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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 是梁晓声的又
一部描述寻常百姓生活的小说，
以葛全德一家为主要描写对象，
映射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以
葛全德一家为主线，反映了 20
世纪中期城市建设、返城青年就
业问题等社会现象，揭露了社会
中以权谋私的黑暗状况，具有批
判主义思想，充满了现实色彩。
小说的后半部分，着力描写商业
局局长的“铁面无私”、公安局
局长的“大义灭亲”，用较短的
篇幅把小说的矛盾推向高潮。随
着叙事进程，故事节奏逐渐加
快，最后的结局体现了小说主旨

的升华，明显带有戏剧化的笔
调。

梁晓声惯于用平民视角以底
层群体的生活揭示时代的变迁，
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演绎
社会变迁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
响。他的小说常常站在平民立
场，讽刺权贵们以权谋私的卑鄙
与精神生活的苍白，书写寻常百
姓勤劳朴实的本性与精神上的小
我安足。最终目的是在善与恶的抗
争中，坚守灵魂的质朴，主张回归
人性的本真。作者把矛盾的设置放
在时代的发展之中，小人物的命运
与大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体现出
他对整部小说的构建、对社会变化
与时代脉搏的把控。

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追求，
梁晓声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以时代
为底版，用文学描绘着世间的善
恶美丑，述说着人间温情。在

《人间烟火》 中，他采用同样的
手法，传达着对善美的追求，对
丑恶的鞭挞，以自己的方式为这
个时代而呐喊。

（推荐书友：陈裕）

《梅兰芳菲》（三卷本）

1894 年 10 月 22 日，梅兰芳
出生在北京的梨园世家。8岁学
戏，9 岁拜吴菱仙为师学青衣，
11 岁登台。后又求教于秦稚芬
和胡二庚学花旦。19 岁时，技
艺娴熟，身段唱腔俱佳，成为清
末民初北京城的名角儿。

梅兰芳敢想敢干，乐于学习。
在他冉冉升起之时，国际戏剧界
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西方的先
锋戏剧运动纷纷向东方取经，以
期与东方戏剧在反自然与反现实
主义的斗争中结成同盟。梅兰芳
注意到了这种局势的走向，开始
思考京剧走出国门的可能性。

1919 年 ， 梅 兰 芳 访 日 公
演，首次亮相国际舞台。1924
年，梅兰芳再次访日，1930 年
访美公演与 1935 年访苏公演也

相继大获成功，梅兰芳成为国际
公认的伟大的戏剧演员，同时也
是 20 世纪全球戏剧舞台上的伟
大演员之一。

梅兰芳的海外公演，在当时
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留下了大
量关于演出和文化交流的宣传报
道与评论。这套《梅兰芳菲》首
次以中文译本全景式展现了梅兰
芳在三国访问演出的海外文献。
梅兰芳纪念馆历时六年，举中、
美、日、俄四国学者之力，遍访
多家博物馆、档案馆，搜集史
料、查验资料，编撰而成这部近
2000 页、数百万字的三卷本典
藏版。这是“梅学”的学术结
晶，也是“梅迷”的珍贵收藏。

这套书以详尽的资料呈现了
梅兰芳出访三国的盛况，很多戏
剧演员向梅兰芳求教技艺，各国
媒体蜂拥而至，赞美之词遍布刊
物。全书图文并茂，还收录了很
多观演者的日记、记录，直观呈
现了梅兰芳的受欢迎程度。梅兰
芳的成功与声望对奠定京剧的

“国剧”地位至关重要，他的国
际公演也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对外输出，并且推动了中国戏剧
的改革。 （推荐书友：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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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生长于埃塞俄比亚深山
老林里的咖啡，到底最先被谁以
怎样的方式发现似无可考。但在
阿拉伯世界，流传着多个关于发
现咖啡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巴
西，这个故事则被注入了法国的
浪漫元素。咖啡的一路发扬光
大，也是一路被各国本土化改造
的过程。

书中，基尔大学北欧历史系
教授马丁·克里格回到咖啡原本
生长的埃塞俄比亚森林，然后沿
着咖啡种植传播的路线，从非洲
走出，再到阿拉伯世界，然后是
亚欧拉美等地。今天咖啡已牢牢
坐稳全球三大重要饮品之一，马
丁认为文化的力量功不可没。试
想，“咖啡味道苦涩，初尝者无
法从中获得享受。所以在他们接
触咖啡这一事物之前，必定预先

