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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 新书速递

《人类是怎么霸气上天的》

白茶继“喜干”系列之后，首部知识

漫画作品！吾皇巴扎黑带你爆笑长知

识！“航天热”！内容权威！中科院院士

孙家栋作序推荐！“这本漫画版图书采取

叙事与绘画结合的思路，用有趣生动的

形式展现严谨的知识，相信它会成为广

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喜欢阅读的

精品图书，也一定是普通读者了解和学

习航天科学知识的一本入门读物。”

本书用吾皇和巴扎黑的幽默傲娇画

风，演绎航天科学重要人物事件，是市面

上最生动的“吾皇猫”带着读者长知识。

本书延续了“喜干”系列漫画爆笑风

格，新书中更加丰满的角色个性带来了

更加丰富的故事情节，同时还增加了大

量的航天科学知识。

本书除了可靠的知识基础，吾皇巴

扎黑的风趣幽默，让读者在哈哈大笑中

获得知识。这是一本你看完就想推荐给

身边人的漫画知识作品。

《中文桃李》

《人世间》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

声长篇新作，聚焦时代更迭之际青年人的

彷徨与坚守，亲情、爱情、友情，理想、现

实、前路⋯⋯沉浮间，当执否？如何执？

一对“80 后”中文系男女爱的告白，选中

人生之侣，即是选定命运。

2000年，中文系新生李晓东和徐冉在

去往大学的火车上初遇，小小的冲突后，彼

此的印象都堪称不佳。他和她都没想到，

这是一场漫长的缠绵抑或纠缠的开端。

传道、授业、解惑⋯⋯大学里道理分

明的为人处世，在象牙塔外却陷入重围。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难道真会以

另一种形式，在新世纪上演？

家乡、省城、北京⋯⋯人生轨迹的迂

回曲折，无非是寻觅一方安居之地。总要

等到奔波疲累后，才蓦然发现：此心安处，

即是吾乡。

梁晓声，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全

国中高考热点作家。作品因备受中小学师

生喜爱而获得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

奖，多篇作品入选语文课本和考试试题并

且登上《朗读者》等节目，由其作品改编而

成的影视剧均引起了时代的热议。代表作

有《人世间》《雪城》《今夜有暴风雪》等。

翻开鲁晓敏的新作《廊桥笔记》，好似开启

一卷尘封千年的“千里江山图”。“画卷”中的那

廊桥，是连接道路的建筑。它星罗棋布，零星散

落在青山绿水之间。它们或横跨绝壁险滩之

上，或高悬于深山峡谷之中，或浮于江河溪流之

上，或静卧村落市井之中。它们好似中华文化

的图腾，亦或是华夏文明的符号。

回溯历史，悠悠两千载。中国的廊桥起源

于秦汉，繁于唐宋，盛于明清，没落于近代。

每一座古廊桥都承载着中华的文化，演绎

着重要的且多重的角色。每一座古廊桥都有着

自己的风云故事和民间传说。它们是百姓休憩

的场所，是祭祀的神庙，是交易的市场，是娱乐

的平台，是地标的建筑，是精神的家园，更是团

结乡民的纽带，传播文化的长廊。它们的建设

大多来自地方百姓的众筹，或是地方乡贤名仕

的捐造。它们就好似一座座艺术品，镶嵌在江

南的青山绿水中。

数年来，鲁晓敏花费大量经历，助力中国廊

桥的收集和梳理。他以行云流水的文字，饱含

情感的语言，重点研究了丽水地区的廊桥。以

点带面，以丽水廊桥为发散点，梳理和叙写中国

廊桥两千多年的历史。

阅读《廊桥笔记》一书，就像是鲁晓敏老师

在我面前娓娓道来。我跟随他的脚步穿行在丽

水的崇山峻岭之中，山水密林之间，溪流江河之

上。春去秋来，冬雪夏阳，他跨越万水千山，用

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丈量处州大地，找寻和记

录着。我看到了他站在廊桥中，久久驻足。他

拿着手机，用语音记录和现场撰写眼前所看见

的和当时心境感受到的一切，有时候一讲就是

半个多小时。在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开始安心

整理语音，梳理文字，分类成写作的素材。

有人说鲁晓敏见到自己想创作的东西就开

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人说鲁晓敏创作

太过于专注，以至于听到身外的声音。但我认

为他只是对这些历史的建筑，这些先人所创作

的华夏文明心生敬畏，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我们总能在感受到文

学的同时，找寻到地方历史文化和华夏文明的

印记。

正如这部刚刚出炉的新作《廊桥笔记》一

样，鲁晓敏的每一篇散文都富有地方历史的质

量和文化张力。这般好文，再加上吴卫平先生

的一百多张极富视觉冲击力和历史价值的廊桥

记录摄影作品，可谓是珠联璧合，日月同辉。

《廊桥笔记》呈现给读者和世人的不仅仅是

中国五大廊桥群、十七个典型廊桥的建筑风貌，

更是从丽水廊桥所折射出来的中华上下五千年

华夏的文明。与其说，此书是记录中国廊桥的

历史文化书籍，是一部探讨中国廊桥在当代历

