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书 速 递

《白人的工资》
大卫·R.罗迪格 [美] 著

这是美国劳工史权威学者、 “默
尔·柯蒂奖” 得主大卫·R.罗迪格作品
首次引进。 一部三十年长盛不衰的经
典， 一部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必读之
书。

《人命关天： 清代
刑部的政务与官员》

郑小悠 著

本书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 各
类典章、 档案、 文集、 年谱、 笔记
等史料， 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作
出了详细梳理。 同时， 在制度史研
究中引入对人、 事的考察， 刻画了
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
僚形象， 由案件的驳议往来， 再现
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
法理、 人情、 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
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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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思 同 才 情 的 巨 量 融 汇
———《李恒瑞文集》 读后

江 涛

近悉资深文学编辑、 知名作家诗人
李恒瑞数年前出版的 《李恒瑞文集》 年
初入藏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
馆， 前期已有省市县图书馆、 院校图书
馆及作 （农） 家书屋等馆藏 ， 备感欣
慰。 眼前一张敦厚而和善却不苟言笑的
面容不时浮现。

《李恒瑞文集》 （下简称 《文集》）
8 卷 ， 囊括小说 、 散文 、 诗歌 、 散文
诗、 杂文随笔、 儿童文学、 曲艺、 文艺
评论等 8 种文体， 几乎把文学门类各个
品种盖全了。 这是作者数十年间从事业
余文学创作， 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多达
1100 万字作品中的精选， 共约 320 万
字。 这还不包括他已经出版的长篇童话
《灵狐贝比》 和已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
此前， 他业已出版过上述各个文体单行
本 22 种， 诸如散文集 《大野情怀》， 诗
集 《落英集》， 儿童文学集 《快乐的小
精灵》， 曲艺作品集 《曲林杂丛》 等等。
真是书山多路， 学海无涯， 一摞用苦奋
磨砺， 精诚打造的累累果实， 需要付出
多少无可估量的心血与汗水。 如此巨量
的文学作品与著述的发表出版， 不要说
在淮南本土还没有先例， 就是全省也是
不多见的。

《文集 》 8 卷 ， 320 万字不同体裁
（题材） 的巨量作品， 我不能也无法一
一道出它们的内容与艺术表现特点， 我
只凭逐卷读后的一些触感粗略地谈点收

获的心得。
一部 《文集》， 多姿多彩， 高品优

质。 “散文卷” 题材宽泛， 激情饱满，
语言优美流畅， 叙事与抒情并重， 豪放
同清幽兼蓄。 尤其抒写家国情怀， 天籁
月色， 山河美景， 人物风情， 尽皆如吐
如诉， 让人牵系思情， 回味不尽。 “诗
歌卷” 一翻阅就可以看到作者秉承了民
族风格及传统表现技法， 注重诗美意境
与诗咏韵涵。 无论精短小诗或组诗长
句， 尽皆节奏明快， 跌宕起伏， 琅琅上
口。 “散文诗卷” 是作者最为看重， 也
是发表量最多， 影响力和覆盖面最广，
取得创作成就最大的一种文体， 得到前
辈作家的高度赞赏与众多读者的喜爱和
好评。 满眼皆诗材， 无处不成文， 于博
大精深中见绮思， 纤小细微中透哲理，
既有山呼海啸， 又有鸟鸣虫吟， 小中见
大， 自成一家， 独具特色。 “小说卷”
是以短篇和微型称著 ， 情节构思的奇
特， 故事内容的曲折生动， 人物形象的
个性化， 以及题材涉及的社会人生， 市
井人文， 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姿彩纷
呈， 兼有活泼多样幽默风趣的语言表
达， 横生了读趣 。 “杂文随笔卷 ” 的
特点也较为鲜明 ， 作者选取大千世界
形形色色的诸多世相 ， 抒发对人间社
会和现实生活爱恨交织的情结 ， 其中
有对种种陈规陋习的讥讽 ， 有对腐败
丑恶现象的鞭挞 ， 有对文明良善美德
的颂扬， 说理深透 ， 笔力有度 ， 传播
的都是倡导文明精神正能量 。 “儿童
文学卷” 也同散文诗卷一样 ， 是作者
文学创作的一大强项， 全卷分为童诗、
童话、 儿童散文三大类 ， 几乎各地儿
童文学报刊都有刊载 ， 也是收入作品

