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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一座从历史中走来的

现代之都，多元文化的融合不

仅造就了独特的城市风貌，也

塑造了澳门人民开放包容、勇

于创新的精神，让“盛世莲花”

绚丽多姿。由故宫“看门人”转

型为文化遗产推广人的单霁翔

推出新书《人居澳门：五星照耀

下的莲花》，通过对澳门的建筑

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系 统 性 梳

理，带领读者感受澳门独特的

人文魅力与生活气息。

“希望以文字的形式为更多

人了解澳门提供一个窗口。这

本书不仅仅是对澳门历史和文

化的记录，更是对澳门未来的

展望。”单霁翔曾亲历“澳门历

史城区”申报世界遗产全程，多

次到访澳门，深深赞叹这座“小

港湾”创造的“大奇迹”。

新书《人居澳门：五星照耀

下的莲花》由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出版，以“文化空间”为

主题，讲述澳门的时代故事，全

方 位 展 示 城 市 肌 理 和 地 域 风

情。根据考古资料，新石器时

代澳门已有人类居住，及至明

清时期，澳门留下了不同的文

化层。16 世纪海上贸易更是将

澳门带入世界的目光。作为重

要的国际港口和贸易中心，在

之后 400 多年的时间里，不同国

家、民族的人在此汇聚，西方文

化与建筑风格被带到了这片土

地上，塑造了独特的经济、社会

结构，澳门因此成为东西方文

化交融的典范。

2005 年，“澳门历史城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标 志 着 澳 门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得 到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高 度 认 可 与 重 视 。“ 澳 门

历史城区”包含 22 处历史建筑

和八个广场空间。这些建筑、

广场涵盖了多种文化背景，展

现 了 澳 门 作 为 东 西 方 文 化 交

汇 点 的 独 特 历 史 。 大 三 巴 牌

坊是圣保禄大教堂的遗址，以

其 雄 伟 的 石 牌 坊 成 为 澳 门 标

志性的建筑；妈阁庙是澳门最

古 老 的 庙 宇 ，依 山 而 建 ，建 筑

群错落有致，建筑风格富有浓

厚的岭南特色……建筑、广场、

街道、社区连为一体，形成了澳

门独特的文化景观。

澳门的文化特质和精神不

但反映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

之上，也体现在各式各样的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之 上 。 饮 食 文

化、节庆习俗等以其独特风貌

和 丰 富 内 涵 吸 引 着 世 界 的 目

光。这里，有传统的舞狮表演

和龙舟赛，有充满烟火气息的

庙会活动，还有每年一度的澳

门国际音乐节和艺术节，汇聚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表演

团体。葡式蛋挞、猪扒包、葡国

鸡等美食制作技艺代代相传，

既保留了传统的风味，又在现

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在历史与现代、物质遗产和

非物质民俗、地域文化和外来

文化、内地与澳门的交融中，莲

花之城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

这 是 了 解 澳 门 风 貌 的 生 动 指

南，也是透视澳门的深度思考，

为读者展现一个“背靠祖国、面

向未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

代澳门。

“今天的澳门，拥有古今同

在、中西并举的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积累了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丰富文化交流互鉴经验；

缔造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

良好社会环境；构建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独特话语体系，

这些不但成为澳门关键的软实

力，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通往

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华文化真

实面貌的生动侧面。”澳门文化

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在该书

前言中写道，“让我们城市的独

特魅力，就如特区区旗上的莲

花一样，在五星照耀下不断延

续和传承下去，生生不息，闪亮

人间。”

李婷

从 2025 年 第 一 天 开

始，用《书店日历》记录日

常 阅 读 ，第 一 周 共 读 了 五

本书。日历第一周为万圣

书园，“通过阅读，获得解

放 ”是 万 圣 书 园 的 slogan，

我也希望通 过 阅 读 ，获 得

某 种 解 放 和 对 自 我 读 书

生 活 的 记 录 。 希 望 这 份

记 录 能 督 促 自 己 多 读 书 ，

多分享。

2025.01.01 甲辰
腊月初二

新的一年从阅读开始，

第一本读了台湾学者黄宽

重的《居乡怀国：南宋乡居

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

践》讲 述 底 层 士 人 刘 宰 去

职 归 乡 后 的 作 为 和 实 践 ，

好看。

2025.01.02 甲辰
腊月初三

这些年画了近两百家

书 店 ，所 以 才 有“ 画 说 书

店”设置。本辑收录的 48

家书店，都有此一画，同时

为每家书店定制藏书票等

周 边 ，均 以 小 画 为 版 。 此

万圣书园新书台为搬家前

的 样 貌 ，系 书 店 重 要 的 门

脸，“通过阅读，获得解放”

