿出嫁
离 家 之 后 ， 多 油 的 食 物 骤 然 减
少。也许是照顾到自己的口味，
也许是妻子自己想吃些清淡的。
田边也不知道具体原因。”20多年
过去了，那张被女儿涂鸦过的破
旧沙发，田边一直舍不得丢掉，

“他把它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继续使用。”在 《缓坡》 里更展示
了一种孤独的亲情。香月和少年
大助约定一起去放风筝，早已过
世的祖父和姑姑留下来的风筝能
否放起来已经不重要了。“正因为
是遗物，所以才有与大助一起放
飞它的价值。坏就坏了，飞不高
就飞不高，只要能够再现当年的
画面就好了。”

在芥川奖获奖致辞中，作者
曾经谈到自己的创作原则：“作为
一个创作者，我似乎不仅摒弃了
根据含混不清的一般概念而来的
所谓‘小说’的模式，而且摆脱
了 所 谓 ‘ 散 文 ’ 的 成 文 法 的 约
束。”而这也构成了 《雪沼》 引人
入胜的特质。

（推荐书友：虞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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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浙杭

《丹心胜金：傅丹艺术人生》
一书是宁波市文联 2020 年重点创
作项目之一，由楼伟华、帕蒂古
丽共同执笔，历时近两年创作完
成 ， 即 将 由 宁 波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
说傅丹曲折的成长与求艺经历；
第二部分讲述她从舞台向领导岗
位转型的奋进历程；第三部分书
写 傅 丹 的 桑 榆 晚 晴 ， 继 续 在 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
上不竭奔走、发挥余热的那份执
着与韧劲。书中许多故事感人肺
腑，许多细节不能忘怀。总之，
它是一位老艺术家跌宕人生的记
录、艺术传承的写照、社会责任
与担当的展示，更是一部激人奋
进的励志作品。

2004 年下半年，傅丹已是宁
波市政协副主席，并兼任市文联
主席，我任市文联党组书记、副
主席。2013 年底，我从文联岗位
上退休，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经
组织批准，我加盟由她创建并担
任主席的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
任常务副主席，开启了我俩的二
度合作。时至今日，屈指算来已
共事近 18 年了。对于人生而言，
18 年是个不算太漫长、也不算太
短的时间概念，但是，对于两个
工作上的合作、共事者，可以说
是个漫长的跨度。这期间，我们
精诚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我
市的文学艺术和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

回顾我俩合作共事这些年，
傅丹给人最深的感受，概括起来
就是一个字——“善”。

首先，她善待艺术。她自小
就 锁 定 目 标 ， 在 艺 术 道 路 上 前
行，她刻苦磨炼，寻拜名师，切
磋琴艺。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与
跌宕，但始终初心不改。即便在
担任领导职务后，也曲不离口，
琴不离手。几十年来陆续为宁波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艺术尖子，其
中不乏在全省、全国有一定影响
的艺术新人。她虽是名家，但没
有架子，经常带领演出队伍，送
文艺下农村、进社区、赴企业、
学校和灾区，到基层演出，为群
众服务；长期坚持开设民族经典
曲目赏析讲座，普及艺术，提升
不同层次民众的艺术鉴赏力和艺
术修养。

其次是善待事业。傅丹多年
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一手组建的
宁波歌舞团是她在宁波的创业之
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草
创到形成规模，其作品屡屡在全
省乃至全国获奖。担任市文化局
领导后，为宁波的文化建设四处
呼吁、奔走；为引进文艺人才，
多次与市领导汇报、沟通；为扩
大宁波文化影响力，她力主举办
全国性艺术交流活动。凭着自己
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四处“化
缘”，解决经费短缺，这其中的酸
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
她自己在默默地承受。在市文联
工作期间，她同时担任市政协副
主席、九三学社主委，政务、事
务繁忙，但她的主要精力还是放
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广交朋友，
广揽人才，为宁波的文艺事业尽
心尽职。其间，宁波的文艺创作
硕果累累，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大
奖，并为 20 多位艺术家在北京、

上 海 、 杭 州 等 地 召 开 专 题 研 讨
会，为近 200 位文学爱好者免费
出 版 书 籍 ⋯⋯ 这 样 的 好 事 、 善
事，真是举不胜举。

再就是善待同志。傅丹对宁
波文艺界有很深的感情，文艺界
朋友有什么想法、心事，也愿意
向她倾诉；有什么困难，只要她
通过努力能够办到，定会全力相
助。她公务繁忙，近些年很少带
学生，但一旦发现有发展前途的
好苗子，就会主动联系，收为徒
弟，且分文不取。用她自己的话
说，“不管不忍心，放手不放心，
只好自己带”。用“舐犊情深”一
词形容她对艺术人才的关怀，再
合适不过。事实上，在宁波文艺
界，确有不少学生不是管她叫老
师，而是直呼“傅妈妈”。为了我
市 优 秀 文 艺 人 才 的 高 级 职 称 评
定 ， 她 可 以 不 厌 其 烦 地 向 省 文
联、省文化厅以及各有关文艺家
协会及高评委介绍、推荐、做工
作。与此同时，她也非常关心老
一辈艺术家，再忙都要抽时间登
门看望、慰问，虚心听取他们的
意见、建议，尽力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

