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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房

身处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面对欲
望和遗憾？如何看待生死、得失？如何寻找
生命的意义？如何提升人生的境界与格局？
这些有关“安身立命”的古老命题，著名作家
王蒙在他的新书《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
章》里作了探究。

新书中，王蒙带领读者从五千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人生的力量，寻找这个时代的
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准则的源头，提取古代
文化中至今依然对人类生活不乏启迪的内
涵。《天地人生》日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蒙出生于 1934 年，今年已 88 岁高
龄。他在18岁时就写出了后来享誉文坛的
《青春万岁》，既当过新疆边陲的生产大队副
大队长，也做过文化部部长，一生经历堪称传
奇，创作出各类文学作品数十部。王蒙至今
笔耕不辍，2017年12月，他的中篇小说《奇
葩奇葩处处哀》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
篇小说奖，2019年底他的中篇小说《笑的风》
在《人民文学》发表。2019年9月，王蒙长篇
小说《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

篇小说典藏”。同年9月17日，王蒙被授予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论语》《道德经》《逍遥游》《尚书》《周
易》《春秋》《史记》《传习录》……这些中华典
籍，浩如烟海。《天地人生》做到了由博返约、
深入浅出，以作者近90年人生阅历为基础，
用生活化、哲理化、思辨性的语言解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揭示其中的丰厚内涵与深远
意义，回应时代新声。阅读该书，可以感受
到王蒙所写所述的这些文化要义，都曾在他
所经历的人生岁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都经
过了时间的考验和人生的检验，融入时代的
处世哲学与独特智慧。目前该书已入选中
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查核
与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
幽情、怀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
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
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
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在《天地人生》一书
中，王蒙总结半生研思，从对传统文化的体悟着
手，以精辟的点评论述，时不时探骊得珠般发掘
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理念。

如论勇敢：“孟子贬低匹夫之勇、血气之
勇、一夫之勇，认为那是廉价的也是解决不了
什么问题的。苏轼在《留侯论》中，更明确提
出‘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
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王蒙认为仅
仅表现为易怒，拔剑而起，敢于拼命，并不是
真正的勇敢。中国古代圣哲提倡的是清醒的
勇敢，慎重的勇敢，有影响力与组织力的人众

的勇敢，理智的勇敢与战略的勇敢，而不是一
时的莽撞与冒险。

王蒙自述书写《天地人生》的行文风格：
“我尽量把谈中华传统不变成谈古代的事，谈
很遥远的以前的事，而是好像我们谈家常一
样，好像我们一块交流生活的经验一样。”这
种将原典文本与接地气的点评紧密结合的写
法，亲切而且实用，令人印象深刻，也在很大
程度上便利了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使本书成
为一册几乎人人适宜、随手一翻总能各有收
获的优质传统文化读本。

论学习时王蒙写道：“人生是自学所造就
的。人最重要的老师是明显成长了、更加渴求
成长的自己。”论人生乐趣时王蒙写道：“应该做
到的是，随着自身人格的发展完善，终于感到，
修身才是人生的第一大享受。”论餐饮文化时王
蒙写道：“餐饮文化也发展了、创造了家庭、个人、
友人，尤其是情侣相伴相爱、共同享受生活生命
的幸福。”论做人时王蒙写道：“一般地说，趋利避
害、奉公守法、努力完成本职劳务的人就是好
人。但如果一个普通人不仅关注不可大意轻视
的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热炕
头，同时还能热心助人、注意乡里公益、维护社
区和睦平安……就大大高出常人一步了。”

88岁王蒙出版新书《天地人生》

以人生阅历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万建辉

张永祎的新著——洋洋75万言的散文集《此情此景》，
以“情”为核心，将亲情、乡情、感情、心情、深情、事情、神情、
动情、倾情、凝情和激情等生动演绎出来，可谓情之大全，是
学者散文的新收获。

