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中国奇迹》丛书共包
括 《建天坛》《建长城》《兵马

俑》《莫高窟》《建土楼》五个分
册，对应五大历史时期和五个世
界文化遗产。丛书以科学绘本的
方式、独特的视角，用孩子易
接受的图画书的形式，生动形
象地呈现出这五种中国文化遗
产的修造过程，简洁直观地回
答了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让
孩子眼中的中国文化遗产不再
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一堵灰旧
的城墙，而是承载历史文化、
承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

《《伟大的中国奇迹伟大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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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为快一读为快

好书荐读好书荐读

读书时间

抓住暑假尾巴

暑假已经接近尾声，读书是一种让孩子快速收心的好方法。读书
不仅有助于增长知识、开发智力，还能陶冶情操，转移电视、游戏的
诱惑。从现在开始，合理安排阅读时间，抓住暑假的尾巴，让孩子多
读几本好书吧。

涂子沛是著名的大数据专
家，也是很注重给青少年写科普
读本的作家，去年出版的《给孩
子讲大数据》《给孩子讲人工智
能》广受好评，也得到小读者们
的欢迎。今年他跟郦光伟合作，
出版了两本讲创新、创业的儿童
读物——《和爸妈一起学创业》
《和爸妈一起学创新》。

“创新”“创业”，表面上看是
大人才会关心的话题，但其实如

“创新”所需要的品质——敢于质

疑、大胆提问、拥有好
奇心和批判思维、敢想
敢做、用心观察、不怕
失败——不也正是孩子
们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
所应努力的方向吗？作
者们把科技创新、企业
创业的“硬核”内容巧
妙转化成孩子容易理解
的有趣的案例和故事。

在《和爸妈一起学
创业》一书中，作者循序渐进地为
孩子们介绍了什么是公司，开公司
需要掌握的基础会计学知识、经济
学常识、商业运作方式，还有创办
企业需要的团结他人的领导力、不
怕失败的耐挫力、奋发向前的自驱
力、敢想敢做的行动力等。这些内
容特别适合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儿童的成长环境不同了，他们对经
济、商业的新鲜资讯其实是非常感
兴趣的。涂子沛的这两本书刚好满
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可谓及时。

大数据专家涂子沛写给孩子的新书大数据专家涂子沛写给孩子的新书

这本书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
腻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

程，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
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百
姓的文化和习俗。它选取了大运
河独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
景，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
14 幅全景长卷。令人震撼的手
绘插图精致到每一处细节，艺术
还原中国大运河的生命历程，将
文字叙述的历史视觉化。这本书
呈现了大运河历史中的辉煌与坎
坷，并把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日
面貌展现无遗。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穿越时空的大运河》》

这是一本搞笑风格的绘本。
比如，千万不要带一条鲨鱼去看

牙医，因为对于一名牙医来讲，
鲨鱼的血盆大口可是很吓人的；
如果你乘坐地铁，你最好不要跟
一只豪猪坐在一起，因为它的刺
很扎人；你也不要试图带一只蜈
蚣去逛鞋店，因为它的每只脚都
穿上合适的鞋子，可能得花不少
时间呢……这本书让孩子们在有
趣的故事中，认识动物的特点，
学会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作者用
细腻的画风生动呈现了故事的趣
味性。

据《南方都市报》

《《动物绝对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动物绝对绝对不应该做的事》》

多读几本好书

《去太空》 丛书共三个分
册：《太阳与地球》《探索月球的

故事》《类地行星大不同》。它适
合六到十二岁的儿童阅读。书中
从观测日食、赏月等生活场景出
发，带领孩子认识太阳系的各天
体，了解人类探索太空的故事。
书中既有对宏伟的宇宙场景的想
象，又有十分真实的当下的科技
现实，使孩子能了解丰富的太空
知识，对空间技术的魅力有深刻
体会。书中重点介绍了我国航天
事业的发展和成果，以激发孩子
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
的热情。

《《去太空去太空》》

樱井进是日本知名的科学领
航人，他首创的“数学娱乐”曾

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这套《数
学世界大冒险》 也充满“娱乐
感”：普拉思、卡尔和希克船长在
一座座数学宝岛上冒险，如金字
塔岛、九九岛、魔法岛、故事
岛、快乐乘法岛、连续岛、倍数
判定岛等，途中学习了不同主题
的数学知识、巧妙解题的思路和
方法，完成了相应的数学挑战。
这套书的优点在于挖掘了数学的
趣味性，引导孩子怀着愉悦的心
情和强烈的好奇心认识数学、学
习数学。

