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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好书

这些年来，作家周华诚笔
耕不辍，不时有散文集、小说
集、影像书面世。其中的许多
作品，因清新自然的风格，广
受读者好评，被誉为“田埂上
的行吟诗人”。

新 作 《陪 花 再 坐 一 会
儿》，书名极富诗情画意，“打
开 这 本 书 ， 整 个 世 界 都 亮
了”。本书收录了 20 余篇美
文，分为“落花”“山色”“会
饮”“上座”四辑，从草木自
然、山居日常、炊事美食、人
文情怀等方面着笔，试图将一
个有山、有水、有故事的好地方
呈现给更多的寻美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
浙江常山的人事风物，成为周
华诚创作的灵感之源。作者探

访山水澄明之境，赋予草木以灵
性 ， 挥 洒 自 如 间 流 露 着 真 情 实
感，希冀实现对故土神韵的再认
识。对于故乡，作者历经从依恋
到厌倦、从远离到重返的心路历
程。草木人心，人与自然的心灵
契合，堪称世间一件奇妙之事。
如今，周华诚希望“陪花再坐一
会儿”，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
水，并坦言：“这本书的特别之
处，在于用散文的方式，重新发
现故乡之美。”故乡无处不在、四
时皆具的美，让作者心之所向，素
履以往，写作会友，晴耕雨读，细嗅
慢品间的洞察和思考，通过文字传
递着典雅意趣。作者有时觉得文字
无法全数表达内心的激动，就换用
更为直观、生动的图片，来捕捉日
常的高光瞬间。

作家沈书枝曾感慨：“他的文
字所描写的对象，多与乡下物事
有关，童年常伴的草木饮食，农
田中的一事一物，也有城市中的
日常生活——本身是这样美好丰
富的事物，又以自己平和冲淡的
眼与心去体会，呈现出来的，自
然是格外悠远与清新。”

（推荐书友：戴骏华）

《陪花再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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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

《隐匿的大师》 是铁凝漫
谈文学与艺术的最新散文随笔
集。书中，既刻画了她与杨
绛、孙犁、马识途、徐光耀、
大江健三郎等前辈的交往，情
真意切；也回顾了她自身的创
作经验，探讨了作家的责任
感、创作的驱动力等相关文学
理念；同时还深情回忆了一批
中国画家对作家的艺术熏陶，
又一针见血地评论了勃鲁盖
尔、弗美尔、库尔贝、列宾的
绘画名作，鉴赏分析带有独特
的女性视角，令人颇受启发。

文学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
明灯，它照亮心灵，并使人对
时光和生命心存眷恋。书中写
到，铁凝访问日本时特别去了
仙台医学院，她和经济系的几
位教授聊天，发现他们非常热

衷 于 谈 论 鲁 迅 ， 并 为 他 感 到 自
豪，他们和仙台市民自发地编演
了一出 《鲁迅在仙台》 的话剧。

“这一切使我感到亲切，我看到了
一位经典作家和他的文学经典是
怎样长久地活在普通人心中，并
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充实的欢乐。”

铁凝接触过很多文化老人。
她笔下的杨绛，一头银发整齐地
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
腻、洁净，实在不像年过百岁的
老人；汪曾祺是一位真性情的老
人，一位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倦兴
趣的老人。他从不敷衍生活的“常
态”，并从这常态里为我们发掘出
悲悯人性、赞美生命的金子；大江
健三郎身着典雅、内敛的黑色正
装，安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中国同
行对他作品的评价，神情专注而谦
逊，还有些许拘谨……读完这些文
字，有种默默的感动。

铁凝说，我们处在一个缺乏
细节的时代，文学尤其需要作家
在这个时刻积攒起爱与意志。读
铁凝的文字，会发现里面蕴含的
力量一直是温暖而坚定的，即使
有偶尔闪现的阴暗和悲观，也很
快会被一种更根本的善所化解。

（推荐书本：张光茫）

《隐匿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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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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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书籍秘史》 的核心内容
诚然是描摹古典的图书世界，
可那绝不是唯一的，伊莲内·巴
列霍呈现的图像不是线性的简
单素描，而是错综复杂、斑斓多
彩、宏大而精细的星空图。

书籍，一旦诞生，永不消
亡，就像埃科所说，“别想摆
脱书”。书籍的形式发生着变
化，泥板、莎草纸、羊皮卷、
手抄本、印刷本，现在又有了
电子书，也许未来会是记忆贮
存器，但人们对书籍的热爱，
就像种子一样存在于每一次阅
读里。《书籍秘史》 也是一颗
种子，它会长成一株生命树，
结满丰硕的果。