选集及获得奖项最多最高的一个品种，
其中仅一篇儿童散文 《荷叶伞 》 就入
选了多地小学语文教材。 作者富有对大
自然纷繁物种极强的想像力和对孩子天
性心灵深透的捉摸， 从卷中无不可见到
一个鲜活的充满天真烂漫异想天开的童
心童趣世界。 “曲艺卷” 是我惊诧到难
以置信的一卷。 曲艺属于通俗文学， 一
般来说搞高雅文学的都不大可能涉及，
而这里作者恰恰涉及到快书、 琴书、 坠
子、 弹词、 数来宝 、 相声等 ， 品种齐
全， 面面俱到， 出手不凡。 尤为可观的
是他的这些曲艺作品发表的覆盖面占到
国内省级群艺刊物的百分之九十， 不仅
如此， 他还出版了曲艺专集， 有的作品
获奖， 还有的搬上了演出舞台。 “文艺
评论卷” 中除详尽表述作者自己如何走
上文学人生之路， 读来感人至深外， 此
卷多是为本土数十位作家、 诗人、 艺术
家出版的文学专著、 书画艺术等撰写的
序言和作品的赏析文章， 还有对诗歌、
散文诗、 戏曲、 影视、 音乐等诸多方面
卓有见地的评点随笔， 体现出作者独有
的鉴赏力。

《文集》 8 卷， 其中有些文卷或篇
章不失为难得一读 。 例如他的散文卷
中的代表作 《致中国古典女性 》 发表
后， 影响很大 ， 被全国多家文摘期刊
或作品集转载入编 ,并获得全国思想文
化及作品研讨一等奖 ； 散文诗 《海的
乐章》 选入 《古今中外散文诗鉴赏辞
典》； 散文 《风筝畅想曲》 发表于 《人
民日报》 大地副刊 ， 又选入国家教育
部、 国家语委编辑出版的 《普通话测
试纲要》， 作为朗读作品推广， 展现在
网络视频。 诗歌 《城市， 每天的新娘》

入选全国征诗诗集 《城市之光 》 定为
上海世博会的礼品书馈赠 ； 童谣 《新
校车》 荣获安徽省优秀童谣评选一等
奖， 同时又获得全国优秀童谣评选三
等奖， 被录音传唱 ； 儿童诗 《彩蘑菇
集》 荣获第七届冰心奖 ,等等。 这些作
品都值得一读 ， 特别是对文学写作的
青年有着很好的启示与借鉴之用。

通读 《李恒瑞文集 》 之后 ， 深切
感到一个作者倘从事某一体裁文学创
作， 尚属不易， 而要七八种文体一齐
来， 都会写， 都能写好 ， 而且这些作
品的起点和艺术品质又很高 ， 难度该
有多大！ 所以有文艺评论家在谈到李
恒瑞的创作时说过 “这就是他的难能
可贵之处。” 李恒瑞说他未进过高等学
府， 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理论方面
的培训。 但从众多的著名作家的创作
经验来看， 文学创作成果的得来并不
在课堂， 而在生活实践 ， 靠的是作家
的天资、 生活阅历与悟性 ， 没有学历
文凭却有着卓越成就的作家不在少数，
我想李恒瑞当属此类。

李恒瑞不是专业作家 ， 他的职业
是报刊文学编辑 ， 从严格意义上说 ，
文学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 他自己
也这么认为， 一向 “高调写作 ， 低调
做人” 的他， 数十年间 ， 不止发表出
版了如此巨量的作品 ， 还利用文学编
辑之便， 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文学创
作之路， 确实很难得。

李恒瑞年长我几岁 ， 是同行 ， 又
是文友， 出于我对人品的敬重和创作
成果的赞赏， 蜻蜓点水般说了这么点
读后的感怀， 不一定准确 ， 仅此而已
吧！

在舌尖寻找生命的慰藉
金夏辉

人有口腹之欲， 却又不同于兽之
填肚， 一饭一汤之间， 自有一番讲究，
生出一种雅兴。 《寒夜客来》 的台湾
作者逯耀东， 便是如此一位看重食物
滋味的人 。 在 《寒夜客来 》 一书中 ，
他书写了自己在各地追寻美食的旅程，
并由此滋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情愫。

对于吃， 逯耀东是认真的 。 书中
的他经常不远千里， 只为一享某地负
有盛名的美食。 例如他为寻豆汁， 几
乎跑遍了北京协和医院附近的胡同 ，
还是没找着， 结果被炒肝吸引， 排完
队后 “像其他乡亲一样， 倚着墙蹲了
下来， 就着包子依着碗沿喝起来”。 再
如他特意让原本去安徽黄山的旅游团
在杭州停留一小时， 只为尝到杭州奎
元馆的虾爆鳝面， 结果因为时间匆忙，
逯耀东来不及细细品尝， 只好之后再
次独自来杭 ， 终于吃上了虾爆鳝面 ，
笑着说 “这碗虾爆鳝面 ， 可值钱了 ，
累我两度千里来奔”。

