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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人生忽醒》

“人生忽醒”可理解为在人
生某一阶段的一种顿悟。经历了
什么才会得到这样的顿悟呢？年
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所
谓“四十不惑”。其他还有什么
呢？显然是人生历程中对自身思
想冲击很大、并由此产生新的思
考的一些事件。

集子中《即使雪落满舱》一
文，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最为明
显。散文采取倒叙的方式，讲述
了父女二人去拜祭一位亡故的老
者，从而牵涉出一段亲情往事。散
文贵真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年少时，“我”对父
亲是刻骨铭心的“恨”。这恨源于
哪里？源于父亲在家里的飞扬跋
扈，源于父亲对母亲的家庭暴
力，源于坊间对父亲种种劣迹的
风言风语，更升级于父亲因触犯
法律而锒铛入狱后“我”因此而

感到的耻辱。而父女关系的转机
从何时开始呢？就是从父亲入狱
的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他
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的重要性，
从而进一步去了解父亲、走近父
亲。用作者的话说，即使看清了
生活的全部真相，即使是一路的
荆棘与荒凉，人生依然值得付出
所有的热情和爱。这难道不是生
命中的顿悟吗？

《屋后海棠》 也是我很喜欢
的一篇作品。屋后的那棵海棠
树，能让没有牢固屋瓦的住家小
楼在狂风暴雨中少受侵袭；在困
难年代，它的果实给了“我”极
大的心理慰藉；在我要用 5元钱
换一件棉衣时，母亲售卖了海棠
果，解了一时之急。所以后来作
者感叹：“我的家园已经变成一个
没有海棠树做伴、没有海棠花可
观赏、没有海棠果可以品味、没有
海棠干寄来、没有老母亲倚门守
望的存在。它，还是我那熟悉的故
乡吗？”行文至此，作者感情的闸
门已汹涌喷发，让读者为之动容。

《人生忽醒》 这部散文集，
收录了 21 篇哲理散文，展示了
梁衡、刘醒龙、陆春祥等作者应
对人生磨砺的智慧。

（推荐书友：朱延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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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万亿册书》

《百千万亿册书》 由 120 篇
散文构成，是无锡市作协主席黑
陶于 2021 年春天完成的。分火
书、土书、金书、水书、木书五
个部分，包含了地理、人物、信
函、引文、短小说、诗歌、电影
技巧、日记、民间传说、回忆
录、访谈、对景写生、旅行记、
文献改编等多种内容和体裁，涵
盖了江南水乡文化、徽文化、楚
文化、赣文化、东部沿海文化等
文明样本，作者将视域从江南水
乡拓展至古奥的中国南方。

在书中，我们再一次领略了
黑陶“烧制”的噗噗跳动的文

字，情愫充沛。既有对文天祥、
伍子胥等名人高士的追怀，又有
穿行在岁月留痕的小镇古道旧街
之间的见闻，甚至还有一家饭店
前后菜单的对比，这些断片式的
文章，带着作者的体温，它们散
漫、随意，又渐渐汇拢、聚集。

黑陶的故乡是中国的民间陶
瓷之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语言带有明显的“陶瓷”的质
地，包括“窑”“烧窑”“焰流”

“锻造”等词语的娴熟运用。正
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使用的数
千颗汉字，我要让其中的每一
颗，都在火焰中炼制一遍，成为
独 特 的 ， 属 于 我 一 个 人 的 汉
字 。” 而 在 《百 千 万 亿 册 书》
中，他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杂
糅文风、文本间离、自然与人文
多学科交叉呈现，很显然他想要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汉语宇宙
——中国南方现实、历史与梦幻
的宇宙。

（推荐书友：金永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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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兹酒店的女主人》

《丽兹酒店的女主人》 取材
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讲述
了二战时期，美丽的犹太裔美国
女演员布兰奇·奥泽洛嫁给了丽
兹酒店的经理克劳德，布兰奇虚
无地沉溺于丽兹自身的繁华荣
耀，而克劳德固执地做着浪漫又
爱说教的法国男人。他们爱着对
方也共同着迷于丽兹，却又没有
足够了解对方也没有共同的人生
奋斗目标，由此滋生了很多矛
盾。直到1940年3月，纳粹攻入
巴黎，德军驻扎在丽兹酒店。布
兰奇和克劳德为了生存，也许是
为了保护彼此，不知疲倦地工
作，让酒店平稳运转。与此同
时，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也
在酒店中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
着。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才看清了彼此的心。

