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忠富

“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
——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
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
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
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
前，因为我需要它。”这是《挑山工》
的结尾。冯骥才在文中没有着墨于
泰山的雄姿和胜景，而是把目光投
向挑货上山的山民，描绘了他们艰
辛的劳作和惊人的毅力，赞颂了挑
山工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与此类
似的还有《珍珠鸟》，作者描绘了在
一丛绿意盎然、充满生气的吊篮里
的一只鸟笼里，一只红嘴小精灵在
快乐地飞来飞去的图景，谱写了一
曲人与动物之间的爱的颂歌，同时
也间接表达了信赖也是人类社会生

活的准则这一寓意。此文语言轻柔
婉约，却也波澜跌宕，其情感浓郁，
描绘细腻，朴素而有文采。

最近出版的《冯骥才散文精
选》，分为日历、文艺人生、大家交
往、烟火生活等 7 个章节，收录了
《珍珠鸟》《挑山工》《绵山奇观记》
《黄山绝壁松》等 70篇经典散文。
这些文章有作者对文艺创作的思
考，有对生活的感悟，有对童年旧
事、人情世故的回忆，有对城市文明
进程、民间文化的思考，可谓林林总
总，包罗万象。通过这些文章的品
读，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中可以记录
的人和事实在太多。

冯骥才的散文有情有趣有哲
理，譬如他在《父子应是忘年交》中
谈到，“当我看到了他独立的世界和
独立的人格，也就有了与他相处的
方式。对于一个走向成年的孩子，

千万不要再把他当做孩子，而要把
他当做一个独立的男人。”这样的散
文于我们来说，既有阅读的快感，也
能从中得到教益，那就是学会了如
何与子女相处。冯骥才的散文中，
更多的是一种忧患意识，譬如他在
《春节是怀旧的日子》中，谈到了民
俗的重要性。民俗不是强迫的，却
是自愿的和自律的。它是一种共同
需要和共同表达，同时每个人的精
神情感都可以充分发挥。

这些年来，一些人热衷于赶时
髦过洋节，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却
漠然处之。民俗的淡忘，相关民间
文化的消亡，民间老艺人的离世，民
间艺术后继无人，必然会淡化中国
人的集体记忆。只有留住传统文
化，才能留住中国人的根本。冯骥
才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这也是他
大力提倡保护民间文化的原因吧。

烟火生活 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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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商务

这是伟大中国的伟大前行。回顾改革
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个
重要关口，都是一次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来，中
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实现了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坚定不移
全面深化改革，谱写了改革开放浓墨重彩
的新篇章。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
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
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是
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

站在40年的历史节点上，《见证：中国
改革开放40年40人》选取40位代表人物，
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反映这可歌可泣的伟大
历程。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
者、参与者，更是重要见证者、推动者。他
们的经历与奋斗，让后人得以窥见改革开
放40年的每一次彷徨与前进，每一次探索
和成功。

10位思想家，10位创业者，10位突破
者，10位来自国际的见证者。

他们是——
作为思想者的：
胡福明：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中国最

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
吴南生：办特区的“孙悟空” 提出“经济

特区”的名称 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
温元凯：如闪电，亦如蜡烛 生动活泼，

主动学习 我愿意是火种，去点燃更多心灵；
李灏：改革，是深圳的根和魂 要按国

际惯例打篮球；
赵启正：善讲中国故事的改革者 在地

球仪旁思考的“浦东赵”；
周瑞金：初心不改的“皇甫平”；
高尚金：敢讲真话的改革家 加快改革

的步伐，迎接入世的挑战；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宽厚、民

主、真放手；
林毅夫：我是中国经济的客观派 世界

银行第一位中国副行长 贫穷不是发展中
国家的命运；

作为创业者的：
蒋子龙：不是我选择了改革 是改革选

择了我 文学是生活结出的花朵 真实是
文学最美的颜色；

柳传志：立意高远的偏执狂；
张瑞敏：企业是时代的产物 必须与时

俱进；
宗庆后：我是从底层崛起的凡人 只有

实业做强了，中国才会强大；

马云：一个中国企业家 对世界喊出
“芝麻开门”；

李书福：“汽车狂人”和他的复兴计划
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王石：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职业经理人
吴仁宝：动为苍生谋；
褚时健：我只是在认真做事；
李宁：奋斗者的气质 不做中国的耐

克，要做世界的李宁；
作为突破者的：
袁隆平：田里的雕像 我就是个种了一辈

子稻子的农民 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
屠呦呦：她是一位有个性的科学家；
杨利伟：中国人来到了太空；
钟南山：白衣天使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邓丽君：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金庸：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英雄相见，

