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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在中国的传统民俗中，每
逢新春佳节，许多家庭都会买
来五颜六色的各式年画张贴在
家中，以示喜庆。年俗读本《年
画传奇》，以 120多幅精品年画、
40 多个中华民间传统故事为脉
络，从一帧帧缤纷亮丽的艺术
品中，为我们找寻回久违的年
俗和年味。

年画，是中国绘画的一种，
始于古代的“门神画”，它沿于远
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神灵的崇
拜，是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深受大众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的
喜爱。过年期间张贴几张年画
到居室到厅堂，不仅会让房舍蓬
荜生辉，而且，也会让过年的气
氛显得格外浓烈。传统年画多
用木板水印制作，它起源于汉
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艺术得到了
快速发展，许多画家突破旧年画
的窠臼，融入其它绘画艺术的表
现手法，使年画面貌焕然一新。
像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
坞、四川绵竹、陕西凤翔、湖南邵
阳滩头木版年画等都是其中的
佼佼者。

《年画传奇》作为一本年俗文
化的致敬之作，以宏大的历史观，
从丰富博大的年画文化中，甄选
了四十余个最具代表性的年画故
事，包括“历史传说”“神仙奇事”

“神奇动物”三大类。并收录了表
现这些故事的各地精品年画作为
插图，古朴稚拙，图文并茂，文韵
深厚。“历史传说”部分，以历史故
事和民间传说作为主线，精心选
取了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鲁班
造锯、桃园三结义、木兰从军、五
子登科、岳母刺字等内容，再辅以
素朴典雅、色泽艳丽的年画，生动
表现了神农氏等众多历史人物的
风采。这些历史传说，深蕴着仁、
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给人以
长久的精神助益和道德滋养。神
农的勇毅担当、大禹的热忱奉献、
鲁班的聪颖睿智、木兰的家国情
深、岳飞的精忠报国，都在古色古
香的年画中，鲜活地得以呈现。
千百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
人物，或以高尚的情操，或以忠孝
的德行，或以恢宏的大爱，赢得了
后世的尊崇，业已成为国人心中
彪炳千秋的精神标杆。

“神仙奇事”部分，注重从古
老的神话传说中汲取创作的养

分，娓娓说道了土地神、妈祖、
灶王爷、观音菩萨、嫦娥、宝莲
灯、八仙过海等神话故事。并
配以简洁流畅、古朴大方的年
画，形象地展现了这些神话人
物的风韵与气度。土地神的慷
慨、妈祖的善良、观音的慈爱、
灶王爷的宽厚、嫦娥的忠贞、八
仙的神勇，通过民族工匠们栩
栩如生的精描细绘，无不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神话
人物，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情感，
将国人的期盼和美好祝愿，都
浓缩在言简意丰的张张年画
里，予人以深长的心灵慰藉。

“神奇动物”部分，主要从人
与自然的关系说开去，历陈了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
鸡、狗、猪十二种生肖动物，在人
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
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且从生肖
文化的角度，着重分析了这十二
种动物的象征寓意及其精神附
丽。鼠的机智、牛的坚韧、虎的
勇敢、兔的文雅、龙的尊贵、蛇的
敏锐、马的热情、羊的善良、猴的
灵活、鸡的勤奋、狗的忠诚、猪的
豁达，借助一幅幅灵动脱俗的年
画，于画匠们一勾一勒的铺陈
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开来。古往
今来，这些颇具灵性的生肖动
物，总是以个性鲜明的形象，融
入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中，日
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并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
分，已然汇入到中华文化的历史
宏篇中，独放着异彩。

书中的附录部分，则撷录
了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冯骥才
对中国年画的论述之作。多年
来，冯骥才先生为保护中国各
地民间年画艺术，付出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也收集到了灿
若星河的年画作品。本书所选
年画正是从这些年画中优选出
来的，并由冯骥才文学艺术研
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作
为艺术指导。文中，他结合多
年的民俗研究，主要从传承与
创新的维度，深入探讨了有关
中国年画的人文价值。他认
为，对年画的保护，不应仅看重
它传奇性的一面，更应看重其
文化属性和精神寓意方面，这
样的年画，方画里有“话”，才能
流传千古，让世世代代的中国
人傲娇与追慕。

节日里，家人团聚，最直接而又最富温情的
表达是吃一顿暖口、暖心的团圆饭。以“吃”为
引，内容涉及鲁迅、胡适、张大千、王世襄、谭延
闿等十位近现代名人的趣闻轶事，融历史掌故
与饮食文化为一炉。《家宴》，一部美味珍肴琳琅
满目、人物典故信手拈来的饮食文化随笔集。
在寻常餐桌之上，聚焦近现代文化精英私房菜；
在生活场景之中，展现历史沉浮中的知识分子
精神肖像。

《家宴》作者王珩以读书为主业，写作为副
业，新书是其同类型作品《国宴》的姊妹篇。作
者透过时光斑驳的光影，沿着年代的印迹，寻找
美食体验，还原家国情怀、乡土情结以及昔日品
食佳肴的触感。通过不同人物形象和社会背
景，用生动的语言和细腻的描写，以菜系演变、
美食烹饪为主线，营构了一个气韵生动的人间
烟火叙事。

