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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汉字里的中华科技》一书系清华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教授戴吾三所著。全书选取 70 多个常用
汉字，分农事、制器、技艺、认知等项，还原汉字蕴
含的科技元素，生动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
魅力和中国古代科技的灿烂辉煌。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每一个精美汉
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意蕴深厚的人文故事，也深藏
着科学技术方面的丰富知识。在古代农耕社会，
我国劳动人民在辛勤劳作之余，一边观察自然万
物，一边在用心思考如何把握这个世界的普遍规

律。在长年累月的省思中，他们发明和创造了古
老的汉字，我们依然能从今天所用的许多汉字里
捕捉到农耕社会的印痕。在那个文明初兴的时
代，除了繁重的农事，中国古人还学会了制造各种
器具，掌握了各种复杂的制作技艺，并从中获得了
对这个世界的清晰认知。这些农事、制器、技艺和
认知，除了体现出传统文化之魅力，还真实地展现
了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程度。我们现代人则可以
通过精巧的汉字，一窥古老中国的人文样貌。

我们常用的“家”字是会意字，来源于甲骨文
的字形，上半部分表示房屋，下半部分表示家畜。
古人以居住之地和畜养家畜的农业活动相结合，
表现出“家”的含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
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驯
化动物的方法。再如耳熟能详的“农”字，它在创
立之初本是一个笔画复杂的甲骨文字，原初之意
是手持工具除草或在田间与山林耕作，后来泛指
农事、农业，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从古意浓
厚的“农”字考据开去，不难发现，在商代的众多农
业生产过程中，我国人民已经懂得了借助各种工
具，开展各种劳动与生产活动。而随着时代的进
步，“农”字也在一步步演化，从它笔画的增减和意
韵的延展上，我们亦能按图索骥地体察出中国古
代农业技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历程。

汉字里能折射出中国古代科技的丰富深邃。
从侍弄稼穑到日常生活，从器具制造到冶炼建筑，
从统一度量衡到医学天文，毫不夸张地说，在各个
领域各个维度里都能见到古代科技的影子。

就拿我们常用的“中”字来说，它的古体字像
带有飘带的杆子垂直立在地面上，表示日影不偏
不倚，正处于中间位置。“中”字的产生源于古代的

测影计时。彼时，古人为了把握好时间，通常会用
竹竿立于地面之上，依靠太阳投射下来的竹影长
短以标记一天的时刻和太阳的位置变化，竹竿也
因此成为最简单、最原始的天文测量仪器。又如

“鼎”字，它最初是用来烹煮食物的容器，因其庄严
大气的制式又成为国之重器的代名词。古时的鼎
大多用青铜铸造而成，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
鼎，展示了我国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成熟
的青铜制作工艺，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
制鼎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采矿、冶金、制作上的综合
技术被载入史册，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耸立起了
一座巍然的丰碑。

精美的汉字奏出科技与文明的雄浑交响，从
汉字中审视中华科技的硬核实力，可以管窥古老
的华夏文明从混沌初开到形成独特文化体系的漫
长过程。从中华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又能见
证古老汉字随时代而兴、随朝代更替而演化的发
展路径。汉字与中华科技二者相辅相成，在数千
年的沧桑演变中彼此借鉴，互为依存，共同绘制出
了中华文明的宏大气象。

沉醉于《汉字里的中华科技》，就如同走进了
中华科技的灿烂天地。以汉字为媒，以历史为桨，
划进那片光彩熠熠的书海之中。让我们流连在文
字的海洋里，尽情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美丽吧。

精美汉字书写科技与文明
读《汉字里的中华科技》

□刘小兵

《汉字里的中华科技》/戴吾三/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2年6月

作家于秋月的散文集《城里的人们》讲
的是冰城哈尔滨的故事，它仿佛是一帧帧
用浓墨淡彩皴染成的哈埠风情画，生动复
现了冰城里的人间烟火和市井风貌。

作者笔下虽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
但这些“凡人”并不平凡，而是透着一股浓
浓的市井烟火气。透过这弥漫冰城的市井
烟火，作者时而带我们穿越回到百年前的
开埠之初，一同寻觅那太阳岛的百年丁香，
流眄于贵宾楼（特指龙门大厦贵宾楼）的昔
日辉煌，时而又带我们回到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中央大街。我的思绪仿佛一下子回
到当年的“东风大院”，和小伙伴们一起歘
嘎拉哈，跳猴皮筋，撇口袋，扇“片技”，打出
溜滑……跟着大人糊窗缝，忙年，拜年、闹
元宵，端午夜游踏青……我眼前不由得幻
化出源茂冷饮厅、一副食商店、松滨饭店、
八杂市的昔日光影；作者又领着我们来到
江北田园小院，流连于野百合、芍药、睡莲
间，采摘着樱桃、葡萄、紫苏、香椿……