心相惜；
贾平凹：在秦砖汉瓦间写作 记录变革

中的乡土中国；
郎平：敲响世界的“铁榔头” 把所有

“不可能”变成“可能”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最好的集体；

张艺谋：“英雄”的时代；

姚明：时代在变，不忘初心；
来自国际社会的：
基辛格：重建世界秩序怎能没有中国？
傅高义：“中国先生”的“中国雄心”；
大平正芳：中国人民会记住他的名字

从“和而不同”到“椭圆哲学”；
李光耀：“旧家”与“新家” 外交生涯见

证中国巨大变化；
费正清：心系中国 中国的大门随时向

他敞开；
拉法兰：与中国同行 我们需要到中国去；
陆克文：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萨马兰奇：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
齐赫文斯基：我走近了你，中国；
古特雷斯：中国，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
40年前，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如果现

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
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0年后，中国的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国际
社会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了全世
界的尊重和掌声。

今天，我们可以用“巨变”来陈述这40
年的飞跃。每一位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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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能汉

最近读余光中散文集《心有猛
虎 细嗅蔷薇》，甚是喜爱。一篇篇
读来，往往会产生心里对话，更有生
活气息与内心激荡和清灵的感受。

一件普通的小事，在余先生笔下
却是那样的述事得体，又给予读者深
刻思考。往往让内心在似猛虎的激
荡中，却又会令人沉静，并引发深刻
思考与联想。《我的四个假想敌》读
后，总会激起父亲与女婿又爱又

“恨”的心理感应。人们往往把闺女
说成是父亲的小情人，总有异性、父
女间那充满浓浓的血浓于水的爱，
却又在父亲的呵护下，女儿渐长。
直到女儿成年时，有了自己的生活，
当然有了爱情就会必然有了分离，带
走女儿的人当然是女婿，这是自然规
律。父亲把女婿或准女婿说成是假
想敌，而且在文字表述中活灵活现地
勾画出一段恩爱情仇，表面上是敌

对，是情感争夺，实则寄寓着父亲对
于女儿的爱，对于女婿的嘱托，是情
感相连的爱。“在父亲眼里，女儿最可
爱的时候是在10岁以前，因为那时
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眼里，她最
可爱的时候却在17岁以后，因为这
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
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
盾。”这矛盾是女儿长大成人，走向新
生活而骨肉分离的矛盾，是呵护与成
长的矛盾，也是父辈延续生命接力棒
下交的成果。

《朋友四型》把交往的朋友归为
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
趣、低级而无趣4种类型，并一一讲
述其优劣，“一个人有了这种（高级
而有趣）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
哪里去。”“第二型（高级而无趣）朋
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
识。”低级而有趣的朋友，则与高级
而无趣的朋友相反。低级而无趣的
朋友，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以娓
娓道来的笔触，教会读者善交友，交

好友，尽量交高级而有趣的朋友。
这样的散文，语言隽永，读之有种妙
趣横生的感觉。

《猛虎和蔷薇》大概是49篇散文

精品集所取书名“心有猛虎 细嗅蔷
薇”的注脚吧，或者是作者一贯倡导
的心性之理。读完《猛虎和蔷薇》即
明白，作者从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
•萨松的警句“我心里有猛虎在嗅蔷
薇”中引发联想，认为这是象征诗派
的代表。“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
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
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
驯羊。”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象
征。完整人生，应该兼有猛虎和蔷薇
两种至高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
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
笑也能哭。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
薇。这就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久负盛名的名篇《听听那冷
雨》，当是压轴之作。诚如封面所
注，“完整的人生应该达到这样的境
界：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纷
杂繁复也能纯真质朴。一句话，他
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读本书，感受到虎心虽猛花亦
艳的人生理念。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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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萍

《中国绘画横向关系史——丝绸
之路与东方绘画》要叙述的主题，是围
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主流绘画样式进
行讨论，并探求其中与中国绘画之间
的渊源关系，从美术史的角度来了解
丝绸之路的另一面。

作者从年轻时候就从事东方美术
史的教学工作，一生都在研究东方美术
史，他在教学过程中，偶然间感觉到东
方的主流绘画，都在丝绸之路的沿线
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学
术课题，也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诠释的
主题。本书的框架非常宏大，向读者介
绍了波斯细密画、印度细密画、印度阿
旃陀壁画、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绘画、中
国的壁画以及院体画文人画、朝鲜绘
画、日本绘画，与此同时，作者还在书中
简要介绍了古代欧亚大陆草原美术、伊
斯兰美术、中亚西部美术等内容，可以
说知识含量非常的丰富。阅读这本书，
一方面扩展了视野，知道了很多以前不
了解的美术概念，另一方面也了解到这
些不同的绘画样式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间有联系的。如书中就有提
到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匈奴青铜器样式
与斯基泰人的青铜器样式二者之间的
关联，并进一步推测是否商周时期的青
铜器纹饰也受到了北方草原民族的强
烈影响。而在丝绸之路的沿线上曾经
一度流行洞窟艺术，保存至今的有巴米
扬大佛、阿旃陀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
敦煌石窟、榆林窟等都可以作为佐证。
印度的犍陀罗造像艺术传至中国并与
中国本土文化不断交融，“天竺遗法”在
中国的绘画史上被发扬光大。而中国
的绘画又深远影响了朝鲜、日本的绘
画，日本的版画直接受到了明代画家仇
英的影响。日本的浮世绘又进一步影
响了欧洲的梵高、莫奈。这些有趣的艺
术交融都真实地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像
是有无穷的密码等待人们的开解。

