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宁波好书

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顾 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7 四明周刊·阅读 NINGBO DAILY

广东作家潘小娴新出版的散
文集《一树梅花一溪月》，笔触细
腻，诗意盎然，字里行间乡愁缱
绻。

在书中，潘小娴恰到好处地
采用了双重叙述视角，即一方面
以童年的我——一个乡村姑娘的
视角忆往事、吐心声、抒真情；另
一方面，又以成年的我——一个
媒体记者、作家的视角去追念、审
视、反思，在铺陈描摹与今昔对比
中，表达对故园山水、民俗风物、
乡野美食的深深眷恋。

全书分四辑，从《白鹅王子》
开篇，由“小姑娘撒腿跑，大白鹅
展翅追”的一幅《乡路晨趣图》，引

领我们步入作者少年时代的家乡
梅村。在第三辑《翩翩小儿郎，骑
马上学堂》中，作者写小伙伴们
春斗碧草秋斗蟋蟀，做弹弓赶雀
撵鸡，进山砍柴采摘野果，将铁
环滚成风火轮……可谓童心满
满、童趣多多。直读得我这个“中
年大叔”含泪微笑——童年，竟
是个全科医生呢，它能治愈我们
的一生。

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相
仿，在童年视角之外，潘小娴又以
奔波十丈红尘的他乡人视角回溯
自己的精神原乡，叙事中见热爱，
描绘中溢深情，对比中透思考，追
忆中蕴哲理。谁又能想到，“白鹅王
子离开我家是以生命的终结，见证
了一个曾经荒诞的时代与一段荒
诞的历史”呢？谁又能想到，家养的
一只大白公鸡，因奉献了两根雪白
的羽毛，实实在在地加深了瑶族和
汉族乡亲之间的友谊呢？

最是人间烟火暖，最是乡愁
若酒浓。作者笔下的故乡梅村，既
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又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推荐书友：刘敬）

《史记》是我国首部纪传体通
史，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史记》涉及人名 4000 多
个，《史记人物五十讲》选取了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便读者
更加清晰地理解《史记》和这段历
史。

杨鹏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
研究学者，曾从事传统国学与西
方宗教的对比研究工作。或许正
因如此，杨鹏对于先人的精神世
界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与关注，
他用全新的视角对《史记》里的人
物进行了分析与解读。本书大体
按照时间顺序由夏商的大禹商汤
写至春秋的五霸争雄，再由战国
的诸子百家写至秦皇汉祖。据作
者自述，他写作的核心目的是回
答在翻阅史书时内心浮现的一个
问题——“我们是承继了先人的

伟大，还是重复着他们的局限”？
杨鹏的文笔精练，偏重于人

物概括性的总结。面对人物复杂
的生平，他快刀斩乱麻，仅仅挑选
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历，以此进行
人物的品评。这样的举措，是建立
在对历史人物全面整体的把控之
上。历史的一个侧面，已经足以定
格一个人物。

我很喜欢熊十力先生的一个
观点：史书是史作者价值观的体
现。史作者所表现出的思想，本身
就带有时代变迁所留下的烙印。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仅
是评判了《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些
人物，太史公司马迁同样是作者
的评判对象。

在这五十篇讲解中，作者反
复强调的一个概念是“历史记
忆”。历史的记录塑造了我们的集
体记忆，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继承
了先人的伟大，却也难免同样限
于前人的桎梏之中，唯有让思想
与社会一同变迁，方能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之外，同
样少不了来自个体的解读，而这
本书，正是作者作为个体的解读，
提醒我们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作
者又何尝不是在以太史公为鉴
呢？ （推荐书友：赵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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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4年4月

叉烧、大盆菜、黑金流沙包、
黄鳝煲仔饭、烧鹅……《粤菜记》
里一组引人垂涎的美食照片将我
瞬间带入舌尖上的岭南。而当盛
慧的文字一行行铺陈开来，散发
着诱人色泽的美食立刻生动起
来，饱含人情的温暖滋味悄悄升
腾。《粤菜记》是一部纪录片式的
粤菜全景散文集。

作者写道：“外地人爱上粤
菜，大抵会从一只烧鹅开始。”对
这句话我深表赞同，虽然吃过无
数次烧鹅，但作者以一篇《满城尽
带鹅肉香》让我对烧鹅认识更深、
迷恋更甚。烧鹅是粤菜中颇具代表
性的烧腊菜式，“夹上一块，点上琥
珀色的酸梅酱，入口咀嚼，鹅皮咔
嚓作响，脆如薯片，油脂的香味，包