在文化上接受了它，并以此为基
础，一边享用咖啡一边为之附加
某种正面的含义”。从这层意义
上讲，当我们喝咖啡，其实是在
认同并消费一种有趣的文化。

与茶叶类似，人们最初接受
咖啡，很可能是因为其具有提神
功效。咖啡提神功能被发挥至极
致可能要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至今，在表现二战的影视剧中不
乏这样的镜头：欧洲战场上的疲
惫军人哪怕只有一丝空隙，也要
想方设法煮一杯咖啡，以暂时驱
走全身的倦意。战争给人类造成
了巨大的创伤，战争对咖啡的传
播却起到了助推剂作用。

相较于本书内容的庞杂，译
者汤博达清晰地理出了一条百年
咖啡革命的“路线图”：20 世纪
初“无因咖啡”出现；20 世纪
30 年 代 “ 速 溶 咖 啡 ” 迅 速 发
展 ； 20 世 纪 50 年 代 “ 浓 缩 咖
啡”流行；20 世纪 70 年代“连
锁咖啡吧”勃兴；20 世纪 80 年
代“精品咖啡”掀起浪潮。不
过，推动这一系列革命的是市场
的力量。这百年来，咖啡坐上了
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迎来
这些史诗级的革命。

（推荐书友：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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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的咖啡》

雨巷

《守正出新的宁波药商》是宁
波出版社“宁波帮系列丛书”中

“最年轻的家族成员”，本书作者
陈厥祥等人对宁波帮精神深有研
究。

溯源——传承宁波帮精神的
前提。梳理宁波药商的历史发展
脉络，这应该是《守正出新的宁波
药商》最创新的地方。一直以来，
宁波帮的源头在哪里？见仁见智。
作者研究提出，“宁波商帮正是宁
波帮的源头与根脉”“宁波药帮是
人们对宁波帮最早的称谓，宁波
药商正是公认的宁波商帮之源”

“宁波帮的称谓正是从宁波药帮
嬗变演进而来的”。吴慧在《中国
商业通史（第四卷）》中有关“宁波
商人是由经营药材业起步的”的
推断，正好印证了本书作者的研
究发现。

在药界，昔日素有“南有樟
树，北有祁州”一说。作者研究发
现，在长江以北最大的中药材集
散地——祁州药市上，宁波药商
同仁堂的代表没有到场之前，药
市是不能开市的，这充分反映了
宁波药帮的行尊地位。祁州药市
起源于北宋时期的药王庙会，全
国各地药商如期而至，培育了与
江西樟树不相上下的北国药市。
到了清道光年间，形成了“十三药
帮”“十五药帮”“十七药帮”等，其

中均有宁波药帮一席之地，其中从
宁波走出去的同仁堂那时已被尊为

“京通卫药帮的帮首”。作者还研究
了宁波帮的演进轨迹：“宁波药帮—
宁波商帮—宁波帮”。

作者从历史文献中的“药”起
步，分析了地域文化与宁波药商的
关系，探究了“工商食官”的制度渊
源，追溯了宋元官药局的体制，回望
了明代宁波药商的发展以及清代宁
波药商的繁荣，剖析了民国时期宁
波药商的转型。唐廷猷在《中国药业
史》一书中认为，宁波药业及宁波药
商在中国药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比如，宁波药业居全国三级药材市
场中的中级市场，闻名遐迩的“浙八
味”多产于宁波及其周边地区，宁波
药业贸易历来兴旺，宁波药业商人
在高、中级药材市场中表现非常活
跃。作者分析认为，兴旺的药市在带
动宁波药业发展的同时，更催生了
规模可观、声誉卓著的宁波药帮。

守正——传承宁波帮精神的核
心。提炼宁波药商的药业文化特质，
这应该是《守正出新的宁波药商》最
成功的地方。宁波具有悠久的历史
传统，尤其深厚丰富的医药人文基
础，成为孕育造就宁波药商的肥沃
土壤。宁波药业源远流长，不仅营销
本地出产的浙贝等传统浙药，而且
是我国东南部主要的药材集散地。

“酒罂双印贵，药肆万金饶”，宁
波人舒亶诗中的“药肆万金饶”，写
的便是慈城冯氏在月湖畔开设的万

金楼药肆。早在唐代，宁波就出现了
因写出《本草拾遗》而被称为“8 世
纪伟大药物学家”的陈藏器，他是宁
波首位专业医药学家、“十剂”分类
法的创始人。在宁波，还有一条药行
街，这条因药行集聚、交易兴隆而命
名的药业特色商街，刻录着宁波药
商辉煌的历史地位；还有药皇殿，这
是一个南北药材流通、名医坐堂、同
业聚会议事的场所。

宁波药商在经营药业过程中，
既传承了祖国优秀的中医药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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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药商具有鲜明的文
化特质：药良惟仁、业广惟信。缘
于此，在一代代宁波医药工商业者
的身后，接续矗立起响彻实业界的
同仁堂、冯存仁堂、五洲大药房等
医药工商业品牌，接续涌现出驰名
海内外的十全大补膏、龙虎人丹等
医药产品。千百年来，宁波药商积
淀了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业志精
神，以药立身、广施妙药的济世精
神，筚路蓝缕、商行天下的开拓精
神，大义凛然、舍身求仁的爱国精
神。而这，也许就是宁波帮成为十大
商帮之一、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
原因。