四是善待自己。在文联工作
期间，组织上指定由我主持文联
日常工作，傅丹非常尊重、支持
党组意见，始终置于党组领导之
下，不居高临下，不越位，相互
尊重，相互理解，有事情及时沟
通 。 共 事 18 年 ， 我 们 没 有 红 过
脸，更没有争吵过，虽然工作繁
忙，但身心愉悦。从领导岗位退
下来后，她不计个人利益，仍默
默地从事着自己所追求的事业，
想方设法为社会留下点东西。当

周围同事和傅丹在文艺界的一些
朋友得知组织上要为她的艺术生
涯 写 一 部 传 记 时 ， 纷 纷 表 示 祝
贺。她十分坦然地说：“我个人其
实 并 不 在 乎 出 不 出 这 本 书 。 但
是，如果它的出版，能为我们这
座城市艺术风气与氛围的烘托、
培养，发挥一些引领作用，我也
乐观其成⋯⋯”这就是傅丹的态
度，也是她善待自己、善待艺术
人生的真情流露。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
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
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
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
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
万物于笔端’。”文艺要为人民服
务，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感召人、教
育人、引导人，文艺工作者首先要
立德，立德才能立身，才能立艺，才
能立作品，这方面傅丹不愧为我市
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一位老艺术家的情怀
——写在《丹心胜金：傅丹艺术人生》付梓之际

宁波好书

品 鉴

糯米味

父亲手中的毛笔字，母亲送
出的一筐筐鲜枣，严父慈母的潜
移默化，乡党口耳相传的感念故
事，衣食住行无声的教诲，柴米
油盐蒸腾的烟火⋯⋯这是生活，
更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吴克敬的
家风。

陕西评论家归纳为“吴克敬
现 象 ”， 赞 其 文 学 创 作 如 “ 井
喷”——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文
学 奖 、 柳 青 文 学 奖 等 全 国 性 大
奖，《拉手手》 等四部作品改编、
拍摄成电影，《初婚》 改编成电视
剧在全国热播。这就是吴克敬，
在陕西这块大家云集的土地上很
有影响力的平民作家。

“温煦的家风啊，是人们最真
切的偎依”，在自序 《沐浴家风》
中 ， 吴 克 敬 给 予 家 风 很 高 的 赞
誉，“良好的家风在家庭中的积淀
和传承，是家庭留给每个成员的
宝贵精神财富”。

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讲述什
么是家风、家风孕育之美、家风
教化之用、家风革新之变、家风
传承之道。既告诉读者家风是什
么，如何养成，又和读者一起分

析家风的重要作用，家风如何与
时俱进，最终落脚于怎样让家风
发挥重要作用。

什 么 是 家 风 ？ 吴 克 敬 从 家
教、家道两方面深入浅出解读，
有理念，更有自己的成长经历、
切身体会。在家教中，吴克敬从
安徽桐城六尺巷破题，认为“家
教在一个家里，就是这么没理而
有理，无用而有用”。在家道中，
吴克敬认为，“一个家庭的家道，
是不论贫富的，家道好，贫也不
会 被 人 嫌 弃 ； 家 道 不 好 ， 富 也
难得受人尊敬”。孔子应该是倡
导 家 风 第 一 人 ， 众 弟 子 记 录 了
他 说 过 的 话 ， 编 辑 成 《论 语》，
可 以 说 是 家 风 的 集 大 成 者 。 吴
克 敬 结 合 自 己 在 秦 岭 深 处 的 工
作 室 、 木 匠 作 坊 的 感 受 指 出 ，

“良好的家风，如风一样，给人
以滋养”。关于家教、家道、家
风 三 者 关 系 ， 吴 克 敬 提 出 了 自
己 独 到 的 观 点 ： 家 教 是 一 种 内
修 ， 家 道 是 一 种 外 修 ， 家 风 则
是 内 外 兼 修 。 真 正 的 家 风 是 有
温度的，弥漫着日常烟火气息。
于是，吴克敬在 《不讲理的家》
中提出，“家不讲理，家里只讲
爱”，因为“家风，是每时每刻的
温情”。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韩城采风时，“志欲光
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
莫如勤俭持家”的家训，让吴克
敬爱不释手。