裹着丝丝缕缕的荔枝木香，在口腔
中繁弦急管般奏响。”作者先是从
香味、口感等方面立体勾画香脆鹅
皮美妙之处，紧接着写“鹅的皮下
脂肪，早已在高温中熔化，深情款
款地渗入鹅肉之中，使鹅肉甘香四
溢，汁水充盈，就连鹅骨，也充满深
邃的幽香”，生动鲜活地描绘出鹅
肉弹牙、鹅油齿颊留香的特点。作
者用文字的“魔法”将饮食之美精
妙呈现。

在文学的世界里，美食不仅
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更是
承载着情感、记忆与文化的象征。
生活里有万般滋味，文学便能呈
现出万般滋味，而且会更浓烈、更
醇厚。作者曾极力想摆脱家的束
缚，远离故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可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后，他开始
明白，暖心最是家常味。作者在

《后记》中总结了粤菜杂食和兼长
两大特点，这些特点与岭南历史
发展密不可分。而粤菜发展的历
史，堪称一部“励志片”，从令人望
而生畏的“蛮食”到备受称赞的

“南烹”，粤菜自成流派，越过岭
南，东征上海，南传港澳，风靡海
外。 （推荐书友：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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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梅花一溪月》

《粤菜记》

荐 书

《史记人物五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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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宇

春暖花开时节，经中国记协
书记处书记殷陆君引荐，我收到
邓少华先生赠寄的新著 《新闻策
划》。少华先生系宁波日报报业集
团党委副书记，宁波日报社副社
长、副总编辑，兼任中国宁波网
总编辑、高级记者。

少 华 先 生 从 事 新 闻 工 作 多
年。他从 1996 年进入宁波晚报至
今，从报纸印刷到网络传播，时
代发生着巨大变化，他对新闻事
业的那份追求却一直坚守。无论
是冒着生命危险远赴外地卧底暗
访、乔装打扮深夜摸进屠宰场做
新闻报道，还是解读城市重大发
展 战 略 、 发 掘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活
力，抑或负责报道市里党政领导
的政务活动，乃至作为管理者创
办甬派客户端，他执着追求新闻
理想的心潮依然澎湃。他曾有过
梦想，每隔十年，梳理出版一本
书，记录新闻职业生涯，当初拟
了三个书名—— 《新闻发现》《新
闻策划》《新闻人生》。2008 年他
出 版 《新 闻 发 现》 之 后 ， 如 今 ，
摆在读者面前的 《新闻策划》 实
现了他的又一个心愿。祝贺他迈
出了新闻人生的第二大步！

1982 年我大学毕业后即被分
配到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
报》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评
论理论部主任、《文化报》总编辑、
高级编辑。20 世纪 90 年代，武汉和
宁波都是国家计划单列城市，两报

有 着 较 多 的 业 务 交 往 。我 先 后 于
1999 年 9 月、2000 年 9 月、2003 年 8
月和 2004 年 3 月为《宁波日报》 的

“七日谈”开过 4 次专栏。
2019 年后，我调入华中科技

大学新闻学院工作，至今已有 40
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其间，新
闻策划也是我的一项实践、研究
和教学任务。学习少华先生的大
作，促进了我对新闻报道策划的
进一步学习和提升。

所谓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
报道的主体遵循事物发展和新闻
报道的基本规律，围绕一定的目
标，对已占有的信息进行科学分
析 和 研 究 ， 着 眼 现 实 ， 发 掘 已
知，预测未来，制定和实施相应
的政策和策略，以求最佳效果的
创造性的策划活动。

在 历 届 中 国 新 闻 奖 的 评 选
中，在宁波日报和少华先生的获
奖 作 品 中 ， 不 论 是 哪 一 类 的 作
品 ， 能 获 奖 或 获 高 层 次 奖 励 的 ，
无一不是新闻策划的结果。在新
闻人的职业生涯中，新闻策划素
质的培养，不仅表现于当时，有
时还会影响长远。作为一个新闻

人，要在自己的新闻人生中不断
学习和培养自己：以新闻的敏锐
和智慧发现故事，以新闻的视角
和手段描述和评论故事，以新闻
的威力和魅力促使故事在有利于
社会的轨道上完善和圆满。少华
先生在书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
案 例 告 诉 我 们 该 如 何 发 现 新 闻 ，
如何做好新闻报道。

《新闻策划》 一书研究的是重
大 报 道 （重 大 主 题 、 重 大 典 型 、
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它是我们
新闻报道的主旋律，也是我们新
闻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正如殷陆
君书记在本书 《序》 中所言：“这
本书最大的学问也许不是一题一
议、一人一策、一事一报、一活
一 招 的 重 大 报 道 新 闻 策 划 艺 术 ，
而是告诉我们，面对信息社会的
迅 猛 发 展 、 新 闻 事 业 的 快 速 进
步 ， 新 闻 工 作 者 记 录 时 代 风 云 、
推动时代进步是光荣的责任，传
播党的政策主张、守望公平正义
更是伟大的使命。”

