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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说是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女
生，住在离宁波市区半小时车程的
农村。村子毗邻东钱湖，这里山清
水秀，仿佛是“车马都慢”的隐居
生活。实则这位自由职业者每一天
都过得风生水起，她用互联网串联
起生活与工作、虚拟与现实，足不
出户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字版图。

王说目前已经出版了 《睡前故
事》 系列，均是发行 20 万册以上
的畅销书。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很
短，乍一看还似曾相识，但读着读
着就嚼出不同寻常的况味来了。比
如 《秦 始 皇 与 徐 福》《墨 子 与 弟
弟》《秦王与晋王》 等，文字诙谐
幽默，故事的走向和结局总是令人
脑洞大开。与很多畅销书作家不同
的是，王说的新书签售一般不是在
公众场合，而是在自家的书房里，
除了父母，大概只有快递小哥见证
其场面的壮观。鉴于目前图书市场
特签的火爆，每一本新书上架之
前，出版社总会寄来几万张扉页签
名纸，叫她签完后再寄回。为此，
王说每次签名都要用掉四五盒签名
笔。签名纸一箱一箱地运来，又一
箱一箱地寄走，父母早已习以为
常，快递小哥则叹为观止。

王说不仅仅在图书出版领域大
放异彩，在著名网络平台“知乎”

上，也是十万粉丝量级的专栏写作
者，更是微博百万粉丝的大 V。其
作品 《皇潮乐队》 得到优酷和猫耳
平台的联合改编，广播剧一经推出
便大受好评，谷江山、伤洛、羊仔
等知名配音演员的梦幻演绎，让这
部搞笑喜剧大为火爆。其笔下的

《深雪时》 目前亦在紧锣密鼓地影
视开发中。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王说对文
字的偏爱从小就见端倪。对于很多
同龄人最头痛的日记、周记，她甘
之若饴。初一的寒假作业，语文老
师 布 置 写 15 篇 作 文 ， 她 倚 马 千
言，用稚嫩的笔法写了一部中篇，
让语文老师惊叹的同时，也奠定了

她未来的人生道路。高中时代，王
说读的是理科创新班，课内一丝不
苟地解数理化难题，课外天马行空
地写网络小说。暑假里，同学们辗
转奔波于各种辅导班补课提分，她
则在家里写小说吸引粉丝。一个假
期赚了好几千元，且丝毫不影响她
以高分考取中国人民大学。

“我要当作家。”她大胆地喊出
了自己的梦想，并以此为目标，一
步一步规划了未来之路。

网文作家、自媒体人、畅销书
作者、影视编剧、全产业链内容供
应商⋯⋯从 18 岁起，她的人生就
按照当初的梦想，稳扎稳打地前
进。大学毕业后，很多人在职场上

东碰西撞，她的梦想不曾被现实磨
平棱角，至今依旧闪闪发亮。

写作的道路十分孤独，但王说
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她以文会友，
结识了天涯海角的作家朋友、读者
朋友，文字借助互联网穿越万里，
让原本的平行线有了倾盖如故的相
交。她说印象深刻的远行，都是与
文字爱好者一起完成的。大家结伴
去长安古都感受帝王气象，去西藏
拉萨领略雪域文化⋯⋯当初一起观
山走马的读者，有不少也走上了文
艺创作的道路，或是成了优秀的游
戏世界架构师，或是成了出色的漫
画家，为百花齐放的文化产业发光
发热。而当初跟她一起去欧洲旅行
的编辑、作者，更是成了陪伴她完
成整个转型的经纪人、合伙人。转
行成为编剧后，王说在短剧项目

《晚晚类卿》 的工作中，逐渐熟悉
了编剧的工作模式，以此为启发反
哺内容创作。

王说并非深潜网络世界不闻窗
外事，她也加入了本地的作家协会，
结交了一大帮宁波本土创作者。最
近她还在市区开了一间工作室，偶
尔邀请相熟的作者聊聊文学，分享
自己的创作经验。（受访者供图）

王说，在东钱湖畔打造网文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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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飨宴》

说起中华传统饮食，我们马
上会想到宋朝，东坡肉、山海
兜、拨霞供、元修菜……听着就
特有文化。秦汉？那会儿没啥可
说道的。网上流行的段子都说
了，“吃货”如果穿越回秦汉，
可就惨了。

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国家博
物馆副研究馆员王辉多年研究秦
汉史、饮食文化史，深知秦汉在
缔造中国饮食文化方面的重要
性。《秦汉的飨宴》 一书，旨在
向读者展现秦汉时期饮食文化的
亮丽风景，分为“食自八方”