古希腊的哲人曾经为书面
文化的诞生而哀叹，苏格拉底
认为唯有口述才能保持语言的

鲜活与思维的主动。是的，古老
的叙事方式维系着人类认知世界
的本真方式，但它是个体与个体
之间的传递，容易丢失，如星辰
碎片消失于宇宙的深处。像亚历
山大图书馆那样想要拥有世上所
有书籍的想法也很危险，博尔赫
斯曾经不合时宜地预见了今日世
界，无边无际的电子网络就像巴
别图书馆的隐喻，我们迷失在过
于丰富的匮乏里。

巴列霍的表述文采斐然感性
抒情，有时带点风趣和调侃，有
时则智性深沉。她说，亚述人的
泥板就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
文身是一本有生命的书；古希腊
人跟今天的美国人一样，爱看战
胜 自 我 的 励 志 故 事 ； 她 谈 论 用

“政治正确”改写的 《小红帽》，
她说，那些净化过的版本是美好
的，但是抹去了历史的痕迹；她
戏谑古代哲人的苦修，“虔诚圣洁
的味道”是臭味；她说，书是树
的孩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
祖 先 们 开 始 书 写 …… 每 一 段 讲
述，都是彼此相连的节点。

（推荐书友：林颐）

《书籍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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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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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

赵淑萍

这本书不厚，但内容很厚实。
全国压铸模具六成出自北仑；

全国前 20 强的压铸模具企业中，
北仑占了 11 位。这个模具之乡是
如何从无到有、从开创到壮大？旭
升、臻至、埃利特、爱可森、君灵⋯⋯
这些“精微小器”又是如何铸就高端
品质、打开国际之窗的？本书给出
了清晰的答案。

从 1966 年到 2020 年，从塔峙
岙深山到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
一代代的模具人，追逐着富裕之
梦，他们自己也在时代变迁中蜕
变。其中，有勇于开拓、敢于担当
的干部，有坚韧刚毅、逆境上扬的
企业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
者。是他们，用梦想和双手打造起

模具之乡。“运道好，步步踩在了
点上”，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
是艰辛漫长的创业创新之路。民
运、国运相系，道路正确，方向正
确，他们抓住了时机。本书向我们
全景式地展示了北仑模具产业的发
展之路和模具人的群像。

掩卷沉思，心潮难平。20 世
纪 60 年代，这方土地上的人们，
长年吃着咸齑，喝着茈花粥，不得
已还去“抲松毛”，穷则思变，办
起 了 第 一 家 小 工 厂 。《北 仑 地 方
志》 这样记录当地模具产业诞生时
的“全部家当”：“20 多平方米的
厂房，一台钻床、一把老虎钳，加
上一台砂轮机”。小厂在一穷二白
中挣得生机，逐渐成形，步步升
级，后来，成燎原之势，最终打造
成了著名的“中国压铸模具产业基
地”。1973 年，中共十大召开，人
们为大会话筒中一个胶木开关接触
件是自己厂开的模兴奋不已。历史
的车轮滚滚向前，2020 年 3 月 29
日，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关键之
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考察浙江，首
站到了宁波，在看完世界货物吞吐
量第一的大港后，他走进了北仑灵
峰工业社区一家模具生产企业。几
十年沧桑巨变，从这两个细节的对
照中可见一斑。

当下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提
高，但工业文明及其精神似乎一直
在我们的精神向度之外，工业题材
的文学创作滞后，本书的出现让人
眼前一亮。它书写的不仅是北仑模
具工业的荣光和腾飞，更有几十年

所积淀的丰厚的企业文化和人文精
神。企业家在困境中相互提携，创
业者身处谷底坚韧不拔，遭逢疫
情，企业对工人们的关爱无所不
在：绩效全勤，发加班工资，额外
红包，还有志愿者给学生补课⋯⋯
商海鏖战，亦有道义，大疫当前，
更见人情、人性之美。这也是北仑
模具人共铸辉煌的一个重要的原
因。

本书作者是两位资深记者，她
们有着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锐，在
叙述所选择的切入口和细节的抓取
上颇见机杼。“模具，就是一切的
开始”“你愿意做哪一种鸟儿”“数
字化，到底有什么”，一些章节的
标题十分吸引眼球。文字平实，语
言洗练，又不失轻灵、优美。“无
数乡土里冒出来的小工厂小作坊，
如星星点点的野花装点着广阔田
野，让无数卑微‘草根’的致富梦
变得如此具体而美丽，又如此触手
可及。”印象至深的是关于企业家
徐旭东的一段描述，“时光就像人
生舞台上悄然切换的幕布，一恍惚
一出神间，物换星移。那个一夜之
间成为万元户兴奋地躺在钱上睡觉
的小师傅，那个在凄风苦雨中四处
讨钱发工资的小老板，那个陡然跌
到谷底赔得倾家荡产的倒霉鬼，那
个东山再起后重新寻找人生方向的
徐老大，和落地窗上的自己重叠在
一起，徐旭东一时百感交集。”一
小段的文字高度概括了创业者的人
生轨迹，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肖像。