衷心祝贺少华先生的新著出
版，希望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
他的第三部曲 《新闻人生》 问世。

不忘职业使命 迈向新的人生
——读邓少华新著《新闻策划》

王剑波

春节期间，桂维民先生发来
《乡愁月千里》 的电子稿，嘱我为
他弟兄俩的这本诗词合集写序。我
深觉荣幸却又感到惶恐，因为我不
懂诗词格律，怕说不到点子上。但
当我点开诗稿阅读，顷刻间就被吸
引。

在这本集子里，桂维民、桂维
诚弟兄俩高吟浅唱，表达着对西安
与宁波这两座城市的热爱，抒发着
两代西迁人的乡愁，让我感受到了
浓浓的故乡情、兄弟情和家国情。

两位作者的父亲 20 世纪 50 年
代从上海支援大西北，作者兄弟妹

妹六人成了“西迁二代”。年深外
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他们
在那片土地上成长，身上烙下了

“秦人”的印记；西安成了第二故
乡，也成了他们诗词创作不可或缺
的题材。“晴野八川秦岭汇，环绕
长安如经纬。”“十三皇朝兴废地，
读史处处见衰荣。”在卷一 《长安
诗画》 里，桂维民先生用多彩之
笔，描摹秦岭渭河的无限风光，歌
吟黄土地上的古今胜迹，从中可以
看到他对西安这座美丽古城的满腔
热情。

而宁波是他们的故乡，弟兄俩
的梦中流淌着同一条甬江。桂维民
生于宁波，虽然年少时就随父母到
了西安，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曾
回老家上学。桂维诚更是在 1969
年 1 月“上山下乡”运动中返回宁
波务农，至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整
整 55 年。“鹭林傍甬江，心与碧云
还。”宁波，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故乡，成
了他们书写时难以割舍的主题。这
本诗词合集共四卷，其中有三卷是
对宁波这座城市的歌咏。“长风千
里已秋浓，安步巡游访浙东。”在
卷二 《故土乡愁》 中，桂维民先生

用诗词记下了几次回乡的行踪旅
痕，更有兄弟唱和，写下了对故土
家园、血肉至亲的依恋之情。而卷
三 《癸卯行吟》，则是桂维诚先生
在刚刚过去的癸卯年里的 500 多首
吟稿，既是一个家乡文人面对世事
的心路历程，更是以甬城四季流转
的镜像留痕，慰藉远离故乡的游
子。在卷四 《明州赋记》 里，桂维
诚先生用赋和记的形式，描叙家乡
的地理风貌、人文胜景，铺陈挥
洒，一唱三叹，令人目不暇接、美
不胜收。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海
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西安地处祖国西北，先后
有 13 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华文
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座世界
历史名城。宁波与西安相距虽远，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宁波勇立潮头，焕发出
勃勃生机；而西安乘着开发大西北
的春风，攀上了时代高点。两座城
市，大海的活力与古塬的厚重互为
依托，海水的蔚蓝与泥土的苍黄交
相辉映。在新的历史时期，无数个宁

波人带着梦想来到大西北，在西安
这座城市创业拼搏，他们务实能干、
善于经营、刻苦耐劳、诚信守义，谱
写着“宁波帮”新的篇章。而这一切，
我们都可以在《乡愁月千里》中寻到
踪迹印痕，听到悠远回声。

此书出版之际，正值西安市宁
波经促会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
西安市宁波经促会本着服务会员、
服务西安、服务宁波的办会宗旨，
联络联系、动员组织在西安的宁波
人，为西安的建设、为宁波的发展
贡献力量，成效显著。桂维民先生
曾担任宁波经促会常务理事，现在
仍然是西安市宁波经促会顾问。20
年来，他为加强西安市宁波经促会
的建设、促进西安宁波两地的交流
合 作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乡 愁 月 千
里》 的出版，是对西安和宁波两座
城市的礼赞，也是向西安市宁波经
促会成立 20 周年的献礼。

愿所有在外的宁波乡亲，钟情
他乡，心系故园，归梦花开无数。

双城吟 无限情
——序《乡愁月千里》

胡冬平

在植物爱好者圈子里，小美是
个知名度颇高且有故事的人。

她学的是心理教育专业，工作
是企业培训师，业余爱好却是植物
分类。当工作和爱好不可得兼，她
勇敢辞去了工作，成了一个为兴趣
爱好而生的自由人。当她遇见同样
钟情于野花的四川小伙“华西雨
屏”，又毅然决然从东海之滨的宁
波嫁到了大西南的成都，从此二人
携手，一起徜徉于物种丰富的川西
野花世界，成为圈内佳话。

小美从小热爱山野乡村的花花
草草，她的老家是宁波生态最好、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宁海县，她与
植物结下不解之缘是顺理成章的
事。年岁渐长，她开始迷恋园艺和
植物手绘，家里的阳台被她打理成
了一个美丽的花花世界。

