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菌记》
柳开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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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

躺板板。”普通人对菌子的认识或

许只停留在菌子致幻的传说，但山

林间那个奇妙的菌类世界，远比我

们想象中的精彩。从云南老家山

上的菌子，到北京公园、郊区的惊

喜发现，本书作者从自身经历出

发，讲述有关食用野生菌的历史与

文化。菌类的传说、逸事及文化意

味，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人们对菌子

的认识，菌类的传说、逸事及文化

意味，古今中外的菌类食用史，鸡

枞、松茸、见手青的识别与美味食

谱，本书“识菌”“拾菌”“食菌”，带领

读者领略食用野生菌王国的奇妙

魅力。吃其然，更要吃其所以然。

这是一部以武侠为主题的文

化随笔，全书分为际遇、侠情、群

像、金古四辑。萧峰、杨过、郭靖、

令狐冲、张无忌、楚留香……这些

我们耳熟能详的武侠人物，作者

在命运流转、衣食住行中还原他

们的日常与情感，并以点带面，勾

连起丰富的文化现象与世故人

情。武侠，每次重读都像在找一

个任意门进入虚拟天地。作者与

读者一起，以 NBA比赛节奏感解

读武林实战；以美食家的热爱与

好奇，还原传奇故事里的生活质

感；赏读这些传奇故事里的日常

烟火，体会离合悲欢中平凡侠者

的一生。

《侠客的日常》
张佳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体会平凡侠者的一生
走进奇妙的繁花国度

《猫的可爱是群众意见》
丰子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色

彩斑斓、奥妙无穷的开花植物，

告诉孩子们如何像植物学家一

样识别不同类型的花，引导孩子

们去了解各种开花植物的生命

周期，并用精美的植物解剖插图

带领孩子们走入开花植物的微

观世界。正如作者所说，这套书

献 给 所 有 热 爱 大 自 然 、喜 欢 探

索、有冒险精神的孩子。世界很

大，万物有灵且美，探寻花田的

美 妙 馨 香 ，感 受 自 然 的 无 穷 野

趣，是这套书留给读者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也是被车水马龙包围

的我们最需要的精神放松剂。

（云外）

《走进奇妙的繁花国度》
（以）尤瓦·左默 著

范晓星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丰子恺先生欢喜画猫，也乐

于为猫写文。他笔下的猫，或陪

伴主人读书看报、饮酒作诗，或

配合孩子嬉戏玩闹，甚至能够帮

助 主 人 招 待 宾 客 ；虽 然 偶 尔 偷

食，惹人生气，但可爱俏皮的猫

始终与人相伴，共度美好流年。

本书精选数篇丰子恺及其女儿

以猫为主题的散文，并收录了许

多丰子恺关于猫的漫画。这些

简单又富有童趣的图画，记录了

丰子恺一家人的生活，更记录了

猫猫们的可爱。这些漫画作品

清 新 自 然 、纯 真 温 柔 又 幸 福 洋

溢，一张张地翻看起来，总会让

我们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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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回归地坛
为期 11 天，共有 208 家参展商展示展销 40 余

万种图书，设置全民阅读推广区

本报讯（记者吴丽蓉）9月 8日，“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

坛公园开幕，这是该书市在阔别十年后再次回归地坛，将持续

至 9月 18日。

地坛书市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知名度、参与度很高

的群众性文化盛事。2013 年以后，书市改在朝阳公园举办。

今年春季的朝阳公园书市创造了北京书市的新热度，广大读

者对恢复地坛书市的期望和呼声也越来越高。为满足广大市

民文化消费需求，北京市重启地坛书市，作为 2023 北京文化

论坛配套活动，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

本届书市规模空前，为期11天，展场总面积1.5万平方米，

设置八大专区 350个展棚，208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 40余万

种精品图书，再创历史新高。八大专区分别为主题出版展区、

北京文化展区、名社展销区、儿童阅读展销区、实体书店展销

区、进口原版图书展销区、全民阅读推广区和特色文创展销区。

书市设置的全民阅读推广区，是北京发行集团为个人用

户、企业客户、政府机构、社区街道等不同群体提供的定制化

阅读推广服务项目。其中，“政企阅读服务区”为政企机构客

户及个人提供定制化空间规划、场景设计、图书选品、管理运

营、活动策划、职业能力提升等多维度的组合式阅读服务解决

方案；“全龄段阅读服务区”重点展示全年龄段读者阅读的荐

书方案与服务项目，为不同年龄段读者提供“阅省心”专属阅

读计划；“社区阅读服务车”汇集图书推荐、购买、借阅、便民服

务等功能，有效打通社区街道全民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促进消费，提振信心，本届书市推出免门票惠民举措，

