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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以宋代气象为切入点，透过宋人独
有的四时情味，展现他们对自然的深切共情，彰显
出宋代“循天时、重人伦”的农耕智慧。从这一历
史维度，我们可以洞察宋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情怀，为深入理解宋代历史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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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收录了苏童的 17 篇代表性小说，
包括《西瓜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以及鲁
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茨菰》等。17 个直呼真实的
成长与挣扎故事，写尽命运巨流里普通人的横冲
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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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是一部以浙江常山胡柚产业发展为
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重点书写了当地在
发展胡柚产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
们的壮阔情怀、奋斗精神和喜怒哀乐，深情歌颂
了大地上的劳动人民。

好书推荐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犹
豫。其一当然是因为这句话是当下流行的说
法，也是书中的高频句子，其二却因为这实在
是一句至理名言。试想，滚滚红尘，岁月漫
长，若无美食和爱的念想加持，人生会是怎样
地无趣以及无聊。

事实上，郑凌红的《红尘味道》的确是一
本关乎美食与爱的书。写的是开化美食，却
也关联着整个江南。他的笔触有时沉静有时
轻快，有时充满哲理有时诗意无限，看似天马
行空，却令人在那些蒸炊煎炒的食物里面，读
出许多缠缠绕绕的爱。

这些爱，有亲情，有友情，也有乡情。这
些人，有亲人，有多年老友，有乡间掌厨的农
人，亦有素不相识的过客。

郑凌红老师是开化人，开化是钱塘江源
头。而我与他同属钱江源。城市和乡村因水
起源，食物也是。在他的笔下，那些活色生香
的美食便似同源同宗，似曾相识。因了这份
机缘，在文字中慢慢洇染出另外一种熟悉和
亲切来。

你看，他说“味道”，“在开化话里，‘味道’
的意思等同于舒服，本地人形容一种很好的
状态时，会情不自禁地说出‘味道’两个字”。
我的老家，与开化同饮一江水，“味道”二字，
也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红尘味道》共分八卷，分别有一个浪漫
或深情的标题。对于读者来说，假如没有后
记的解释，恐怕不太能理解作者取这八个名
字的良苦用心。但若读完全书，再细看后记
的说明，便有豁然开朗之感，似与作者之间心
领神会地相视一笑。

开篇，便是开化十大碗。写的是去开化
必吃之物，亦是开化盛名在外的食物，比如开
化青蛳、清水鱼、白腊肉。它们都是开化独特
的存在。我这个外乡人，也曾不远百里，专程
去品尝过，与味蕾记忆同时留下的，是老板娘
对于家乡美食自豪自诩的语气。

自豪自诩——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春风十里，如此盛大的介绍，自然是有十足的
底气的。那些出自天然，简单又朴素的食材

里，藏着多少的舌尖惊喜。又有多少南来北
往的人们，因此记住了开化这个地方。

可为什么我这个异乡人，竟在字里行间
读出了乡愁。

那些夏日摸青蛳的场景，一片豆腐干的
儿时记忆，大热天午后翻开一块块石头寻找
虾蟹的经历，在这个仍有微凉的暮春时节，忽
然如放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出来。这
些场景，儿时的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们也
从那样的童年中长大，一步一步，走向外面的
世界。

都说见字如面，那么读这样的文字，恰如
老友重逢。

这样的共鸣，或者也是郑凌红老师写《红
尘味道》的初心吧。

在这个一切都快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
能停下脚步，去听一听那些从前的故事。他
却不紧不慢地坐下来，历时几年，为读者们捧
上了一碗浓浓的人间烟火。

他说，哪怕人不在故乡，每时每刻都在唱
念做打。

虽然，除了短暂的远游经历，大部分的时
间，他都在家乡。

身在家乡，也是有乡愁的。复刻那些渐
行渐远甚至消失了的记忆，是乡愁的另一种
表达，那是千百年文化的根系所在。只要文
字在，那些曾经的人和事便不朽。

或许也因为此，我更偏爱书中那些童年
记忆里的美食，它们同样见证过我的童年。
作者给它们取名叫“七星台”，他说这些食物
如北斗七星，熠熠生辉。拌饭、腌辣椒、酸荞
头，这些食物都是朴素的，也是物资匮乏年代
餐桌上的常客，更是巧手主妇们改善生活的
巧心思。时代在前进，食物也在更迭，如今的
餐桌上，它们的身影已经罕见，偶尔作为配角
出现，一见之下会令人油然生出一些怅惘，仿
佛看到儿时的时光一晃而过。