在逯耀东眼中， 享受美食不仅仅
是为了味道， 更是为了一种富有闲情
的生活状态， 有着在填肚子之外的精
神价值 。 他认为 “人民有闲情卖小
吃， 又有闲情吃小吃， 生活才算真正
可以凑合 ”， “一盘螺蛳一杯酒 ， 在
那里慢慢吮着浅浅饮着， 仿佛已拥有
整个世界了 ”。 在 《知堂论茶 》 一文
中 ， 逯耀东介绍了周作人关于吃食 、
饮茶等方面的观点 。 周作人自号知
堂 ， 逯耀东以知堂称之 ， 可见其敬
意。 逯耀东虽未在文中直接流露欣赏
之意， 但字里行间对周作人提倡的生
活情趣颇为赞同。 周作人认为 “我们

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 必须还有一
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觉得有
意思 ”。 这种论调与逯耀东对美食的
看法是相似的， 读者朋友读到此可以
理解饱腹解渴的朴实， 也可明白闲情
带来的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逯耀东在作家之外
的一个身份———历史学家 ， 这种身份
也让逯耀东对饮食文化和社会变迁两
者的交互关系极为关注。 例如西安的
大众食品是腊牛羊肉 ， 若追溯历史 ，
元代许多回族人大量迁入西安， 将腊
牛羊肉和甑糕等回民食品带了过来 ，
才塑造了今日西安的饮食面貌。 逯耀
东也提到， 甑糕中的甑， 其实中国是
最早的蒸食工具 。 先民在新石器时代
已经使用甑， 西安近郊半坡遗址还曾
出土过先民用过的陶甑。 如此横跨历
史， 串联诸多知识的讲述， 不免让桌
上美食多了几分厚重。 原来任何一道
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美食， 或许
都曾经历过一段不为人知的颠沛流离，
构成了我们的独特记忆。

回望饮食文化变迁的颠沛岁月， 逯
耀东是念旧的。 在作为代序的 《厝边灶
下》 一文中， 逯耀东写道， “灶下从传
统迈向现代之后， 容积缩小， 仅能容一
身周旋其间……灶下没有灶， 我们不仅
失去了家庭的守护神， 黄昏的田野也失
去了诗意， 因为再也看不到袅袅上升的
炊烟了。” 饮食的变迁不仅限于家庭的
厨房， 在逯耀东追寻美食的旅途中， 许
多昔日的传统小吃也都消失不见， 令他
感到怅然———“每出现一座新的大厦 ，
都会挤掉一些传统风味的小吃”。 逯耀
东三十多年前在书店工作， 经常去对街
的 “赵大有” 小店， 点上鸡毛菜炒百
叶、 肉丝豆腐羹打卤等菜， 如今故地重
游， 这家小店已被挤到巷子里去了。 这
种惆怅并非无缘由， 逯耀东写下这些饮
食散文的时候， 已不是青葱少年， 而有
些年纪了， 加上离开家乡江苏、 前往台
湾的人生经历， 故而在不少品尝大陆美
食的文章中， 都笼上了一层怀旧的伤感
底色。

“寒夜客来” 源自宋代诗人杜耒的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诗人围炉喝茶 ， 观窗前月光与梅花 ，
这恐怕也是逯耀东所追寻的闲情。 尽
管 《寒夜客来》 的一些文字流露出一
丝惆怅， 但那种闲情， 那份对舌尖小
吃的热爱， 却又有种生命的明媚、 精
神的敞亮， 令读者心情舒畅。

《德意志贵族：
一个群体的生活、

历史与命运》
陆大鹏 著

本书综合德语、 英语世界的各
类研究、 专著、 访谈等资料， 将德
意志贵族作为主线， 细致刻画这一
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前世今生及跌
宕起伏的生活与命运， 并由此作为
切入点， 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欧洲政
治和文化的演化。

每一个节气， 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
———读《一个节气一首诗》

徐 晟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
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 冬雪雪冬小大
寒。” 这首小学语文课本里学习的 《二
十四节气歌》， 相信大多数国人都能随
口背上两句。 它不仅伴随着一代又一代
中国孩子的成长， 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
一抹亮色。

