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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好书

本书是由贺雪峰和沈山主
编的“重新发现中国”系列作
品中的一部。在 《亦城亦乡：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
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
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夏柱智，以中国的城市
化、小农体系、农民工群体、
工业化农村、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土地制度改革七个
篇章，总结了各地农村在转型
与变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内容
扎实，观点清晰。作者秉承着
实践的观点，通过大量的田野
调查，强有力地支撑了书中所
提及的观点与判断。书中所运
用的实践案例涉及北京、上
海、浙江、江苏、河南、江
西、安徽、湖北、广东等地，

作者的足迹遍布其中。
书中，作者关注到不同历史

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从国家战
略及政策的角度理解特定时期的
城乡关系。而对于社会变迁以及
升级模式的改变，农民是最有发
言权的群体，因此作者还重点关
注了农民工群体。在新的历史时
期重新发现这一对社会转型作出
巨大贡献的群体，在对他们的生
活的描摹中，体现出学者应有的
社会使命感和人文关怀。

21 世纪以来，城市化成为转
型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的土地
制度、乡村治理制度和农业经营
制度等是转型的体制、机制因素，
传统文化和农村社会形态则构成
了转型的社会因素，就如该书的主
题，中国社会结构由此呈现出城乡
互构、亦城亦乡的中间特征。跟随
作者的笔触，我们见证着乡村剧变
所带来的整个国际经济和社会形
态的根本转变，由过去以农为本、
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
的 乡 土 中 国 ， 转 变 为 乡 土 变 故
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
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

（推荐书友：刘禹彤）

《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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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到汪曾祺，从
《山海经》 到鲁迅兄弟，从
《楚辞》《尔雅》《农政全书》
《本草纲目》，到历代文赋诗词
笔记杂谈、民间俗语传说故
事，再到今人如沈书枝的随
笔，《文心雕草》 讲述了“中
国人文植物小史”。引述的材
料不可谓不多，然而读之不觉
芜杂，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自然
博物上投入的心力。

每个人的气质都藏在他读
过的书与走过的路里，马俊
江 也 是 如 此 。 马 俊 江 是 北
人，70 后，先做了很多年的
中学老师，然后又去读了北
京大学的博士生，现在落脚
江南，做大学老师，教中国
文学。阅读 《文心雕草》，能
感受到他读书视野的广阔，
而又不为书斋所困，他更欣
喜于在野外、在水边、在田头

与植物们的相遇。
我爱书中实实在在的人间气

息。《文心雕草》 写各种草木，采
采 卷 耳 ， 杨 柳 依 依 ， 青 青 水 中
蒲，中国古典文学从来不缺少对
花草的歌咏，今人写成的散文随
笔更是填满了报刊书籍，可是，
好多文章美则美矣，缺少了一些
灵魂的东西。《文心雕草》 不一
样，我读着读着，总是在感动。

马俊江说他喜欢汪曾祺的文
章，字里人生一言以蔽之，就是
从容。他也喜欢鲁迅兄弟写百草
园、写植物的散文，说他们没有
专业壁垒，喜读杂书，也没有实
用文体和纯文艺之分，对天地万
物皆有兴致，写来就是好文章。
马 俊 江 的 文 章 也 融 合 了 这 些 特
点，呈现给读者的是人人都能看
懂的草木的气象和特征。

《文心雕草》 的主旨，本质上
是一项美育，但不是居高临下的
教训或苦口婆心的劝导。作者追
溯草木文化史，是以看风景的心
态走进去的，就连正襟危坐的四
书 五 经 ， 他 也 一 样 觉 得 草 木 葱
茏。他让我们张开心眼，看看天
地万物，看看自然的树和自然的
美，也许，会对生命更多一些理
解，更多一些深沉的热爱。

（推荐书友：林颐）

《文心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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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期盼孩子秀拔出众，是所
有父母最美好的愿景；祈愿孩
子健康快乐，是所有父母最真
切的心声。然而，如何涵养一
颗触景生情、亲近自然的美好
心灵？如何涵育健康、完整、
和谐的人格，拥有斑斓的生命
底色？成为一代又一代父母的
思虑与惆怅。

早在 100 多年前，蔡元培
先生就提出“美育是最重要、
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作为
一位父亲，王新教授为像他的
女儿一样的孩子，编写了一部
诗画融通的美育教材。在他看
来，诗词与书画是实施儿童美
育最好的载体和途径，他按照
儿童美育与“全人教育”的五

