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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扫描书读随笔阅

《钱理群讲鲁迅》
作 者：钱理群
出 版 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作者从三个角度勾勒鲁迅的面貌
和他的作品。第一部分讲鲁迅和当代
的关系；第二部分对鲁迅的小说、散
文、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
文本阅读和分析；最后一部分，则是回
到鲁迅的年代，还原他的真实生活、工
作场景。

《孔子答客问》
作 者：王长华
出 版 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本书是一部社科专著，在充分占
有史料并严谨辨析论证的基础上，以
活泼生动的“问答”文体，请出两千五
百年前的孔子“现身”解惑答疑，从而
系统全面地呈现这位伟大先哲的生命
历程和思想脉络。

《进击的病毒》
作 者：史 钧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本书介绍了病毒的起源和演变、
病毒对生物进化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
的巨大影响，以及人类与病毒抗争的
艰难历程。作者以生动有趣的文笔，
从进化论的视角，讲述了亿万年来病
毒与地球生命的“相爱相杀”。

励开刚 文

《宁波童谣》，心中的记忆
陈榴芳

最近，和孩子一起读陈
佳颖主编的《宁波童谣》，倍
感亲切。因为是绘本，最吸
引孩子的无疑是页面上一幅
幅童趣盎然的画：屋檐下，团
匾上的菜干，院子里晒的被
子，灶跟间的水缸，石桥边的
河埠头……这些画面无不带
着宁波元素，让人忍不住浮
想联翩。

读着“航船到，冷饭拗，
阿爷老头翻顶倒”，我给孩子
做了一次忆苦思甜教育：过
去大多数人家没有钟头，河
边住户就以夜航船靠岸为依
据张罗晚饭。那时没有电饭
煲、高压锅之类的炊具，烧饭
做菜都用土灶或煤球炉。阿
爷老头又要拗饭，又要炒菜，
还要时不时到灶头添柴，忙
得都快要翻跟斗了。“冷饭
拗”是什么意思？这一说又
要道老古了。我们小时候，
温饱尚未解决，吃纯米饭简
直暴殄天物，所以每一顿饭
都煮一大锅，留下一半做冷
饭娘，下一餐与新米搅和在
一起，这便叫“拗”。米饭经
过多次烧煮，膨胀变大，认为
这样可以省点米。有时因为
冷饭太多，免不了烧夹生饭，
下面已经焦了，中间还没熟，
加水再烧，这样的饭真是难
吃极了。

宁波人叫客人为“人
客”。过去，正月里时兴走人
客，不像现在，一般亲戚不太
走动，至亲朋友酒店里聚一
下吃个团圆饭就好了。小时
候，尽管是徒步，跟着父亲翻
山越岭去走人客是一件开心
的事。读到“正月人客多又
多，奔到街里买青果”，脑海
里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人客
来了，大人张罗饭菜，差遣孩
子上街买东西招待客人。孩
子攥着几角钱兴冲冲来到街
上，各种吃的让他眼花缭乱，
真想把好吃的都买回去。怎
奈囊中羞涩，只能有所选
择。买什么好呢？于是就有
了“青果两头尖，还是买荸
荠；荸荠扁窄窄，还是买甘
蔗；甘蔗节头多，还是买苹
果”的挑剔与犹豫。经过一
番选择，最后决定买一包瓜
子比较实惠。想想瓜子有那
么多，不如来个先吃为快，于
是边走边嗑着吃。等到了家
门口，要命！只剩下一包壳
了。面对这样的窘况，大人
尴尬万分，真想好好收拾一
下孩子，可是正月头面不好
打孩子，况且当着客人的面
也不好发作。当然，客人也
不会计较，孩子嘛，哪个不馋
嘴呢！

童谣中最温暖的莫过于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一
首了，它唤醒了许多人心底
里最柔软的记忆。在交通不
便的年代，去一趟外婆家谈
何容易。想起我的嫂子，她

娘家在山那一边，每次带孩
子去外婆家，都挑箩夹担，一
担簟篓侄女一人坐一个，空
隙处塞上衣服尿布等行李。
因为要翻山越岭，常常是汗
流浃背。“外婆呕我好宝宝，
好宝宝，吃糖糕……”多日不
见外孙，外婆积蓄已久的爱
喷薄而出，珍藏多时的好东
西都拿出来给宝贝吃。同样
是隔代亲，为什么外婆的爱
要胜过奶奶呢？这也跟时代
形势有关。在那物资相对匮
乏的年代，婆媳关系往往比
较紧张，婆婆一般都有好几
个儿女，孙辈自然也就多了，
一碗水难端平，疼哪个好
呢？再是每天抬头不见低头
见，近距离接触，难以产生
美，亲情免不了淡薄一些。