节气，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诗
词， 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 节气与诗
词的完美结合 ， 从 《诗经 》 中的那句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
水一方” 就已经开始了。 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 节气不断触发诗人创作的灵
感， 而诗人们创作的诗词又丰富了节气
的内涵。

《一个节气一首诗 》 就是一本将
“节气” 和 “诗词” 融为一体的书。 作
者以四季为序 ， 为每一个节气选定了
他认为最般配 、 最对等的一首诗 ， 并
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轻松幽默的语言，
将节气和诗词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
带你穿越时空 ， 感受自然与文化的水
乳交融。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
气， 从古至今都备受人们重视 。 作者
在写立春时， 先引用古代博物学著作
《群芳谱》： “立， 始建也 。 春气始而
建立也。” 再由张九龄 《立春日晨起对
积雪 》 诗中的 “春祀 ” 发散开去 ， 详
细解说了古代立春日 “祭春” “鞭春”
“饰春” “咬春” 等活动的具体内容 。
其中的 “饰春”， 就是用与春天有关的
装 饰 物 ， 来 营 造 春 天 到 来 的 气 氛 ，
“人戴春胜， 屋挂春幡 ”。 “春幡 ” 是
把彩纸剪成悬挂或张贴用的小彩旗 ，

以表达人们迎春的喜悦 。 春幡上一般
写 “迎春 ” “宜春 ” “大吉 ” 等字 ，
或是写 “春风得意 ” “六合同春 ” 等
吉利的话。 这些春幡 ， 可以贴在门楣
或挂在花树枝上 ， 从而使整个房屋或
庭院呈现出一派春意浓浓的迎春气象。
这些娓娓道来的节气习俗 ， 一下子激
发起读者阅读的兴趣。

立春 “咬春”， 立夏吃冰激凌、 寻
找 “树三鲜” “地三鲜” “水三鲜 ”，
书中种种节令食俗 ， 让我们感受古人
多彩生活的同时 ， 也为我们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提供了参考 ， 让我们的节气
更有仪式感， 更富诗意。

书中选取的诗词 ， 未必都是最脍
炙人口的名篇 ， 但作者生动形象的解
读， 却给读者带来新鲜的节气体验。 比
如大暑节气， 选的是白居易的 《夏日闲
放》， 作者先对诗中 “午餐何所有， 鱼
肉一两味” 进行简单直白的解释： “中
午吃的是什么呢？ 菜肴不多， 但有鱼有
肉。” 接着作者抛出一个问题： “白居
易午餐吃的鱼是怎么做的呢？” 为回答
这个问题， 作者根据史料， 从唐朝食用
鱼的品种和主流吃法讲起： “唐时， 鱼
的产量丰富 ， 而且被公认为可口的美
食。 当时食用鱼的品种， 和我们今天差
不多……唐人食鱼， 有 ‘脍’ 法。 所谓
‘脍’ 法， 就是指将鱼肉细细地切成丝

儿， 经过调味之后， 直接生吃。 这种鱼
肴， 又叫 ‘鱼鲙’ ……唐人的 ‘鱼鲙’，
色泽鲜亮， 造型优美， 如果再加入橙丝
拌之， 称为 ‘金齑玉脍’： ‘南人鱼鲙，
以细缕金橙拌之， 号曰金齑玉脍’。”

接下来作者结合白居易的其他作
品分析他的吃法 ： “白居易似乎不大
喜欢 ‘鱼鲙 ’ 这种生吃法 ， 他的个人
偏好是把鱼煮熟之后的吃法 。 他在
《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 》 中说
‘朝烟烹白鳞’， 在 《晨起送使病不行
因过王十一馆居二首 》 中说 ‘饭香鱼
熟近中厨 ’， 这都是把鱼煮熟了才吃
的。” 作者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 重
现了诗人的生活场景与历史现实 ， 让
我们读起来仿佛穿越时空 ， 置身于诗
歌呈现的意境之中。

一个节气一首诗 ， 陆游 “泥新巢
燕闹， 花尽蜜蜂稀” 描绘的立夏景象，
杜甫 “露从今夜白 ， 月是故乡明 ” 表
达的思乡之情 ， 苏轼 《冬至日独游吉
祥寺》 诗中 “井底微阳回未回” 包含的
“物极必反、 盛极而衰 ” 的人生智慧 ，
梅尧臣 “而今共唱新词饮， 切莫相邀薄
暮天” 向好友发出的共度大雪节气的邀
约……一个个节气在一行行诗句中流
动， 吟之令人口角噙香。 每一个节气，
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 节气与诗词
背后的文化密码， 等着你一起探索。