对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关
注，使作者的书写具有高阔的视

野，从而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当
叙述 1980 年陈海伦赚到人生第一
桶金时，顺便就提到那年 8 月，全
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提
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
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
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该受到尊
重”。而那年年底，19 岁的温州姑
娘章华妹领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
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在提到
1984 年城门模具厂和横山模具二
厂创办时，洇开笔墨，写到了邓小
平的第一次南方考察、宁波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建立以及当年的风云人
物李经纬和步鑫生。作者始终紧贴
时代的脉搏书写，并穿插历史事
件、人文知识，点面结合，让人读
得兴味盎然。

本书最令人动容的是最后一
章，写到新冠肺炎疫情下小微企业
的艰难，写到在复工复产这个浩大
工程中所有人的努力。当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一家年产值不过 1 亿多元
的企业给大家打气时，每个人的心，
更加坚定更加明亮——抱团取暖，
去铸就中国制造的最新模样!

沧桑巨变，大道如砥。从历史
的辉煌中，我们汲取智慧；在现
实的困难中，我们继续打磨！宁
波市委常委、北仑区委书记潘银
浩在荐读此书时说道：“这本书让
我们收获了向未来的启示。在全
球经济下行、后疫情时代大背景
下 ， 如 何 推 动 ‘ 块 状 经 济 ’ 向

‘柱状经济’转变，锻造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硬核实力，书中可寻到
很强的启示。”

打磨的是模具 铸就的是精神
——读长篇报告文学《铸就》

崔海波

王悦微是个很实在的人，无论
是衣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她已出
版了四本书，分别是 《一个很好很
好的小孩》《孩子，我完全相信》

《我们 1 班的作文课》《我们的天真
填满整个宇宙》，每一本都畅销。
这四本书都是以老师、母亲的视
角，记录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
书中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发生过
的，故事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很普
通，他们活泼可爱，有优点也有缺

点。“我希望大家不要只关注赞美
那些优秀的天才儿童，我们要了解
更多普通孩子的故事，看到他们的
珍贵。”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能
在王悦微的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王悦微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可
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小时候，镇上
唯一的小书店是她最爱去的地方，
在那里，她读完了 《简·爱》《红
楼梦》《呼啸山庄》 等文学著作，
这些名著带给她精神上的愉悦，为
她的少年时代增添了色彩，也为她
日后成为语文老师、畅销书作家积

累了文学养分。多年后站在三尺讲
台前，王悦微太想把这种收益分享
给学生了。她带领学生阅读名著，
练笔写作，乐此不疲。学生写一篇
作文，她要改几十篇，辛苦并快乐
着。作为一名老师，还有什么比看
着学生们一天天进步更高兴的呢？
而且，学生笔下丰富多彩的生活故
事也充实了她的写作题材库。她
说：“见证并记录一群阳光少年心
灵的成长，而且是最真诚、最勇
敢、最渴望知识的心灵成长，并且
自己还能在其中推动他们，这是身
为语文老师的莫大荣光。”

在 《孩子，我完全相信》 中，
她记录自己带孩子们为小鸟举办葬
礼，感受生命的可贵；她默默关照
离异家庭的小孩，公平地爱着每一
位学生；面对犯错的孩子，她循循
善诱的同时，不忘呵护稚嫩的心
灵；面对焦虑的家长，她送上真诚
的理解和建议⋯⋯

小学教师的工作，每天都是按
部就班地进行，开心与烦恼交织，
经常遇到失望，但永远充满希望。

“小孩世界里的麻烦绝大多数是些
可爱的小麻烦，他们的争吵、哭
闹，哪怕打架，都不是恶形恶状
的，而是可以劝慰的，他们是会很
快擦干眼泪就和好的一群可爱的

人 。” 王 悦 微 真 诚 地 爱 着 她 的 学
生。“在迎来送往一届届学生中，
我始终和鲜活的童年在一起，儿童
是最赤诚最天真也是最纯净的，这
是一种至正的力量，不断涤荡着我
的生命。如果一直和孩子在一起，
每天为那些微小的事情惊喜开心，
那么变老的就只有容颜，而不是心
理。”这是一个教师作家对人生的
真切感悟。

在 《一 个 很 好 很 好 的 小 孩》
里，王悦微分别从老师和母亲的
视角，将学习、人际相处、情感
启蒙、原生家庭等教育和成长问
题，通过 48 个真实的故事娓娓道
来——