“烹饪有术”“天之美禄”“宴会
雅集”“食制食俗”五编，在吸收
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传世
文献、典型文物、封泥简牍、画像
砖石、壁画帛书等多种素材融为
一体，力图从食材、制度、食俗、烹
饪、器具、礼仪、艺术、人物等多个
角度，还原秦汉 400 年间一幅幅
鲜活而生动的饮食文化图景。

王辉指出，秦汉是中华饮食

体系的奠基时期。经过先秦长时
间的尝试，《黄帝内经》 谈及的
营养原则，“五谷为养，五果为
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逐渐
深入人心。至秦汉，人们以谷物
作为主食，以蔬菜和水果为辅，
饮食体系初见端倪。作者研究范
围很广，如烹饪器具“鬲”的原
理，践碓、石磨等谷物加工工具
的发明推广，秦汉时期的烹饪技
巧比如“羹”法以及吃羹的各种
讲究，还有“蒸”法烹制菜肴的
特点等。煮和蒸，直到现在都是
我们经常使用的烹饪方法。

汉朝是对外开放的大时代，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葡萄、石
榴、大蒜等十多种食物和葡萄酒
的酿造工艺。野生、人工栽培、
异域引进三种方式，成为后来
2000 多年国人食材获取的基本
模式。胡椒、胡瓜、胡桃、胡麻
……那些我们熟悉的“胡”字辈
瓜果蔬菜多数是在这一时期由西
北陆路引入的。本书可谓秦汉食
事百科，亚夫问箸、文君当垆等
人物故事，更增加了阅读的愉悦
度。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
一统的时代，与此相应，饮食文
化也表现出鲜明的统一的体系构
造。诚如王辉所概括的，秦汉时
期是“中华美食的雄浑时代”。

（推荐书友：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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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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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去：博物馆里的中国与世界》

看展，绝非打卡凑热闹，而
是一种近距离了解历史本真的方
式。北京大学博士丁雨所著《看
展 去 ： 博 物 馆 里 的 中 国 与 世
界》，兼具锋锐的思考与丰沛的
情感，借展览重现历史场景、人
物风貌的同时，追溯历史演进的
线索及规律，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脉络。

参观首都博物馆的“美·
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
展”后，丁雨不禁感慨：“文化
的 创 造 ， 让 这 片 土 地 与 众 不
同。”从寻源溯流的“根”，到崇
礼作乐的“心”，再到陆海汇通
的“脚印”，在一件件文物上，
丁雨看到了中华文化所独有的烙
印。譬如良渚文化的玉琮、玉
钺，其背后凝聚的力量引人遐

思，“温润如玉的气质，成了华
夏民族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

“以兵马俑开场，深意不止
一层。”提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秦汉文明展”，丁雨认为，兵马
俑模拟的是秦帝国的“武功”盛
势，而其制造生产则蕴含着帝
国内部精密的“文治”肌理。
大型陶器的制造相比于一般陶
瓷，在成型、烧制方面面临更
多的失败风险。因此兵马俑并
非整体烧成，而是每一部分单
独生产，再进行组装，这对工
匠 之 间 的 配 合 提 出 了 很 高 要
求。作者进而分析，就规模而
言，这支地下军队的建立，体现
出秦朝强有力的生产组织和后勤
保障。

22 场凝重厚朴的展览，在
丁雨的叙述里，凝结于每一件文
物的专属历史，仿佛幻化成了有
血有肉、有魂有魄的立体形象，
撩拨着读者的神经和思绪。诚如
学者扬之水在序言中所写：“丁
雨博士看展，不仅读懂了策展人
讲的故事，而且以自己的体验和
知识讲述了新的故事。”

（推荐书友：任蓉华）

作者

出版

日期

丁 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纳瓦尔宝典》

《纳瓦尔宝典》以纳瓦尔之名
道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成功没
法教！作者通过积累财富、增强判
断力、学习幸福、自我救赎、哲学
等章节，阐述了他对财富与幸福
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和读者一
起探讨幸福生活的真正意义。

无论是赢得财富还是获得幸
福，作者在书中再三强调应该掌
控自己的时间。“只关注工作本
身，效率就会变得极高。你可以
合理调配自己的工作，在精力充
沛的时候工作，不在状态不佳的
时候做无用功。这样你就能够赢
得属于自己的时间。”“珍惜自己

的时间。你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
时间。时间比金钱更重要，比朋
友更重要，比生命都重要。”

