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4】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
作者：刘奕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简介：本书以“诚与真”为主要线索，就陶渊明的
生平、作品、精神世界、文学风貌中“重要而又文献足
征”的问题与话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NO.3】
现代中国的形成

（1600-1949）
作者：李怀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介：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
史著作。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本书聚焦地
缘政治、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全面
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
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NO.2】
海边的房间
作者：黄丽群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简介：这是小说家黄丽群的代表短篇小说集。
小说家熬制典雅细密的汉语，精巧布局，将人间悲
欢斩落整齐。语言的俏皮与一个个意料之外被冻
住的结尾，以及对平凡人事细致入微的体察，构成
作品特有的文字张力。

【NO.5】
微尘
作者：陈年喜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简介：书中写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的故
事。他们是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而
作家自己的故事，贯穿始终：在地下五千米开山炸
石，在工棚和山野中写下诗篇，记录命运的爆裂和寂
静。他们虽历经生活的磨砺，却淳朴而硬扎，沉静地
诉说关于亲情、爱情、死亡、欲望的生活主题⋯⋯

【NO.1】
笔醒山河
作者：黄克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介：积三十年之功，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启蒙
人严复的权威传记。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看
启蒙先驱，如何笔醒山河。本书，深入浅出，文笔优
美，完整生动再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
挫折与所得成就，以及严复生平思想及清末民初中
国思想文化艰难转型。

好书推荐

赵宗彪先生的《木上江南》自
2021年 9月出版以来，在圈内引起巨
大轰动。这一波热潮源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锦绣
廊晓风书屋的“美好江南，自在一刻
——赵宗彪二十四节气木刻展”，国
内超过 100 家媒体竞相报道。此后
木刻展在全国巡展，反响热烈，出书
便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

赵宗彪的夫人——著名作家王
寒女士，是我的偶像。坦白地说，我
最初开始写作时就是模仿她《纯属戏
说》的文风，写一些生活中有趣的小
段子，渐渐地写一些散文、杂文、书
评，后来也写了不少推广地方特产的
软文。

我认识王寒和赵宗彪这对文坛
伉俪 16 年了，亦师亦友，颇受关照。
朋友圈时常有互动，我每年都有机会
拜访赵先生，一来是作为晚辈向他告
知我的工作生活，二来我深信“听君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希望得到指
导。他博学、低调、勤奋、谦逊、自律，
又不乏幽默风趣，对身边的人极好。
有幸，此次我也在赵先生的赠书名单
里。

2021 年 11 月 29 日，我从赵先生
手里接过《木上江南》，第一感觉就是
出版社下了血本了，设计和材质都非
常考究，这是要冲着评奖去的。果不
其然。12 月初报道就出来了，《木上
江南》入选了 11 月文学艺术类浙版
好书，这才刚刚开始，预计还有更多
的奖项在路上。此书收集了 160 多
幅精美的木刻作品，特色鲜明，风格
独具，王寒老师给每一幅作品配了优
美芬芳的文字，更具诗情画意。它是
一本极具质感的图书，更是一件值得
收藏的艺术品。

获赠书以来，我带在身边，时常
翻阅。品读春花秋月，草长莺飞，物
转星移，四季更迭。这里有幽兰吐
芳，杏花闹春，莲蓬结子，寒梅飘香；
这里有群鸟欢歌，双燕投食，猫儿慵
睡，鱼儿畅游；这里还有采莲的农人，
赶海的渔夫，仰望星空的少年，独立
雨巷的少女⋯⋯一页一故事，一图一
意境，一黑一白，极简极美，意趣无
穷。

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飞虫走兽，

日月星辰，皆可入画，亦可刀刻。赵
先生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深厚的美术
功底，使得他的木刻作品一经问世就
广受好评。简洁明快，格调轻盈，诗
意浪漫，自成一派。业内评价是：“笔
耕刀刻，文艺双栖，文艺生涯一个新
的里程碑。”作家、报人、木刻艺术家、
非遗传承人，每个身份的背后都离不
开天赋和勤奋，把天赋和勤奋发挥到
极 致 ，为 世 界 传 递 美 和 爱 ，就 是 大
家。赵先生就是这样的典范，可敬可

