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朗静美处，有繁盛清劲
陆梅的散文新著《时间纷至沓来》

中，充满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美好的植
物和书。

读完这本《时间纷至沓来》，让人
进一步认定，陆梅前世，就是一株植物
——在那个时空中，雏菊、桔梗或辛
夷，应该就是她的姐妹。她这样自述：

“我的每一次出行，总忘不了对一朵
花、一株草、一棵树的投注。我对某个
地方的回忆，也常常是融入了某种植
物的回忆。”

确实，对于故乡松江，她记住的，
是华长路的水杉，是老家门前那棵初
春灿烂绽放的紫玉兰；对于新疆，她
倾情的，是维吾尔女子用来描眉生眉
的“奥斯曼草”；还有浙江的香榧、丹
东的橡树、东京的银杏、西班牙的橄
榄树。

除了植物，书是陆梅的特殊亲
人。这本《时间纷至沓来》当中，包含
了那么多陆梅与之交流过的书，古今
中外的书。读完全书，你会意外发现，
原来书中还潜藏有一张如此高质量的
书单。

陆梅看书，有着属于女性的独特
习惯：“总是以‘发现的目光’，在文字
里寻找会心的细节。”她读三岛由纪夫
的《金阁寺》，留心的是三岛对屋顶那
只“神秘的金鸟”的描绘；读沈从文，她
注意的是，“沈从文表达喜欢的心情
时，不说‘喜欢’，说‘欢喜’”；读法国作

家彭塔力斯，她看见这位萨特的学生
是这样描写水仙的：“一种近水而生的
忧郁的花，垂向自己，长在春天”。

陆梅 写 书 ，读 书 ，向 热 爱 文 学
的人们推介书评论书，“而书，我把
它视作我的另一个故乡，纸上的故
乡”。

植物与书，是陆梅的慰藉和热
爱。然而，让这本新著特立于书林，真
正具有打动人心力量的，是书中深刻
存在的对时间、对人生、对生命的哲学
式的悲感和痛感。

在陆梅新书中，我们会意外遇到
曾让人动心的熟悉风景。譬如，她说
到云南的好友叶多多：“素未谋面，竟
一见如故”，“叶多多身上有种奇异的
多民族气息……和她聊天，感觉身上
有种边地山林的神秘气质，呼应着土
地、星空、深山、溪流……的万物有灵
和宽阔纵深”。

读陆梅文字，“能够真切地感受
到汉语字词、文法和意境的美”。她
的这本书，疏朗静美处，有繁盛清劲；
时显炫然，然而更多的，又是心性里
的寂然。

读《时间纷至沓来》，我们会遇见
一个“有主见”、有定力的人，她沾染书
和植物的美好气息，从亲切的汉字中
向我们走来，她的“气质是清朗的，就
像冬季雪晴后的空气”。

（来源：新华读书）

《时间纷至沓来》
陆梅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李嘉诚传》真实还原李嘉诚的
人生经历，按照青年、中年、老年三
个阶段，分为《李嘉诚传：逆境与抉
择》《李嘉诚传：通达与从容》《李嘉
诚传：初心与未来》三部分，全景展
现商界传奇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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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
作者: 毕啸南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李嘉诚传》
作者：李阳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通过真诚并且富有思想性的
对话，毕啸南与颜丙燕、亚妮、韩
红、万方、徐新、张越、韩小红、吴
小莉等 12 位杰出女性，一起分享
人生中深刻艰难的考验，以及心
得感悟。

《驯鹿六季》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明天出版社

回归人类的精神原乡

如果说，黑鹤以前的动物小说创
作注重动物个体生命自然生长状态，
批判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疯狂侵蚀；那
么，这一部《驯鹿六季》在自然与人类
的关系上，实现了创作思想和艺术表
达的稳步突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一方面，大自然需要日益强大的人类
世界的守护，另一方面，人类生活的
现代病更需要大自然来疗治——实
现情感、欲望、心灵与精神上的救赎。

《驯鹿六季》揭开了这个天道，自
然，是动物与人类永远的精神原乡，
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走远。

一个现代少年心灵世界的开关，
就在一只小小的白色驯鹿身上。

少年在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眼
看着妈妈被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撞
倒，从此，阴阳两隔，少年幸福平静满
怀希望的世界被击打粉碎，一下跌入
绝望的深渊。他把自己装在一个钢
铁般的罩子里，不再说话，不再交流，

不再思考，甚至不再生活，希望有一
个“蒙太奇”的魔法把自己带回到有
妈妈的日子里，他活在从前，把自己
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离开来。