万 圣 书 园 的 阅 读 主 张 ，有

立场，有力量。

今日续读《居乡怀国》。

2025.01.03 甲辰
腊月初四

第三日为“书店人说”，

读店主们的自述，每每感动

于他们的情怀与坚持。正

如刘苏里先生说“此生只做

一件事”，这是多么幸福，多

么有力量的人生。万圣之

为万圣，此为基础之一。

今日读毕《居乡怀国》，

启读陈嘉映《希腊别传》。

2025.01.04 甲辰
腊月初五

这是一份书店人分享

的“书架神明”，相较各种

书 单 ，书 店 人 的 书 单 有 品

质 有 分 量 ，并 且 有 一 线 与

读 者 互 动 的 基 础 ，这 样 的

书单更有说服力。

一口气读完陈嘉映的

《希腊别传》，精致流畅。他

们这一代学者读书多，思想

深，文笔好，不久前读赵越

胜的《燃灯者》，也是这种阅

读体验。

2025.01.05 甲辰
腊月初六

书店里，阅读者的身影

最是动人。书店是人与书

相 遇 的 最 佳 场 域 ，记 录 他

们 ，记 录 美 好 而 温 暖 的 瞬

间。

读《三 国 名 人 陵 墓 全

集》，这是一本纯 资 料 书 ，

作者收集整理了三国人物

陵 墓 ，部 分 亲 自 探 访 过 。

如 果 这 个 选 题 韦 力 在 做 ，

他 一 定 是 挨 个 寻 访 一 遍 。

的确，“纸上得来终觉浅”，

这种题目还需“躬行”也！

2025.01.06 甲辰
腊月初七

这一天是我和店主的

对 谈 ，尽 管 我 的 问 题 都 一

样，但每人的答复均不同，

这就是个体的独特性和差

异性，也呈现了这本日历的

丰富性。

读老家朋友蔡新祥寄

赠的《鳌江文脉》，了解了

这座千年古镇的历史与文

化，引发浓浓的乡愁，进而

怀想自己在鳌江之畔美好

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2025.01.07 甲辰
腊月初八

今日腊八，早起喝了腊

八粥，去市场买了一兜蒜，

泡上，过年吃翠绿可口的腊

八蒜。居京数十载，口味也

慢慢北方化了。

读六根老友韩浩月兄

寄 赠 的《在 往 事 里 走 动 的

人》，每次读浩月兄回忆家

乡 的 亲 人 和 友 人 ，那 种 冷

静而豁达的笔触深埋的酸

楚 ，让 人 老 眼 滚 热 。 如 此

朋友，交之我幸！

合肥有一家岛上书店，岛被

湖水包围着，湖叫“蜀山湖”，合

肥人叫它“董铺水库”，水库名

字 源 自 它 所 在 的 岛 屿“ 董 铺

岛”，可原有的名字现在快被遗

忘 了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科 学

岛”——中国科学院诸多研究机

构驻扎在此。我爱科学，这可

是我离科学如此之近的一次，

我觉得自己打入科学内部了。

在摸 清 岛 上 书 店 的 构 造

格局之后，我发现外面的道路

和 建 筑 的 吸 引 力 更 大 ，这 里

的 环 境 让 我 想 起 大 导 演 陈 思

诚 监 制 的 电 影《解 密》，果 然

在 院 子 里 发 现 了 一 些 老 建

筑 ，目 测 建 于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已 经 无 人 居 住 ，各 种 藤