出新——传承宁波帮精神的关
键。挖掘宁波药商文化的当代价值，
这应该是《守正出新的宁波药商》最
精彩的地方。宁波药商长盛不衰、历
久弥新，不仅为宁波积淀了极其丰

厚的医药文化资源，更为宁波城市文
化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提供了
独特的视域。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
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宁波药业商人
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善于游刃有余
地把深厚的医药文化积淀转化成现
实 的 经 济 资 源、商 业 资 源 和 健 康 资
源，通过商业手段将文化转变为生产
力。原因何在？守药帮之正、守药学之
正、守国药之正；出商帮之新、出药业
之新、出中西药之新。

关于守正与出新，作者提出独到
见解：宁波药商守正出新具有形式的
创新性、时间的持续性、影响的恒久
性、呈现的立体性、体系的集成性、行
业 的 代 表 性 六 大 特 性 。更 进 一 步 提
出，要在起承转合中、守正出新上下
功夫，在新时代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地全方位活化丰厚的医药文化资源，
将其转化成鲜明的创新特色、城市名
片和商帮标识，彰显其当代价值。

世纪交替之际，宁波启动了宁波
帮系列研究。目前，“宁波帮系列丛
书”共出版 33 册，不仅是对几十年来
宁波帮研究的有机接续与推进，而且
成为宁波帮故乡的一大工作特色与
亮点。

为有源头活水来
——读《守正出新的宁波药商》

崔海波

《我本芬芳》 的作者杨本芬
可以说是个奶奶级的作家，1940
年出生的她，在花甲之年开始文
学 创 作 ， 80 岁 出 版 第 一 本 著
作。自传体小说 《我本芬芳》 是
她 的 第 三 部 作 品 ，入 选 当 当 网
2022 年度书单 TOP10。

《我本芬芳》 讲述了一个名
叫惠才的女子与丈夫一起走过的
60 年人生故事，看似固若金汤
的钻石婚里，是两颗孤苦的心，
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

惠才 20 岁那年，因为种种
原因，读书和工作两件重要的事
情都无处着落，她求助才认识两
个多月的吕医生。吕医生回复
说，“送你读书或者帮忙找工作
都可以，但要先结婚。”就这样
他们结婚了。婚后，惠才落户到
农村，距离吕医生工作的医院半
公里，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可
吕医生一星期只去一次，每次都
是吃了晚饭后过去坐一会儿就回
医院了。半夜里，有人来偷惠才
养的兔子，惠才不敢出门捉贼。
吕后来得知这件事情，说：“贼
是 坏 人 呀 ， 你 就 不 能 起 来 捉
贼？”惠才生完二胎就下地做家

务，某日由于没有及时烧好饭，吕
回家不高兴摔了锅子⋯⋯面对丈夫
的冷暴力，惠才曾想过自杀，也曾
想带孩子回娘家生活，但最终都放
弃了。没人拿棍子或用绳子逼着她
和他在一起，逼迫她的是一种无形
的力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
念在她脑子里根深蒂固，内心深
处，她老是盼着吕会改变，会对她
好一点。

吕不能算是个恶男人，他不骂
人不打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更不会跟别的女人搞暧昧，他只是
对她冷漠。一个原因是他得过肺结
核，身体不好。另一个原因是他的
童 年 很 不 幸 ， 母 亲 一 共 生 了 11
胎，由于父亲好赌、不顾家，吕两
岁时，父母将他送给同村的一对夫
妻。后来养父母双双去世，吕无依
无靠，去找亲父母，他们拒绝收留
他，只给他一缸米。

悲惨的身世使吕没有享受到家
的温暖，因此也没有家庭意识，不
知道怎么去爱家人。书中写到吕给
惠才的两封信，第一封是结婚前，
收到信时，惠才激动得面红耳赤，
躲到一个角落拆开来看，原来是一
整页关于他自己看了医学杂志后的
心得，惠才读来味同嚼蜡；第二封
信是结婚后，吕被外派到很远的草

药基地种药，时间是半年，别人中
途找各种理由回来探亲，他不回。
这期间写来一封信，开头就是“陈
惠才同志”，内容是他最近买了几
样东西，像是一份清单，没有问候
没有祝福。书中还写到惠才两次去
吕的亲父母家，第一次是刚结婚的
时候，惠才提出去见公婆，吕不愿
意去，惠才独自去了；第二次是第
三个孩子出生以后，惠才认为有必
要让孩子们去见爷爷奶奶，吕还是
不愿去，惠才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去
了⋯⋯

