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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与弘扬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大自然有着无穷的魅力，徜徉于一座座
精巧别致的园林，山石、植被、亭台、建筑，悉
数跃入眼底，那精美的布局，昂扬的生命活
力，无时无刻不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当我们
步入一座座人造天设的园林之时，该如何去
赏析它由内至外的自然美和生态美呢？中国
工程院院士、风景园林一代宗师孟兆祯所著
的《中国园林鉴赏》一书，带领我们走进国内
一些著名园区，去领略那一处处摇曳多姿的
园林之美。

中国的园林通常分为两类。一类为商贾
富豪个体修建，用于美化居室环境的；另一类
为封建时代给帝王休憩赏玩之用的。前者称
为私家园林，后者统称为皇家园林。本书主
要讲述了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残
粒园、退思园、可园、瞻园等八个私家园林，圆
明园九州清晏、北海、颐和园、避暑山庄等四
个皇家园林的概容概貌。孟兆祯着重从每一

座名园的历史、独特性、设计手法以及欣赏的
视角等方面，解构着暗蕴在这些名园之中的
独特审美密码。

追朔园林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与中华
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无关系。最初，
人们游山逛水，欣赏大自然的景致，觉得挺
美、很富有诗意和仙境。但这只是一种纯朴
的自然美，并不能全面满足人的需求，于是，
人们就在宅院里垒石凿池，将各种自然美景
移植于庭院之中，借助一步一景的巧妙设置，
以此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据
考证，我国园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彼时的
吴王夫差在太湖边建了馆娃宫，里面有假山、
池塘，模拟自然的生态，颇具赏析价值，这也
因此奠定了中国园林的雏形。

在作者看来，造园艺术从创作过程分设
计和施工两个阶段。其中设计序列有以下主
要环节：明旨、相地、立意、布局、理微和余
韵。明旨就是确定兴造园林的目的。如今

“园林”虽发展为单体的城市园林或风景名胜
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大地景物规划三个
层次，但仍然都有各自的兴造目的。而兴造
园林的总目的是不断满足人对优美人居环境
的需求；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园林在环境效
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综合
功能；提供既有利于健康长寿，又可供文化休
息和游览的生态环境，并将健康、丰富的文化
内涵赋予其中，使人们在赏园中收到“寓教于
游”的效果。相地，就是对用地进行综合观察
和审度。立意，则借鉴了中国文学与绘画中
有关“意在笔先”的理念，即在建园时事先综
合考虑作品的相关意境。立意主要通过“问
名”来表达。问名就是给园林中的景物取一
个名称，我国园林的命名，往往以文学作为基
础，十分注重其中的诗意。因此，一个恰如其

分的问名，可以很好地凸显出建园者的立
意。比如“拙政园”三字，就是“拙者之为政
也”的意思，彰显出主人贬官归里后的心志。

“退思园”则表达出园主“退而思过”的慎独心
理。总之，优秀的园林，不光景致怡人，还往
往以题额、匾额、楹联和摩崖石刻等多种方
式，通过好的“问名”去表达山水园林不同的
意境。

至于园林中的布局，则大有深意。自古
以来，我国的园林工作者在规划园林布局时，
都会把园中一景一物的设置，视成提笔作文
一样认真细致。在他们眼里，文章是案头上
的山水，山水是地面上的文章。而园林的布
局，同样讲究章法，起、承、转、合间，疏密有致
里，于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很自然地就能体现
出园林艺术的高蹈与瑰丽。理微，意指细部
处理，整个园林布局确定下来之后，建园者就
要善于从细节上精雕细琢，只有把每一个微
观景致做到极致，个性鲜明，才能使整个园区
熠熠生辉。而余韵，则特指园林建成之后继
续发展的余音。像西湖能成为园林建筑的标
杆，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不断修葺整肃，才流
芳百代，呈现出意蕴悠长的韵意。

园林艺术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融博物
学、生态学、建筑学、文学、雕塑等各门学科
于一身，无论是气势宏大的皇家园林，还是
小桥流水式的私家园林，都在兼容并蓄中，
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熔铸在一起，构筑
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园林世界。鉴赏园林，
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园林艺术，美化我们的
人居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
极目标。本书的写作，于曲径通幽中，让我
们看到了中华园林艺术正方兴未艾，一个
绿色中国的现代化生态美景，已然在神州
大地全面铺开。

《中国园林鉴赏》/孟兆
祯/北京出版社/2023年4月

行走于绿意葱茏的田郊野外，处处
都能听到清脆悦耳的鸟鸣。众所周知，
玲珑可爱的鸟儿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更
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透
过其野外生存状态，可以窥见当地的自
然生态概貌，从而为保持生物多样性提
供有效的参考。作家高维生的科普读本