本书与其说在写饮食，不如说在写中国人
的家庭观和生活观。七情六欲躁动于柴米油盐
之中，繁华与平凡的纠葛在古早风味里交织。
每一口菜肴都承载着美食家的心思和对生活的
回味。她们散发着家国故事的香气，带给你独
特的味觉体验。何以解忧？唯美食与美景耳！
一道乡野间的斑肝汤，硬是被于右任捧红。取
中秋前后的斑鱼肝，同香菇、火腿、笋片等物一
起炖——斑肝金黄、鱼肉乳白，配菜清亮，细细
品味其鲜美。“触之即化”，实在是满口噙香、妙
不可言。历史湮没了太多人和事，但是舌尖上
的情思却一代又一代地被传承了下来。每一个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食物相思。一如宋朝林洪
在《山家清供》中说道：“食无定味，适口者珍。”

美食刺激味蕾，味蕾拨动乡愁。食物会承
载记忆，而记忆经过岁月的蕴藏与发酵，会成
为最好的辅料与调味剂。许广平的山阴农家
蛋炒饭；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徽州一品锅；“政坛
不倒翁”谭延闿的组庵豆腐；“京城第一玩家”
王世襄的糟溜鱼白烧蒲菜；川菜宗师黄敬临的
姑姑筵……书中有一句话写来唯美而又壮阔：

“（地方风味）罗列季风环流的轨迹与光合作用
的秘密，并陈耕作制度的嬗递与人口迁移的印
记。”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不管你是名士
还是大家，香气氤氲间总能抚慰你的胃，进而
抚慰你的心。

张爱玲说吃是人生最基本的生活艺术，而
张大千则进一步升华，将其视作人生的最高艺
术。书中具体描述张大千的一份宴请菜单：“干
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薹腊肉、蚝油肚丝、干烧鳇
翅、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清蒸晚菘、粉
蒸牛肉、鱼羹烩面、汆黄瓜肉片、煮元宵、豆泥蒸
饺、西瓜盅。”从这份菜单中我们不难看出主人
张大千的周到用心。这里面既有独门硬菜——
干烧鳇翅和葱烧乌参，又有亲切质朴的乡土菜
蔬，如清蒸晚菘。菜品不仅用料考究，节日小吃
还兼顾到南方人吃汤圆、北方人吃饺子的习
俗。书中评价这席菜集中体现了大风堂厨艺的
精髓，可见文人吃食之精致儒雅。

烹文化盛宴，绘民国吃相，品多味人生。家
宴曾是被寄托了最多情感心绪的味觉记忆，更
是一种回不去的集体记忆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
的独特风景。玩物立志、研物壮志的王世襄，不
论治学还是治疱，他都信奉“实践出真知”这一
条公理。要想做好一桌菜肴，食材的挑选是至
关重要的。书中写他每天领着保姆和厨子去朝
内菜市场抢菜，这情形不禁令人莞尔；去黄永玉
家做客，他又悠然自得地用一捆葱，做了一道

“焖葱”，技惊四座。大先生鲁迅竟然也是吃货
一枚。点心、点心，点缀心情也。因为长期吃零
食，导致牙口不好，但即便牙齿疼得再厉害，他
依然戒不掉吃点心。于是，看牙医成为了他的
日常。对于鲁迅而言，牙疼能忍，反正有牙医，
但零食断供的日子
决计不能忍。

一蔬一饭皆具
性情，一饮一啄蕴藉
温情，唯有家宴，能
化 解 乡 愁 。 有 一
天 ，当 我 们 像 尊 重
时 间 一 样 尊 重 餐
食 ，就 会 享 受 到 生
活真正给予我们的

“原生美”——这也
是潜藏在温馨叙事
里作者真正想要说
的话。有趣的灵魂
都是一顿顿美味的
家宴养大的。把日
子过成诗，把吃视为
艺术，在平凡的一餐
一食中感悟其中的
深意，无疑是人生一
大乐事。

一日，恒甫请我去他处小
叙，正好思源也在。谈话间，
聊起俩人新近合作完成的新
书。恒甫的“心象无极”油画
系列作品，不仅在绘画语言上
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同时，也
有很高的哲学境界，这尤其可
贵。一个好的艺术家，必定对
自然、生命、宇宙有着深刻的
思考，并将其所思所想融入自
己的艺术创作之中。我以为

“心象无极”系列正是如此。
一种全新的绘画语言一

旦横空出世，必然迎来各种目
光，有人欣赏，有人质疑。没
有对与错，全在于站在哪个层
面哪个境界去解读。我翻阅
了思源对“心象无极”的解读
之后，不禁暗暗称赞。如同恒
甫在“心象无极”中使用了全
新的绘画语言那般，思源以过
往艺术评论中未曾有过的全
息视角，从艺术、自然、社会、
生命乃至生活等多角度、多层
面 地 解 读 了 这 个 系 列 的 作
品。她认为，艺术应该高于生
活但又要融入生活，来源于自
然但又要高于自然。于是她
结合现实的生活，以哲学而朴
素的语言娓娓道来。她虽然
年轻，但是她对恒甫作品的