也许你在书中看到了女性力
量的觉醒，但不可忽视的是，这

背后最有力的支撑是布兰奇对克
劳德的爱。她对丽兹的守护，她
对法国的守护，都源于对克劳德
的爱。作者没有用华丽的笔触去
描写正面战场的残酷，而是通过
布 兰 奇 和 克 劳 德 在 1940 年 至
1945 年间的心理描写，来展现战
争对法国的影响，对这一对酒店
伉俪生活的影响，对大众生活的
影响。相比于宏观叙事的大事件，
这种处理方式更能让人共情。

小说展现了作者作为“轻小
说女王”强大的文字功底。表面
轻狂不羁的马丁，神秘的酒吧吧
员弗兰克，喝醉酒、英语很烂的
小个子女人莉莉……这些小人物
虽然着墨不多，但读完全书，他
们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在时代
的裹挟下，最终都以各自的英雄
主义和牺牲精神等来了战争胜利
的号角。像可可·香奈儿、普鲁
斯特、海明威等名人的出现，更
让小说增加了真实性和趣味性。
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它
只是一段有趣但陌生的历史，一
个可以成为角色本身的背景”，
最终还是布兰奇和克劳德的出现
成全了这个故事。

（推荐书友：何小美）

作者

译者

出版

日期

【美】梅勒妮·本杰明

王晓英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6月

宁波好书

品 鉴

金夏辉

在中国的古老故事中，中草药
总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者虞彩
虹走入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写下贝母、半夏、白术等 44 种中
草 药 的 前 世 今 生 ， 成 就 了 这 本

《山中访药记》。该书既介绍了植
物的形状和功效等特征，又记录
了 作 者 对 每 种 中 草 药 的 所 思 所
想，或涉及童年回忆，或分享相关
典故，读来心旷神怡，如同沐浴于
药香之中。

作者对中草药相关特征的描述
可谓巨细无遗，让中草药爱好者大
喊过瘾，而细腻的文笔，更是让各
种中草药活灵活现。例如在介绍虎
耳草的叶子时，作者采用了白描手
法：“叶片似虎耳，又近心形，正
反面皆浮着一层细亮白毛，柔柔顺
顺，边缘泛着波澜。”作者还通过
比喻，让中草药平添几分灵气：合
欢花“像一把粉红的折扇，棱角分
明的扇骨，纷纷散散交错于叶柄之
上 ， 缕 缕 粉 色 丝 绸 从 扇 骨 中 滑
落”。如此浪漫，让合欢花的动人
形象为人牵挂。

除了千姿百态的外貌，作者还

对中草药的功效和生长过程等作了
描写。例如贝母“性寒”“味苦”，
能够“止咳”，白术则能“健脾益
气”“燥湿利水”。再如凤仙花早在
五月便可开花，其蒴果由青色渐变
为黄色。络石则自墙根生长而上，
爬 上 石 头 、 绿 化 带 ，“ 并 越 过 石
楠，垂挂下来”。在快节奏的日常
生活中，安静地欣赏这般记录植物
缓慢生长的文字，仿佛翻开了一本
充满灵气的中草药图鉴，从中窥见
生命的奥秘。

中草药，本是生长于天地之间
的一种生命，无悲无喜。然而，当
深谙生活趣味的人们与之相遇，人
类的感情和中草药，就会产生奇妙
的共鸣，创造出无数有趣的典故。
作者一一记录下那些有趣的故事，
为中草药增添了不少文化内涵。例
如在介绍黄精时，作者提到了宋代
诗人张抡 《踏莎行·割断凡缘》 中

“白云深处黄精盛”之句，不仅说
明了黄精的生长地点，更暗含了诗
人欲借黄精所表达的想法——“割
断凡缘”，体现了诗人对于世间诸
多欲望的反思。还有那“朝开暮
落”有着“荣华一瞬之义”的木
槿，“清淑柔婉”的茉莉，以及有

“鬼见愁”之称的无患子等，前人
在中草药上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和心
思。在作者的笔下，中草药俨然成
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我们太多
的愿望。

中草药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固然
厚重，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
与中草药的奇妙联系，作者对中草
药的真挚感悟，让人有亲近之感。