人世间情感万万千，什么样的“情”可以成为书写的
对象呢？作者给予我们一个十分别致的回答，那就是要
遵循情感价值率和情感反应率。因此，我们看到作品以
多个短章汇聚成11个抒“情”专辑，最后凝聚为“言人所想
言，言人所不能言”的亲情、友情、爱情、乡情和爱国情。
这部散文集并非空泛地写各种“情”，而是依景入情、以景
衬情，情景交融，景为情设，情从景出，将以情感抒发为主
要元素的散文文体特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作品中对
于亲朋好友的描绘大都由身边小事写起，构筑某种具有

“景”效应的丰富而生动的细节与场面，充溢着浓郁的亲
历性和纪实色彩。譬如写外婆、大伯、大姨、父母、姊妹、
子女等家人及作者本人的《岁月如花》《父爱如山》《我的
大伯》《妹妹》《父女校友》《少年不识愁之味》《家长会》等，
以及写同学、朋友和师长的《怀念吴功正先生》《青春是一
出戏》《心有灵犀》《友情无价》等。这些作品往往以平实
语态叙述作者生活中所见所闻之人和事，在夹叙夹议之
中将情感的抒发逐渐推至高点，直至将由此所生发的翩
翩联想、所触动的纯真和善意、所烘托的情感与认知进行
卒章显志，充分显出作品的情真与文美。至于那些偏重
于“游记”的篇章，如《一眼望千年》《恍如隔世的老门东》
《七里山塘：一半是河，一半是街》《扬州东关街》等，更是
将情景交融发挥到极致。作品里还有另外一类不重叙事
而重在说理的随笔性文字，譬如阐释江南美学观的《诗意
栖居的江南美学》《我的江南美学观》《有一种发现，叫江
南》，研究网络时代阅读的《微信诚心》《网络时代尤喜书
香》《“阅读经济学”的机敏与智慧》，思考绰号、地名、书
信、语言、数字、旗袍等各种文化现象的《“绰”海泛舟非闲
情》《地名的文化底蕴》《“音”语逼人》《数字的美学意趣》，
聚焦影视作品的《岁月如歌》《光阴成就经典》《从“+故事”
到“故事+”》等。在看似记录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实则
视域广阔、立意高远、格调雅致的呈现中，作品实现了学
者散文知性与感性的水乳交融。

在我看来，学者散文最为重要的审美特性就是在于
知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以作者的学识、学养为核心进行
诗意阐发，拒绝滥情、矫情或作秀。《此情此景》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理趣”。在作品中，作者并未做掉书
袋之状或好为人师之态，而是于谈笑间叙事、说理、议论、
抒情，尽显其有趣味有格调之学者气质。譬如，作者将一
位五音不全却酷爱唱歌的“麦霸”朋友比作“著名男‘走
音’歌唱家”，其能耐就是唱醉自己、唱跑别人；在《修改进
行时》一文里，写自己喜欢写文投稿，但常常是稿子“雄赳
赳地投了过去，又气昂昂地回来了”；在《山芋腔》里对自
己方言腔调的自嘲“只要有山芋长期浸泡的历史”，跑得
地方再远、时间再久，“都能闻到山芋的味道”。这种“理
趣”并非插科打诨、低俗搞笑之词，而是融合了才情学理
知性的感性抒发，令读者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这一方
面充分彰显出永祎散文的独特个性和文体魅力，另一方
面也是应对融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的一剂良方。

知感交融的情感抒发
——读散文集《此情此景》

□ 王 晖

□ 本报记者 陈 洁

12月4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令人振奋。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
年，一本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撰写的《银
汉逐梦》以亲历者的视角，展现出中国航天人铸造飞天梦想
的家国情怀。

《银汉逐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诗歌、歌词、
散文三大部分约130余篇，以诗文形式记录了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实施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作者陈善广是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航天员
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
师兼人因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见证了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发展的每一个脚步。