《《数学世界大冒险数学世界大冒险》》

■殷亚平
《昔我往矣》是台湾作家白先勇的自

选散文集。
散文集收录的多为作家怀人感事的忆

旧文章，有对家乡桂林的寻根，对上海童
年往事的追忆，对姐弟情深的倾诉，对友
人生死相依的眷恋……作者用质朴的笔
触，将如烟往事不疾不徐地铺陈开来，历
历如在眼前。

《树犹如此》写的是作者与挚友王国祥
38年生死相随的故事，被称为“以血泪、
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
白先勇和王国祥在台湾读书时因一次“意
外相撞”而结识，阳光、坚韧的王国祥让

白先勇感受到了生活的力量，王国祥也对
白先勇的才华欣赏有加，两人最终成了相
伴一生的朋友。二人后来都定居美国，一
个研究文学，一个研究物理学。去国相随
之后，王国祥“再生不良性贫血”再次复
发，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二人与病魔展开了
生死搏斗。白先勇甚至亲访大陆名医，扛回
药粉给好友治病。尽管如此，“国祥的病，
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最后天人两隔。

“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
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
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
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
露出一块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
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
弥补的天裂。”文中的树是当年两人一起
栽种，曾经比肩而立，而今斯人已去，泣
血之情，让人潸然。

作者童年时在上海住过三年，曾因疾
病尚未痊愈，一个人到郊外养病。对一个
成长期的孩子来说，这段记忆甚至影响了
他一辈子的创作。《上海童年》里这样记
述：“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

‘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

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却
印下了千百幅‘上海印象’。”

《第六只手指》写的是作者跟三姐的
往昔岁月。家里养了鸡，一听到母鸡唱蛋
歌，三姐便拉着他飞奔到鸡棚内，从鸡窝
里掏出余温犹存的鸡蛋，递给他享用。三
姐是一个喜欢把快乐跟别人一起分享的女
孩。然而，这个女孩后来却患上了罕见的
肝炎，只孤独地度过了短短49个春秋。

“明姐一直没有长大过，也拒绝长大，成
人的世界，她不要进去。她的一生，其实
只是她童真的无限延长，她一直是坐在地
上拍手笑的那个小女孩。”作者笔下的三
姐仿佛邻家女孩，纯真、顽强、孤独又善
解人意。

散文集里还有些篇目是对文学挚友的
深情记述，对创办《现代文学》的艰辛回
顾。

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处女作就发表在白
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上。三毛曾说：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
每一个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
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于他文字
里那份超越了时空的艳美。”此话当不为过。

除了热爱文学，白先勇还痴迷昆曲。
《我的昆曲之旅》中记述，9岁时，白先勇
有幸看到梅兰芳大师演出的昆曲《牡丹
亭》。“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
《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
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
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响
起就不禁怦然心动。”晚年，白先勇为推广
昆曲多方奔走，整理了明代汤显祖的戏曲
《牡丹亭》，当年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十多年前，我曾在小城旧书摊上买了
一本八成新的《牡丹亭》，大红封面，右
侧灿然盛开一大朵粉红色的黄蕊牡丹。受
白先勇的影响，前几年去苏州，我还专程
去历史文化名街平江街一会馆内聆听了昆
曲《惊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
如线。”婉转柔媚的唱腔，让人如痴如醉。

作家刘绍铭说：“艺术家生活于公私
两个世界。写小说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识

‘正宗’的白先勇，要读有‘嚼头’的文
字，得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文。”的确
如此。读《昔我往矣》，记忆中的点点滴
滴从笔端缓缓流注，生活中的琐琐碎碎都
饱含情与爱，拥有超越时空的静美。

超越时空的文字之美
——读白先勇散文集《昔我往矣》

■七南
《瓦猫》是作家葛亮的新作，由三篇

短篇小说构成，分别是《书匠》《飞发》
《瓦猫》，书名取自第三篇。这是一本关于
匠人的故事书，书里涉及古籍修复师、理
发师及陶艺师三个传统行业，但又不是单
纯的故事叙述，而是以故事叙述为线，时
光倒溯半个多世纪。三个故事看似彼此孤
立，却又相互渗透。

首篇小说《书匠》，故事缘起于作者
祖父的一部手稿，因年久受损严重需要修
复，作者因而接触到古籍修复师这一行
业，接触了鹿简，继而又忆及老董，牵扯
出一段少年往事：因一张事关荣誉的奖状
不慎被染上墨汁，毛果沮丧万分，老董用