各参展商推出不同形式的打折促销活动。市民还可享受北京

文化消费促进行动补贴政策，现场扫码领取价值 50元惠民文

化优惠券包，可与书市现场打折促销活动叠加使用。

本报记者 苏墨

阿来来了。

9月3日，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做客第八届

北京十月文学月首期“名家读经典”活动，与读

者们一起重读《瓦尔登湖》。

不只在线下活动现场，抖音直播间观看人

数也达 47.5万人次，“阿来老舍剧场解读《瓦尔

登湖》”的话题一时登上京城热搜。

审美需要人有安静的心情

6月，阿来新书《西高地行记》由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阿来行走雪山、草原

等地后所书写的行走笔记，贯彻了他“把自然还

给自然”的写作和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和梭罗

的《瓦尔登湖》有异曲同工之妙。

《瓦尔登湖》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诗意与宁

静，让无数茫然焦虑的心灵获得了滋养，深刻影

响着万千读者的精神世界，也同样影响着作家

阿来。

“当大家都还在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

步、商业繁荣而兴奋的时候，环境的问题已经悄

然而至，梭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环保先

驱。他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就进入哈佛大学，

但是他不追求寻常的成功，而是坚持做一个特

立独行、有思想的人。梭罗非常崇敬他的师长、

美国著名诗人爱默生，爱默生启迪他成为最早

开始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瓦尔登湖》这本

书就是他后来的一个实践。”阿来这样讲述《瓦

尔登湖》的写作背景，

“我们的人生被许多无足轻重的事情耗费

了。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十个手指就能

数得过来，顶多再加上十个脚趾，其他的都是

可以丢弃的。简单，简单，再简单！”梭罗在《瓦

尔登湖》里这样写道。阿来将梭罗对自然的回

归视为一场巨大的、长年累月的生存试验，是

工业时代的人能否再回到相对原始的简朴生

活的试验。

《瓦尔登湖》可能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一本

关于美国自然文学的书，这是一本令时代震撼

的书。当惠特曼还在高声歌颂美国机器时代的

到来时，梭罗已经洞见工业时代灰暗、潮湿的角

落。阿来并不否认惠特曼等对工业文明的歌

颂，但时代需要一类人走向“月球的另一面”，带

领人们重新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而

梭罗正是这类人。

“在浮华喧嚣的时代，需要这样一本书，让

我们来重新认知它，重新打量它，最终慢慢进入

它。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本书好是好，就是太枯

燥了，所以读不下去。其实它并不枯燥，它有非

常丰满的观察，非常生动准确的细节。不是它

枯燥，是我们急躁，我们自己的心不能像梭罗那

样，坐在一棵巨大的树下面使自己安静下来。

审美需要人有安静的心情。”阿来说。

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如果我读书，我愿意从一本书开始，去追

溯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去读与它相关的一系列

书，一步一步深入，这比读一本孤独的书有意思

多了。”阿来透露了自己的读书习惯，强调读书

的连续性，分享“为生活做减法，为思想做加法”

的方法。

阿来讲《瓦尔登湖》，包括之前在十月文学

院讲《百年孤独》，其实并没有讲太多书中具体

的内容。他认为，“想看的人已经去看，不看的

人永远不看”，重要的是追溯这本书的“前世和

后传”。

“因为既然是一个文学运动，它就有始有

终，有低潮有高地，有来源有去处，所以我们更

多地要把它作为整体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

学流派来考察，不可能仅仅凭一本书就能理解

这样一件事。就像我们看一片森林，你不能只

看其中最大的那棵树，当然它是森林的一部分，

但它绝不是森林的全部。”阿来说。

阿来的阅读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

字一个字慢慢读，一本书一本书慢慢读。而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老话，阿来也有自己

的理解：“我想它只是一个比喻。”

阿来认为，这并不是说人要天天背着包走，

而是要不断深入到社会当中、生活当中去——

从中得来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又可以回到书本

的世界里，“这样的不断往返之后，会加深我们

的体验，这就比从书本到书本要好得多，当然更

比不跟书本发生关系又好更多。”