蔓爬满楼台。

进岛时看见水库湖面明明

风平浪静，但岛上的风总是掀

起我的帽子。逛了半个小时之

后，按着帽子、侧着身子顶风回

到书店里，点了一壶红茶，在书

店设置的格子间打开笔记本电

脑、放置好要读的书、喝了几杯

之后，身体重新舒展开来。

逛书店。找自己的书，没

有。美国作家罗纳德·赖斯所

著《我的书店》中，至少有十位

美国作家写道，他们进书店第

一件事，就是搜索有没有自己

的书，有，就算书店有点缺憾，

也会暗暗竖大拇指——这家书

店有品位。没有，就会像我那

样小心眼地嘟囔一句。

看到老友周华诚的书《陪花

再坐一会儿》，只露出书脊，于

是抽了出来，摆成了正面呈现，

拍照给他看，他回复说：“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

在岛上书店，继续读《我的

书店》，发现美国书店和写作群

体或许活得比中国的更艰难，

有 的 作 家 应 书 店 老 板 之 邀 签

书，他故意签得慢腾腾的，以期

引起旁人注意并询问，这是你

的书吗？于是便很自然地多卖

一本书出去。还有的作家就住

在书店附近，如果有人愿意买

书但想要作者签名，书店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就会立马

赶到，无论那会儿他是在刷牙

还是在洗澡，都会立刻中止，可

爱啊可爱。

岛上书店蛮有科学家气质，

以文学书为主，但科研、政治、

经济类书也有。书店蛮特别的

地方是，在靠内的位置有两块

被分割出来的空间，一块是类

似自习室的格子空间，冰冷的

铁 皮 书 桌 配 上 橙 黄 色 的 书 架

墙，这是科学与文学一种最好

的融合。另一块是包含“冥想

室”在内的独享空间，也许科学

家们是需要这样的地方放飞一

下思绪吧。

中午 12:30 左右，书店里冲

进来一帮小学生，迅速把所有

可以写作业的地盘占领了，幸好

我来得早，选到了一个好位置。

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在安静地干

活儿、有的在说笑，倒是一点儿

也没觉得吵闹，岛上能有这样一

个地方给孩子读书学习，非常

好，他们长大离岛之后，会想念

童年待过的这个书店。

在岛上书店，编辑了一篇

公 众 号 ，写 了 2500 字 ，读 了 50

页 书 ，和 朋 友 聊 了 会 中 年 危

机，给一个想了许久的短篇小

说开了头……非常满意。

自 1839 年法国达盖尔发明

银版摄影法以来，现代摄影术

诞 生 已 有 将 近 190 年 的 历 史 。

随着时代的进步，摄影从极少

数人掌握的精密技术变成大众

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和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

摄影更是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

方式之一。从相机到手机再到

无人机，各式各样照相设备的

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尤其是手机摄影技术的高速发

展，使每个人都有了成为摄影

师的可能。宁思潇潇的《新摄

影笔记》即应需而生。

作者宁思潇潇既是位年轻

的摄影师，又是位互联网达人，

他投身摄影普及教育十余年，

积累了丰富的摄影教学经验，

而且通过“摄影笔记”公众号等

平台获得了业界认可。这本全

新的“摄影笔记”展现了他一贯

的特色，又有许多新的生发。书

中语言生动、讲解清晰，把生涩

的摄影技术用更易于理解的语

言阐释出来。在《新摄影笔记》

一书中，作者总结了自己的拍摄

经验，创造出独有的一套摄影教

程体系，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引

导摄影爱好者进行学习，深入浅

出的讲解方式，让读者能够快速

学习摄影技法，并通过实践不断

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

从某个角度来看，作者是根据自

己十余年的拍摄和教学经验，力

图梳理一个独特的摄影知识体

系，这个由自我认知出发的知识

体系可以让本书所讲解的摄影

应用技术等知识逻辑性更强，便

于更好地学习掌握，也更便于记

忆和实践，让初学者的理解和拍

摄更加轻松。

当然，除了科普摄影技术之

外，作者还试图从艺术的角度，

深化读者对摄影的认知。具体

而言，作者围绕“何为好照片”