如何获得成功？作者强调了
阅读的重要性。建立新的心智模
型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他说，
就是“海量阅读，多多益善”。
作者指出：“有必要每天花一个
小时阅读科学、数学和哲学类书
籍！不要比谁读书更快。书越
好，你越要慢慢阅读、慢慢吸
收。读书时感受到的困惑，就像
运动时感受到的肌肉酸痛，阅读
是在锻炼精神的肌肉。”

《纳瓦尔宝典》 告诉读者，
通向成功的道路，其实根本就没
有捷径可走。但是，我们可以从
作者的“增强判断力、学习幸
福、选择自我塑造、自我成长、
解放自己从而更好地生活在当
下”等经验分享中，获得共鸣和
启迪。 （推荐书友：虞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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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与沉默之海》 是德国国
宝级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文学艺
术成熟时期的作品，小说虽没有其
代表作 《德语课》 那么闻名遐迩，
但今年当它首次以中文简体版的形
式在国内出版后，立即受到了读者
的关注和喜爱。

故事的主角阿纳是一个热爱大
海的少年，他情感丰富，内心深
邃，然而命运不济，在失去了所有
亲人后，因为异常渴望找到一种归
属感，阿纳深深陷入了对友情的追
逐、对爱情的向往中，以致最后因
一念之差，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然
而没有任何一个读者会忍心将此

“错误”归咎于这个敏感少年。生
而为人，希望被爱，有什么错呢？
我们只是觉得无比遗憾：阿纳由于
愧疚与绝望，独自走向了大海深
处，走向了永恒的沉默⋯⋯

《少年与沉默之海》 堪称一部
带着诗意和深情的悲伤小说，它写
出了人心的直率和纠结、单纯与复
杂，也写出了命运的残酷和强悍、

执拗与微妙。伦茨将一个怀有巨大
创痛、富有诚挚情感、渴望得到接
纳的少年人困于内心伤痛无法解脱
的真实状态，推到了读者面前，让
我们看到，其实每个人身上，多少
都有点“阿纳”的影子，只不过我
们比较幸运，已经是成年人了，积
累起来的阅历和经验让我们勉强能
够抵御命运的拖拽力量。而阿纳，
他是个失去依靠的孩子，他只有
12 岁！

小 说 开 篇 ， 叙 事 主 人 公 汉
斯，即阿纳养父母家的一个儿子，
正在收拾伙伴的遗物。随着种种物
件展于眼前，过往三年中，阿纳在
他家生活学习的点滴回忆纷至沓
来：那一年，他初来乍到，显得那
么害羞、拘谨，眉宇间萦绕着一丝
抹不去的忧郁和哀伤，他也知道自
己从今后将和这户人家的三个孩子
朝夕相伴了。养父母对阿纳的体贴
照顾并不能消除他寄人篱下的感
觉，何况阿纳内心还背负着原生家
庭毁灭的秘密：那根本不是什么意
外，而是欠下巨额债务的父亲丧心
病狂，偷偷在全家人的食物中下了

毒——这是阿纳挥之不去的梦魇。
不过阿纳还是坚强的，他打算在新
的环境中，结交新朋友，过上新生
活。这个心灵宛如水晶朝露般的孩
子，不计回报地将自己的善意传递
给汉斯，还有汉斯的弟弟拉斯和妹
妹维珂。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看
出，阿纳是个典型“讨好型”人格
的孩子。像阿纳这样情感细腻的少
年，若周围的人对他友好亲切，他
会感到快乐温暖，若周围的人对他
嫌弃厌恶，他会觉得难以自处。这
不是因为阿纳软弱，而是他独特的
苦难经历使然。阿纳想通过真诚的
付出，换来拉斯、维珂及他们那个
小团体对自己的认可。偏偏拉斯和
维珂总将他视为异类，好奇于他没
怎么用功，为什么就能获得优异成
绩，作文得奖，芬兰语亦能得心应
手⋯⋯他们一致认为：“他和我们
不一样。”

人类的情感是那么不对等，阿
纳越是讨好，拉斯和维珂就越是不
屑。突然有一天，太阳从西边升起，
拉斯竟积极主动地接受了阿纳。阿
纳为此欢喜至极，欣欣然听从拉斯

的安排，于无意中加入到了对养父
拆船厂的偷窃活动当中，而且还背
叛了自己的忘年交卡陆克。而等他
幡然醒悟，明白过来这就是一个预
设的陷阱、一次刻意的利用后，阿纳
万念俱灰！