在作者笔下，浓浓的哈埠风情扑面而
来。以饮食为例，除了享誉天下的秋林里
道斯红肠、格瓦斯饮料、大列巴、马迭尔冰
棍，书中还为读者展现了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江畔餐厅俄式菜肴、塔道斯西餐厅的

高加索风味，尤其是娜塔莎烹饪的“犹太
肉”和俄式腌泡汁鱼“玛琳娜它”，以及作者
朋友赵姐自创秘制的“炸大酱”“酱油腊肉”

“酱油醋泡花生米”等佳肴，让人读着文字，
恨不得立刻一饱口福。

在《城里的人们》中，读者不仅可以欣
赏异域风情的欧式建筑，体会中西合璧的
市井风味，而且还可以与书中的人物一道
喜怒哀乐，共情共鸣。在作者笔下，形形色
色的人物仿佛都“活”了起来，从书中“走”
了出来，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悲欣交集的
活报剧。这里有饱受欺侮和歧视但内心善
良的智障儿童傻大雁，也有一心钻研祖国
医学、治疗不孕不育的中医老赵，还有以去
痛片加土霉素打遍天下的周大夫，神秘兮
兮喜欢给人测字的老吕大夫，出身名门儒
雅博学的英语老师蔡光霞，落魄邋遢爱生
如子的数学老师李笃千，自来熟、爱显摆喜
欢占便宜的老孙太太，为人实诚、热心助
人、肯出力气的转业军人老杨，狂飙英语、
把生活过成诗的赵姐，罹患大病却挑起全
家重担的老丁媳妇黄姐……

《城里的人们》中所写的人物不仅有城
里人，也有来到城里的农村人，比如捡破烂
的老孙头、帮城里人种菜的农民“小陶瓷”

夫妇、吃苦耐劳的农村小媳妇晓琴、想在城
里找个老伴儿的老孙太太……作者笔下的
这些农村人全都是进了城的农村人，故事
也都发生在城里。作者避开了自己所不熟
悉的农村生活，把焦点对准了城里人和农
村进城的“新城里人”，巧妙地将“讲好城市
故事”与城乡之间的交流互动结合起来，丰
富了这部书的内涵。

《城里的人们》不仅有描写西部歌王王
洛宾、《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原型等人物
纪实，也有描写的市井人物，这些人物形象
生动而充满质感。比如，虽自己病恹恹的
但仍耽溺于研创方剂的中医老赵，心心念
念想当门诊大夫的 X 光医师老吕，其貌不
扬、邋里邋遢、油尽灯枯的中学教师老千，
蔫不拉几、不苟言笑、在城里烧锅炉的农民
工老王，性格豪爽、思想前卫的城里小脚老
太老高婆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性格反
差极大的一翁一妪却脾气相投，惺惺相惜，
关系暧昧，没事还总在一起整两口……这
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
样。他们就像我们的同事、老师、亲人或邻
居，是那么地真实丰满，那么地亲切自然。

总之，《城里的人们》是一个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色香味俱全的冰城风味什锦拼

盘，开启了一场跃动着人间烟火气的文化
盛宴，展示了一幅幅哈尔滨百年历史变迁、
市井百态的风情画卷。此外，王焕堤老师
为这部文集创作的哈尔滨风景水粉画装帧
设计和插画，非常唯美和切题，为文集增色
不少。

冰城烟火里的凡人俗事
读《城里的人们》

□空桑

《遥望故乡月》是陕西作家
两木金近年来创作的散文自选
集。全书共分三辑，一共收录
两木金发表在各报刊上的 50
多篇散文。其内容多为记录思
乡感恩、借景抒情之文，是作者
写给故乡的书，写给自己父母
的书。书中每一篇文字都充满
着温度、充满着温情、充满着对
故乡无尽的爱。

开篇《怀念父亲》是作者为
纪念父亲而写，回忆父爱如山、
父亲在世时与家人一起生活的
点点滴滴。父亲同中国大多数
父亲形象一样，一生为儿女和
生活操劳。父亲是非常本分的
庄稼人，除了热爱劳动，没有别
的嗜好。父亲没有文化，但他
明白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父亲竭尽全力供养儿女读书上
学，希望孩子考大学有出息。

作家将乡村生活中的每一
段经历，记录成了故事，而每一
个故事都标志着生活的变迁。

《咥面》《十里蒜香》《织布机》等
篇目，详细描述了改革开放以
来的乡村变化。

如果说“真实”是散文的生
命，“善良”是写作者的品质。
那么《遥望故乡月》就具有这样
的属性。谁不说俺故乡好？全

书让我们了解到作家的家乡，
从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逐步发
展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农家人
从种地《养鸡》《盖房子》《过
年》，儿时记忆里的《酿醋》《蒸
年馍》，深深地在幼小的心灵留
下烙印。作者当初考学离开故
乡时，只有今生不再为农的欣
喜，没有丝毫的哀怨和乡愁，待
至年事渐高，对故乡的依恋与
日俱增。作家只有投身在故乡
的怀抱，双脚稳稳地踏在长满
了青草的土地上，呼吸着那饱
含泥土气息的空气，吃着母亲
手擀的扯面，睡在坚硬如铁板
的土炕上时，作家的心才能得
到久违的熨贴。