大内容，在学理层面寻找诗与画
之间的融通之道。

“全人教育”的五大内容分别
是敏锐的感觉、滋润的情感、清
明的思致、生动的创造、斑斓的
底色。作者侧重选择贴近儿童生
活和情感的诗篇以及形式多样的
经典名画，从这五个方面传达诗
画的和谐之妙，以此训练孩子的
感觉，激发情感体验，进行思维
训练。比如从王安石“春风又绿
江南岸”的“绿”中，体悟春天
潜藏待发的勃勃生机，盈盈美好
的视觉之“绿”由此显发。与此
相 对 应 ， 作 者 附 上 南 宋 夏 圭 的

《风雨行舟图》，指出画面边缘处
一条不起眼的渔船点明归舟，使
画面气韵蓊郁生动。诗和画皆有
召唤人“观看”的魅力，由此让
孩子感知诗画中的细节之处，培
养他们的审美观察力。

书 中 的 绘 画 作 品 ， 均 以 清
晰、彩色的插画呈现，对重要的
细节辅之局部放大，图文共读，
有利读者深刻了解艺术之美。一
诗一画，包罗万象。

（推荐书友：胡梦婷）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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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武

沈 轶 伦 的 《智 造 旋 律》 2022
年 3 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是国内
第一部全景而又立体式聚焦中国钢
琴制造业的报告文学。作者以客观
详尽的事实，生动形象地叙述了陈
海伦的个人创业史和海伦钢琴的企
业发展史，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变
革历史，激扬起中华民族创造历史
中的工匠精神和中国力量。

在交响合奏的新时代，如何调
试好为人物立传的最佳音准，无疑
是立传者必须突破的难题。作为一
部题材新颖且叙事饱满的报告文
学，《智造旋律》 从一个地区、一
个领域和一位时代人物着手，来报
告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所产生
的巨变，让读者从中领略新时代的

波澜壮阔。
为时代人物立传，最为关键的

是刻画出鲜活的、有个性的人物，
展现出这个奔涌大时代中最独特的

“一个”。从作品内容来看，《智造
旋律》 以钢琴制造业领军企业海伦
钢琴董事长陈海伦为叙写对象并且
结构篇章，全篇通过陈海伦从少年
到中年、从创业到创新、从“跑龙
套”到“唱主角”的人生历程，串
联起海伦钢琴从无到有、从制造到
创造、从“小鱼”到“巨鲸”的发
展历史。作者着重展开对“琴键背
后的小五金”“码克，来自北仑”

“携手文德隆”“中国的琴，自己的
琴”“登上金色大厅”等具体事件
的采访报告，讲述海伦钢琴的故
事，渐次呈现了陈海伦吃苦耐劳、
勤奋肯干的质朴本色，以及敢闯敢
拼、有情有义的企业家形象。

在作者的叙事中，20 岁出头
的陈海伦便用稚嫩的肩膀参与围塘
造地，此后半个世纪，一直扎根在
宁波北仑这片土地上。造田民工、
农机模具厂学徒、塔峙公社农机厂
销售科科长、宁波五金厂厂长、海
伦钢琴的企业掌舵人，每一个脚
印、每一种经历，都可以窥见一个
时代的风云带给陈海伦人生命运的
转机。但陈海伦的成功并不只是个
人传奇，而是代表了百年来宁波商
帮传统的薪火相传与开拓创新。正
如陈海伦所说：“我不仅要让世界
认可中国制造，更要让中国人认可
中国制造！”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
到，一方面，这传达出时代人物陈
海伦的先锋姿态与开拓精神，也是
4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制造”变

革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个人的
小时代，存在于历史的巨变中，激
荡起当下中国昂扬向上的时代新
声。

为工匠精神赋形，是 《智造旋
律》 作为时代风向标和晴雨表的重
要表征。从标题可知，所谓“智
造”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缩
影，而“旋律”，则指海伦钢琴，
也是陈海伦在时代新潮中创业之
声。在陈海伦的理念中，海伦钢琴
的愿景是“成为闪耀世界的中国钢
琴品牌”，而其使命是“中国琴，
中国心，创世界品牌，立百年海
伦”。就叙事形式来看，《智造旋
律》 写的是一个人物，也是一个群
体，通过丰富和翔实的资料，精细
准确地传递出当下时代先锋人物是
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的。从跑业务
到创品牌，从谋生存到求发展，从
追赶时代到引领风潮，不论是陈海
伦和金海芬的求真实干，还是陈朝
峰、顾箐和陈斌卓的大胆开拓，他
们所承载的，既有家族的接力棒，
传承的是价值和信念，更有几代宁
波企业家奋争进取的身影，以及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关键之处在于，关于陈海伦和
海伦钢琴的叙事并不是宁波一域一
隅的地方书写，而是中国制造业发
展与转型的宏大国家叙事中的典型
样本。作者用充沛的情感和求真的
态度，从时代和精神的细微处凝
视，对时代变革的敏锐感应和大国
工匠精神的直接表现，从侧面印证
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
化。《智造旋律》 也因此具备了立
意高度和思想深度，同时洋溢着创