把认真的作品交给认真的出版社

这是阿来第二次来“北京十月文学月”，其

中最重要的行程便是与众多作家、评论家、读者

一道庆祝《十月》杂志创刊45周年、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建社40周年。

《十月》杂志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

重要作家的著名作品，比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

花环》、张承志的《黑骏马》、铁凝的《没有钮扣的

红衬衫》、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长销书《穆斯

林的葬礼》的独家版权几十年来都在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是这里的“镇社之宝”。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阿来的《云中记》，以及今年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乔叶的作品《宝水》，也均由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来一直把《十月》当作心目中的文学高

地。“只有把自己写得最认真、最负责任的作品

托付给‘十月’，才是向一个有高度的出版社和

杂志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到快 60岁的时候还

能写出《云中记》，我自己是感到安慰的，所以我

跟出版社沟通，也得到很好的回应。”这部2019
年的长篇小说，是关于汶川地震生命救赎的故

事，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大奖。

阿来认为，自己的写作有点“固执”。他在

写作时，不愿意与人交流，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稿

子，跟别人交换意见，或者别人试图跟自己交换

意见。在作家闭关写作期间，《十月》杂志与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做到了不打扰、不

试图沟通、不试图影响。对阿来而言，这种包容

的编辑态度非常难得。

阿来这样读书和写作
阅 读 提 示

阿来认为，在浮华喧嚣的时代，需要读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的书。他强调读书的

连续性，从一本书开始，去追溯它的来龙去脉，去读与它相关的一系列书。

张器友

唐德亮出身于岭南的一个瑶族百姓家

庭，抒写瑶乡、壮乡生活和社会风情，是他得

心应手的诗题。打开《天地间的诗光梦影》

（河南大学出版社），一股浓郁的瑶乡、壮乡风

情扑面而来。诸如瑶排、腊匪节、追天灯、筛

新娘、泼水节、扫脚印、长鼓舞、闹年锣鼓，等

等，在诗人笔下无不焕发出清新奇美的诗

情。当歌唱这些的时候，诗人总是把地域、历

史与时代，经由特殊风俗的融合呈现出来。

它们清奇美丽却又诚朴厚重，焕发着积极、热

情、向上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被一些研究

者称为“岭南民族乡土诗人的代表”。

不过，唐德亮的作品也不只是题涉瑶乡、

壮乡生活，而是一个广大的声光焕发的世

界。就这本散文诗而言，除瑶风壮韵外，其他

如履痕处处、热血英魂、心灵底片、春华秋实、

童心不老、生态诗情诸辑，大多数诗篇都是抒

写瑶乡和壮乡之外的广大天地。他交给接受

者的，是一位中华儿女发自内心地对底层百

姓、英雄先烈、人生际遇、自然生态等的倾情

歌唱。这其中也有关于革命者和普通劳动者

的诗篇，诗人歌唱革命先烈彭湃“汇入历史波

澜的壮丽与浩瀚，在澎湃的涛声中永恒”（《写

给彭湃》），歌唱劳动英雄向秀丽“花一样的青

春，披着烈焰的身影，在历史的影像与记忆中

定格”（《烈火英姿》），歌唱架线工“手中流出

神奇的弦索，流出无声的旋律，流出缤纷的情

思”（《手中流出神奇的弦索》）……这些题材，

在唐德亮这里重新焕发出灼人的光芒。

散文诗不同于散文的地方在于它是诗，

不同于自由诗的地方在于它兼取了散文叙事

的某些功能，实现以诗为本体、以散文为属从

的抒情要求。唐德亮的这本散文诗选，让人

体会到他自觉信守了散文诗创作的精要，实

现了具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创造。他的散文

诗，由于散文体式的介入，形式更见自由，并

且没有了形式上的押韵，不大讲究“外在

律”。但这不是没有音乐性的追求，他是靠了

诗情内在韵律的张弛起伏，来求取诗歌的音

乐性。他遵循情感逻辑和诗歌表达要求，诗

歌结构自由舒放，调控有致。他的那些优秀

的作品，总喜欢选择一个生活小故事或生活

场景，在叙述（含议论）中抒情，充分展开内在

情感的起伏，并且经过适度的把控，最终实现

诗情和理趣的抒写与升华。《瑶排》《古哟咿》

《壮乡追天灯》《瑶东的早晨》《喀纳斯湖》等，

都大抵如此。

这种艺术有机体，来自生活，得散文体式

之助，生活气息浓厚，多数篇章都具有风俗画

的美感，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特别进

行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意象营构，是要创造一

个气韵生动的意境。《古哟咿》唱述壮乡“野火

节”，夜晚一群壮家汉子在老人的号令下挥舞

火把烧毁了黑屋。在简约的叙述过程中，诗

人唱道：“再添一把草，让火的精灵与火同舞，

