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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 新书速递

《人生第一次》

作为央视纪实人文观察类纪录片“人

生三部曲”的第一部，《人生第一次》一经播

出就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与口碑。在以严

苛著称的某瓣平台上，5万人打出了9.1的

罕见高分；而在以年轻人为主阵地的某站

上，51万追剧人、近30万条弹幕，为该纪录

片打出了 9.8 的高分。万千网友评价它

为：哭着、笑着、治愈着。当之无愧为2020
年度的良心之作。

洞察人间凡事，体味百态人生。出

生、上学、长大、当兵、上班、结婚、进城、买

房、相守、退休、养老、告别⋯⋯许许多多

个“第一次”串联起了我们的一生图鉴。

这里有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存哲学，

致敬每一个骨子里坚韧又乐观的中国

人。11 位明星讲述人的心声感悟；涂松

岩、王耀庆、秦博、韩童生、郎月婷、辛柏青、

王仁君、寇振海、张钧甯、许文广、阿云嘎；

他们是讲述人、观察者，也是亲历者。每

一份表达，都克制又专注；每一份情感，都

真挚又动人。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
掉我的样子(6)》

千万粉丝喜大普奔：时隔两年，《喜

干 6》终于来了！超人气漫画家白茶新

作！千万粉丝在线催更，系列漫画全网

阅读量累积过百亿！随书赠送精美拉页

《冬日故宫游玩图》和趣味漫画海报。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

样子》系列漫画讲述了一只叫“吾皇猫”

的喵星人和一只叫“巴扎黑”的汪星人和

铲屎官少年一家人的生活趣事，这些故

事汇集起来成为一场关于爱，关于成长

和陪伴的人生旅行。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

样子（6）》延续了该系列的幽默吐槽风

格，以当代都市生活中会发生的亲情、友

情、爱情以及人宠情谊的槽点、经典场景

为原型，书中的角色们迎来了更精彩丰

富的故事情节。一家之主吾皇猫穿越时

光回到过去有什么奇遇？幼时软萌的巴

扎黑是如何与少年结缘的？诗人金毛犬

写给主人的诗能否感动到你？小小少年

的大侠梦能实现吗？新朋友小乌龟身上

有没有你身边朋友的影子？《就喜欢你看

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6）》中一一为

你揭秘！

作家鲁晓敏先生对家乡的景物很是关

注，前些年就对丽水山区的廊桥颇下了些功

夫，在杂志上撰文推荐，后来又将其考察范围

拓展到全国各地。他最近的廊桥考察作品是

一本叫作《廊桥笔记》的读物，很是适合普罗

大众阅读。而且，这次是他联袂中国著名的

摄影家、也是廊桥摄影的大师北京吴为平先

生共同合作的成果。牛年春节前，鲁晓敏嘱

我写点推荐的文字，或许是出于向出版社介

绍一下这本书的价值之需。实际上，这个事

本就属于多余之举!鲁晓敏、吴为平二位先生

的大作不会因为我的文字而增色或失色。不

过话又说回来，对于向世人介绍中国独特的

廊桥文化，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孜孜不倦的一

项事业。在此期间，我也从不间断地向公众

推荐这方面的专家和好的图书、文章等。因

此，鲁晓敏所托于我来说是件非常乐意且享

受 的 事 ，实 际 上 这 也 是 我 的 工 作 和 职 责 所

在。

鲁晓敏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又

是一位极具情怀的中国廊桥研究者。2009年

以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廊桥所有的蕴藏地：

无论是华北平原，还是武陵山区，无论是渭河

之源，还是东海之滨；也无论是江南水乡，还

是青藏高原。他和摄影家吴为平先生走访了

10多个省数百座古代廊桥。他们边行走边记

录，使用通俗易懂又不乏专业精神的文字，通

过优美的叙述和意境去描写，辅以专业的照

片和精美的彩图插画，对中国廊桥的发展历

史、风水文化、宗教信仰、保存状况等方面作

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年轻人、或者是愿意

了解廊桥文化的朋友们来说，这部书无疑是

一本入门的手册，甚至可以作为《廊桥旅行手

册》用。

很多人认识我，也是通过我的廊桥研究

著作或文章。但是，我和我的学术界同仁们

更多的是关注木构廊桥技术史层面的问题，

学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并不是大众读者都愿

意坐下来花大把时间认真研读的。但是鲁晓

敏先生他们的文字和美图则又不同，他们的

定位就是在廊桥文化的普及上，因此，我常常

跟他们开玩笑，他们的文字作品更容易成为

当下的“网红”。在今天的时代，如果能够通

过文字或网络信息迅速将祖国珍贵的廊桥文

化推荐给年轻或其他年龄段的朋友们，又有

什么不好呢？我看是功莫大焉。

一年前，我和摄影家吴为平兄合作，我撰

文、他摄影，携手完成了中国公路学会主编的

《中国廊桥》一书，年底即获得了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年度优秀科普图书银奖的荣誉。在

