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故宫修文物》

镜头对准文物修复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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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背
景下， 一群身怀绝
技、妙手回春的文物
修复师，默默地固守
“冷宫”一隅，日复一
日地打理着价值连
城的“国宝”。 他们是
故宫里的钟表匠、青
铜匠、摹画工、木器
工、漆器工……他们
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是故宫重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择一事，终一生”的牢固信仰。

《历史不糊涂》

警示当下
历史有用，当它警

示当下的时候；历史有
趣，当它让你琢磨不透
的时候。

李世民一代雄主，

竟然摆不平几个争宠
的儿子？武则天打败了
所有的敌人，最后竟然
输给了无形的文化？ 李
隆基前半生英明神武，

后半生为何自暴自弃了？而那个叫嚣着“冲天香阵透长
安”的黄巢，都打下了长安城，最后还是让手下的朱温
当了皇帝。唐朝风云人物，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峰回路转
的曲折，也都充满了让人看不懂的悖论。

(

据新华悦读）

齐白石是中国人
最熟悉的艺术家之
一， 但我们对他真的
了解吗？ 我们知道他
画虾， 他的虾是怎么
画出来的？ 是在什么
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有什么独特的用笔方
法？ 不同年代的虾画
得有何不同？ 本书为
相声演员、 主持人徐
德亮对李苦禅之子、

齐白石再传弟子李燕先生的访谈录，回忆了关于齐
白石生活、从艺、传艺的种种逸史趣事，并有对面世
拍卖及家传珍藏的齐白石画作的鉴定，包括有趣的
历史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李燕聊齐白石》

徒孙忆师爷

滋 味 书 架

欣赏爱慕包容倾心
《浮生六记》写出夫妻相守诤言

《种春风》，步履维艰中的文学掘进

《浮生六记》，实则现存四
记，是清朝乾隆年间沈复所撰。

记载了沈复的生活经历。 第一
章和第二章叙说了他与妻子和
谐快乐的生活， 及夫妻二人的
闲情记趣； 第三章描写了家庭
变故后，二人遭遇的种种磨难，

妻子离世后自己的悲痛思念之
情；第四章，写了闲情异趣和山
水游记。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
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
格气质和美学趣味。 据说丢失
的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
历，第六章是养生之道的感想。

整体是以自传的故事来写的。

作者沈复，小名三白；其妻
陈芸，名淑珍，舅舅之女。 沈复
自小喜之， 曾告于母亲：“若为
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母亦喜
其柔和，便脱金约指缔姻焉。

他对芸的描写， 使人看了
无限爱怜：芸削肩长项，瘦不露
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
齿微露；似非佳相。 一种缠绵之
态，令人之意也消。 作者沈复塑
造了一位率真纯洁而浪漫的女
性形象。 她聪慧好学， 热爱生

活，欣赏自然艺术之美，且勤俭
持家， 给这篇文章增添了艺术
魅力。 芸知书达理，上敬下和。

他夫妻二人寄居锡山华氏时，

华夫人以两女从芸识字； 芸曾
在其夫的纵容下女扮男装，随
夫赶赴庙会观“花照”；曾背其
翁姑，偷往太湖，偷去万年桥赏
月……其举纯真、善良、可爱。

除此之外，芸因爱美，曾暗中替
其夫撮合以歌妓为造室（后为
强者所夺）。 公公自此怨恨她不
守妇道，将其逐出家门，故生起
大病。 她只思慕看见人世间美
丽的景物，曾愿意留待“鬓斑”

之际去访游名山。 然她没想到，

只因其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
伎，已十分犯法，足使她的公公
认为她是痴情少妇， 把她逐出
家门。 从此她半生便颠沛于穷
困之中， 不过在此期间始终有
丈夫陪伴，最终英年早逝。 作者
发自肺腑的那句“女子无才便
是德”，让人痛心无限！