“囡囡宝，侬要啥人抱
……”这首童谣以一问一答
的形式，看似让孩子挑选谁
来抱，实则谁都没空抱。从
阿爸到阿姆，从阿姐到阿哥，
兜了一圈，大家不是忙于生
计，就是年老体弱，结果“派
来派去呒人抱，还是囡囡自
走好”。宁波老话中说到小
时候“撮鸡屙吃”，并非空穴
来风。那时孩子多，都呈放
养式，大人根本无暇顾及。
有的坐在坐车里，裤裆里积
满了尿和屎，直到大人忙完
事才来收拾；有的刚蹒跚学
步，跌倒了爬在地上捡鸡屎
吃也成了家常便饭。想起儿
子小时候，我和先生要上班，
奶奶要抱比儿子大一岁的堂
姐，只好出钱让别人去养。
虽然没有沦落到“撮鸡屙吃”
的地步，但是每天清早在熟
睡中被弄醒，再顶风冒雨送
到养户家里，也是充满艰辛
和酸楚的。再看现在的孩
子，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众星
捧月般疼爱着，真是今非昔
比啊。

“一双皮鞋美国货，两元
洋钱买来哦，三日穿过就要
破，四穿凉棚洞眼多，侬看罪
过勿罪过……”这是一首数
字童谣，从一说到十，前面是
说美国货质量不好，后面几
句是“切不过再买美国货，百
样事体拆烂屙，究竟要买什
么货，实在要买中国货”。短
短的童谣里蕴含着浓浓的爱
国主义思想，从中体现了宁
波人在某个历史阶段里崇尚
国货、抵制洋货的朴素情怀。

“宁波糕点勿推板，猪油
汤团油挪挪……”这首童谣
让我想起有一年正月，我大
概八九岁，父亲带我去舅婆
家。舅婆家家境殷实，舅婆
包汤团给我们吃，说每人四
个。我暗自想，才四个，好小
气。汤团出锅时，发现出奇
地大，芝麻猪油的香气融合
着白糖的甜，再加上糯糯的
外皮，让从没尝过汤团的我
味蕾大大兴奋了好久，同时

也把这份甜蜜永恒地记住
了。

童谣里不但折射出老底
子生活的不易和艰辛，还藏
着许多人童年的影子。“正月
拜岁吃瓜子，二月行会放鹞
子……”童谣内容广泛，从绕
口令到月令歌，从货币交易
到农事民俗，无所不有。在
童谣的韵律里，我们自娱自
乐，打量眼中的世界。

在那缺少玩具、没有游
乐设施的年代，手指可是变
幻无穷、信手拈来的好玩
具。“掂掂窝窝，猫儿做窼。”
大人把手掌张开变成一棵
大树，孩子的小手指伸到

“大树”下来做窼。“青布白
布，捏着算数。”说时迟，那
时快，大手掌出其不意一下
将其捏住。在笑声中，游戏
重新开始。“一二三，爬上
山；四五六，红绿绿……”扳
着手指数着数，我们从童谣
中渐渐长大。

曾记得，我和小伙伴们
一字儿坐在阶沿上，伸着两
条腿。一个人躬着背，拿根
小棒点着一只只伸着的脚，
大家一起念着：“踢踢绊绊,
绊过南山。南山卜咚,至尊
买牛。牛蹄马脚,缩落蹄子
跔一脚。”谁也不曾去想过至
尊是谁，买牛作甚。在晒谷
场的一隅，两个人甩着长长
的草绳，唱着“小白兔小白兔
跳进来呀，红红眼睛白白
毛”，其他人排成一队，在绳
子边上按着节奏鱼贯而入，
闪过甩动的绳子。对刚学会
跳绳的孩子来说，甩动的绳
子犹如刀山火海一样可怕，
因为有童谣相伴，恐惧感就
大大减少了。夏天的晚上，
我们拿着扇子追着扑萤火
虫，念着“火茧头夜夜来，啥
人家门口搭灯台”，每个人都
报着自家的姓，希望火茧头
到自家门口来。此起彼伏的
歌谣在火茧头的一闪一闪中
回荡在夏夜的上空，也留在
童年的记忆中。只可惜现在
难觅火茧头的踪影了。

写到这里，不禁要为作
者点个大赞。这些老底子的
东西，有些年轻人也许不屑
一顾，而这位宁波姑娘牢记
着“文化是根”的初心，为了
孩子能传承家乡文化，不怕
花钱、花精力，凭着一腔热血
走访老人，搜集童谣，斟酌字
词。她所编的绘本里，始终
包含着一个元素，那就是宁
波。此书既挖掘传统文化，
又吸收新的内容，读着会让
人会心一笑。

通俗中藏着道理，朴素
里透着纯真，经过岁月的浸
润，童谣散发着陈年的醇
香。它像一条船，从悠远的
年代驶来，把一代代人渡过
童年的河；它又像一面镜子，
折射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A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