年复一年，吕为人夫为人父，
慢慢地适应着家庭生活，他也努力
爱这个家。最明显的一次是他去外
地种草药，半年后回来，体会到了
家的温暖，他的脾气变好了些，有
时候也会做点家务帮带女儿，这让
惠才感到很满足。

儿女长大以后，读书成绩很
好，成了旁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
子”，夫妻俩感到生活很有奔头。
为了供孩子上大学，业余时间他们
养猪种菜，努力赚钱。书的最后，
81 岁的惠才问 88 岁的吕：假如有
来生，你还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吕回答说：不愿意。并不是因为吕
的心中有其他女人，他实在是不懂
爱，对他来说，爱妻子、爱儿女是

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
《我本芬芳》 讲的是一对夫妻的

婚姻故事，我在阅读的时候，时时
感慨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深
至远，吕身上所有的缺点或者说古
怪的性格都可以从他的原生家庭找
到答案。缺爱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
愈，这个过程很漫长很辛苦。芸芸
众生，大多数人的童年不像吕这么
悲 惨 ， 但 完 美 的 原 生 家 庭 也 是 少
数，所以，爱自己以及爱家人是一
门需要终身学习的课程。

爱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的课程
——《我本芬芳》读后有感

吕威飞

中国装饰艺术源远流长，缠
枝纹装饰艺术的演变犹如中华民
族的审美变迁史。在新石器时
代，我国先民已经开始就地取
材，熟练地烧制陶器。通过对河
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
推断，7000 多年前的原始人类
已经开始在姚江两岸烧制陶器，
这些陶器上的装饰纹样，有直线
有曲线，有具象有抽象，部分的
曲线为“S”形，这种线条被视
为缠枝纹骨骼线条的源头。陶器
上具象的典型装饰有非常写实的
稻穗纹、叶纹、五叶植物纹，这
就是缠枝纹早期的具象花叶形
态。

近日，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丝路艺术研究中心万剑教授团队
领衔撰写的 《中国瓷器缠枝纹装
饰 （元·明·清）》 出版，这是
关于我国古代元明清时期瓷器缠
枝纹装饰的专项著作，主要研究

了中国瓷器缠枝纹的渊源和艺术特
色、元明清瓷器缠枝纹的发展历
史，探讨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缠
枝纹装饰的典型母题及典型纹样，
尤其展示了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瓷
器缠枝纹装饰案例，800 多幅的手
绘矢量纹样精彩纷呈，为瓷器研究
者和爱好者奉献了学术饕餮大餐。
专著分为元、明、清三册，共计
12 章 29 节。

在中国瓷器的发展过程中，产
生了丰富多彩、精美绝伦的装饰纹
样。宁波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瓷产
生地之一，越窑青瓷被誉为“母亲
瓷”，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产品。
越窑青瓷上的缠枝纹装饰是中国缠
枝纹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宋
时期的缠枝牡丹纹、缠枝菊花纹、
缠枝花卉鸟兽纹等，枝叶缠绕、造
型美观、刻画细腻，可谓精品之
作。

中国瓷器缠枝纹装饰随着瓷器
艺术的发展在元明清三代达到顶
峰，成为瓷器的重要装饰语言之

一，装饰母题丰富多样，装饰形式
动感十足，装饰意蕴强烈深刻，这
是带着最美好的希冀的文化表达。

本套专著从中国缠枝纹的起源
探讨中国瓷器缠枝纹的起源与发
展、瓷器缠枝纹装饰艺术特色、元
明清瓷器缠枝纹发展历史等，同时
举例说明了元明清时期的典型瓷器
缠枝纹母题、装饰风格、艺术特色
等。尤其在瓷器缠枝纹鉴赏部分，
重点选取了具普遍意义的缠枝莲
花、缠枝牡丹、缠枝菊花、缠枝葫
芦、缠枝葡萄、缠枝宝相花等进行
风格学和图像学分析，并以大量的
插图和附图为例，以图文互证的方
式揭示不同纹饰的装饰特色与艺术
风格。

书中还有大量的外来纹样与中
国缠枝纹进行本土化融合发展的案
例，这是中国瓷器装饰史上了不起
的案例，在当下的瓷器装饰设计中
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研究团队共收集绘制了元明清
时期缠枝纹装饰 800 余幅，利用计

算机矢量图形软件将收集的古代瓷
器缠枝纹进行细致绘制，形成了中
国瓷器缠枝纹的矢量图库。该研究
成果可以为现代装饰艺术提供更多
的素材，使艺术设计工作者更好地
继 承 及 发 扬 这 种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以顺
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缠枝之美
——《中国瓷器缠枝纹装饰（元·明·清）》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