2013 年 ，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
她在微博上看到“天冬”“牛洋”
等“大咖”拍的野花图片，瞬间被
惊艳到了，于是顺藤摸瓜，发现并
认识了更多植物“大咖”。从此，
她加入各种专业社群，跟着他们学
植物、学摄影、追野花，渐渐地，
她也成了一个植物分类的重度爱好
者。寻找野花、拍摄野花、记录野
花、研究野花、书写野花，成了她
一生的志业。

这些年来，她在这条路上不断
进阶，不断收获。2016 年，她在

宁波图书馆举行了“行摄野花”个
人摄影展；2017 年，出版了植物
散文手绘书 《咫嗅芬芳：二十四节
气探花之旅》；而刚刚到我手里的
这本 《植物旅行笔记》，则是她 10
多年探寻野花之路上的又一重大成
就。

小美刷山不止，拍花不息，足
迹遍及神州各地，甚至两度走出国
门，前往南非看花，这本书就是小
美海量植物旅行的一个缩影。她精
选了 14 次寻花之旅，结集成册，
为读者全面展示了华南、东北、西
北、南非尤其是川西、青藏等地的
代表性野花之美，让读者足不出
户，即可神游四方，欣赏不曾见过
的天地大美。

翻开书册，野花摇曳、江山壮
丽的一张张高清大图，让人震撼沉
醉。物种丰富，图片精美，视觉冲
击力极强，正是这本书的最大特
色。

作为一个植物分类爱好者，她
的野花图片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
美融合。她非常善于捕捉光影，完
美呈现造物之精妙微细，更善于寻
找合适角度，表达不同植物的独特
气质。那全身透亮、紫衣翩跹、瓣
纹清晰的林间精灵猪牙花，那色如
高原蓝天、瓣上滚着晶莹露珠的高
山女神藿香叶绿绒蒿，以及那有着
从深粉到浅绿渐变色、形如梦幻毛
笔头的缅甸树萝卜，都是让人一眼
千年、难以忘怀的精美杰作。

作为一个优秀生态摄影师，她
极擅长用广角镜头再现植物生境的
开阔壮美。冰雹中屹立荒凉流石滩
的塔黄，生命禁区里趴在石缝中的
水母雪兔子，天山脚下伊犁河谷如
诗如画的百里画廊，恢宏壮阔犹如
上帝视角的大西洋东岸城市开普
敦，一张张，一幅幅，气韵生动，
对比鲜明，沧桑有力。阅读她的新
书，仿佛在细品 《国家地理》 杂志
上那些特约摄影师的经典杰作，看
着看着，仿佛身临其境，豪气顿
生。

在书里，小美不仅翔实记录了
一次次植物旅行的具体线路和沿途
美花，以及寻访途中的开心事、窘迫
事，让有心人可以按图索骥高效寻
芳。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把更多笔墨
投向了植物的生存智慧及野性之
美，书中充满了奇妙有趣的知识点。

如在 《流石滩的生存法则》 一
文中，她举了不少生动例子，揭示
了植物应对艰难困苦极端环境的巧
妙策略。如高原点地梅用垫状结构
来抱团取暖对抗强风，而雪兔子则
用绵密的绒毛挡风遮雨反射紫外
线。最好玩的是半荷包紫堇，在生
长期，为防止被动物们吃掉，它们
把自己拟态成石头，只是当它们性
成熟后举出一束束湛蓝粉紫花朵
时，这些伪装才不管用，至于能否
继续生存下去，还得看运气。

擅长摄影和绘画之人，审美能
力总是超越常人。小美既能共感普

通人眼中的显性之美，更能领略常
人容易忽略的细节之美。很多时
候，往往无需什么文采，只需忠实
记录，其文字自有动人之处。

一个清晨，她从赛里木湖边的
帐篷走出来，日出时刻草原的静谧
之美，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象：“所有植物沐浴在灿烂的晨光
之中，整片草原的霜晶慢慢融化成
水滴，叶尖、花朵上的水滴闪烁着
明亮的光芒，仿佛草地上无数颗钻
石在闪动。我徜徉匍匐在这梦幻光
芒之间，好像做了一个亮晶晶的美
梦。”要有怎样的心灵和慧眼，才
能见识这日常却非凡的美？

读着小美的新书，在欢喜赞叹
的同时，不免有一点遗憾。笔者
2015 年末才开始研习植物，那时
小美已勇猛精进了两三年，在国内
植物圈小有名气。我们两家相距不
过二三公里，但还没来得及跟着她
实地学习哪怕一次两次，她就于
2016 年嫁到成都去了，就这样擦
肩而过，十分可惜。祝福小美在野
花这个大美世界取得一个又一个辉
煌成就。

小美的大美世界
——读《植物旅行笔记》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