“西瓜出霜”之法消除墨痕，使之复原如
初。后毛果拜老董为师，在学习过程中深
受老董影响。老董是真正的古籍修复师，
是一个活在旧时光里的人。毛果目睹了修
书的全过程，诸多工序和细节，都是指上
之功，以经验为判，不是现代科技可比攀
的。老董自称书匠，或许，匠之根本，关
乎传承和持守，这一行当，是一个人的清

苦，不可半途而废，心怀名利的人做不
了。

《飞发》是第二篇，飞发即理发，主
要讲述了理发师翟玉成的故事。年轻时他
怀着明星梦，考上“丽声”电影训练班，
但并未如愿当上电影明星，最后做了理发
师，到一间高级发廊“孔雀理发公司”供
职，这是翟玉成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即便
后来自己开了“利群理发店”，也没有了
在“孔雀理发公司”时的辉煌。后妻子意
外去世，他独守理发店和两个儿子过活。
当岁月流过，儿子长大，他也老去，随着
时代变迁，他的理发店即将被拆，他不愿
离开却无能为力，最后死于胃癌。读着翟
师傅的故事，我想起童年时村里一个理发
师，那时称“剃头匠”，他和书中的翟师
傅有时会重叠为一人，我心中便始终缭绕
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

北方镇宅多用“泰山石敢当”，而在
昆明，镇宅用瓦猫。它是镇宅神兽，是屋
脊上的守望者，“面目狰狞，勇武，似小
型的虎。”在《瓦猫》中，时光回到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地点为

西南古镇龙泉，这里不仅是陶艺匠人制作
瓦猫的世代传承地，也是西南联大诸多学
者，如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
因、金岳霖等在抗战时期的暂居之地。小
说以西南联大学生宁怀远与瓦猫匠人荣瑞
红之间的一段感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在困
苦岁月，是瓦猫带着荣瑞红一路撑过来
的。对她来说，瓦猫已超越谋生的本能，
成为岁月的物证，成为至情至真的化身。
莫言曾这样评价葛亮：“他笔下的人物，
即使在艰难的时世，那种仁义的理念也没
有泯灭。”而《瓦猫》正是如此，既有匠
人精神，又有家国情怀。

葛亮的文字很干净，节奏也很平
缓，娓娓叙述那些藏在喧嚣红尘中的故
事，读后却如静海深流，让人思虑良
多，心情久难平静。整本书写匠人匠
心，但侧重点各异。《书匠》讲究“不遇
良工，宁存故物”，是对匠心的坚守；
《飞发》讲究持守与创新，是对匠心的传
承，并于传承之中思考未来之变；《瓦
猫》讲究“吾随物性，以手摩心”，关乎
匠人之本。正如作者在 《自序·物是》

中所写：“匠人们眼中，其如界碑，看得
见莽莽过去，亦联结无尽未来。这一点
信念，为强大之根本，便甘心晨钟暮
鼓，兀兀穷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
论现代科技如何发达，都需要这样的匠
人，来坚守一颗匠心。

任何时代都需要匠人匠心
——读葛亮新作《瓦猫》

■李 季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

政府被迫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
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
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
地。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从这个时期
写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讲述了天津老
城北门外一个小胡同的百年变迁。从卖包
子的、拔火罐的、卖鸡毛掸子的、卖鞋帽
的、打帘子的、卖神符的小手艺人，到外
国殖民者、买办；从革命党到汉奸、地痞
流氓等，市井里的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复
原了活色生香的旧天津。

盛满故事的胡同，历尽风雨的百年津
门。小说讲述蜡头儿胡同的兴衰，并以蜡
头儿胡同为中心，向整个侯家后和天津城
辐射，以主人公来子为主线串联起了形形
色色近百个人物，展现了老天津人的悲欢
离合和喜怒哀乐。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小人物，他

们有普通市井小民的善良和朴实，也有天
津人共同的幽默和坚韧，好人来子就是其
中的一个典型。来子聪明厚道却一生坎
坷，少年时被父亲老瘪抛弃、母亲病死，
青年时爱人、小闺女儿不辞而别，再相见
时小闺女儿即将病亡，几年后自己死于日
本人之手。他的一生苦多甜少，支撑他走
下去的力量有两个，一是内在的，是他最
朴素的生活信念，那就是活下去，活下去
就有希望，活下去就会越来越好。二是外
部的，邻里之间的无私帮助。少年来子父
亲弃家、母亲去世，走投无路之际，尚先
生首先站出来，邻居各尽所能出一份钱、
高掌柜补足所需费用，让来子得以安葬母
亲，找到生活来源。这种邻里间的友爱无
处不在，小说中因残疾遭遗弃的傻四儿，
被庙里养大，长大后有人收留，最后在别
人帮助下找到了安顿自己的营生。故事中
鳏寡孤独者各有所养，坏人或损人利己者
会遭到鄙视，市井的伦理价值观念维持着

