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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春日的人间烟火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立春后，太阳直射点继续北移，日照时

间渐长。 随即而来的雨水、惊蛰过后，东风

解冻，蛰虫始振，在寒冬与春寒中钝感了的

身体渐渐苏醒过来，生活终归发生了一些不

一样的变化：熙熙攘攘的人流回归到了我们

的生活中，街道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各地

的旅游业也在逐步恢复……总之，每个人都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活里，走路都带风。 每

一个人都对如何过好这个春天， 充满着期

待，跃跃欲试。

这诸多“不一样” ，在《三联生活周刊》

的盘点中是“身上衣裳口中食” 。 盼来了春

天，随着厚重衣物的褪下，换上春装的身体

终于感觉轻松了一些。 “衣服迷” 张爱玲在

《更衣记》里写到，“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

的生活情形。 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

境──那就是衣服。 ”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亦

如此，不如意之事固然是十之八九的，工作、

情感、学习等方方面面无不需要“心上修，事

上磨” ，这背后是巨大的精力付出，且结果还

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故而经历多了，会

更加懂得“对自己好一点” 的重要性。给自己

添置一件新衣服，成了触手可及的快乐，何乐

而不为呢？

依循这一逻辑， 吃点好吃的春日时令

菜，也是对自己好一点的体现。 春天要吃春

菜 ， 而春菜要做得清淡 、 保有食材的原

味———这种“不时不食” 的饮食理念，是中国

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生活智慧。 它指的不

仅是食材和时节的匹配，更强调身心、环境

与食物的相辅相成。 人们希望依靠自然的本

真味道， 尽快回归身体的轻盈和精神的自

由。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强调健康和营

养、关注食材和烹饪方式的轻食，正成为当

代人健康、科学

的生活新风潮。

换言之，“吃 ”

的背后是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

书 评周 刊 》 同

样做了“春日吃菜” 的文章。 文章写道，凛冬

已尽，春阳始和，虽尚有几分料峭轻寒，但昏

黄衰草枯叶之间， 已然滋生出朦朦绿意，纵

然历经千摧百折，依然能年复一年绽放出新

的生机。 春日吃菜，吃的正是这一份勃勃生

机。 这样一来，春天是可以用味道描绘的，细

心的人能从食物中吃出阳光和微风的气息，

很多时候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蓬勃的生命

力。 只要保持足够的好奇心，人总会通过味

蕾在这个季节里发现新的温情，并且重拾对

未来应有的展望。

“过春天的一百种方式” ———《新周刊》

索性做了这样的盘点， 说的是春天到了，在

各个社交平台上，一场无声无息又轰轰烈烈

的“打卡春天内卷大赛” 也如期而至，从传

统的踏春、赏花、放风筝，到近几年时兴的野

餐、露营、徒步等等，有一百种方式过春天。

在众多活动中，最具有“过春天仪式感” 的，

非野餐莫属。草地里、树荫下、湖水旁，都“长

满” 了各色餐布，餐布上摆着的果品酒水、鲜

花餐点，伴着春色被一口吃下。 不只野餐，露

营也是许多年轻人的心仪之选。 挑一个周

末，选一片山清水秀的郊外，约上三五好友，

带上猫猫狗狗，开启一场逃离城区的特别之

旅，不失为当代年轻人所追求“向往的隐居

生活” 的某种平替。

不论用哪种方式过春天， 都要记住过春

天的核心要义是不赶时间。 可以为一朵花驻

足 、 被一幅涂鸦吸

引，也可以随时走进

一家有趣的街边店

铺，慢慢去感受人间

烟火气。 春天，正适

合我们去重拾好奇、

敏感等人类日益稀

缺的品质，感受散落

在生活中的细碎却

真实的美好。

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

《天涯》2023 年第 2 期，双月刊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以及 AI 写作工

