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生力

作者：文珍
出版社：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

内容简介：本
书为作者最新的
小说集，收录了七
篇近年发表于《十
月》《人民文学》等
文学期刊的作品。

成长是七篇小说
共同的主题。作者
以现实主义的笔
法、出色的个人风格，如浮雕般呈现了当代都
市普通年轻人的群像。

（据光明网）

[文化周刊·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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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物：

中国文艺百人物语》

作者：《生活
月刊》编著

出版社：上海
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什么是你心目中
的“珍物”？ 这是
100

个人的答案，

是他们生命中细
水长流或惊心动
魄的时刻， 也折
射了今天的文艺
图景。 本书给每
一件珍物配有精良的摄影图片，读者通过光
影细节能看到时间的痕迹，关照“人”与“物”

的生命联系。

（据光明网）

《柒》

《泥土：文明的侵蚀》

作者： 【美】

戴维·

R

·蒙哥马
利著；

译：陆小璇
出版社：译

林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将地球的表
层土壤作为考察
对象， 以宏大视
角、深情笔触，借
助丰富的考古与
历史资料， 讲述
了土壤与人类社会之间上万年的关系变迁，并
指出，看似毫不起眼的土壤，却可能成为决定
文明盛衰的关键。

（据光明网）

城市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近日，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新
近出版的六卷本《中国古城墙》正
式发行。

该书主编杨国庆多年来一直
从事中国古城墙的保护和研究，

是享誉海内外的城墙研究专家。

《中国古城墙》就是杨国庆和众多
文物工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汇
集，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中国古城墙》 一书的价值，首
先在其资料性。中国城墙历史悠久，

形态多样， 种类繁多， 遍及大江南
北，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其资料的收
集工作量非常大，且有一定难度。正
因为如此， 中国此前一直没有一部
综合性的资料集。 《中国古城墙》收
录了近

500

座中国古城墙， 几乎囊
括了传统中国晚期所有形制、 各种
等级的城墙， 并最大程度还原各个
城市城墙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如筑造时间、建置变化、历次毁损及
修缮、拆城及遗址保护等。值得肯定
的是， 该书大大拓展了资料收集的
范围， 不仅从浩瀚的文字资料中梳
理出相关的资料，集腋成裘，还收集
了珍贵历史图片

400

余幅， 城墙遗
址照片

2000

余幅。

其次，《中国古城墙》也具有相

当高的学术价值。该书虽以今天的
省级行政区划为地域单位依次编
撰，但由于主编和作者都是多年研
究中国古城墙的专业工作者，因此
能保证该书的学术性，并能做到形
散而神聚。该书用《绪论》一章作为
开篇，高屋建瓴，对中国古城墙涉
及的诸多重大学术问题，如城墙的
性质、起源、数量、周长与行政建制
等，皆作了精辟的概说，可谓新见
迭出，颇多发明。如作者提出，中国
城墙虽皆由墙体、 城楼、 城门、垛
口、护城河等要素构成，从外表上
看似乎非常简单， 甚至给人留下
“千城一面”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
此。 因为时空之差异，必然会导致
每座城池之形态、长度、筑造技术、

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都各不相同，

各具特色。 这一立论，也是该书评
价和总结各地城墙历史、 特色、价
值及现状等问题的基础。 再如，作
者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上
各地未修筑城墙的城市进行了梳
理，并探讨其原因。此书的出版，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今后中国
古城墙的研究和保护，构建了一个
互动、交流的学术平台，也奠定了
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三，《中国古城墙》 一书，具
有强大的知识普及功能。 由于

20

世纪中期以来各地古城墙的大量
消失，中国人对这一传统建筑的认
识已越来越模糊。曾经金璀碧璨的
中国古城墙，在大众心目中也一度
沦落为败瓦颓垣。 而融学术性、资
料性、工具性、实用性为一体的《中
国古城墙》， 图文并茂， 信息量极
大。它的出版不仅有助广大民众对
现存古城墙的认识、欣赏、解读，还
能发挥恢复公众历史记忆的作用。

古人的智慧，或许能给今天的
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一些启迪和借
鉴。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文化认识的理性回归，曾经作为
中华文明载体或象征之一的中国
古城墙，也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城市
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符号，

其地位和价值也将会被重新评估。

就此而言，《中国古城墙》一书的出
版，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它将唤
醒人们对“城市从何而来，到何处
去”的思考。 （据人民日报）

节气翻新 情怀依旧

三耳秀才“跟着太阳”又“走一年”

信阳新县籍的知名作家三耳秀
才潜心研究写作传统节气多年，其
《中国年轮》系列丛书之一的《跟着
太阳走一年》， 自

2011

年出版以
来，广受欢迎，被国家图书馆等机
构列入“一百本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的好书”， 并且是唯一入选百本好
书的节气科普书。 近期，三耳秀才
将此作翻新，出了新版。 我与三耳
秀才（他本名韩光智）为童年玩伴，