《天空的流浪者》，以常年生活在长白山
地区的鸟儿为样本，为我们悉心勾画出
一幅鲜活的“鸟类地图”，并借此展现长
白山独具魅力的生态自然景观，令读者
身临其境般与飞羽精灵一起翱翔天空。

高维生的故乡在长白山区，他对这
座山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本书的
写作，便是他长期深入该地区，与鸟类朝
夕相处，并进行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的
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市面上其
他描写鸟类的文章不同，作者不是以说
教的方式，去阐释护鸟爱绿的重要性，而
是真诚地把鸟儿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
上，仔细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用心聆听
它们的诉求与心声。通过这种近距离的
接触，作者掌握了大量鸟类的生存境
况。寿带鸟、鹤鸽、鹪鹩、普通翠鸟、金腰
燕、四声杜鹃……这些鸟儿纷纷以长白
山为故乡，长年在此繁衍生息。位列“中
国十大名山”的长白山，对鸟类到底有着
怎样的吸引力？这些鸟儿的生活习性如
何？身处复杂多变的野外生存环境，它
们每天又面临着哪些未知的风险和挑

战？这些问题在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答
案。无疑，书中最精彩的章节是以拟人
化的手法，描写了“鸟界”的战争与爱情、
生存与死亡、偷窃与窝赃、巧言与狡黠、
求偶与筑巢、迁徙与回归等内容，从而生
动地揭示出长白山地区鸟类真实的生存
面貌。与此同时，作者还举一反三，以长
白山众多鸟类为例证，在慎重破译其生
存密码的过程中，表达出对整个长白山
生态状况的极大关注。

一群群翱翔天空的鸟儿，不但以悦
耳动听的鸣唱，给我们带来美妙的听觉
享受，还以一双双斑斓多姿的彩翼，惊艳
了我们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这些飞羽
精灵每天穿行在茂密的林海间，为一棵
棵绿意葱葱的树木啄食害虫，使原本遍
体鳞伤的病树，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它
们是当之无愧的“森林卫士”。正是因为
有了寿带鸟、鹤鸽、鹪鹩等众多鸟类的存
在，长白山的天空才会分外绚丽，长白山
的大树才会格外挺拔，长白山的百花才
会愈发争奇斗艳。作者用情亲近大地，
用心寻觅鸟踪，以“科普+散文”的独特视
角，揭示出长白山特殊地理环境下鸟儿
及植物的生存境遇，展现了大美长白山
生态系统的盎然生机。在作者的笔下，
人、鸟、树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命运共
同体，鸟护卫着树，树为人类净化空气、
提供绿荫，而人类则在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身体力行中，像爱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精心呵护着一只只小鸟和
一棵棵大树。可以说，长白山的鸟类和
绿色植被，是当地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
的“桥梁”与“纽带”，多年以来，它们之所
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除了与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息息相关之外，
也得益于当地淳朴友善的民风。作者在
描绘鸟类的繁衍生息之余，一并将长白
山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铺陈开来，让
人看到了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旖旎胜景，正在长白山地区蔚然成形。

长白山的美浑然天成，如果不是读
过这本《天空的流浪者》，谁又能想到这
其中也有小鸟的一份功劳？著名作家、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评价此书说：“高维
生对于长白山的野生鸟类，表现出独特
的情思、与众不同的感怀。从普通的鸟
儿发现种种异样的理趣，构成了一个特
别丰富的斑斓鸟世界，实在迷人。”的确，
该书集知识性、科学性、故事性和趣味性
为一体，既贴近自然又贴近生活，在引领
我们享受观鸟的乐趣时，又为我们打开
了一条宽广的绿色生态之路。在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飞鸟的天性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是翱翔蓝天，它们虽然是天空的流浪者，
但也是大自然的守护神。面对着一个山
清水秀、和谐美满的宜居环境，它们其实
与我们人类一样，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和

灵魂毫无保留地安顿在这里，此心安处
是吾乡，琴瑟和鸣中，人如是，鸟亦然，本
书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的题旨。

心随飞羽逐青云
读科普读本《天空的流浪者》

□钟芳

《天空的流浪者》/高维生/北
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23年3月

《我的戏剧笔记》
肖复兴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3年6月

本书收录著名作家肖复兴
对京剧、昆曲等古典戏曲和当
代话剧的欣赏笔记，插入作者
看戏之余随手画的戏曲人物
画，展现中国古典戏曲之美。

《木七下山》
英布草心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本书为“五个一工程奖”
获得者、彝族青年作家英布草
心创作的一部关注留守儿童
身心成长的现实主义题材长
篇力作，讲述了一位凉山少年
勇敢追逐梦想、最终走出大凉
山的励志故事。