生活稳步前行，让人觉得人间烟火温暖可
亲。

市井生活磨炼各怀绝活的小民，民族
危难锻造热血苏醒的勇士。《烟火》的故事
发生在乱世，从火烧望海楼、天津教案、
天津起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史风
云牵系着芸芸众生，带来无数家庭变故、聚
散离合、爱恨浮沉。普通人在乱世中要用力
活下去，保全自己和家人，心怀天下者抛头
颅洒热血，为国为民死而后已。老疙瘩，在
寻常手艺人的外壳下，是勇敢智慧、有担当
的革命党；义和团后人刘大头，侠肝义胆，
受到了众多人的爱戴；田生等新一代革命者
挺身而出，为救国救民，勇往直前，不愧是
为民族大义不畏牺牲的平民英雄。

“最见津门繁盛处，双桥雨水万家
烟”。蜡头儿胡同原本叫“海山胡同”，是
一条窄窄的胡同，却接着海、连着山，通
达天下。“烟火”指向市井与民间，在王
松看来，正是在嘈杂而丰富的民间市井生

活里，埋藏着天津这座城市乃至于我们这
个民族的根本；而人们之所以更愿意管这
条胡同叫“蜡头儿胡同”而非“海山胡
同”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重要的不是一时
的风云变化，而是在历史与日常生活深处
那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以及这人间烟火
的朴素、温暖与神圣。

人间烟火 温暖可亲
——读王松小说《烟火》

■谢雨桐
“花瓶被扇子敲开罅隙，马鞭草正在瓶中

萎蔫，这一击仅只是轻轻触及，无声无息，
没有人听见。”与《文化苦旅》的不期而遇，
仿佛一场遥远的梦，梦中的我翻山越岭、穿
越千年越千年，，只为一场文化的修行。

一阵从大西北吹来的风一阵从大西北吹来的风，，穿过了四川穿过了四川
的柳候祠的柳候祠、、都江堰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再到东南的吴越春

秋，最后停至
境外南洋的叠
叠坟冢。文化
之苦，在于创
造，而问寻文
化创造之路，
必是苦旅。现
代文明的足迹

从哪里开始？作者从自身出发开始探寻，从本
国国情、山川河流开始探寻，放眼世界文明，
最后回归近代文明的创造者身上，如此高屋建
瓴，令人眼界顿开。余秋雨是一位大师级的散
文作家，那些隐于山川河流的前人踪迹、流传
于千家万户的盛世传奇，被他娓娓道来。几千
年的漫长岁月，被浓缩在四方天地，一字一
句，是旅行的脚印，深浅不一；一章一节，是
踉跄的路程，弯曲绵长。

余秋雨在书中写道：“我无法不老，但我
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
化有什么祝愿，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
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
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文化的旅程本就是
苦、是涩，是思想上的跌宕，是对文化无休
止的追思和探索。不管是雕梁画栋，还是高

楼殿宇，最终都要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
的严峻。然而，千年的文化积淀总会留下些
什么，那是对曾经文明的见证，更是对世人
的警醒，提醒我们守住民族的根，不要再让
愚昧和无知毁掉这些宝贵的财富，不要再让
战火与硝烟隔断文明的过去与将来。

合上书，千年光阴从指间溜走，徒留一声
历史的叹息历史的叹息。。做一个文化路上的苦行僧有何不做一个文化路上的苦行僧有何不
可可？？那一道道文脉还藏在泥土中那一道道文脉还藏在泥土中、、掩埋在废墟掩埋在废墟
里里。。只有一直走在路上只有一直走在路上，，不断追寻探索不断追寻探索，，才能才能
摆脱局限摆脱局限，，让思让思
想在一次次文化想在一次次文化
的碰撞中逐渐成的碰撞中逐渐成
熟熟，，让文明在新让文明在新
时代中得以传承时代中得以传承
与与延续延续。。

旅行亦是修行
——读《文化苦旅》有感

悦读名家悦读名家

精品力作精品力作

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