佩。
我也特别喜欢王寒老师给本书

的配文：
“江南初夏，樱桃红，芭蕉绿，桑

葚紫，枇杷黄，橘花白，梅子青，蔷薇
爬满了老巷子的墙。”好一个令人向
往的丰饶美丽的诗画江南，值得所有
的美好。

“古人消夏，赏花、采莲、闻香、对
弈、咏诗、坐禅、论道、卧松下、眠柳
荫。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
境。”这些词汇，听上去就很惬意，不
禁让我们反思，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离幸福近了还是远了？

“月亮还挂在半空，山峦仿佛已
经入睡，寂寞像山路一样长，幸好你
在身边。”入夜后，有清冷，有寂寞，但
有你，足矣。品读出了多年相守后的
信任和温暖，人到中年，更有共鸣。

“秋收过后，田野上有麦秸儿编
的马，在少年的梦里奔跑。”秋日原野
辽阔，丰收的喜悦和未来的憧憬，跃
然纸上。“农事已闲，从地里拔几棵霜
冻的萝卜，等待着晚上的萝卜排骨，
围炉小酒。”满满的人间烟火味，爱生
活，爱你，就是我最好的时光。

文学艺术作品，就是作者替我们
去解读世界，表达想法，传递情感。
年岁越大越不容易被这些作品打动，
成年人往往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
在营生、计算、防御，裹上厚厚的盔
甲，让自己刀枪不入，坚不可摧。可
是谁的内心都有最柔软的部分，渴望
看日出日落，花谢花开，感受万物的
美，渴望听亲人的呼唤，孩子的笑声，
收获世间的爱。我深信，心里有什么
就能照映出什么，离美的事物越近，
你也会变得越可爱，直至爱自己，更
好地爱身边的人。

《木上江南》很美，不是那种高处
不胜寒深奥的美，它很浅显，容易亲
近。就像一个知根知底的伙伴，用最
简单直白的语言告诉我们，原来可以
这么平心静气地看世界，一点点记录
那些小美好，小确幸，久而久之，你会
成为别人的风景。

品读《木上江南》，更多的感受是
赵先生的坚持不懈，在完成日常工作
同时，他每年读书超过 100 本，勤于
笔耕，著作颇丰，仍然能出那么多件
木刻作品，件件精品，非常人所能企
及。所以，读书，识人，勤勉自己，遇
上《木上江南》，也期待遇上更好的自
己。

谢谢赵宗彪先生和王寒老师！

小美好小确幸终成风景
——品读《木上江南》

丁蔚慧

周树根《山水梓桑情》出版之前，
我写过几句话，“作家周树根的散文
立足本乡本土，记录了时代变迁、描
摹了世态人情，融汇了作者对自然山
水和这个时代的感情与思考，饱含着
对家乡的深情、对文化根脉的敬意，
是一卷多姿多彩、意味丰富、值得细
细品味的世情实景图。”

这话对，也不全对。说对，是从
总体上看，他的散文确有这么些东
西。说不全对，是从细部来看，这样
一些笼统的话，还不足以讲明白周树
根散文的一些特点。因此，本文试图
再进一步，观察周树根的散文写作，
探究其散文的素材资源运用及其指
向，看看这一卷世情实景图，究竟是
怎么描绘出来的。

《山水梓桑情》中集结的 67 篇作
品，大抵如作者本人的分类，从驴行、
走村、乡愁、物语、古韵等五个主题，
反复歌颂了山川之美、抒发了乡愁乡
情。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作品里大量引用的民间传说、民
俗故事、方志、家谱、本土古诗，这是
这本散文集最大的特色。这些本土
文化资源的出现，使散文集具有浓郁
的文史味、乡土味。由此出发，当我
们把阅读的触角探入更深处，我们还
将发现，对这些本土文化资源的使
用，周树根又有着不同的指向。归结
起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资源、三
个指向。