“嫦娥”问月、“北斗”指路、“夸父”逐日……一个个充满浪
漫与诗意的名字，展现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与文化传
承。而作为直接在一线参与的航天人，他们每一次的“追寻”和

“探索”，内心的澎湃也从文字中倾泻出来。其中，诗歌篇和歌
词篇均抒发了作者对航天辉煌成就与拼搏精神的赞颂。

在“逐梦飞天”的征途上，高精度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
航天器在轨运行中最复杂的技术之一。2011年11月3日，
他用一首《贺天宫一号、神舟八号首次交会对接成功》抒发
了见证“太空之吻”的豪情：龙翔凤翥，迢迢银汉路。天宫神
舟比翼舞，不须鹊桥会渡。东风远望天链，环环精测妙算。
将士智勇无阻，谁人堪与比肩？

今年是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十周年，再读当年
他写给景海鹏、刘旺和刘洋等神九飞行乘组的《出征时刻》
依然心潮澎湃：尽情去飞吧我的战友，璀璨的星河把你景
仰。浪漫不只在花前月下，天宫里演一幕龙飞凤翔。飞吧
飞吧我的战友，当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那是你用燃烧的赤
诚，为祖国赢得荣光！

散文篇的内容则主要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脉络为
主线展开，对历次载人航天飞行进行了回顾和展望，真诚倡
导和平开发利用太空，守护人类共同家园的理念，具有浓郁
的时代气息。

文艺评论家高占祥认为，《银汉逐梦》是一部兼具
文学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好作品，很值得一
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坦言，《银汉逐梦》可以
让更多人走进航天人的内心和生活，领略他们的梦想
和圆梦的心路历程，体验他们的情怀和无怨无悔的倾
情奉献。

驭剑九天寻梦去
——一位航天人的诗意记录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近日，叶弥长篇小说《不老》研讨会在
南京举行。这部作品在出版前就已经入
选国家“十四五”原创文学重点出版规划，
入围了中国文学作协攀登计划和影视改
编前期计划的首批作品，并荣获了首届凤
凰文学奖评委会大奖。

叶弥，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
品《香炉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
小说奖；短篇小说《天鹅绒》被姜文改编
为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她的最新长
篇小说《不老》讲述了江南女子孔燕妮
对爱的美好追求。20 世纪 70 年代末，
35岁的孔燕妮在等待男友出狱前的25
天里，结识了从北京到江南小城吴郭的

“调研员”俞华南。在陪着俞华南“走
访”的日子里，吴郭城里的各色人等也
纷纷出场。孔燕妮的真挚与无畏令俞
华南折服和爱慕，俞华南的神秘和博学
也让她心起涟漪。两人若即若离，却心
有灵犀。11月 18号，男友即将出狱，俞
华南要回到北京，未来会怎么样呢……

叶弥想借这本书写一个与众不同的女
人，在时代嬗变中，顶住家族的阴影，顶住
流言蜚语，顶住失业的压力，也要坚持去
爱，爱一个人，爱众生。她要用爱去对抗时
间、苦难，乃至衰老。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李敬泽评价说，我们在叶弥的作品
中能够无意识地看到她所在的“江南社
会”，以及从她的江南社会中所引发出的
人和人的关系，“这对叶弥来说可能属于
一个作家的无意识，细看后又会发现可
能是她强烈的有意识。”

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
评价说，叶弥文字表面俏皮犀利，人物内心
丰富，“她很难被定义，任性地做她自己”，
可对写作非常笃定，内心的澎湃全部献给
了她的作品。

“‘老’其实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概念
里蕴含着平庸、生命力衰退、激情的衰退和
麻木，‘不老’意味着和时间的对抗，和平庸
的对抗，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弥老师找到了
一种如何反抗‘老’的方式，就是‘爱’。”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说，在爱情关系里，一般
情况下男人是主导者，女性是追随者，但孔
燕妮并不是简单的追随者。她渴望的是一
个精神的交流，甚至跟俞华南多次说过你我
是平等的，她需要的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交
流。“不管是为了‘不老’谈恋爱，还是谈恋爱
为了‘不老’，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自我的确
认，这是这部小说非常动人的东西。”