女孩为了讨好同学，居然替别
人做坏事，如何帮助她强大内心、
获得自信？扰乱课堂秩序、不交作
业 、 顶 撞 老 师 ， 连 家 长 都 放 弃
了 ， 最 后 这 个 孩 子 怎 么 改 变 了 ？
转校过来的孩子受排挤，和同学
打 架 ， 觉 得 学 校 不 是 人 待 的 地
方，他如何交到新朋友并且爱上
学习？和爸爸大打出手，不好好
上课、不写作业的男孩，怎样找
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王悦微耐心地倾听孩子，温柔
地对待孩子，真实地记录孩子，她
的文字平实温暖，可读可亲。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悦微：教书写书两相宜

简 儿

这是一个发生在落虾岛上两个
“笨蛋”的故事。主人公是男孩子
木大和他的爷爷于老癫。然而他们
真的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脑袋缺根
筋，是小傻瓜和老笨蛋吗？

徐 海 蛟 的 新 书 《亲 爱 的 笨
蛋》，以温情、清新的笔触，描摹
了一老一少的传奇故事。你会被于
老癫的出场“惊艳”到，这个“省
主席”，像一只大鸟栖在树上，侦
查“敌情”。你也会被木大一双漆
黑的大眼睛所吸引，它们是那么纯
真、清澈，像一泓清泉，不带一丝
污垢和杂质。没错，木大就是一个
耿直 boy，一是一，二是二，石头
就是石头，花朵就是花朵，不懂得
变通，也不会转弯，甚至带着一点
执拗和拧巴。木大只肯说真话，做
认为对的事，他不能接受一丝虚
假，也绝不肯与虚假妥协。当然，
他一心一意想当一个好孩子，想摆

脱掉“木大”这个侮辱性的称呼。
可他总是那么倒霉，老师总以为他
故意闯祸。领导来学校视察，他大
声说出教委主任的裤子拉链没拉。
他 用 自 己 的 牙 齿 和 小 朋 友 “ 拔
河”，把一颗一辈子只长一次的新
牙给拔掉了。他帮邻居家修猪圈，
不小心猪跑丢了，为此让爸爸赔了
一大笔钱。桩桩件件，似乎都是他
闯祸的铁证。当同学们孤立木大
时，美丽的女孩陈上海站了出来，
帮木大揭去了警告批评的黄榜，还
送了他一块巧克力。这小小的巧克
力，是一束光，一丝甜蜜。

除了陈上海，木大没有朋友，
他独自在山上、水坝、海边玩耍，那
一刻，他成了一个快乐的小孩。他
想 ，“ 快 乐 有 时 是 甜 的 ，有 时 是 咸
的”。他在海边拥有了一个特殊的好
朋友——一只名叫“闪电”的海鸥。
海岛少年，徜徉在大海的怀抱里，感
受着大海的温情和善意。在他眼里，
可怕的台风也是一个又残酷又可爱

的亲戚，大海给予他许多馈赠：洋
娃娃、饼干盒子、渔网、十元纸
币，甚至还有一艘小船。

台风天，木大划着小船穿越风
雨，救了陈上海一家，可功劳被按
到了别人头上。木大和陈上海划着
小船出发去上海找爷爷讨说法，结
果，小船被大人们追回，去上海的
计划像个气球被戳破了。不久后，
陈上海也离开海岛迁居上海了，木
大失去了生活中唯一的朋友。而舅
舅和爸爸出海发生了事故，再也没
有回来。悲伤袭击了男孩，木大变得
沉默寡言。日子也变得艰难，木大和
爷爷支起画摊卖画，疯癫的爷爷忽
然有了魔力，画出了让人温暖的画。
原来，爷爷一直是个宝藏爷爷啊。

这部书读到后面，想必大家已
经发现了：于老癫和木大，其实都
是天才。

爷爷于老癫，一直是木大坚实
的后盾，为木大撑腰，鸣不平，以自
己的方式呵护、宝贝着孙子。书中有

非常动人的一幕：木大一心向往戴
上红领巾，却一直没能如愿。爷爷于
老癫在长被单上剪下了一块长方
形，当作一面红旗。并且找出了一根
旧红领巾，戴在木大的脖子上，让他
体会到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光荣。

总之，《亲爱的笨蛋》 是让读
者忍不住落泪和欢笑的一本书。温
暖和感伤，欢喜和疼痛，交织在一
起。就像作者所说：“仿佛在荒芜
的人间找回了一群亲人。亲爱的读
者，我相信他们的境遇也将令你又
哭又笑，挂肚牵肠。”

快乐有时是甜的，有时是咸的
——读徐海蛟《亲爱的笨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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