此，我衷心地希望通过鲁晓敏、吴为平二位先

生这部书的出版，让全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廊

桥的灿烂历史和保存现状，引发对廊桥文化

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廊桥

文化的考察、研究和保护工作之中。届时，他

们二位的书无论能不能获得业界的奖赏，但

是一定可以收获广大受益读者们心中的那份

感激和嘉奖！

如果有关部门愿意将此段文字当作对

《廊桥笔记》手稿出版的推荐信，那我很乐意

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希望能早一点看到图

书的出版。

刘杰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

教授、中欧木结构构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主

任、中国圆明园学会园林古建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专委会副主任。

■ 读书沙龙

跟着他们去看桥
刘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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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了解廊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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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部书无
疑是一本入门
的手册，甚至
可以作为《廊
桥旅行手册》
用。

汪曾淇先生文字平易近人，不饰华丽。

他在《跑警报》一文中说：“西南联大的警报是

颇为罗曼蒂克的。”能在日军空投袭击下不畏

恐惧，气定神闲，是中国人骨性里的不屈不

饶，永不被征服的“不在乎”精神。

我曾一度向往西南联大。这一所“临时

大学”，因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

开被迫南迁，这是一座战时、临时性的大学，

不因仓皇集聚而流失人才，反而彪炳于世界

大学之林。窳陋辉煌相驱，浓厚的学术氛围

和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相融合，西南联大才

如此与众不同。

岁月留痕，联大师生都很有趣。做学问

孜孜不倦，形象乃身外之物。男同学蓝布衫、

长裤，顾不上“弥补”的破洞，女学生套一身阴

丹士林旗袍，上套一件红毛衣，男女无殊。闻

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也有许多衣衫破了，

并不在意，他们朴素如旧，在陋室中兀兀穷

年，不坠青云之志。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在

天朗气清的时候，不论警报响不响，都带一壶

水，挟着一卷李商隐的诗慢慢远去；或是携伴

同行避空投时，在防空洞里写下“恋爱几何，

人生三角”这类关于感情的话；又或是一个下

午泡在茶馆里，不可一日无此君，将一束光阴

付了苦茶。联大的师生心胸疏朗，步履庄重，

闲情雅致是对昆明生活的喜爱，也是心性乐

观阔达的表现。

汪曾祺先生以淡雅隽永的笔墨描绘人间

深情，他爱美食、思故乡、念家人，更在晚年

“无事此静坐”。静，是一种气质。不是一昧

地孤寂到底，空山绝隔，也不是装模作样，将

空白填满大脑，白白地浪费时间。在现代浮

躁流水的生活里，刻意追求心静成了煞风景

的事。好静者，如汪曾祺先生，数十年如一

日，晨起时静坐沙发里，一壶茶，一支烟，悠然

独坐，静思往事。往事如在目底，漫流水而

来。很多时候，思考不等于多愁伤感，而是在

静中让自己沉淀下来，下笔时心闲气静，稳固

如泰山，用一生在书写“静”，也告诉我们该多

花一些时间了解自己，想一点事，读一点书，

写一点文章。

许多文学家热爱创作的同时，也热爱美

食。汪曾祺先生亦是如此，做菜讲究实践，多

吃，多问，多看，多做。掌握咸淡火候并赋予

想象，在烹饪中心神合一，多种感官融于一

体，声色动人。“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

生也如做菜般潇洒自在。

汪曾祺先生师从沈从文，他写过关于沈

先生的两篇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前者回忆沈先生讲

课时谦抑有礼，余音未罄其意，将如何写好创

作这门学问真实化、平意化。联大的学生窥

其堂奥，才可见文学云坛上璀璨的精华。大

致有如下几点：一、人物的对话就是普普通通

说的话，尽量写得朴素，不要诗意，这样才真

实。二、作者的心要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

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

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汪曾

祺先生怀念恩师，温情脉脉，浅显的文字道出

深情的告白，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都有值得感

恩的导师，人生路漫长而不易，提挈和指点仿

若走出迷蒙雾境，逍遥纵脱，豁然开朗。

汪曾淇先生以赤忱之心绘人间草木，一

树一叶皆风景，一字一句是真情。

■ 读后有感

人间草木
——读《汪曾祺散文》有感

陈莹（莲都）

汪 曾 淇
先生以赤忱
之心绘人间
草木，一树一
叶皆风景，一
字一句是真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