无独有偶，日本的顶级画家平山郁
夫也很热爱中国的绘画艺术。他的一
生在丝绸之路沿线奔波了150余次，但
是他唯独钟爱中国的敦煌艺术，敦煌是
丝绸之路的重镇，按照他的话来说，从
敦煌的绘画中不仅可以了解日本绘画
的源流，甚至可以了解东亚绘画的共
性。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曾经在中国，
现在那些文化很多已经见不到了，但是
在保留的绘画中还可以见到。

本书共 50万字，600余幅插图，
无论读者对东方美术史了解多少，都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品味到独特的滋
味，是一本越读越有味道的书。

赏丝路绘画艺术
解艺术交融密码

□王忠范

当今，城乡家庭中有明显的叫外
卖、吃速食和无火饭菜的现象，这也
许是时代节奏促成的。然而，好多家
庭坚持传统的饮食习惯，吃自己喜欢
的饭菜，品尝舌尖上的食味与家味，
享受日常生活。那么，家庭菜都该怎
样做呢？《新手必会的简易菜》就是好
帮手，它会用文与图教你的。

全书介绍了鲜嫩爽口的腌拌菜、
浓香味美的熏酱菜、鲜香爽滑的熘炒
菜、酥脆适口的煎炸菜、原汁原味的蒸
煮菜、软糯浓鲜的焖炖菜、鲜香软滑的

烧烩菜和营养滋补的汤煲羹等8大类
600多道家庭菜肴的做法，内容分外
丰富。介绍每种菜肴的文字都简单
精短，说得实实在在清清楚楚，读来
顿觉明明白白。在此基础上都配以
精美的成品彩色图片，重点菜例还有
分步图解，文图并茂，又添几分吸引
力。

翻阅本书，感觉具有3个突出的特
点：大多菜类的食材普普通通，随处可
取，又便于加工；每种菜全都注重营养
搭配合理的原则，讲究颜色与形状的调
配；所介绍的做法简单简便，易懂易学
易记，皆能抓住重点环节，有利于快速
掌握与操作。如熘炒类的宫保鱼丁，只

用鱼、花生仁、红干椒和鸡蛋，食材随处
可得。而操作极为容易，只要注重翻炒
均匀，适时加入精盐、鸡精、葱花、豆瓣
酱等佐料，便可登盘上桌了。这宫保鱼
丁色泽新鲜，柔滑脆嫩，吃一口满嘴生
香。又如烧烩类的葱烧羊蹄，只用羊蹄
和葱块两种食材，做时用好老汤，注意
火候，把握住烧、炒环节，就做成了。这
菜刚一装盘，就清香四溢，叫人咂舌发
馋。

休闲之时，走进厨房，照本书的
讲解去做几道家庭菜，既学到了厨艺
又获得了劳作的欢欣。而让家人或
者朋友品味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家庭
味道，则是另外的一种满足与快乐。

舌尖上的食味家味

编辑推荐：
社会生物学鼻祖爱德华·威尔逊在

《创造的本源》一书中，以恢弘的视野、跨
学科的功力，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命题：重
振哲学。书中有着更多的跨学科交叉，
不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历史观，个性鲜明
的立论足以从不同角度启发读者。本书
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向我们阐释了创造
的本质，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创造如何
产生、如何繁盛这一问题，把对科学的理
解融入了人文之中。

爱德华·威尔逊，进化生物学家，有
“社会生物学之父”“当代达尔文”之称，
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知识大融通等概念，
创立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社会生物学等
学 科 。 累 计 获 得 过 100 多 项 国 际 大
奖。代表作有《社会生物学》《半个地球》

《人类存在的意义》等。

编辑推荐：
2018 年 是 沈 从 文 先 生 逝 世 30 周

年。散文集《水云：沈从文散文》作为特
别纪念版本，再现沈从文的生命轨迹及
深切乡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描绘
故乡湘西的一系列小说、散文作品，奠定了
他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其散文继承古代游
记、笔记的传统，素淡而动人地自叙了他真
实的人生轨迹，充满着温馨的人情之美。

本书从《湘西》《湘行散记》《云南看
云集》《烛虚》《从文自传》中以沈从文的
生命轨迹与故土情结为背景，精心收录
了沈从文的24篇散文，既有作者《湘西往
事》中的回忆、《湘行散记》中的写意，也
有水云流动的四处风景和沈从文长居城
市后的人生感悟。通过这些散文，可以
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对水这一审美意象
的眷恋，也可以体会到虽然离乡多年，但
深刻于作者骨血中的、对故土无法割舍
的情结。全书以张兆和编辑的《沈从文
全集》权威版本为底本，四度逐字比对。

在沈从文的散文中，“水”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审美意象。沈从文在水边长
大，因水而思索世界，如同沈从文自己所
说：“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
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
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
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
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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