史阶段的主要功能和文化意义的书籍，倒不如

说是，这是一本记录和折射华夏文明和人类创

造的闪光笔墨。

“开门见水，遇水搭桥。”中国古人用智慧优

化了生活。鲁晓敏用脚步、用笔墨，收集和找寻

古廊桥、古村落等历史遗存。正是因为有像鲁

晓敏这样的文人，让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华

夏文明源远流长。《廊桥笔记》更像是历史文化

中的梳理，时光的印记。

廊桥，是连接道路的建筑。在日常生活中

或许不是那么的让人起眼，但是在曾经的年代，

它是一个地方的精神文明。它也是我们中华上

下五千年，华夏文明创造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如

同浩瀚星辰里的一颗璀璨的星星。

看着这类历史文化书籍，我总会心生波

澜。一是作者的苦心和用心令我感动，心生敬

意。二是华夏的文明，中国先民的创造和智慧，

令我为之动容，深感敬佩。

■ 读后有感

每一座廊桥都是华夏文明的符号
——读鲁晓敏《廊桥笔记》

殷俏（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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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别致的廊桥静立在潺潺的流水上。跟

随着作者鲁晓敏的一字一句，如同深入桥的内

部，亲手触摸到巧妙搭建而成的坚韧的骨架，它

如此清凉，又充满人的温暖。透过缝隙，数不清

欢笑或忧伤的步子匆匆掠过，千百年过去了，人

们仍需要一座廊桥走到对岸，在流水之上，在人

的心里。

“廊桥兴起于秦汉，繁荣于唐宋，鼎盛于明

清，没落于近代”，随着民族大迁徙的脚步，廊

桥沿着“马蹄形”长线向南传播。作者借星罗棋

布的廊桥，向人们徐徐展开了一副浩繁的历史

画卷。在“廊桥前传”中，马可波罗跋山涉水来

到成都，正被气势恢宏的“安顺廊桥”所震撼：

“桥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桥下是穿梭往来的船

舶，桥头连接着热闹的街市，一座廊桥尽显天府

锦绣。”执看画卷的我，仿佛穿越时空，也被那

景象震慑住了。

我没有见过廊桥，甚至对于桥的概念都是

单薄且贫瘠的。作者以优美动人的笔触，将他

多年来走过的廊桥生动再现，一个个关于廊桥

前世今生的故事，更是让我大开眼界。廊桥像

星星一般散布在中国的高山峡谷、田间地头，建

在水口的廊桥，除了具备交通功能，还寄托着人

们朴素的风水理想。人们日常在这里贸易、休

憩、集会、祭祀，构成廊桥的每一根木材，每一

块石头，都饱含当地人酸甜苦辣的生存记忆，并

在风雨的摧残下日渐凄美。

由于日晒风吹、水火侵袭等原因，廊桥屡遭

毁灭，却又被不断重建。廊桥坍塌后，一座崭新

的廊桥又起来了，在世世代代的努力下生生不

息。当百年后的河流已经干涸，廊桥仍然屹立

在那里，在人们心中，廊桥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

号、精神信仰，它缩聚成一个破折号直指繁华的

往昔，灵魂的最深处。

在众多纷繁的廊桥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

属位于河北井陉县苍岩山的桥楼殿，它横亘在

两座悬崖之间，“上接天际，下临深渊”“屋顶铺

着黄绿相间的琉璃瓦，红漆窗花组成一面红彤

彤的廊墙”，远远望去，桥楼殿像一枚镶嵌着红

色朱砂和彩琉璃的半块戒指，刚好卡在陡峭的

山峰之间，夕照下散发着凄艳的光芒。作者站

在已经一千四百多年的桥楼殿上，不禁感叹：

“此生何处是归宿？”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像一片叶子发

芽、枯萎，最后归于泥土，完成一个生命的季节。

或许我们一直处于自以为真实的虚幻世界里，那

些我们在手中紧握的东西，见过的人和风景，在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皆是留不住的梦幻泡影。

书的末尾，作者以“廊桥会成为一场遗梦

吗？”为题，道出了廊桥不容乐观的生存现状

——“不少廊桥处于废弃和任其自生自灭的状

态，每年有大量的廊桥坍塌和损坏。”现如今，

我们的网速越来越快，大厦越建越多，一些廊桥

却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渐渐消逝，直至世人忘却

这段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历尽沧桑的廊桥以

绝美的姿态让人放缓脚步，却无法让自己慢慢

老去，荒草丛生处，桥在无声地叹息。

合上书，脑海浮现出的廊桥不再静默，它跟

随着风和流水轻轻地呼吸，以极其轻微的起伏

撼动人心，并将包裹着我的外壳一点点敲落，带

我去往时间的另一端——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

的美丽世界。

会呼吸的桥
——读《廊桥笔记》有感

冯惠新（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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