具的应用，文学创作面临着大繁荣、大机遇

和大挑战并存的局面。 文学作品的体量固

然如海，但能站立浪头、翻起浪花的，仍是

少之又少。 这其中， 知名的文学期刊仍发

挥着大浪淘沙、披沙拣金的价值标尺功能。

《天涯》在最新一期的杂志中推出“自然

来稿里的文学新人” 小辑。 小辑刊发了七

位青年作者的八篇小说， 从稿源上看均属

于自然来稿，且作者都是文坛新人。

具体说来，羽瞳的小说《线》，将故事

发生地放在了她的家乡。她的老家锦州在

解放战争时期是一座重要的城池，随后迎

来了发展的繁荣，以及相对的衰落。 生活

在其中的人们，也缓慢地苍老、新生。作为

东北人，羽瞳在创作中天然地记叙着东北

一方，以及东北土地上孕育的子女：骨子

里有冰碴，血液里有火焰，是祖宗传下来

的寒冷和磨难，也是千万年来不曾衰竭的

顽强与乐观。对于这样的生存状态与人物

性格，作者的写作很有东北的特质，文字

锋利得像刀子，那片土地的肃杀、粗砺和

荒凉，会从字里行间冲撞出来。 这样有质

感的文字，让人想起她的东北老乡、文学

前辈萧红。

《正午》是作者章程真正意义上的第

一篇小说， 作品描写的是物质匮乏的乡村

中两个以精神为食粮的“异人” 。一个整天

痴迷于造字；一个疑似用“我” 的记忆来建

造另一个“我” ，并将这个苦苦思索的过程

写入一本神秘日记。 这不是一个描写风俗

人情的“乡土” 故事，它具有开挖精神深度

的现代性。 这种叙述风格， 体现了作者的

创作追求： 着迷于造成偏执者是如何走向

疯癫的外界因素， 以及这类人在一种特定

的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 此一念头成了

他写作这篇小说的驱动力。

罗志远的小说《夜行家》刻画了几个

平凡的小人物： 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

“开黑车” 的罗团结；自幼体弱，技校毕业

后迟迟找不到工作的罗小小； 刚退休就得

去打工补贴家用的“我妈” ；一直没有转正

的实习护士肖小晓； 因被老板侄子顶替而

失业的孙涛。 可以说他们都处于不同的失

意状态，之间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

作者截取了年末这样一个时间片段为他们

搭建舞台，读者即是坐在场下的观众，平淡

的生活随洪流而过， 演出在恰到好处的时

分结束，不需要变化，也不需要成长，甚至

连结局都不需要有，他们怎样来的，就怎样

继续往下走。《夜行家》和当前大部分的青

年写作不同， 作者并未刻意关注题材、地

域、性别、语言、结构、技巧等一切能够成为

议题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作品反而呈现

出作者可贵的朴拙与本真。

当代文学的女性色彩

《民族文学》2023 年 3 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民族文学》杂志推出女作

家专号，来自 16 个民族的老中青三代女作

家，带着小说、诗歌、散文、翻译、评论等各

类文学文体亮相， 集中呈现了当代文学中

属于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亮丽色彩。

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海边的火

光》讲述一个有关母爱的故事。 故事中，女

主人公乔黛曾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遭受了性

侵害。因为伤害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故而

女主人公对具体的经历并不清晰。 也就是

说，在作者的设定中，“伤害” 是忽明忽暗、

若隐若现的存在，正是这种模糊化的处理，

主人公回归生活常态的过程就不断延迟，

伤痛也因此潜伏在心中， 随着记忆随时被

激活———这种对“伤害” 的设定与认知很

女性化：无论过去了多长时间，那种难以言

齿、如影随形的伤痛总是挥之不去。小说围

绕个体创伤的疗愈过程展开， 展现了精神

创伤治愈的艰难性， 正是由于创伤修复的

艰难性与长久性，随着叙事的展开，内心蛰

伏多年的伤痛渐次铺开。

对于陶丽群的创伤叙事， 评论家王迅

称之为“个体创伤” ，从而与“集体创伤”

相区别。 在他看来，集体创伤和个体创伤各

自有不同的叙事美学与主题追求。 新时期

之初的“伤痕文学” 就是书写一代人的创

伤，其目标是平复中国社会历史的创伤。 而

个体创伤则更多是人生际遇所带来的精神

创伤， 与历史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

直接。 从这一维度观察，陶丽群的创伤叙事

是个人化的，是直抵内心的，在个体精神书

写的意义上体现了创伤叙事的审美维度与

主题追求。

本期杂志还推出了朝鲜族女作家、翻

译家郑风淑根据作家许连顺的朝鲜语长篇

小说译介的《流水有情》。 提及翻译文学，

读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英语、日语、西班牙

语、法语、德语、俄语等语种的文学作品。实

则我国不少少数民族有属于自己的文字系

统和民族文学传统， 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译

介为汉语，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

郑风淑的工作可称之为一个代表。 本期杂

志还特意设置栏目， 邀请少数民族女性作

家发言，郑风淑在列。 她说：“翻译是架起

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是一座彩虹桥。虽说

艰苦些，但非常有意义，也有收获感。 我选

择翻译作品时其实很挑剔，比如思想性、时

代性、艺术性都要考量。 我认为，一部好的

作品要彰显正义的力量， 对生活有独特见

解和善意，对人物命运同情悲悯，给人以生

活的勇气，当然，结构、语言等艺术表现力

也要好。 ”