两木金所写的故乡月，通
过自己的创作复活了乡土叙述
的精神样本。在面向乡土文化
表述时，流露出留恋乡土的深
情。只有通过朴素的人物命
运，才能有血有肉地书写文本
的深度，这也是我在阅读了《遥
望故乡月》这部散文集后得到
的启发。

《遥望故乡月》是属于两木
金的，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来
自乡村的人的。一部散文集留
住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故乡记
忆，把岁月的感动留下，让我们
一起记住了乡愁。

《城里的人们》/于秋月/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欢迎来到人间》
毕飞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7月

《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
继《推拿》之后最新长篇力作。

毕飞宇的书写清晰冷静，
从更宏阔的视角展开对患者、
进城小护士、老院长、“贤妻”、
医生等多重身份视角的打量。

《粤菜记》
盛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

版社
2023年7月

《粤菜记》是一部纪录片式
的粤菜全景散文。写佳肴美
食，也写世相人心；追寻粤菜故
事，也折射粤地文化；写粤菜行
业发展变迁，更包含烟火温情
与人间冷暖。

《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
诞生记》

史双元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7月

《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
唐诗诞生记》是一场糅合了现
代生活趣味与古典文学美感
的唐诗现场播报。学者史双
元以诗证史，以史演诗，趣说
唐代诗人的唱酬交往，演绎唐
诗作品的诞生故事，描绘大唐
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愁、
家国情怀。

《北京这座城》
韩小蕙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该书是作家韩小蕙以北
京这座城为主题创作的散文
集。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

“北京景观”，第二辑“北京人
文”，第三辑“北京故事”，第四
辑“北京感悟”。从作家个人
足迹写起，呈现北京这座城的
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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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岁的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濮
存昕用自传的方式回顾自己的演艺
生涯。在这本《濮存昕：我和我的角
色》一书中，他以自己饰演过的角色
为主线，循着时间脉络，分享从艺这
么多年的历练、探索、创新和思考。

濮存昕在书中叙述了他从事文
艺工作的各种境遇。在这本书里，
作者把自己的成长过程真实地呈
现。“那年夏天可热了，那时没空调，
也没有排练场，因为不是剧院正式
的戏，就在人艺四楼找了一间暂时
没有用的布景画室，就是现在人艺
最顶层的人艺戏剧博物馆。”这是作
者排练时的艰苦环境，也就是这样
的锤炼造就了他正直而坚韧的内
心。从濮存昕的讲述里，读者看到
时代背景下，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所
经历的困苦和坎坷，以及他们戏里
戏外秉承的精神道义与人生信条。
通过书中娓娓道来的演艺过程，每
一个剧本人物的塑造，都诠释演员
与角色之间的关联，让读者深入了
解演员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同
时，作者的文字里表达着对艺术的
敬畏与热爱。

这是一本“立足于真实”的著
作，目的是对自己说话，与观众交
心，濮存昕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传
记。在书中，从濮存昕的自我介绍
里不难看出，从艺四十多年获“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殊荣，与他良好的
家风家训分不开的，那枚“清白吏子
孙”的印章就是最好的证明。作者
从爷爷奶奶的故事讲起，为自己的
演艺事业定下基调。从小受父亲的
熏陶，作者对演员职业心生向往，无

论是上学还是参军，作者始终保持
着对演戏的热爱。尤其军旅经历是
濮存昕成长过程中的宝贵财富，也
为作者坚韧的性格和优秀道德品质
打下良好的基础。

随着濮存昕的文字，一幕幕岁
月过往，鲜活于读者的眼前。濮存
昕把一生中最美的时光都献给了演
艺事业，他的经历也是时代发展的
一个缩影。无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的电视剧热潮，还是走红后参加
各种商业活动，作者始终没有偏离
自己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信念。在他
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后，作者
为公益宣传发声，为公益事业代言，
尽着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他在书
中写道“我知道的自己位置，对于公
益能做的很有限。虽然我有一定的
知名度，但只是一名参与各个公益
项目的志愿者。”

回顾自己走过的演艺道路，濮
存昕在书中将演员登台表演比喻为
接受观众的考验，他在这本新书发
布会现场回应，“考”得怎么样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生命品质在这一刻
是否饱满。他说：“艺术家要心高手
低，要永远永远地追求完美。”这也
正是梨园古训所提倡的：“学艺先学
德，做戏先做人”的自律规范。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濮存昕
以朴素真情写下了对人生的自我总
结，他用《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一
书来感恩社会，感恩遇到的人。从
濮存昕的身上可以看到无论人生与
演戏，老一辈艺术家们所表现出来
的品德与修养都是时代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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