沉浸在书本的描述中，我经常会有一些
时空上的错觉。似乎回到少年时，晚上放学
回来，在路边的馄饨店叫一碗馄饨，看着木头
的锅盖被沸水顶得起起伏伏，馄饨在锅里忽

隐忽现，热气氤氲着脸，也抚慰着胃。这样的
时候，一颗心总是温暖又妥帖的。老板娘和
气地笑着，认真对待每一位客人，也认真对待
每一碗馄饨。偶尔能看到她包馄饨，艺术创
作般富有美感。她是我们的街坊。书中，有
很多的篇幅，写的便是这样的人。他们守护
着美食的技艺，在工业化浪潮中，固执地保留
着传统的风味，那一方小小的厨房便是他们
的舞台，一个人，几道菜，是他们波澜不惊却
又味觉汹涌的江湖。他们是美食的匠人，更
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所谓故乡，不过是那一碗永远盘踞心底
的人间至味。食物之于人，绕不开的永远是
父母亲人。他在《父亲的包子》里说：“父亲的
包子在我十来岁就打了底，舌尖幸福感的底，
吃过一次就忘不了的底。这样的幸福拉了很
长的光阴线，从年幼到走上工作岗位。时光
没有为谁停留，我努力拽着亲情的风筝线，开
启关于味道的种种回忆。”在他的笔下，父亲
的包子是承上启下的一种存在，是奶奶的情
有独钟，是他的热切期待，更是父母在寻常日
子里的相濡以沫。最平凡的烟火里暗藏着芬
芳，弥漫在那个叫“家”的地方。那些最家常
的食物细细包裹着的，都是亲情，就像母亲的
糯米饭，见证了他慢慢长大的过程，而丈母娘
的红烧肉，是他在另一个视角的成长。他把
这些统称为“三生缘”，是贴切的。

著名作家陆春祥先生在序言中说：我们
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园。他说，草木们
其实都寂然无声，有时经过树下，一张叶子会
轻轻搭上你的肩头，那也是悄无声息的。这
和写作者的状态多么相像。写作是一件如此
寂寞的事情，无数个夜晚的灯下长坐，无数次
键盘声的孤独回响，是写作者的常态。正如
陆春祥所说，写作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只是，
写作又是如此幸福的一件事，那一个个清寂
的日子，仿佛都在播种耕耘，完稿的那一天，
忽如一夜春风来，自己的世界就此春色满园。

除了食物的色香味之外，这样的姹紫嫣
红，是让作者在这红尘中日日摸爬滚打却依
然能心生欢喜的最好理由了吧。

唯有美食和爱不能辜负
黄美丰

我是土生土长的遂昌人，当我把《浙江文
史记忆·遂昌卷》捧在手上时，觉着分外亲
切。品读完毕，回味绵长。

浙西南的群山宛如一册被风掀开的线装
书，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始终在牡丹亭畔浅吟
低唱。余厚洪编著的《浙江文史记忆·遂昌
卷》，于细腻的描述与论证中，揭开这座千年古
县的神秘面纱。这部厚重若千钧又轻灵似蝶
翼的地方文史新著，绝非对故纸堆的简单翻
新，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考古——编撰者
仿佛手持人文地理学的探照灯，在人间仙境般
的山水肌理中，在斑驳古旧的门楼墙垣里，在
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在纷繁芜杂的古籍文
献里，剥离出层层叠叠的文化沉积岩。

无论是班春劝农的史实爬梳，还是文武
十番的流变考述，无论是古村古宅的意境阐
释，还是灯舞小戏的韵味挖掘，作者都充分展
现了跨学科研究的锋芒。从汤显祖政绩卓著
的清廉里，从尹起莘该洽逸趣的学问里，从龚
原易学著述的热心里，从王镃清幽闲淡的才
气里，作者将文学想象与实证考据熔于一炉，

让文化遗产不再是标本，而是持续生长的生
命体。

书中对明清移民史的钩沉令人耳目一
新。当编撰者将遂昌方言中的汀州语底层、
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弧度、畲族彩带的图腾密
码一一予以解析之时，我们仿佛看见一幅动
态的文明迁徙图谱：那些翻越仙霞古道的移
民，从四面八方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基
因。这种以文化地理学重构历史的叙事方
式，让遂昌从静态的地理名词，升华为流动的
文明容器。