三耳秀才念旧，将其翻新之作《跟着
太阳走一年》题签本寄赠与我。新作
内容更加充实，装帧也更加完美了。

中国传统廿四节气，也有学者
称之为中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
大发明。这观点，我也完全赞同。农
耕文明的中国， 不通文墨的农人春
耘夏播秋收冬藏，全靠节气引导，既
可规避旱灾水祸， 又不至于青黄不
接。 子子孙孙，由此繁衍生息。 三耳
秀才的说法是：节气，是老天爷给中
国先人安排的“课表”，上完一节课，

再上一节课；节气，仍是当下人们的
“课表”，好好学习，好好耕耘。

双腿忙忙走，为的身和口。 我
的老岳母常给我说的俗语，也就是
我们统称的衣食住行。我们常说的
幸福指数也好，中国梦也好，说白
了， 无非衣宽食全住安行便而已。

在三耳秀才大作里， 别的不谈，我
读懂了文化的衣食住行，感受到科
学的世态炎凉。

先说衣吧， 这跟天气冷热直接
有关。 “秋老虎，毒如虎”，三耳秀才
提醒人们， 秋天还会有热天气法时
候，也可将此视为夏天的回光返照。

再说，古语有“春捂秋冻”说法，一是
防止秋老虎卷土重来， 二是提醒人
们，秋天老早捂上厚厚的一层，冬天

该怎么过？ 快来看呦，此时，她正在
换装。三耳秀才说江南四月，杨柳已
换好春装， 桃花开了， 香樟树换装
了。这是江南四月的颜色吧！人随节
令换装，春天来了，草长莺飞，自然
界同样在换装。 “冰封大地的时候，

你正蕴育着生机一片， 春风吹来的
时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中国的传统节气， 也可说是个
吃的指引。 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
春节开始，初一饺子，十五元宵，端
午粽子， 中秋月饼， 直到除夕团圆
饭，简直把过节气全过成了食文化，

才有舌尖上的中国如此红火。

三耳秀才在文中提及，冬至夜
晚，朋友邀请吃饭，他这才搞明白，

今天就是“大如年”的冬至了。最讲
究友情的他，推辞酒局，而且还说：

被朋友骂，何尝不是一种有温度的
声音呢！ 回家叫晚饭，温一杯绍兴
老酒，和家人一起用餐，更暖胃哟！

人如其食。 水稻———给中国
人当吃食万年了，稻就是生命。 水
稻多半是江南的产物，开春育苗，

夏季插秧，秋季收割，冬季储藏，

其与四季分明的江南最为贴切。

但我记得， 上世纪深挖洞广积粮
年代，我们新县，一方面在山上无
序开垦梯田，水下围堰造田，另方
面借鉴南方一年几季水稻经验，

引进了二季稻。 结果是，一季稻太
早大幅减产， 二季稻太晚颗粒无
收，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就
像春茶样，过了明清，香度差别明
显，价格大打折扣。 违背了节气的
规律，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住的方面， 三耳秀才举例
说，

1954

年
4

月， 周恩来总理指名
要

40

条宁波古林生产的“白麻筋”

草席， 作为国礼带到日内瓦举行的
联合国大会。他说，节气，是中国“法

定”的作息时间表。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从后人祭祖可见一斑。祭祖时间
不定，但意思大同小异。全国性的有
清明节，部分地区有七月半，我们新
县则有正月十五祭祖说法。此时，天
气较为清凉，砍荆除蒿上土，烧纸敬
香许愿正是时候。今年高考过后，三
耳秀才偕同考试上榜后的公子回乡
祭祖。可是，山上茂密的青稞丛林封
路，加上炎热的暑期，让没有过惯山
里生活的公子几乎虚脱， 三耳秀才
自己也忍受不了， 信誓旦旦的要在
小时私生活的村庄过夜的他， 最终
被蚊虫叮咬而放弃。他跟我说，还是
不热不冷的清明祭祖时间好。 后人
称心，先人乐意。正如他在文中说到
各自的秘密，我们扫墓、烧纸、磕头
之外，还会跟先人们说说话。 据说，

烧纸是给先人送钱能够收到，那么，

说说话、发个信息，只有在虔诚的情
况下才会接收到。在国家法定假日，

不冷不热的天气里，常回来祭祖，让
先人门前不冷清，与他们说说话，我
们出门在外，定会放下包袱，甩开膀
子，乐业安居，生活美满。

祖国幅员辽阔， 天气变化多
端，东北有

24

度的夏天，海南被称
为没有冬天的海岛。 衣食住好了的
人们，再说行吧。 今天的人们像候
鸟一样，冬至南迁，春来北返，跟着
太阳过一年。 三耳秀才在霜降里
说，拐了，拐了，一场秋雨降秋寒。目
的告诉我们，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其在大寒里说， 小病大雪过大寒，

收拾心情好过年。 鞭炮响，脚底痒。

大年是中国人的情结，是一个举国
全民大迁徙，回家团聚的过程。

我读了《跟着太阳走一年》，闲
说了半天。 诸君，与其听我在这里
闲聊和传话，不如走进三耳秀才书
里，听听他到底怎么“神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