新能动的精神力量。
在 文 本 的 建 构 上 ，《智 造 旋

律》 致力于与叙写对象相适应的叙
事自觉，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写作参
照和示范。这无疑是这部作品价值
生 成 的 重 要 指 标 。 就 题 材 而 言 ，

《智造旋律》 所写内容虽不算是当
下时代的热点和焦点，却是非常独
特的话题。除了题材的特别之外，
作者所建构的文本实现了转事成
诗、转诗成史，既保证了报告文学
应有的时代感和真实性，又强调了
其可读性和文学性。

如何将时代人物精准地展现出
来，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以参与者
和对话者的姿态，将自己置身于时
代发展、事件推进和人物塑造之
中。比如，在总结陈海伦的奋进人
生时，作者写道：“童年养家，是
精神上的预演。下海围塘，是体力
上的预演。进厂学技，是知识上的
预演。联络业务，是商战上的预
演。”作者化感性为理性，既贴近
生活又富有艺术感染力。从整体来
看，作者运用了小说和散文的技法
和要素，在叙述陈海伦的创业历程
时多用小说笔法，在抒发情感时则
采用散文笔调，融叙事、抒情、哲
思 于 一 体 。 从 文 本 的 质 地 来 说 ，

《智造旋律》 算得上是报告文学自
觉“去模式化”的重要收获。

《智造旋律》 在关注钢琴领域
的同时，进入更深广、更厚重的题
材领域，奏响了新时代“大国创
造”最强音，震撼着每个读者的心
灵。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

奏响新时代“大国创造”最强音
——读沈轶伦报告文学《智造旋律》

蔡体霓

初夏时节，晓风微，读童话。
这 部 冰 波 的 《小 精 灵 的 秋

天》，是孙女几年前买来的。封底
上 有 如 下 字 ：“ 抒 情 童 话 王 子 冰
波，被称为‘中国的安徒生’。”小
孩子看了会引起好奇心。

这好奇心即藏在故事里。开头
的话：“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一
个神仙村，那里生活着一些可爱的
小神仙。”“在神仙村的旁边，还有
一个仙女村，那里生活着一些可爱
的 小 仙 女 。” 在 我 们 读 过 的 故 事
里，神仙和仙女都是有非凡本领
的：会变化、会使仙术，还会给人
带来各种稀奇的宝贝。这就是小孩
子喜欢的地方。我们儿时何尝不是
这样呢！听了个开头，便会缠着大
人讲下去。那些小精灵的名字不但
可爱，亦让人产生联想，如小爱

美、小泪水、小噘嘴、小暴躁、小
害羞，脾性尽在其中了。可见童话
的创作亦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

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一个戴
眼镜的代课老师，在上课的后半段
时间里给我们讲大猩猩的故事，每
天讲一点，让我们入迷了，他却调
走了。我与一个同学到城隍庙附近
的马路上去寻他，因这故事讲到一
半，留着悬念。

儿时在暑假里，一到夜晚，就
在弄堂口乘凉，抬头望，星星满
天。听故事，童话是主角。现在家
里的书架上，最高一排全是童话
书，都是孙女的，她将书挤上来，
我就把自己的书搬下来收入柜中。
她从小就爱阅读，上海古籍版的简
本四大名著与少儿版的 《小学生十
万个为什么》，原是儿子小时候读
过的，现亦给了她，我称之为“成
长了的书架”。

顺手拿孙女的几本书来看，一
些国外的获奖小说，书名多有趣，
如 《云 朵 工 厂》《苹 果 树 上 的 外
婆》《一百条裙子》 等。还有一本
余秋雨先生作序推荐的 《海底两万

里》，他在序中有这样的文字：世
界文学名著又是一种珍贵的美学成
果，亲近它们也就能领会美的无限
魅力。最后写道：“除了青少年读
者，很多成年人也会喜欢这样的丛
书⋯⋯由此，我可以想象两代人或
三代人之间一种有趣的文学集结。
家长和子女在同一屋顶下围绕着相
同的作品获得共同的人文话语，实
在 是 一 件 非 常 愉 快 的 事 情 。” 可
见，阅读的交融乃是家中乐事。

有一本 《伊索寓言》 是从鄞州
书城买来的，译者在译后记里抒发
己见，“ 《伊索寓言》 向来被认为
启蒙用书，以为这里边故事简单有
趣，教训切实有用。这其实是不对
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
事 。” 想 来 ， 寓 言 能 让 孩 子 接 近
书，爱上书，慢慢地养成对文学经
典阅读的习惯，使之行得更远。另
一本任溶溶先生所著的儿童文学