■文学期刊

����东坡先生的一句 “正是河

豚欲上时” ，其中蕴含的诗意与

馋意，充分显露了他同时身为美

食家和大文士的存在。 最新一

期《博物》期刊即以此为主题 ，

介绍传统中国在春日时节的传

统美食。

首当其冲的便是河豚。 自神

农尝百草以来，人类在进化当中

逐渐找到了适合自身的食物谱

系，其中绝大部分是好吃又无毒

的， 但有一些是明知有剧毒，却

又让人欲罢不能，甘愿以身犯险

的美味 ， 最典型的便是被誉为

“长江三鲜” 之首的河豚。

我国传统中食用最多的河

豚，是暗纹东方鲀。 暗纹东方鲀

成年体长 15 至 30 厘米，腹部白

色 ，背部棕褐色 ，有 4 到 6 条不

明显的暗褐色宽横纹。 在中国，

暗纹东方鲀平时分布于东海、黄

海和渤海，每年春天就会由海入

河，游进长江下游水域产卵。 苏

轼的名句“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

是河豚欲上时” ，描写的就是这

种季节性洄游。 和捕捞其他鱼

类一样， 抓河豚可以网可以钓。

但河豚有多美味，便有多毒。 河

鲀毒素是自然界最强的神经毒

素之一： 一只河豚所含毒量，足

以杀死 30 名成年人。 河鲀毒素

不但毒性强烈， 还非常稳定：盐

腌 、日晒 、蒸煮都无法分解。 要

彻底破坏该毒素 ，需 220℃以上

高温加热 20 至 60 分钟。 但如此

烹饪即便解了毒，肉质也无法食

用了。 为了这一口美味，古人想

了很多解毒方法，但都经不起检

验。 直到现代，才有了不玩命也

能吃河豚的办法 ， 即挑选长得

快 、毒素少的河豚 ，进行多代选

育，使后代毒性逐渐降低。 从野

生河豚算起，培育到第五代就基

本无毒，且基因能稳定遗传。 不

过“去毒版 ” 河豚上桌时，为保

险起见仍需剔除卵巢、 肝脏、眼

睛等蕴含剧毒的脏器。

正是河豚欲上时

《博物》2023 年 3 月号，月刊

■博物期刊

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相关的浙江图书馆诸先生

《书城》2023 年 3 月号，月刊

解密王勃

《博览群书》2023 年 3 月号，月刊

����清乾隆时期修撰的《四库全书》，历来有

“典籍总汇，文化渊薮” 的美誉，基本囊括乾隆

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华传统

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涉猎古代中国几乎

所有的学问领域，被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

里长城” 。 书成后先后缮写七部，分藏南北，其

中，藏于杭州的文澜阁本命运最为多舛，也最

为传奇。 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文章，以文

澜阁《四库全书》为脉络，梳理与此相关的浙

江图书馆的诸位先生。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战火四起，杭州文澜

阁“阁圮书散” ，重新抄书、聚书，是当地有识

之士的夙愿。 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

残篇八千六百八十九册， 不足总数的四分之

一；后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搜觅精善之本进

行补抄，抄书二万六千余册。 民国年间，浙江图

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补抄工作，称之为“乙

卯补抄” 。文章介绍，钱恂出身于清末湖州的名

门望族，是钱稻荪的父亲、钱三强的伯父。 钱恂

出过洋，出使欧洲；协办过洋务，主持新式学

堂。 辛亥革命后到任浙江图书馆，便查检藏于

隔壁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编写文澜阁缺书

目录，组织补抄文澜阁所缺的阁书，用八年的

时间抄缺书三十三种二百六十八卷，同时还购

回旧抄一百八十二种。 此外，他还注意到杭州

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 潮湿，不利于珍藏

《四库全书》，于是重新找了合适的藏书之所，