伦茨的笔法平静、克制、细
腻。当时已经 73 岁的他，用炉火
纯青的艺术造诣缓缓叙述了一个关
于 12 岁少年的沉痛故事，展现出
阿纳自始至终都葆有的那颗纯澈洁
净的心灵。整部书看下来，故事情
节相当“淡”，就像是小说题目中
的“沉默之海”一般。作者的文字
同样很“淡”，不存在什么主观的
分析与论述。只是很多语句后面仿
佛带了一声幽微无奈的叹息——

《少年与沉默之海》 是一阕动人的
哀歌，凄凉而伤怀！

他只是希望找到一种归属感
——小说《少年与沉默之海》读后

雨 巷

8 月 的 第 一 天 ， 对 中 国 人 来
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
对 宁 波 人 来 说 ，更 值 得 纪 念 ——
1984 年 8 月 1 日，邓小平提出：“把
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
宁波。”这句话掀起了海内外宁波帮
报效祖国、服务家乡的热潮。

“爱国爱乡，创新创业”——
曾有学者如此概括宁波帮精神。拜
读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

最大的感受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
创新——创新，无疑是一部学术著
作最大的亮点。而这，和宁波帮精神
中的“创新”不谋而合。

“只有走出定式，才能别开生
面。”本书在推动宁波帮研究跳出

“传统—现代”固化框架模式的同
时，进行了全面、系统、专题的考
察，既探讨中国社会对宁波帮的影
响，又分析宁波帮对中国近现代经
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探寻宁波帮和
宁波帮文化的源头是本书的最大创
新。作者在研读宁波帮史料的过程
中，一直想弄明白宁波帮的源流关
系。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
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的宁波
帮，在金融、贸易、航运、制造等
行业风生水起，宁波帮和宁波帮文
化的源头莫非就在这些行业？作者
发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宁波
帮曾涉足广泛的领域，经营过不同
的商业种类，但其中最稳定、最持
久、最辉煌的，当数药业。作者将
目光投向了被标定为宁波帮之滥觞
的宁波药商，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
观点——宁波帮文化的源头，在北
京经营药业的宁波药商。

回顾宁波帮学术研究，已走过
了 30 余年的历程。眼下，相关研
究成果从数量上来看，已颇为可

观。相对而言，介于宏观与微观之
间的中观层面研究，诸如行业史、
家族史等研究相对较少，更乏力
作。作者研究了大量文献后确定：
宁波药商包括药材业与西药业，都
是历史上宁波帮长袖善舞、大有作
为的领域；药材业是宁波商帮经营
最古老的行业之一。

宁波药商与宁波帮所涉足的其
他行业不同——在经营药业的过程
中，既自然而然地传承了优秀的中
医传统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创新
着具有时代特点、医药特色、地域
特征的中医药新文化。这些文化，
浓缩在药业品牌之中。对宁波药商
文 化 品 牌 ，作 者 给 予 很 高 的 赞 誉
——宁波药商站上了中华药商的高
峰。在宁波药商文化品牌中，作者全
面、系统的研究让人眼前一亮：中国
第一药铺北京同仁堂、上海规模最
大的药号徐重道、上海最早的药店
姜衍泽堂⋯⋯作者在历史的长河中
打捞出了许多珍贵的史实，然后选
择性地剖析了宁波药商群体中“守
药业之本、建同仁之堂的温州叶同
仁堂”“蜚声海内外的新型药企上海
信谊药厂”两个代表性品牌案例。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
历史的血脉。”作者在比较分析中
找出了宁波帮特别是宁波药商的与

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拥有浓郁的人
文品性和强烈的人文精神。作者认
为，宁波药商的人文精神主要包
括：以药济世，兴业立身；商行天
下，药存仁义；以仁济世，药利苍
生；厚植药德，德润药业；药广人
才，人才兴药；药商人文，人文药
商。作者对宁波药商文化品性给予
高度赞赏：讲仁、种德、重道、养
元，这不仅凸显儒商本色，也折射
出职业品位。宁波药商的灵魂深处
蕴藏的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仁
爱精神和利国利民利天下的大爱情
怀。

作者期待，宁波药商之论能唤
醒时间、唤醒人文、唤醒更多的宁
波帮研究。这部作品的三位作者
中，首位作者陈厥祥，先后在甬上
多所高校担任领导职务，对宁波帮
的关注始终如一，相继完成了 《宁
波帮与 20 世纪中国教育》 等论著
10 余篇 （部）。撰写 《药商视阈下
的宁波帮研究》 先后历经四个暑
假，虽断断续续却始终不离不弃，
这正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
的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员、史学博士
孙 善 根 认 为 ， 透 过 20 余 万 字 的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可见
作者“用力之勤、着力之深”。

透过药业史看宁波帮文化的源头
——读《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