《没头脑和不高兴》 里有篇 《奶奶
的怪耳朵》，文中一个叫闹闹的孩
子，说怪耳朵“恐怕不仅我奶奶
有。前些日子我和一个同学上鲁迅
公园，不认识路，我对身边一位老

大爷说：‘喂，鲁迅公园怎么走？’
那老大爷根本听不见，走过去了。
我那同学在他背后轻轻说了声‘老
大爷，请问您⋯⋯’老大爷回过身
微笑着把路告诉了他。我看这老大
爷也有双怪耳朵⋯⋯”这则故事让
人在幽默中获得教益。

继 续 看 冰 波 书 里 的 故 事 吧 ，
“ 当 风 吹 得 大 树 往 下 掉 叶 子 的 时
候，秋天就来了。这时候，来了一
群小精灵。在大蘑菇上放一个风
筝，让凉凉的秋风变暖了许多；在
大蘑菇上拉提琴，让落下来的叶子
也都往有琴声的地方掉⋯⋯”

看着，看着，仿佛走进了孩子
的天地。

初夏晓风，与孩子一同读书
——看冰波《小精灵的秋天》漫笔

张 伟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特聘教
授、宁波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俞建
文的研究新作 《四明·大俞山志》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著采用“山志”与“村志”
相结合的编纂体例，以大俞古村为
切入点，立足四明山，分四明缘
起、诗路撷英、九题唱和、洞天寻
幽、刘阮仙话、中正行迹、剡东分
脉、古村往事、大俞恋歌、红色足
迹、韩采古今等 11 个专题，计 35
万余字，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四明大
俞山和周边区域的古今地理及人文
渊薮。

首先，本书在考证文献的基础
上，梳理了四明、四明山及明州的
由来。作者认为，今四明山最早称

“句余山”。梅福隐游四明时，曾作
《四明山记》，其中所述“东为惊浪
之山，西拒奔牛之垄，南则驱羊之
势，北起走蛇之峭”，即今之“大
俞山”。此后，仙道人士纷纷至此

寻访，终于在大俞山南发现一处
“石窗”，并以其通天地日月之光，
称之“四明”“四明洞天”“四明之
窗”。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仙道隐
士 开 始 “ 以 洞 名 山 ”， 称 “ 四 明
山 ”。 至 唐 开 元 二 十 六 年 （738
年），唐政府调整浙东行政区划，
因四明山声名鹊起，遂“以山氏
州”，而设立明州。

其次，本书在“浙东唐诗之
路”基础上，提出“四明诗路”概
念，并勾勒出具体线路。20 世纪
90 年代，新昌籍学者竺岳兵首次
提出在浙东地区的会稽山、天台山
和四明山存在着一条“浙东唐诗之
路”。受此启发，作者在整理以大
俞山 （四窗岩） 为中心，包括杖锡
山、梨洲山、大岚山、雪窦山在内
的上千首历代诗作的基础上，明确
提出“四明诗路”是“浙东唐诗之
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并指出“四
明诗路”可细分为四条线路：第一
条从余姚出发，向南越过高地岭到
潺湲洞 （今白水冲），上羊额岭，

过大岚山、韩采岩，抵大俞山四窗
岩；第二条从鄞县 （宁波） 出发，
向西南过鄞江、樟村，上蜜岩，沿
溪进周公宅，经杖锡山西下，抵四
窗岩；第三条从奉化上雪窦山，过
杖锡山西下，抵四窗岩；第四条是
从曹娥江古始宁墅进入，过覆卮
山、罗成山，经梨洲山到四窗岩。
这 是 呈 “X” 形 走 向 的 “ 四 明 诗
路”，其终点都是四明山地标——
四窗岩。

再者，《四明·大俞山志》 全
面揭示了大俞古村作为“红色堡垒
村”的亮丽底色。在中国革命史
上，浙东四明山是抗战时期中国共
产 党 领 导 的 19 个 革 命 根 据 地 之
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南方七大游
击区之一。自 1938 年中共党组织
在大俞村建立以来，大俞村的革命
斗争活动始终未曾中断。作者通过
查阅档案资料，实地走访调研，对
大俞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系统梳
理，并对“青年救亡室”“大俞反
击战”“嵊新奉县联络站”“大俞山

公馆”等遗迹作了大量资料补充，
再现了当年大俞村人在党的领导
下、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
的斗争精神。

自汉代梅福作 《四明山记》，
到清黄宗羲著 《四明山志》，千余
年来曾诞生了 10 余部山志，而黄
宗羲之后再无新山志。俞建文研
究员的 《四明·大俞山志》，以翔
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述，全面揭
示了四明山的人文环境及文化底
蕴 ， 为 人 们 进 一 步 了 解 四 明 山 、
深入挖掘名山文化资源，奠定了
扎实基础。

宁波名山文化研究的力作
——评俞建文《四明·大俞山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