“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宇
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出
神入化的解读妥帖而到位，堪
称老道。从中也显示出她超
脱的人生境界以及对宇宙生
命非凡超常的理解。

站在恒甫的“心象无极”
油画作品面前，我总是会久
久凝视，感到心灵平静。如
同思源的文字，同样具有令
人心灵宁静的力量。她的文
字同样既是哲学的，也是文
学的。俩人合作的这本书，
当你沉浸其中，能让你的心
安静下来，且能受到一种感
染，或者说某些启示。人生
的目的在哪儿？人的价值在
哪儿？这就又涉及“我从哪
里来？我是谁？我要往哪里
去？”这些终极的哲学问题。

恒甫将“心象无极”的创
作当作自己一生的修行，可以
说，此即是他的吾心安处。而
于思源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
以见证其心灵的力量以及个
人的修为。

如今，恒甫的作品结集出
版，希望您在阅读的过程中，
感受到宇宙的浩瀚与心灵的
宁静，并由此而焕发出生命新
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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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关起门来，心，常
常就来敲门了。”读到这句话的
时候，我的心在这聒噪的世界
里瞬间安静下来。起初阅读这
本书，我以为作者在恬静地书
写生活日常，直到读完最后一
个章节，我才明白，这是一本作
者与心灵的对话，是作者从黑
暗走向光明的过程中，对生命
的思索、浴火重生的感悟。

这部散文集中，黎戈从女
性的视角，对“为什么而活着，
怎样才算活过”展开思考。她
认为活着，是要拿出柔和的心
底，建立与人的连接。在《爱是
一生成熟的果实》一文中，她写
道：“我是在做母亲这件事上才
明白，爱人是一件比爱己更幸
福的事，而且无须回报。我感
激她赐予的‘此刻’感。此刻，
就在此刻，置身于幸福之中，就
可以了。”关于母爱，她在日记
中写道：“她用这样寸寸鲜活的
生命哺育了我——活着，仅仅
是‘给生命以时光’；生活，才是

‘给时光以生命’”。至于爱情，
她认为应像《你一定要幸福》一
文中，年轻的飞行员在牺牲前
留给妻子的家书里一样，鼓励
她重建生活：“我活着，你是你
自己，不是我的附属品。我死
了，你还是你自己，不是英雄的
遗孀。”她认为无论是亲情、友
情，还是爱情，在任何一段关系
里，活出自我尤为重要。女性
的力气应该拿来完成自己的人
生理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黎戈是个善于在日常生
活中发现美的作家，她将自己
走出深渊、浴火重生的原因，
归功于不放弃追寻美。黎戈
对美充满热情，在她的笔下，
节气是击打日子的鼓点。春
日，明亮、湛蓝、艳红、洁白，
各种色彩如洪水般涌来；玫瑰

是诗人替代灵感的“抵押”，
花 枝 是 知 己 传 达 心 意 的 便
笺。初夏，她站在朝北的窗
前，看窗外凉风里的椿树新
叶，是高高低低押着韵的诗
行，是步摇发出的环佩叮当，
是初夏玉质的脚步声。甚至
在收养的流浪猫的眼眸里，如
玉的眼神中藏着的千言万语，

“ 比 语 言 更 加 正 确 且 有 深
度”。无疑，黎戈是个敏感的
人，她将自己缩小到一厘米，
以仰视的角度来观察整个世
界。如果说她在孜孜不倦地
追求美，毋宁说她努力地活出
幸福的自己。

黎戈阅读广泛，涉及文学、
美学、哲学、心理学、建筑史等，
她从中吸取了充足的养分。在
读调香的书时，她说闻香像读一
本小说，是用气味在脑海里展现
一个故事。文学方面，她尤其热
爱契诃夫和汪曾祺两位大家。
她认为这两位作家的文字都是
散文化的。散文之美，如水一
般，顺着心性流淌，柔软自由。
甚至，陪伴女儿读的怀德《小木
屋》系列，她感受到干净明亮的
文字能让心安静沉澈，更加诗意
地理解生活。反过来，这些阅读
使她的书写更加注重朴实的语
言、丰富的层次。

年轻时，读余华的《活着》，
我领悟了，活着只是为了活着
本身；人到中年，当读到这本

《心的事情》的时候，我终于恍
然，活着是为了幸福的“此刻”
感。当付出爱并感受到家人的
关爱时，当从阅读中发现微光
时，当为自己喜欢的事而努力
时，只要能体味到那一瞬的幸
福，就足够了。谁没有深陷泥
沼的时候呢？关上门，慢慢品
读这本书，拾起散落在生活里
的一朵朵向阳之花。

活着是为了
幸福的“此刻”感
读散文集《心的事情》
□ 熊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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