中草药和作者的生命相互牵
连。例如，半夏给人一种熟悉的感
觉，让人忍不住想起那悄然溜走的
时 光 。 对 作 者 来 说 ，“ 再 见 半 夏
时，感觉那么遥远，遥远得像很
久以前的一个梦”“恍如遇见我多
年不见的发小”。别名“指甲花”
的 凤 仙 花 ， 作 者 “ 每 每 忆 起 童
年，对指甲花那种悠长怀旧的情
感，就无处可藏地跳将出来”。不
论是半夏，还是凤仙花，抑或其他
中草药，它们或多或少融入了作者
的生命中，见证过某一段专属的时
光。

中草药如同一面镜子，能够映
照出作者的心灵，迸发出哲思的光
芒。作者提到不同贝母身价不同
时，会发出如此感慨：“出身不论
贵贱，有适合自己的土壤，能自然

地生长，而后尽己所能，就是幸福
的事。”简单质朴的文字，体现了
用心生活且从不怨天尤人的生活态
度。作者还从有毒植物搭配其他药
物便可入药的现象，联想至人与人
相处的道理——“原本性情乖张之
人，历经世事后或遇见能‘降伏’
自己之人，内心自是柔软，也没了
脾 性 ”。 诸 如 此 类 的 感 悟 比 比 皆
是，既有真情实感，又蕴含人生智
慧。

品中草药之味，守得一片宁静
——《山中访药记》读后有感

方 平

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
会长孙伟良编著的《烽火岁月：浙东
抗战革命故事 2》日前出版，这是继
去年出版《烽火岁月：浙东抗战革命
故事》之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要求
而续编的。除了补充讲述一些革命
故事外，还把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采用横断面

研究的方式，分别加以叙述，带给
读者全方位、全景式的认知。

抗战时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
地是全国十九个根据地之一，从
1941 年 5 月至 1945 年 8 月的 4 年多
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浙
东抗日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至北撤时，部队指
战员和党政干部有 1.5 万人。这期
间先后进行了数百次大小战斗，毙
伤和俘虏了大批日伪军，不断巩固
发展了四明、三北根据地和三东

（镇海、鄞县、奉化之东） 与定海
游击区。这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生
动感人的革命斗争故事，正如本书
编著者在序中所说，这段历史“是
一座蕴藏着革命红色资源的富矿”。

透 过 “ 烽 火 岁 月 ”， 我 们 看
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
开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
中，环境是多么恶劣，经历是多么
艰险。他们除了要与日寇伪军作战
外，还要与“消极抗战，积极反
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开展反“围
剿”战斗。即使在敌强我弱、面临
险境的情况下，仍能傲然挺立，顽
强拼搏，最终转危为安，越战越

强。他们是顶严寒、傲霜雪的高山
劲松，是一支不屈不挠、敢打善战
的铁军。

透 过 “ 烽 火 岁 月 ”， 我 们 看
到，当根据地遇到严重天灾饥荒
时，我们的党政军领导、广大指战
员与根据地群众同甘苦、共命运，
生死相依，宁可自己忍饥缩食，也
不让老百姓饿死一人。同舟共济，
生产自救，最终化解了饥荒。充分
体现了他们始终想人民之所想、急
人民之所急，军队是人民的子弟
兵，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正如
一首歌的歌词所说“他们在人民中
间生根开花”。

透 过 “ 烽 火 岁 月 ”， 我 们 看
到，敌后抗战不仅有正面的军事斗
争，还有地下工作者与敌人开展的
非常惊险的隐蔽斗争。他们为了完
成 党 交 给 的 秘 密 任 务 ，置 个 人 生
死、家庭安危于不顾，在敌人眼皮
底下，勇敢机智巧妙地周旋。他们
就是为了革命利益，宁愿牺牲自己
一切、忍辱负重的无名英雄。

透 过 “ 烽 火 岁 月 ”， 我 们 看
到，根据地的各个阶层、各条战
线，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合力，一

致对敌，这是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
争场面。不穿军装的民兵与部队战
士并肩作战，医务工作者以救治伤
员为己任，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女性
汇入革命洪流，少年儿童组织起抗
日儿童团，担当起他们力所能及的
独特抗战任务⋯⋯在这片红色的土
地上，各行各业的人们高高举起抗
日的大旗。

透过“烽火岁月”，我们还看
到，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府是怎样
按照“三三制”原则 （共产党员、
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
分之一） 民主选举产生的。热爱人
民、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民主政
府，得到了人民真正的拥护。

总之，《烽火岁月：浙东抗战
革命故事 2》 让我们认识到，这是
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带
领群众与敌伪顽坚决斗争的历史，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凭着
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
志、顽强的战斗精神，挺身而出，
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无愧
为民族的脊梁、人民的先锋！