书中对遂昌矿冶史的解构堪称全书华
彩。当作者将“载于典籍，享誉江南”的遂昌
金矿置于“金姑娘和银姑娘”“千人岗”等传说
脉络里，加上“矿洞遗址”的深情细描和“草鞋
换粥”的理路探析，原本冰冷的金属突然之间
有了体温。的确，那些深埋地下的矿脉，不仅
是王朝财政的命门，亦是走向水火苦难的缘
起。这种以物质文化激活精神传统的视角，
重塑了我们对文明演进的理解维度。

在非遗保护的当代叙事中，该书也展现

出了难得的思辨深度。尽管现代光影技术足
以让昆曲十番在智能舞台重生，区块链溯源
系统亦可接入千年茶园，甚至还可以用技术
复现古村落，但是作者清晰地看到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绝不能陷入技术乌托邦的狂欢，透
过字里行间，分明能看到作者敏锐地捕捉到
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的确，那些
在数字化过程中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在被
流量重新赋权之时，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的命运变奏曲。

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所有已
成过往的，皆是记忆。打开历史记忆的方式，
自然有很多。如果说每个县域都是一部缩微
的文明史，那么遂昌的文史记忆，自然也是中
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灵动的注脚。这
部由编撰者在当地数十位田野调查对象支持
下耗时数载织就的遂昌文史记忆，让我们懂
得：所谓文史，不是独守一隅的闭合的地方史
料，而是向外敞开的延绵的鲜活脉络；所谓记
忆，不是对往昔时光的纯粹抒情，而是对文明
基因的自觉辨认。

文史记忆：跨越时空的“考古”
徐慧萍

七载时光流转，于时光长河中不过惊鸿
一瞥，于丽水朗读团“处士悦读”群而言，却是
用声音织就文明脉络、以文字浸润城市心灵
的漫长双向奔赴。丽水朗读团“处士悦读”群
的朗读者们，以声为笔，以情为墨，在一个个
周末时段，勾勒出了一方充满墨香与温情的
精神园地。

朗朗之声，读悟人生。在这里，朗读是一
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抑扬顿挫间，诗词的平
仄韵辙里藏着唐风宋韵的雅致，散文的字里
行间中流淌着人间烟火的温度。朗读者们用
声音唤醒文字，让《荷塘月色》的清幽、《老人
与海》的坚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期许，
都化作可触可感的心灵共振。当声音穿过钢
筋水泥的壁垒，飘荡于青山绿水之间，落在耳
畔、沁入心脾，浮躁悄然退散，取而代之的是
与文字相拥的静谧与满足。

朗读亦织就了一张温暖的人际网。因声
结缘的读友们，从陌生到相熟、相知，在交换
书单时眼眸发亮，在互评朗诵时真诚热烈，在
活动后的茶歇中分享生活点滴。有人因朗读
敞开心扉，走出独处的孤寂；有人在共读中收
获启发，与同频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群
热爱朗读的人，用声音搭建起情感的桥梁，让
每个周末的相聚，都成为彼此生命里闪光的

“读友时间”。
更深远的是，朗读为大家推开了一扇看

世界的窗。为了诠释一首诗歌的意境，朗读
者们会溯源作者的生平；为了读透一篇散文
的内核，大家会查阅背后的时代背景。从先
秦诸子到当代文学，从东方哲思到西方经典，
朗读者们在文字的版图上漫步，让目光超越
日常的琐碎，让心灵抵达未曾涉足的远方。
那些读过的文字，终将沉淀为生命的养分，让
视野更辽阔，让思想更丰盈。

仰头朗读，俯身阅读，我的阅读，分你
一半。七年来，朗读者们写下的那一篇篇
充满人生感悟的阅读体会文章，仿佛一盏
盏始终亮着的明灯，照亮了每个与文字相
拥的清晨与黄昏。当越来越多人爱上朗
读，爱上阅读，便是将一份悦己悦人的力量
种进了时光里——那是喧嚣世界里的一方
宁静绿洲，是钢筋森林中流淌的文化清泉，
更是用声音、用文字编织的永不褪色的美好
约定。

悦读悦美，不止于声，更在于心的生长与
共鸣。七载悦读，声传文明；以声为介，美美
与共。这是“处士悦读”群的初心，更是一座
城市向文化深处漫溯的足印。愿下一个七
年，我们仍以声相和，让朗读的微光，继续照
亮城市的精神天空。

以声织梦
雷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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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作为中国寺观壁画的最后一个高
峰，广胜寺壁画在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本书以精美
的印刷和翔实的内容，为读者呈现了广胜寺
壁画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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