用爱去对抗时间、苦难和衰老

□ 本报记者 王 慧

12月2日，“白话胶囊——丁捷新书及
其文学绘画分享会”在南京凤凰书城举行。
丁捷从日常生活捡拾和记录零碎感悟和灵感
火花，把哲学智慧的真知灼见、文艺才情的精
华荟萃，浓缩成了一粒“白话胶囊”，简单直接
却又意蕴深刻，直抵人心，又让人心生共鸣。

“你负责批评别人，我负责做自己，我
们分工不同，心情和处境当然不一样。”

“南方人是茶，经得起时间，越泡越有
味；北方人是咖，气息扑鼻，一见如故。”

“今日只扫门前雪，明天必然全村老少
无法出门；雾霾无眼，污水无根，放任一厂
之污，转眼殃及全城。”……

这本《白话胶囊》中，收录了265条洗练

的短章格言，幽默趣味、雅俗共赏，这其中，有
对风月人情的解语打趣，有对个人经历的回
望追忆，有对文艺创作蹊径的求索发现，也有
对生活自我的超脱开悟。丁捷以三言两语的
冷幽默白话，浓缩成心脑大补的胶囊，字里行
间溢满了智慧的力量和治愈的温度。

丁捷坦言，这部书对于自己而言，是一
本小书，“我们这一代人喜欢写长文章、说
长话，我想通过这本书来尝试把自己要表
述的内容说短一些，是零碎、琐杂情绪和灵
感的结合。”

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
评价丁捷，他的外表一贯是平稳成熟的，但
作为创作者，他又有着“嚣张”的内在，《白
话胶囊》体现的是他的爆发力。

《白话胶囊》中，还收录了丁捷多年创作
积累的绘画作品，这些创作没有拘泥于生活
里的一事一物，而是天马行空地涂画，变形、
组合、幻化，细腻的笔触、抽象的线条，仿佛
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如梦亦幻的世
界。丁捷说，“我通过写作来承载自己的使
命，通过绘画让自己放松。写作是一种深度
思想的调动，绘画大部分时间涌动的是情
绪，传达的是我对美的向往。”

在江苏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董水荣看
来，丁捷通过梦境观照世界、解剖人性。“其
实他的绘画秉承了其在文学上的视角，尤其
擅长现实与梦境交融的表达方式。”南京市
书画院院长、金陵美术馆馆长刘春杰说，从
丁捷身上，看到了一位作家的艺术“颠覆”，

“把画画得不像我们认知里的画，可偏偏又
是极好的作品，你不熟悉，却看到了一种新
奇的美，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性格，这就叫
艺术，就叫创造。”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邢健健
认为，“丁捷的绘画通过抽象的笔触，刻画了
一种既发自自由内心，又来自教养理性的冲
突，自然又自在，让人着迷、不适、亢奋。”

一粒文学与绘画的“白话胶囊”

几天前，收到王干老师的新著《人间食单》，
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书中写美食、写故乡，写
南京和北京，许多场景都让人非常亲切。我只
能说，这不是一本简单写美食的书，而是一本让
人“乡愁四起”、用“味蕾”复活人生记忆的书。

复活记忆：在开篇《里下河食单》里，王干
写了“米饭饼、高邮鸭蛋、慈姑、烂藕”，仿佛一
下子把你拉回到那个清贫苦寒的日子里，某
种程度上，这些食物，是我们里下河老百姓集
体的饮食记忆。

我们透过“米饭饼”，看到的是惜物和节
俭，过日子的不容易；写“高邮鸭蛋”，是强调“高
邮土”才是腌制好鸭蛋的关键，尤其是文中杜
老那个“尝土”的细节，那份乡情让人落泪；而