(作者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顾问)

民族的脊梁 人民的先锋
——读《烽火岁月：浙东抗战革命故事2》有感

王小剑

“多俊生东浙，去来天下通。
帮帮经济竞，代代绩荣隆”。江南
靖士在《宁波帮》诗中对宁波商帮
作了高度评价。作为中国传统“十
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是中国近
代最大的商帮。宁波商人遍履天
下，以“无宁不成市”而闻名遐
迩，他们对清末上海、天津、武汉
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作出
了贡献，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
子。他们以上海为开拓地，在金
融、贸易、航运、制造等行业脱颖
而出，创造了百余个中国商业领域
的“第一”，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
业的近代化。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先行昌达
的宁波帮的同乡和后人以开放的姿
态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和教育，
加上自身的聪明勤劳，在近现代中
国甚至世界的各项科学以及艺术等
领域崭露头角。在科学界，宁波素

有“院士之乡”的美称，诞生了
100 多位院士，中国首位获得诺贝
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就是宁波人。在
影视界，涌现出 100多位电影投资
人、导演、演员等电影专业人士，
创下了众多“第一”。在教育界，

“宁波校长”担当着我国早期私立
高校创办者、顶尖高校的掌舵者、
专业院校的领航人等使命。从北京
大学到清华大学，从上海交通大学
到复旦大学，从武汉大学到苏州大
学，从浙江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
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央美术学院，
无不闪现着“宁波校长”的身影。
在音乐界，有 150 多位在音乐创
作、演绎以及乐器制造等领域的开
拓者和创立者，推进了中国艺术发
展的世界进程。

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宁波帮
与近现代中国教育业》，系统而全
面地总结了宁波在近现代中国教育
业的影响和成就。书中由沈炜撰写
的《践行美育历史使命 宁波帮的
半个世纪影响》和《近现代以来音
乐宁波名家简录》可以说是近年来
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这段历
史以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音乐名家人数之多、贡献和影
响之大，让每一位宁波人倍感自

豪。整理这些名单是一个大工程，
有些名单出处的考证煞费心思，书
中提到了丰子恺祖籍宁波，祖上在
明末由宁波搬迁至嘉兴。丰子恺和
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在宁波中学曾有
教学，他们在宁波想必传授的也是
美育，即美术和音乐，他们是最早
一批在中国开展美育的国人。

我们知道，美育是西方的教学
理念。最早在中国开展西方音乐教
育的学校出现在宁波，宁波开埠以
后，中国第一家具有美育功能的教
会学校在宁波设立。这个音乐的火
种在宁波很快得到了燎原，不少宁
波人不再满足于中国传统戏曲、民
间音乐，开始接受西方音乐。他们
尝试通过学习西方音乐，寻找中国
音乐的新方向。其中一些宁波人投
身音乐教育，结合中国音乐现状，
探索“洋为中用”，成为当时中国
音乐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学生
多数成为新中国各大音乐院校的领
军人物。另一些宁波人筹资兴办中
国的美育学校，书中提到的中国美
术专科学校是开展中国西洋音乐教
育的第一所学校，比传统认定的

“上海音专是中国第一所西方音乐
专科”的结论要早 15 年。美专的
创办人多半是宁波人或与宁波有关

的人。
阅览全书，令人触动的地方很

多。一些宁波音乐家，以家国情怀
为己任，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学成后，毅然回来报效祖国。
如有的为了学好语言，在远渡重
洋的半个月内，在船上熟练地掌
握外语。有的放弃优越的生活条
件，投身于中国的音乐教育。他
们在求学期间，所学专业得到业
界的高度认可——黄皮肤的中国
人 ， 一 样 可 以 掌 握 西 方 人 的 音
乐，甚至超越西方人。同时，他们
在声乐、乐器制造等领域创下了众
多的“第一”。

音乐宁波的建设和弘扬，需要
更多有识之士一起努力。目前宁波
还没有一座能承载这段历史的纪念
馆，也没有一个专业机构系统地去
推进这项工作。沈炜除了挖掘整理
并出版这些宁波音乐名家的人文历
史外，还收集与其相关的历史实物
和文献，去年，配合有关部门成功
举办了“音乐宁波 IP成果展”。他
说，音乐不但可以被听到，也应该
被看到。今年，他又尝试与有关机
构合作，把这些人物以及背后的感
人故事，制作成小视频，进行线上
传播，“让世界听见宁波”。

让世界听见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