《姐妹》
吴克敬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

本书是一部原创现实题
材的原创长篇小说，通过曹喜
鹊等姐妹的生活经历，反映出
当下城乡文化之间的传承与
再生，以及人们对绿色生态的
追求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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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气象万千的园林世界
读《中国园林鉴赏》

□刘小兵

葛亮的新作《燕食记》立足地域特色，以精细
入微的饮食风物为叙事线索，串联起几代人的命
运沉浮，还原了波澜壮阔的百年粤港史。从商贾
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业巨头等传奇人物
到市井民生，作者凭借温暖而不失深沉的笔触，描
摹出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人间味终是食知味，

《燕食记》所书写的生命之庄严，就体现在平凡而
伟大的一粥一食之中。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痴迷于庖业的师徒，这
两人寡言少语、意志坚决，品性极为相似，命运轨
迹却大不相同。时代的变迁导致师父荣贻生和徒
弟陈五举做出了迥异的人生抉择，也一度分道扬
镳。但深厚的师徒情谊还是让他们在多年的疏离
与牵挂之后，完成了最终和解。在小说结尾，两人
携手炒莲蓉，几十年的恩怨纠葛如过眼云烟，唯有
莲蓉的甜香历久弥新、永续传承。

作为一部中华美味的召唤之书，《燕食记》涉
及的肴馔或精致或简约，其数不下百余种，其中最
重要的珍馐，莫过于蜚声粤广的莲蓉月饼。同钦
楼大按荣贻生手打莲蓉无人能敌，丹桂飘香的中
秋佳节，一饼难求的盛况为莲蓉月饼打上了浓重
的华彩。小小一块月饼，饱蘸着几代厨人的心血，
在书中，它是关乎岭南名肆兴衰的招牌之作，是战
争年代敌我对抗的秘密武器，更是承载人物悲欢
离合的情感象征。

打莲蓉不易，这个过程所蕴含的哲理也十分
耐人寻味。莲子清苦生硬，只有摘了莲心、去了苦
头，熬到稔软没脾气，方能成就一锅好莲蓉。食客
们喜爱莲蓉的甜，可殊不知甜的至味须要有盐的

托举，就像人让对手挡一挡、斗一斗，境界反而更
上一层楼。食材在鼎鼐间烹调，犹如众生在人世
间修行，作者借食事写世事，借味蕾牵动大脑皮
层，去破译人生的密码，读来令人深感别有一番天
地。

民以食为天，食物不仅是活着的基石，也在潜
移默化间渲染着生命的底色。粤菜素来以复杂精
细著称，虽发轫于南国，却赓续了孔子所倡导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原饮食风格。《燕食记》
中，以叶凤池、荣慧生、韩世江、荣贻生、陈五举等
为代表的一众岭南名厨，他们钻研菜式苦心孤诣，
处世为人一丝不苟，做菜与做人的规矩相得益彰，
锦绣盛宴间的风骨与底蕴由此跃然于纸上。

小到一碟点心，大到一道主菜，烹饪之雅致考
究不亚于艺术品的制作流程，《燕食记》赋予美食
以郑重的姿态，使之与人物的精神世界互为关
照。以书里的功夫菜“待鹤鸣”为例，这道菜需要
小心地把整只冬瓜掏空，里面填上鲜莲、松茸、云
耳、猴头等十味素珍，用素上汤炖两个时辰，再将
新开的栀子花拆瓣洒在上面。传说中这十味素
珍，都是南极仙翁用来饲喂他的坐骑白鹤的。

“待鹤鸣”是才女月傅送别陈赫明的最后一道
菜肴，“鹤鸣”谐音“赫明”，暗藏着月傅无尽的相
思，却没能改变情郎战死沙场的命运。缠绵的情
愫随着小火慢炖，融入到精心烧制的菜品里，“待
鹤鸣”的命名犹如画龙点睛，道尽了天人永隔的哀
愁。历史的洪流交汇于盘盏之间，百般滋味蕴藏
着凡俗的喜怒哀乐，乱世中尚能于饮食之细微处
用心，体现了生命的诗性和高贵的一面。

葛亮在长篇小说《北鸢》中曾说：“中国人的那
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岁月更迭，世事流
转，粤港百年风云已凝为史诗，一啄一饮的脉脉温
情却有强大的渗透力，经由平凡的日常指向遥远
的未来。《燕食记》借华夏美食的博大精深，循着熨
帖的烟火气，深入挖掘了中国人的气性、品格与文
化心理。这是一本美食之书、文化之书，更是一本
富含哲理生命之书，相信每位翻开《燕食记》的读
者，都能收获独一无二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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