不 被 惊 扰 的 牧 歌
———读沈从文《萧萧》

赵维宁

《萧萧 》 是一部读来让人很舒服
的小说 。 沈从文用他满含深情的笔
触， 从一个叫萧萧的女孩子写起 ， 勾
勒了一幅农村生活的市井图 。 如今我
们再读起它来 ， 仍觉得里面的人物是
活灵活现、 可亲可近的 ， 让我们这些
久居现代都市的人也能嗅一嗅中国传
统乡村的淳朴气息。

萧萧是婆家买来的童养媳 ， 在丈
夫幼小时充当保姆 ， 丈夫长大后要与
之成亲。 萧萧充当着丈夫的保姆与玩
伴， 可以想象小小年纪的丈夫对于这
个姐姐的依赖是很深的 。 甚至丈夫对
于萧萧的信赖多于对自己母亲的信
赖， 婆婆哄不好的丈夫 ， 需要萧萧自
己来哄 ， 萧萧与丈夫之间已建立起了
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情感上的联系 ，
可以说， 他们之间的感情 ， 是亲情而
不是爱情。

后来萧萧意外怀了帮工花狗的孩
子， 也是丈夫在她身旁陪伴着她 。 在
萧萧最难过无助时 ， 是年幼不懂事的
小丈夫陪在她身边 ， 关心她 ， 逗她开
心， 替她瞒着家里人 。 或许在丈夫心
中， 萧萧就是自己最亲的人 ， “因为

时间长久， 年龄不同 ， 丈夫有些时候
对于萧萧的怕同爱 ， 比对于父母还深
切 。” 萧萧与丈夫之间的亲情 ， 仿佛
是两个孩子的互相依赖 。 而这种亲密
的依赖， 也伴随着他们 ， 度过了平和
温暖的一生。

萧萧的命运一波三折 ， 在不幸中
是幸运的。 不幸在于她只能听任别人
的摆布而成为了童养媳 ， 又在花狗的
诱骗下怀了孩子 ， 而幸运的是 ， 买了
她的婆家人是善良的 ， 婆家人重又接
受了她 ， “但是丈夫并不愿意萧萧
去 ， 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去 ”。 萧萧与
丈夫间割舍不断的感情 ， 也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萧萧最终还是留在婆家。

另一个体现人情冷暖的细节 ， 便
是萧萧的伯父 。 婆家在发现萧萧怀了
花狗的孩子后 ， 请萧萧伯父来裁断 ，
看是 “沉潭 ” 还是 “发卖 ”。 而这位
伯父是一位敦厚的长者 ， 这位老实忠
厚的家长决定让萧萧改嫁 ， 这便又是
萧萧的一个幸运之处了 ， 若她唯一的
娘家人是个腐朽的卫道士 ， 那么她必
将是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 ， 成为封建
思想的牺牲品。

小说中有多处关于农村人的日常
生活的描写 ， 这些描写将读者带入了
一个恬静美好的小村落 ， 为读者展示
了他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 在夏夜
里 ， 萧萧所在的人家会聚在庭院里 ，
一起聊天， 听着夏天独有的各种自然
的声音， “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咯
拖长声音纺车 ， 远近声音繁密如落
雨 ， 禾花风翛翛吹到脸上 ”。 这样的

场景如同做梦般美好 ， 能有一个这样
能仰望星空的院子 ， 有一些能侧耳倾
听的鸟鸣虫叫 ， 有一群亲密的人们一
起谈天说地 ， 这实在是如同梦一般的
光景。

小说并没有大段地刻意地去描写
农村风光 ， 而只是通过描写村庄里的
人们来表现这个小村子 ， 来进行小说
环境的交代 。 这个小村子充满着我国
传统农耕文明的特点 ， 村里人勤劳地
进行劳作 ， 闲暇时相聚谈天 ， 享受自
然。 这便是沈从文在 《萧萧 》 中展现
给我们的 ， 传统而朴实的中国小乡
村。

《萧萧》 的故事并不复杂， 人物刻
画也很简单 ， 然而这种单纯的写法更
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 沈从
文笔下的这个乡村 ， 不被外界惊扰 ，
空气中弥漫着的只有作物在阳光下散
发出的芳香 ， 村民们悠游自得地过着
他们的农耕生活 ； 沈从文笔下的萧
萧， 自然美好得像块璞玉 ， 她的人生
虽有波澜 ， 亦在这个朴实的小乡村
里， 被谱写成一支动听的 、 不被惊扰
的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