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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的故事》
作者:三毛
出版社 : 哈

尔滨出版社

三毛作品中
最 脍 炙 人 口 的
《撒 哈 拉 的 故
事》， 由 12 篇精
彩动人的散文结
合而成，其中《沙
漠中的饭店》，是
三毛适应荒凉单
调 的 沙 漠 生 活
后，重新拾笔的第一篇文字，自此之后，三毛
便写出一系列以沙漠为背景的故事， 倾倒了
全世界的中文读者。

《撒野》
作者: 巫哲
出版社 : 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

重点学校的
优等生蒋丞被寄
养家庭“流放”到
亲生父亲所在的
钢厂， 陌生的环
境、粗鄙的父亲、
与曾经学校完全
不能相提并论的
四中都令其感到
压抑郁闷。 直到
某一天，机缘巧合下，蒋丞遇到了“钢厂小霸
王”顾飞，至此开始了一段关于“救赎”与“希
望”的故事……

作者: 天然
出版社 : 湖

南文艺出版社

《生 活 蒙 太
奇 》 是一部充满
奇妙质感的绘本

作品 ， 每天都有
无数年轻人转发

或评论它的精彩

画面或动图。 《生
活蒙太奇 》 在全
球社交媒体上有

超 过 1345 万 以
上的话题阅读 （包括但不限于新浪微博 、
Instagram 等），关于静下来，看见平凡生活的
美好，治愈自己，以及重新出发。

（本报综合）

《生活蒙太奇》

长篇小说《北地》（人民文学出
版社）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现实题材
长篇小说。 作品在个人与时代、父
辈与子辈、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关系
交织中，讲述一代建设者的奋斗故
事，建构出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北地》 的主人公常克勋在北
地小城白河工作了整整 40 年，他
工作的变动、生活的起伏和情感的
波动有如不同颜色的画笔，描绘出
一个北地建设者的生动形象。 同
时， 他的个人经历又如一面镜子，
映照出城市发展变迁的轮廓。以常
克勋为代表的一代北地建设者们
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懈的努
力奋斗， 终于让北地由荒原大甸、
野狼成群、交通不便的北大荒变成
了田畴整齐、炊烟袅袅、交通发达、
人们生活富足和美的北大仓。作为

建设者，常克勋见证了这块土地的
沧桑巨变。小说让个人和时代在北
地交汇，谱写了一部动人的时代华
章。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克勋无
论更换多少个工作岗位， 无论身
处顺境还是逆境， 始终以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 虽然屡建功勋，但常
克勋也有情感上的痛苦和忧伤，
会在困难面前一筹莫展。 正是因
为这种真实、立体的书写，一个血
肉丰满、真实可感的北地建设者形
象呼之欲出。

作品采用倒叙方式，一开篇就
描写了常克勋卧病床榻的情景。晚
年的常克勋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其子常寒松为了完成父亲书写自
传的心愿， 重返父亲奋战 40 多年
的北地小城，挖掘出一桩桩令父亲
牵肠挂肚的往事。常寒松沿着父亲

足迹一路走来，在父亲的过往人生
中钩沉抉隐，不仅发现了父亲所做
的实绩，也走进了父亲丰富的精神
世界。

回望历史，是对北地建设史的
寻踪觅迹，对建设者心灵史的深情
回望。晚年的常克勋感到自己还有
很多工作没有做好， 还有很多遗
憾。 这种自省难能可贵，使回望历
史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让历史和
现实进行对话，让历史经验为实践
所用， 从而在前行的路上走得更
远、更稳。 常寒松还采访了父亲的
故交及其子女，后辈身上仍能够清
晰看见父辈的影子。这是作家的艺
术匠心所在：拂去历史尘埃，在时
空隧道里， 常克勋们迎面走来，常
寒松们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去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