的 问 题 展 开 。 从 美 学 角 度 而

言，“好照片”的标准很多：“能

引起共鸣”“能讲一个故事”“能

吸 引 人 ”“ 能 让 人 懂 得 一 个 道

理”“能改变一个人”……

艺术总是相通的，作者将拍

照和写作类比：首先，拍照的出

发点是有感而拍。“摄影就是记

录下您到达并发现的、触动您

内心的场景及瞬间。”这句话是

本书传达的第一个知识点，也

是作者希望读者一直追求的目

标。他强调：“这句话不但适用

于肖像题材，也适用于风光、人

文及其他题材。这句话不但适

用于相机摄影，也同样适用于

手机摄影。”其次，好照片自然

有一个好的主题，正如作文也

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再次，一

张好照片还要通过摄影技巧传

达内心受到的触动，并且让观

者也感受到这种触动。书中还

介绍了包含取景、曝光、摄影中

的虚实、构图等摄影技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年轮是树木的时间节

律，它不仅对应着树龄，还

蕴含着海量的历史气候线

索，气候学家可以对树木的

年轮进行计数以回溯数百

上千年的环境状态。同样，

动物的牙齿里也隐藏着一

切有关生长、健康、饮食以

及演化的历史讯息。美国

作家塔尼亚·M. 史密斯所

著《牙齿的证言》一书，对此

予以了揭示。

科学家在 20 世纪就已

经了解，和其他任何身体结

构不同，牙齿能够记录下生

物体各种各样的生理节律，

其周期可短到 8 至 12 个小

时，也可长达季度或年。简

言 之 ：个 体 生 命 早 期 的 细

节 都 永 久 地 保 存 在 牙 齿

中 。 人 类 的 每 一 天 ，都 在

牙齿形成的过程中保存了

下 来 。 理 论 上 ，在 牙 齿 不

造 成 磨 损 的 前 提 下 ，这 份

记 录 能 够 持 续 数 百 万 年 。

通过对牙齿的时间图进行

破 译 ，可 以 讲 述 与 众 不 同

的生命故事。

首先是揭示人类进化

的 历 程 。 我 们 知 道 ，人 类

的 脑 部 十 分 巨 大 ，生 长 缓

慢 ，还 对 新 陈 代 谢 有 很 高

的 要 求 。 因 此 ，饥 饿 的 脑

部 和 活 跃 的 生 活 状 态 需

要 高 能 量 的 饮 食 ，需 要 摄

入 并 消 化 多 种 多 样 的 食

物。人类的牙齿就像藏在

口 腔 里 的 瑞 士 军 刀 ：门 齿

能 帮 助 咬 开 果 实 ，尖 利 的

犬 齿 和 紧 贴 其 后 中 等 尖

锐 的 前 臼 齿 能 够 刺 穿 并

撕 碎 肉 类 和 植 物 ，而 齿 冠

低 平 的 臼 齿 则 帮 助 我 们

研 磨 坚 硬 的 食 物 ，如 坚

果 。 在 书 中 ，作 者 从 牙 齿

的 角 度 探 究 了 人 类 的 演

化历程。

“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我就能说出你是谁。”这是

法国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

叶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观

点。借助牙齿，乔治·居维

叶建立起了牙齿的结构形

态与功能的联系，并利用现

生动物的解剖结构和行为

来推断已灭绝物种的饮食

结构，从而仅从牙齿就能判

断其主人的身份：狮子尖利

的牙齿在刺穿动物猎物时

非常有用，而以种子为食的

猴类则长有钝平的臼齿，能

够有效压碎并研磨坚硬的

物体。

其次是揭示人类的社

会化进程。人类的饮食习

惯与社会化进程有着紧密

的关联度。随着人类的近

代祖先不断完善各种切割、

腌制和烹煮食物的方法，他

们不再需要完美协调的门

齿，就能满足每日的能量需

求。现代人极速攀升的牙

齿咬合不正发生率就表现

得尤其明显，因为人们极度

依赖处理过的食物，就不需

要咀嚼表面完全重合。通

过对牙齿的研究，可分析人

类史前社会的集群和分层

状况。

再次是揭示考古学的

时间讯息。很多时候，牙齿

化石都是已灭绝物种能留

存下的唯一遗骸。这是因

为它们极其坚韧——牙釉

质中 95%的成分都是矿物

质 ，称 它 们 是 人 类 口 腔 中

的化石并不为过。研究原

始人类牙齿的古人类学家

比研究其他部位的要幸运

得多。在 20 世纪，已有数

千枚原始人类的牙齿被发

现，并保存在欧洲、亚洲和

非洲的博物馆中。通过测

量 齿 龄 ，科 研 人 员 可 以 像

研 究 化 石 一 样 ，还 原其间

的时间序列。

总之，牙齿这个我们每

一天都会用到、再熟悉不过

的 器 官 ，与 我 们 人 类 的 发

育、演化和行为密切相关。

它是精密复杂的时间机器，

记录了生命的成长、饮食习

惯以及演化的历史，就像大

树 的 年 轮 一 样 清 晰 可 见 。

大到人类祖先是怎样生活

的 、他 们 有 怎 样 的 饮 食 习

惯，小到女性个体诞育下一

代的时间趋势，这种“生物

钟”是如何演化的……这些

都能从我们对古人类牙齿

化石的发现和分析中破解

一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牙齿的证言》：

揭示牙齿背后的生命故事

万圣书园：通过阅读，获得解放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岛上书店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图

单霁翔新书系统梳理澳门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澳门：从历史中走来的
文化明珠

《新摄影笔记》：

摄影术的科普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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