做自然科学研究的爸爸，把少年
带到中国北方大兴安岭丛林之中，那
里是鄂温克人和驯鹿的家乡。一个
寒风凛冽的夜晚，少年迷失在森林
中，被老牧人秋鸟发现并收留。老人
周围有无数的驯鹿，让少年感觉进入
梦中。一天早上，少年昏昏沉沉半梦
半醒之间，被一只湿漉漉的东西搅得
浑身发痒，那是一只刚刚生下不久的
白色小驯鹿，被妈妈遗弃之后，老人
秋鸟把它收养在营地，少年给白色的
小驯鹿起名海瑟薇，从此以后给海瑟
薇喂奶，成为少年每一天最幸福的时
刻，少年和秋鸟吃着香甜干硬的大列
巴，喝着质地醇厚的鹿乳茶。不久以
后，得知小驯鹿的妈妈已经去世，小
驯鹿与少年一起在老人秋鸟的关爱

下，开始学习森林里的生存课，海瑟
薇每一天像狗一样跟着少年在丛林
中尽情感受森林、雪海、秋风、明月、
大熊、鸫鸟的世界，他们可以进行深
刻的灵魂交流。

小说采用了双线互动结构，一条
线索是少年从一个自闭症的少年成
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责任有担当
的男子汉，成长为动物和森林的保护
神。另一条线索是小驯鹿在经历了
种种磨难之后，也在与天敌、人类与
自然环境的搏斗中，长大成一只强悍
的驯鹿。两个主人公都在鄂温克老
人秋鸟的关爱下成长。秋鸟的森林
经验、动物保护知识以及面对人生的
态度，成为少年成长的生命镜像。后
来，老人生病，少年开始独当一面之
时，遇到了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少
年不仅很好地运用了老人的直接经
验，也反复回顾自己在书本、电视、网
络等的间接经验，使少年的成长更有
现代意义。当战胜了生存的磨难之
后，少年没有忘记对妈妈的深沉思
念，他在心灵深处一次次与妈妈进行
情感交流，也与自己的内心进行交
流，少年战胜自然的过程，也是战胜
自我的成长过程。

黑鹤动物小说中的每一个蘑菇、
每一缕晨风、每一片树影、每一声鹿
鸣……都被他描绘得丝丝入扣、准确
逼真，画面感极强，三两句就点染成
一组风景画，“在直径不到十米深约
一米的小水潭边，栖息着成千上万的
白色蝴蝶。溪水边的石头上、水面上
的枯木上、水边的灌木丛，包括附近
所有的树上，密密麻麻地落满了蝴
蝶。它们紧紧匝匝地落满了树枝，将
树枝压得很低，几近折断的样子，即
使是轻若无物的蝴蝶聚集了太多也
会拥有可怕的重量。”黑鹤动用了一
切感觉器官，把生命作为一个完整的
有机体与自然对话交流，发现大自然
就是一部永远无法破解的天书，远远
超出人的认知领域。

他善于运用第一人称抒情主人
公的内视角，使得小说的亲历性和写
实感极强，阅读时会随着主人公一起
起起落落。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
节，但小说如此引人入胜，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生
活经验的新奇性和陌生化。知道秋

鸟用什么方法烹饪吗？“那个他刚才
清洗干净的像袋子一样的东西，我终
于看清楚了，那其实应该是狍子的
胃。他就用这个清洗干净的胃袋装
满了溪水，又将切成块的肉放了进
去，然后用随手从附近灌木丛中剥下
的树皮纤维充做绳子系住了袋口。
他直接将这个装满水和肉的胃袋吊
在三角架上，而正慢慢旺起来的火舌
直接烧在上面。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烹饪方式。”这绝对颠覆了现代都市
人的生活经验。引起强烈好奇心的
阅读兴趣，突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边际
和生命体验。黑鹤笔下的人物主人
公，往往不善言辞，沉着冷峻，自尊心
极强，内心情感丰富而细腻，有一种
灵魂的追求，包括他笔下的动物也都
有一种自尊和高贵。

《驯鹿六季》延续了他以前动物
小说的写作风格，这种诗意浪漫唯美
的格调，又如此不事雕琢自然而然，
仿佛是大兴安岭原始丛林中长出来
的一件艺术品。这篇小说最大的突
破在于把现代生活与原始森林中的
生活进行了有机融合，自然森林能够
医治人类心灵的创伤，而人类在森林
生活时的物质与精神匮乏，又不断被
爸爸送来的食品、药品、书籍，甚至蛋
糕、维生素、篮球鞋填满。作家很好地
融合了城市与森林、原始与现代的关
系，不再把两者对立起来。少年虽然
是生长在现代大都市里的学生，但他
不是森林的闯入者，而是森林中的寻
梦人，当他在原始森林中遇到秋鸟和
驯鹿，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又仿佛到达
了天国，这种如梦如歌的少年生命体
验和精神向往，带有人类的精神隐喻。