“慈姑”这种食物，对里下河人民是有恩的，听
我的父辈讲，历史上遇到大灾年，正是“慈姑”
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而写“烂藕”，哪里是写
食物，分明是写卖藕人，那个喜欢用唢呐吹淮
剧的哑巴，四处漂泊，入夜就睡在人家柴火堆
上，想家了就吹一段淮剧的调子，令人动容。

历史是镜子，王干写故乡美食的文字，不
仅是复活了乡愁的记忆，更像是一口故乡的
井，把你拉回生命的原点。人生是需要参照
物的，所幸有故乡美食这样的“井水”，如此甘
甜，让人清醒，让我们有了继续赶路的力气。

敏感味蕾：王干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兴化
水乡度过的，文中记叙他童年在河边抓虎头
鲨和螺蛳，用火烤青虫，游水一个猛子扎下
去，就能捞上一捧蚬子，让我十分羡慕。我甚
至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他“野”，以致写不出
像他这样接地气的文字。

众所周知，食材是做好美食的基础，如果
再了解食材的来龙去脉，就会更高一个层
次。所以王干写“鱼鳔花生”，写“河蚌咸肉
煲”，写“江南三鲜”，特别入味，就是童年和少
年打下的“天然”的底子。

王蒙先生曾经问王干，淮扬菜有何特
点？王干回答：“刚出土，刚出水，刚出锅。”不
愧为有天然底子的评论家，这“三刚”真是抓
住了故乡美食的“麻筋”。

上世纪80年代，高邮人提到县城的“一
招”和“二招”，没有谁不知道的，而在那时候，
王干就认识“一招”的孙大厨和他的徒弟张建
农，说实话，在那个年代，能真正跟厨师交朋
友的文人，还真不多。这本书中，王干写到高
邮的“汪味”“随缘”和“祺菜”等餐馆，提到与
许多大厨有密切的交往，难怪他写美食如此
得心应手。书中写到王干在扬州吃“脂油菜
饭”——正是他的提议，开席之前先来一份

“脂油菜饭”，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味蕾最敏锐
的时候，才能体会“脂油菜饭”的妙处。

文人审美：江南文化有个特别的属性，凡
是出彩的东西，都是文人参与的：园林、昆曲、
古琴、苏绣、明式家具、紫砂壶等等，美食也是
如此，像苏东坡、张岱、袁枚、李渔、汪曾祺，他
们都是传播美食文化的高手。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觉得散文大致分三
种层次：就事论事，记录生活的轨迹；发现光
亮，写出事物背后的东西；文人审美，将描写
的点放在历史上来审视。

我在阅读这本《人间食单》时，总会感受
到有种气息在文字里涌着，让自己莫名其妙
地被打动，后来才发现文字中有种叫“文心”
的东西，时不时就会出来打你一下。

在这本书中，王干不但写了汪曾祺、洛
夫、谢冕、汪朗等许多文人对美食的态度和趣
事，还更多地写自己在全国各地游历时，对美
食的思考和审美感受。

比如写爱清洁、不堪污水的蚬子，写在
工业污水中如鱼得水的小龙虾，两种对比，
进而得出“鱼犹如此，何况人乎”；比如在云
南临沧普洱车间，看见那些年复一年、手工
用大石头压茶的女工，写出“在茗香飘溢的
茶楼会所里，其实也有劳动妇女的汗水在
飞”；比如写太太在北京办公大院发现“马兰
头”，挖回家包了汤圆，“水里一煮，那青涩的
绿，盈盈飞扬——能不忆江南”。

像这类有感而发，在书中几乎比比皆是，
我以为这种“文人审美”，这种在美食背后呈
现的点点光亮，才是散文中最值钱的东西。

《人间食单》，用“味蕾”复活人生记忆
□ 老 克

文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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