舞出火的影子，火的性格”，最后又唱道：“摸

黑回家。没了火把，他们也不会走错路。因

为，人人眼中都有一束火，它会引领他们走过

黑暗，走进自己的门楣。”显然，诗人交给我们

的是一幅风俗画，又是一个蕴含了生命激情

的意境，一个整体性象征，他由一场具体的仪

式抒写了壮家儿女告别黑暗、拥抱光明的奋

发精神。

诗光梦影寄深情
——读唐德亮散文诗集《天地间的诗光梦影》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我不想把这部作品变成一本简单的成长

小说，一本简单地把自己过往经历诉说一遍的

小说。我希望通过淡淡的忧伤、情绪的流动，

把一些年代的独特东西记录下来。”对于被称

为半自传小说的《穿旗袍的姨妈》（上海文艺出

版社），程永新这样说。

近日，著名作家苏童、李洱、毕飞宇、王尧

一同现身上海图书馆。他们为了程永新的首

部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最新修订版而

来，畅谈“青春里的文学，文学里的青春”。

程永新最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收获》文

学杂志主编，他是很多著名作家背后的那个

人。从 1982年走进《收获》至今，40多年间，他

推出了写进文学史的“先锋专号”，经手发表了

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贾平凹的

《秦腔》、李洱的《应物兄》等名作。当然，他也

是作家，在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气味》之

外，还有小说集《若只初见》《到处都在下雪》。

“程永新是一流的文学编辑，人们可能因

此忽略了他写作的才华。”如毕飞宇所说，“他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面对他人，把一部分时间

用于面对自我，他在写作上所花的时间比我

们都少。但不管时间的多和少，一个小说家

的能力，一个小说家的才华，在任何地方都是

不可阻挡的。”

《穿旗袍的姨妈》初版于 2007年发布，讲

述的是没有父亲的男孩骆驼，和母亲、两个姐

姐寄居在孤僻古怪的二姨妈篱下，从小习惯

蜷缩于自己的小天地，“恰似一个飞行员蜷缩

于机舱内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少时

遭际里，动物般的男孩、水果般的女孩，在偶

然的交汇冲撞后，依旧要踏上各自的孤独旅

程，也注定要背叛二姨妈的厚意……

作品发表后在文学界获得热烈反响，余

华曾称这是“一部简洁而博大的长篇之作”。

评论家程德培对这部小说也给予了高度评

价，“十几年了，我几度重读这部小说，总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每次都会引起我对‘如何叙述

上海’这一命题的思考。”

毕飞宇注意到，《穿旗袍的姨妈》里有一个

黑洞，这个黑洞有关父亲，男孩骆驼的成长始

终围绕着那个黑洞在打转。“这个黑洞是小说

的阴影，也是小说的灵魂。”苏童说。李洱同样

注意到小说中父亲的缺失，这一缺失使得一个

男孩的成长失去了具体的、直接的反抗对象。

程永新坦言，当初写《穿旗袍的姨妈》时，

在成长小说的外壳下面，他主要思考的是两个

问题：一个是他与上一辈人的关系，一个是人

的故乡、人的原乡在哪里。“生在上海，你从来

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因为上海太繁华、太

喧嚣，哪怕是特殊时期，也是人山人海。”他说。

尽管小说的结尾处理得很淡，苏童认为

整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怆的气味。为了安葬

二姨妈，全家人去了母亲的故乡，但最后程永

新写，当骆驼坐着火车回上海，他路过了父亲

的故乡。“我们真正所说的中国的故乡，在他

的字典里是‘路过’。这个‘路过’背后的悲怆

和辛酸，背后的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

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苏童说。

程永新首部长篇小说《穿旗袍

的姨妈》修订出版

“我希望把一些年代
的东西记录下来”

近日，家长带着孩子在秦皇岛市海港区青年书店阅读区阅读。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为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推动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打造具有城市特色、有颜值、有温度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丰
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据介绍，目前该市已培育“公共书香空间、文化艺术空间、乡村文化空间、数字文化空间、
名家文化空间”等五大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80个，认定秦皇岛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街区和
片区10个。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秦皇岛构筑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