家风如何孕育？在吴克敬看
来，家风有其一以贯之的传统，
不会凭空而来，不会平地而起，
得经历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慢
慢积累，逐步取舍，然后总结得
来。吴克敬的父亲离开他虽已 47
年，但他时时感觉得到父亲的眼
睛望着自己，时刻都没有偏离。
吴克敬深深地感恩母亲的养育，
他 在 《舌 苔 上 的 母 亲》 一 文 中
说，“没有母亲不希望儿女出息
的”；他在 《母亲的炊烟》 中感
叹，“回来吧炊烟，往日母亲的炊

烟”。对吴克敬来说，父母对爷爷
奶奶的感恩深深影响着他。比如

《跪草》 中写道，吴克敬的父亲每
年过生日时，都以跪草的方式，
感念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常
言道，“身教胜于言教”，正如吴
克敬所言，“父母是孩子的终生老
师”，于是他坚持四十多载，在自
己生日这一天，于书房里，独自
一人，读一个晚上的书。

好 家 风 带 给 我 们 支 点 和 力
量 。 家 风 无 法 触 摸 ， 却 无 处 不
在；家风柔若细丝，却能春风化
雨。生活中的每个人，不论愿意
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在成长过
程中，都会受到家风的影响，都
会 经 历 家 风 的 洗 礼 。 吴 克 敬 认
为，唯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家风。如
何对待工作？他在 《活着》 中有
自己的理解，“一个人能干活，干
得了活，就是活着；谁的活干得
好，谁就活得好，谁的活干得精
彩，谁就活得精彩。”如何处理精
和杂的关系？吴克敬由日常饮食
联想到做人做事，他认为，“饮食
上注意食杂，有益于自己的身体
健康，便是我们精神上健康，也
是食用得杂点好”，于是专门写下
了 《杂食》 一文。

古老的家风，曾经赋予我们
无穷的力量，在新的时期，也需
要 注 入 新 的 元 素 ， 以 青 年 的 面
孔，创新新时代的新家风。这是
第四辑“家风革新之变”中吴克
敬的主要观点。富人有富人的想
法，穷人有穷人的感受，他写下

《穷人心得》，“一个人不管富裕还
是贫穷，只要他满怀文化理想，
深具人文情怀，他就是一个让人
敬重的人。富而不贵，应该是我
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个课堂，在吴克敬家中，
大家相互尊重、理解、感恩。一
个家风健康的家庭，父母亲可以
是孩子的老师，孩子也可能成为
父母亲的老师。某年五月，吴克

敬应邀为高三学生做报告，专门
谈教育。何为教育？“在我们家，
没有谁是权威，没有谁是专家，
遇到事了，女儿说她的，我和她
母亲也说我们的，到要结论时，
谁说得对就听谁的。”这也许就是
最好的教育。

家风如何传承？这是关键中
的关键。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
西 ， 家 风 也 一 样 。 继 承 传 统 家
风，在今天还是很有必要的，昙
花一现的时尚替代不了传统。在

《家训今识》 一文中，吴克敬从
《朱子家训》 联想到扶风吴氏家
训，认为，“家训，都是要让人成
为一个正大光明、知书明理、生
活严谨、宽容善良、理想崇高的
人”。真正的家训并非悬于高堂给
别人看的，而是藏在心中促自己
行的。吴克敬如是说，“努力践
行 ， 是 比 悬 挂 厅 堂 家 室 还 为 重
要”。他对文化分外钟情，“文化
实在是人活得有滋有味的那一抹
温 暖 的 阳 光 ， 那 一 滴 润 泽 的 雨
露。”

《家风的力量》 不是学术专
著，却有不浅的理论深度；不是
简单随笔，却让我能感同身受，
甚至有“身临其境”之感。用吴
克敬的话来说，“找出几件活生生
的事实来写，写得鲜活，写得有
趣”。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有意思
的书，因为作者以其丰富的人生
阅历在写作。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吴 克 敬 本 身 就 是 传 承 家 训 的 范
例 。 他 做 过 农 民 ， 干 过 木 匠 雕
匠，从事过两家媒体工作，然后
重 拾 写 作 之 笔 开 始 专 业 文 学 创
作。从偏僻小村到扶风县城，再
到繁华的咸阳市，最后落脚省城
西安，每一处都留下了坚实的脚
印 。 吴 克 敬 始 终 怀 揣 着 一 个 理
想，绝不忘记在纷乱的世俗环境
中，给精神找一个出发点，给灵
魂找一个栖息地，让自己永葆赤
诚和宁静。

惟是诗书教子，莫如勤俭持家
——读吴克敬散文集《家风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