此后便成为浙江图书馆的馆藏。 继钱恂先生之

后，浙江海宁籍著名学者张宗祥又发起“癸亥

补抄” 。文章写道，张宗祥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

长， 与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章仲铭共同商

议，核对十多年前钱恂先生编的《四库全书》

缺书目录，继续补抄事宜。 张宗祥通过募捐解

决补抄的经费问题。 此次补抄总共抄补二百一

十三种，五千六百六十卷。

经三次补抄，历四十七年，劫后重生的文澜

阁本具备了独特的文献版本价值： 从数量上看，

四万二千五百五十九册的总数较原版的三万五

千九百九十册多出近六千册；内容上弥补了原本

中漏抄的部分， 还恢复了朝廷对原文篡改的部

分，成为集结浙江省几代学人心力的“百衲本” 。

文章还介绍了抗战时期和 《四库全书》共

命运的毛春翔先生。 抗战开始后，文澜阁《四库

全书》在日寇炮火的紧追下，由四十岁左右的毛

春翔和图书馆的同事日夜陪伴， 一路护送到贵

阳，一路颠簸到达贵阳郊区地母洞，才算安定下

来。 当时为了守护这些国宝级的图书，毛春翔等

人一直居住在地母洞，夏天任凭虫叮蚊子咬，冬

天阴冷潮湿。 随着敌人的战火即将烧到贵阳，他

们又迁移到重庆的青木关。 十四年抗战的颠沛

流离，珍贵图书《四库全书》有毛春翔等先生的

精心守护，才能够传承下来。

����仅是一篇《滕王阁序》，一句“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便在中国诗歌史上名留

千史、妇孺皆知。 王勃今存诗 80 多首，存文（赋

和序、表、碑、颂等）90 多篇，为“初唐四杰” 之

首，并同其他“三杰” 一起，共同为声律和风骨

兼备的唐诗揭开了大幕， 也在唐诗发展的进程

中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历史上的王勃才高八斗

而又英年早逝， 留下许多历史谜题， 最新一期

《博览群书》推出专辑，解密王勃。

王勃出身文化世家，祖父王通，即一代大

儒“文中子” ；其叔祖王绩，乃隋末唐初著名诗

人。 王勃天赋出众，才华横溢，是“六岁解属

文” 的“神童” ，年未及冠即登科入仕。 随后却

迎来命运转折点，一路遭受贬责，甚至牵累家

人，最后渡南海时坠水而亡，生年 27 岁。 对王

勃大起大落的际遇，南通大学文学院王志清教

授在专辑“主持人语” 中归结为与其“恃才傲

物” 的性格有关。王勃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非

常渴望建功立业， 王勃的诗写得意气风发，壮

怀激烈而又神采飞扬，充分表现出他不甘人下

的进取精神。 但这一诗人风骨，在“伴君如伴

虎” 的年代也是弱点，最终“因刚而折” 。

虽说王勃的生命如流星一般短暂， 但其文

学成就不可磨灭。 他擅长五律和五绝，反对绮靡

文风，提倡表现浓郁的情感与壮大的气势。 一些

常见的题材，也在他手下常有新的写法，显得意

境开阔， 不落俗套。 李朝杰 《王勃为何能超越

“老成诗境” 》、杨晓彩《年轻的王勃为何在“繁

华易逝” 上出众》二文，分别从“破” 与“立” 的

角度，揭示了王勃的诗歌风格及其由来。

所谓“破” ，即是破除“老成诗境” 。 文章

写道，初唐时，诗歌的创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创造出不同主题、不同场景的作品，如送

别、思友、怀归、羁旅、隐逸等，且各自形成了经

典化以至程序化的写作套路，在诗歌主旨的沿

袭、意象和典故的择取上，都形成了一定之规。

其弊端也日益显露，许多诗人在创作时陷入固

定的设定之中，这就是“老成诗境” ，导致作品

总有似曾相识之感。 要对“老成诗境” 有所突

破和超越，需要诗人有极高的创作力和诗性精

神。 文章将王勃的诗放在唐诗发展史的语境中

去考察，勾勒出其诗既传承又开拓的轨迹。

所谓“立” ，即解析王勃最为出彩、最有创

造性的诗歌，也就是他的“繁华易逝” 主题诗，

如《临高台》《滕王阁》《铜雀妓二首》等，常

有“兴亡无常”“人生易老” 的感慨。 这类作品

虽然不多，却很有思想性，包含着对人生沧桑、

历史兴衰的沉重感叹和深沉思索，作者认为这

和王勃对天下之理，尤其是社会兴衰、历史存

亡、人生成败的高度关注有关。

■读书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