《北地》 的题材内容具有很强
的时代性，但必须经过合理的审美
转换，才能成就艺术精品。 小说凭
借独特的立意和精巧的结构，在现
实关怀和艺术表达之间做到较好
的平衡。 30 个地名独立成章，既是
30 幅北地风俗画， 也是北地发展
变迁的 30 个里程碑， 承载着北地
建设者一生的奉献，寄托着他们宏
阔高远的理想。 常寒松每到一地，
都要拍摄照片，这些照片既是北大
荒到北大仓的形象记录，也是对父
辈及其身处时代的生动解码。作品
最后，常寒松返回家，向父亲讲述
了探访北地的经过，此时的常克勋
已恢复清醒。他对儿子的探访倍感
欣慰，对儿子拍摄的北地照片也颇
感兴趣， 尤其对最后一张突出田
野、 村庄的《北地炊烟》 格外赞
赏———小说最后定格的画面恰是
常克勋最想看到的生态宜居的美
好生活图景，这也是一代建设者一
生最大的心愿。

(据《人民日报》）

《北地》：讲述建设者的奋斗故事

敞开心胸，也敞开嘴。 精神和
物质同构。 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
这样劝饮食红尘中的西洋男女。

胡适博士， 他写序不能不引
经据典。 博士眼中的中国食谱，一
如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
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吃了赵太
太不少于 100 席的美馔， 他本能
地吃出了乡愁， 从食谱里首先找
到了徽州锅，看完食谱，自会引颈
东望。

赛珍珠序中也思乡， 是对在
中国日子的留恋， 甚至要荐赵太
太获诺贝尔和平奖。 理由是，要取
得世界和平， 还有比围坐一桌享
用鲜美菜肴更好的方法吗？ 中西
合璧，围坐一桌，通则不痛。

确实，没有比围坐一桌，更温
暖和踏实。 且看食谱，且看如何把
食谱变成热气腾腾的一席宴，还
不增加体重。 天下有这样的好事，
鱼和熊掌竟然兼得。

在西洋的氛围里， 写一本关

于做饭的书，中文和西文互参，且
夫妇和女儿协力， 语言学家和医
师多维拌嘴， 食谱满是家常的味
道。 食谱比之随园食单， 多了标
准，多了精准，包括用油用盐的计
量，火候的计时。 重要的是，赵太
太是我们老乡。 徽菜，久负盛名。
地域性的特征， 在食饮中体现得
最明显。 赵太太把一品锅分了红
汤和白汤，重色重油，各妙其妙。
一品锅外还列了徽州锅。 这锅那
锅，都是乡情深重。

古徽州不仅创造了徽商奇迹
和博大的徽学，而且杨步伟（石台
人，比邻徽州）在西洋创制《中国
食谱》， 以飨那些好奇东方中国，
点燃厨房的炉火的西洋太太们。

食物之道在人心。 敞开嘴，心
胸自然也敞开了。 在俗世中，做菜
吃饭不止于系命，多是滋味悠长，
乐在其中啊。 如果，佐以各种香型
的酒，酒食后辅之以一杯茶，绿茶
和黑茶（红茶），那就完美了。 可

是，赵太太是医生，只食不饮。 她
不大提及酒，即使提到了，也是如
绍兴米酒，淡淡的，浅尝一口即放
下，稍带一笔即放过。 不过，丰俭
不同的一席，凉菜、热菜、汤、甜品
和茶饮俱应，不喝一杯，无论如何
都说不过去。

筷子统治世界。 这是赵太太
世界里的野心。 筷子是中国化的
标识。 筷子行大道，应了一生二，
大道至简的义理， 用最简单的两
根竹木，夹起了人生百味，世界仿
佛大同。就像制吃豆腐一样。 最简
单，却最奇妙。

中国食谱， 都是食饮家常谱
系。唯家常，能长久，久而弥新。以
致这本七八十年前的日常食谱，
在西洋大放异彩后，回归故土，也
一再受到追捧， 甚至比肩随园食
单。 这大约是世道人心，追寻食物
本味、归真了。

敞口嘴，就面向世界了。
（据《北京日报》）

《中国食谱》：敞开嘴，就面向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