作者夫妻二人志同道合，

夫唱妇随， 卿卿我我， 耳鬓相
磨。 爱恋之情不可言语形容也。

作者如此欣赏和爱戴其妻，足
以说明沈复的谦和厚道。 两人
偶有不同意见， 然芸一旦说明
道理，沈即服从。 以芸的话说，

我有命，遇到了个好丈夫。 沈确
实是个难得的好丈夫， 平和善
良、风流蕴藉、慷慨豪爽，活得
真实、潇洒，知道怜香惜玉。 他
曾称其妻为床上知己。

林语堂曾将此书译为英
文， 且评价芸是中国文学上最
可爱的女人。 而我却说沈复是
世上最难得的男人。 他仅一寒
士， 能使他的妻子这样深深地
爱他，绝非一般。

沈复、陈芸这样的夫妻，实令
人艳羡。 可惜世上姻缘像沈复夫
妻的，两人互相欣赏、互相爱慕、

互相包容、互相倾心者又有几何？

故， 男人若如沈复那样谦
和厚道，惜你怜你，你应该倍加
珍惜； 女人若如陈芸那样知书
达理、上敬下和，才是男人的福
气，男人应倍加珍爱！

由衷地羡慕沈复和陈芸，

这对夫唱妇随的夫妻！

（姚武芳）

《种春风》是余一鸣出版的
第十本作品集， 收录了他近几
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 十几年
前我与他在同一所学校教书，

他业余写小说我写散文， 近年
他的小说风生水起， 频频转载
不断获奖， 让我常常忍不住找
着去读。

我印象中的余一鸣是个好
先生，与人为善，脸上始终挂着
笑意，这么一个人，下笔却特别
“狠毒”。 孟繁华教授曾评价余
一鸣小说“有《水浒传》梁山好
汉的味道，有《说唐》中瓦岗寨
的气息”。 以本书中收录的两部
中篇小说为例。 《种桃种李种春
风》 是一篇反映当下教育问题

的小说，现实感非常强，作者从
人性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揭示
了在学生招考过程中的社会暗
疾以及背后的复杂原因， 小说
的叙述内敛、节制，富有节奏，

人物的刻画细腻、生动、幽默而
富有动感。

余一鸣小说创作的另一特
点是擅长借助荒诞情节和反讽
修辞，揭示现实的表与里、内与
外、 深与浅之间的重重矛盾。

《把你扁成一张画》中，林浩然
和二狗为拍卖公司当托， 炒高
价格。 当林浩然发现一个乡下
女人为一幅书法赝品举牌时，

他及时跟进，搅黄了这笔生意。

良心发现的林浩然在和老板论

辩时， 竟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挤到了一幅画里，“两边的画纸
汹涌澎湃， 水一般将那背影淹
没”。 《稻草人》中，副校长雷风
景清明节返乡上坟， 担任副乡
长的堂弟雷风光全程陪同。 在
破败的半山坡村旧址， 雷风景
看到奶奶精心地编织稻草人，

并且将稻草人编织成村中老人
的模样。 在魔幻的氛围中，雷风
景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儿子禾禾
和弟媳小静， 与亡灵的邂逅和
对话， 反衬出了现实人生的无
奈与尴尬。 在返程的路上，兄弟
二人出了车祸， 这场不幸迫使
他们反省自己， 追问自己是不
是被掏空了灵魂的稻草人。

黄发有教授在《在场感与
复合美———余一鸣小说近作漫
论》一文中说，阅读余一鸣近年
的短篇小说， 不难发现其求新
求变的探索轨迹。 在象征与写
实、概括与讲述之间，他不断
调整自己的叙事节奏与叙事
风格。 余一鸣自己也说：“小说
写到现在，越写越难写。 从题
材突破到精神超越都步履维
艰， 但超越自己才算是进步，

每个作家都恨不得拧着自己
脑袋往墙上撞，哪怕只得到墙
上一个小坑。 ”余一鸣的正业
是中学语文教师， 教学之余，

他坚持阅读与思考，小说创作
精益求精，《种春风》这本小说
集是他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努力
的明证。

（诸荣会
,

作者系江苏教育
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