其一，指向历史书写的民间故

事。民间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信
息，体现了老百姓的智慧和情感。作
为面向故乡的写作者，周树根的散文
引用了大量民间传说。其中，既有较
为人知的马仙传说、谢灵运传说、汤
夫人传说等，也有鲜为人知的、针对
一地一景的独有传说，如《一路山水
一路歌》中，就有猪母石、鬼门洞、仙
迹岩的传说，这些传说把一路景点串
联起来，起到移步换景、移步换事的
效果。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他
对民间故事的解释。在《敕木山行》
中，他试图把汤夫人运木于朝廷的传
说原型纳入到历史中来。通过南宋
时汤家人汤思退在朝廷当宰相的史
实，他推测传说原型为汤思退替朝廷
筹集木材，景宁敕木山的木材通过瓯
江入海，再由海路入钱塘江运抵杭
州。在《儿时年味》里，他对焐年猪、
吃隔岁等民俗做出了阐述，烧树桩焐
年猪，是“因为要守岁，焐个年猪可以
取暖”。这些解释能不能站住脚，当
然可以再商榷，但从这些解释里，已
经隐约有了通向民俗学的趋势。这
个趋势，我愿意把它看作是指向历史
的书写，即他试图在民间故事和历史
间打开一条通道，使那些看似荒诞不
羁的故事，重新纳入到可供阐释的历
史脉络中来。

其二，指向地域文化微光的方志
和家谱。周树根对景宁县志、地名志
等方志研究多年，又广泛搜集阅读各
村各姓的家谱，于是，在这些散文里，

方志、家谱和景观景点常常相互印
证，紧紧咬合在了一起。一个典型的
例子是《凄美滴水岩》中对滴水岩的
书写。滴水岩大致在景宁县城和大
均乡中点位置，周树根写探访滴水
岩，“及至周末，一行五人，负刀驱车
前往”。作为五人之一，我亲眼见他

“挥刀开路、披荆斩棘”，我们一起找
到了一块刻着斑驳字迹的巨石。因
多年来风雨侵蚀，巨石前的前人题
刻，有一部分已经几乎不可辨认，仅
存几个词语了。事已至此，按常理，
感叹一番，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想，
周树根竟再起一笔，从残刻留下的几
个词语，追到大均村李氏家谱，重新
把这两首古诗补齐了。在这里，古迹
和地方文献相互成全，已然超越了游
记，有了文史考证的味道。又如《小
溪古渡》一文，周树根从景宁地形写
到水系、再从水系特点论证清代以前
景宁小溪干流没有跨桥原因，进而顺
势写小溪古渡，又深入分析小溪古渡
运营模式，文章逻辑清晰、层层深入，
脉络起伏有如景邑山川的沟壑纵横，
堪为文集诸篇之冠。在这样一些散
文里，周树根的指向是，试图以考证、
分析的方法，将那覆盖着荒草的野径
重新整理出来，将地域文化的微光重
新点亮。

其三，指向追慕前贤风范的本土
名人和古诗。得益于多年沉浸地方
文献，周树根对景宁历代文人、县令
的业绩和他们书写景宁的古诗文都

很熟悉。这体现在文集的不少作品
中，这些作品有一种“有诗为证”的特
质。在这些作品里，他一方面极力引
用古诗，使山川形胜披上朦胧的诗
意。在《鱼漈坑探幽寻奇》里，他写雁
溪，引清代陈元颖的《雁溪诗》：“南来
标漈水成溪，旅雁曾经到此栖。借问
惊声今在否？家书一纸白云西。”这
首漂亮的七绝，使雁溪平添了无尽诗
意。不过，周树根对古诗的引用，更
重要的指向，可能还在于，通过对一
首首古诗的吟哦、使用，竭力追慕前
贤的业绩和风范。对伟材柳光华，他
引用柳的师友赠诗，勾勒出柳光华的
形象，并为其晚年命运多舛、书稿湮
灭而扼腕叹息。对高演村任氏家族，
他引福建人吴裕中在景宁任知县时
的诗，写任氏的文风鼎盛，进而追慕
任氏“诗礼传家、书香继世”的家风。
在《再上乌铁岩》里，他引用杨中台、
张九华、潘援等人的古诗，遥想古人
暮上乌铁岩的壮景，并自题小诗《与
天言说》：“已近知天命，青云尚在胸；
人生未终止，山水寄平庸。”

这首自题小诗，可以算是这部散
文集的绝佳注解了。自谓平庸的周
树根，青云尚在胸，通过一个个民间
故事、一段段方志材料、一首首前人
古诗，构筑了一个充满地域文化光泽
的散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块
瓦砾都有倔强的微光，贫瘠的土地也
有她的尊严。

三种资源，三个指向
——周树根散文集《山水梓桑情》读札

高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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