《驯鹿六季》告诉读者：“生活在
中国北方大兴安岭丛林中的驯鹿鄂
温克人，一直沿用自然的历法，一年
只有六个季节。”当现代城市的少年
来到大自然之中，刷新了身体和生命
的存在感，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在大自
然中投射出耀眼的光。可以说，驯鹿
六季既是自然的真实现象，也是少年
人生的一种隐喻，少年因祸得福，面
对磨难并能战胜磨难的人才是真正
的英雄，少年的人生不是四季，而是
六季，如驯鹿孤儿海瑟薇一样，经历
了生命的严峻考验，成长为一只白色
神兽。 （来源：新华读书）

熄歌用文字构筑了一个极具风
格的虚拟世界，南城15年前开始频
现失踪案，张警官多年来一直追查
却不得其果。江涵在学校的VR演
讲现场结识了前来调查大学失踪案
的张警官，得知学校的风云人物南
极神秘失踪。做了噩梦的江涵回到
年幼时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废楼，和
张警官一起被迫进入了“万梦千
魂”这个全息游戏，在游戏世界里
发现了多名以前的失踪者，和游戏
里认识的朋友们开启了一段冒险
之旅……

《破梦游戏》
作者：熄歌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5月9日至11日，“江·海·岛”媒体联盟第二届理事会暨重庆荣昌（国家）高新区推介会在重
庆市荣昌区召开，来自浙江、上海、重庆、江苏、安徽等长江沿线城市的四十余家媒体相聚一堂，
共同探讨、交流长江沿线省市区域媒体转型融合发展，以媒体的力量服务、推动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鸟瞰荣昌国家高新区

崛起于成渝经济带的“非遗之城”

荣昌夏布

荣昌折扇

荣昌城市一览

■记者 周琳

荣昌位于重庆主城区西部，地处
成渝经济区战略腹地。由于荣昌陶、
荣昌夏布和荣昌折扇制作技艺都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荣昌
也有“非遗之城”的称号。

文化产业支撑，打造“成渝城市
群新兴战略支点”

重庆市荣昌区位于成都、重庆两
大千万级都市之间的黄金结合点。

“打造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实
体经济体量的大小和结构的优劣是
一个重要衡量标志。”荣昌区委书记
曹清尧表示，只有抓住振兴实体经济
这个“牛鼻子”，荣昌才能抢占打造成
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的战略主动。

在实体经济蓬勃发展同时，荣昌
区非遗文化产业优势资源得到有效
的挖掘和保护传承。除了荣昌陶器、
荣昌折扇、荣昌夏布三大国家级非遗
项目，荣昌还有市（省）级非遗项目14
个，区级非遗项目87项；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命名2名，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24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58名。

创新传承保护，荣昌非遗项目
“重生”优势产业

荣昌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聚集
地，荣昌陶器、荣昌夏布均成功注册
国家地理商标，和荣昌折扇一起被誉
为“客家文化活化石”。

“荣昌非遗产品名录有120余项，
但过去大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必
须要打破非遗保护就是‘封闭保护’
的观念。”据介绍，荣昌非遗文化产业
发展曾经辉煌，也曾一度沉寂，走过
了一条起伏波折的道路。

近年来，荣昌区秉着“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
原则，通过建立三级名录体系、创建
非遗保护基地（园区）、发展非遗文化
产业等举措，促进非遗产业快速健康
发展。同时，荣昌区累计投入 24 亿
元，建设“夏布创业基地”“安陶小镇”
和“中国夏布小镇”，极大提升非遗产
业的集聚度。

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成渝经济带
“非遗之城”

“文化产业不能只是摆在橱窗

供 观 赏 ，更 不 能 躺 在 名 录 上 睡 大
觉。”荣昌区委负责人认为，推动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失为非遗文
化传承保护有效途径。依托三大国
家级“非遗”项目，荣昌区先后实施
中国安陶特色小镇、中国夏布时尚
小镇等旅游景点，探索以文化提升
旅游内涵、旅游促进文化发展的文
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进而构建“文
化+体育+旅游+商业”的旅游产业
新格局。

2015年以来，随着安陶小镇游客
接待中心、陶宝古驿道、陶宝古街等
旅游设施项目先后落地，荣昌陶器的
主要发源地安富街道现有文创企业
40余家，规模制陶企业15家，旅游收
入达1700万元。

“以文强旅、以旅兴文，文旅融合
共促发展，正在荣昌成为现实，”荣昌
区委负责人表示，荣昌建设打造“非
遗之城”，将继续在文旅产业中深度
融合非遗文化因子，以大文化、大旅
游、大产业实现大融合的文旅产业，
建设成都、重庆两大都市周末休闲游
目的地。

（荣昌区委宣传部 供图）

魅力安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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