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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尘封历史 彰显盐城底蕴

精品图书推荐

把功勋写在大地上

□洪承志

读许正和笔下盐城的历史文化，湮没
的尘封的历史显示出清晰可辨的字迹，过
往的盐城站到我面前，它是那么生动，亲切，
有意思。

我看到了在浩浩荡荡的大海边，渐渐成
陆的盐城。明万历年间盐城知县杨瑞云主编
的盐城历史上首部《盐城县志》中，开篇第一
句话是“盐城屹然横峙海上”。这个“屹然横
峙海上”的盐城，是岛、亦即海中之洲，还是海
滨之城？可是早在南宋，就已有人认定“盐
城，唐前为海中之洲”，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

“盐城唐后不再是海中之洲”。作者分析，倘
这个时间节点能够成立，则可推定，自唐代常
丰大堰的筑成，盐城就结束了作为“海中之
洲”的悠久历史。所以，作者认为，杨瑞云的
这句话，其实就是“盐城巍然矗立在大海之
滨”的意思。

是的，我们从他的书里得以明确盐城从
海水中走出来成为大陆边城的历史时刻。

厚厚的这本书，从写串场河，到登瀛桥，到
瓜井，到北闸、南门桥……我一篇都舍不得放
过，因为这一个个地点一个个景物，都是我衣
胞之地上从小到大耳熟能详或不能详的地方。

作者不少笔墨文章都写到杨瑞云。“自西
汉元狩4年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古老盐
城共历2000年上下的时光，假定知县以5年
一任计，盐城历史上当有400名上下，这‘四百
知县’中，或许不乏佼佼者，但有，可有政绩和
名望能够和杨瑞云比肩甚至超过的吗？答案
大约是否定的。”作者这样判断。

杨瑞云曾动情地说：“我来细讯瓢城老，
绝世忠良不忍闻！”——“我来到瓢城后，细细
问询久住当地的居民（关于陆秀夫的身世和
事迹），真是绝世忠良啊，故事的悲壮让我不
忍卒听！”

对于杨瑞云这样的沉吟悲叹，作者深入

分析其情境：“一个外省籍的官员到人地生疏
的县份当官，大约总要预先做些功课的。估
摸杨瑞云的心思大多会放在盐城人陆秀夫的
身上。这不会是凭空猜想——南宋皇朝大厦
将倾时，陆秀夫正是在杨瑞云家乡的崖山负
帝投海的。作为读书之人的杨瑞云对陆丞相
的身世怎会不知。正如他本人在四年之后吐
露的那样：‘盖丞相死所，乃余之乡也；余所宰
邑，则又丞相之乡也，似有异代之谊矣！’杨瑞
云抵盐城之后，则‘首谒陆丞相祠，又获拜于
所葬衣冠之墓。’”

作者这样写既合理、有据，又富有想象
力，有生动的历史感，尤其是通过这样的分析
和想象，把两位历史人物生动地连接起来，其
空间载体竟是我们的家乡，我亲爱的盐城！

林则徐与我们盐城的故事，经作者的
考证连缀后呈现出来，同样生动、亲切、弥足
珍贵：

——大“领导”林则徐在道光帝审批了皮
岔河疏浚工程后，对工程的必要性、规模和预
算等犹不放心，便轻车简从，亦即微服私访，
认真调查研究，还顺便了解基层“干部”的领
导作风、社会治理和民风等。

读至“至小富庄（疑为小阜庄，在现在建
湖庆丰镇洪桥村）上岸……细询之……”（林
则徐日记）我倍感亲切，它就在我老家，紧邻
我祖籍之地，我堂姐就嫁在那里，我儿时一趟
又一趟地去走亲戚。

在复原林则徐盐城行的《林则徐·1836盐
城篇》中，作者欣喜地找到了林则徐为盐城留
下的十分难得的一副联语——“将至天妃闸
东南，望海云一带有似远山，因得一联云：‘岸
树已消残叶绿，海云犹带远峰青’。是夜月明
如画。”

这里，作者为我们搜寻到一幅珍贵的
画面，吟联者不是别人，是名垂青史、名震
中外的林则徐，所吟者不是别处，是我们的盐
城啊。

地方历史文化的写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滋养一座城市土壤的

养分。
一个人要认清自己从何处来，还要认清

家乡从何处来。把它写出来更是重要的，不
是可有可无。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写，
但一个社会必须有人写。正如书稿中引用的
《明万历〈盐城县志〉跋》中说的那样，“邑安得
无志，今我不述，后将何观哉？”许正和孜孜矻
矻，正是做着这样重要的工作。

这个写作盐城历史文化的人是一个双脚
牢牢立定于家乡土地的普通人，但他胸中自
有丘壑，这个丘壑就是百年风云对盐阜大地
的裹挟浸染，就是家乡的千年沧桑之变。

作者为钩沉历史做了大量搜寻与考证的
工作。比如对杨瑞云的研究，作者无论是在
千年历史、“四百知县”中“找到”杨瑞云，还是
具体到研究杨离盐城之任后的行踪（因杨的
官阶和生平对于中国历史的大场景来说尚未
构成大影响，《明史》中无名，其他典籍也难寻
其踪），都是到了寤寐求之的程度。

试想，一篇《古诗文中品盐城》得要有多
大搜寻阅检的工作量。“温庭筠为唐代著名诗
人、词人。其诗，与李商隐齐名；其词，与韦庄
齐名。”仅此一句，寥寥数字，可见笔力。

他在《古诗文中品盐城》中写道，“想想
也是，上海再‘一线’，城市毕竟年轻；而盐城
建县的历史长达2100多年，一如余秋雨先生
冠苏州以‘白发’一样，盐城亦不年轻，当‘白
发’之谓亦恰如其分。”作者谈史论文，既不
狂傲，更无自卑，诚所谓不卑不亢，因为他自
有尺度——岁月的、文化的。

盐城人大多都说自己的祖先是“洪武赶
散”、从苏州阊门被赶到盐城来的，至于“洪武
赶散”是什么意思，同样大多说不清楚。作者
则对这段历史有研究分析，来龙去脉讲得比
较清楚，这样的工作是功德无量的，我作为一
个盐城人，不禁心生感谢之情。

追寻时光里的廊桥

快生活中慢一点

□赵文新

《活着，不着急》是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得主苏童的散文精选集。扉页是
一幅写意山水画，远山含黛，近水泛波，一
个渔者乘着竹筏，撒网捕捞。让人联想
到，在时间的河流里，每个人都是渔者，能
从生活的大网中打捞珍贵的东西。

文中写到一名年轻男子因急于为年
幼的孩子寻找尿片，自行车骑得飞快而
撞上卡车的事儿，我联想到生活中的急
躁，“急躁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通病。”

“我们急了这么多年，生活中该有的有
了，不该有的还是没有，急出什么名堂
来了？”作家以深刻的感悟，传递出悠然
从容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毕竟生
活就像呼吸一样，不曾有一刻停止，又
何必着急，反而是那些急躁的人，越着
急，生命便越显得枯燥与短暂。”

阅读时,总把书中的情景和记忆深处
的生活场景，蒙太奇一般交织着、重叠着，
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阅读的惬意。在阅读
中把书读厚，读到文字后面广博的东西。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
声。”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了！快餐、快递
……在生活的高速路上风驰电掣，身边
的景色一闪而过。再看看自己，镜子里
头发上掩藏不住的“霜花”，不禁感叹：流
水一般的过往，留下的是匆忙的身影，听
到的是穿行日子的喘息声。而今揉着酸
胀的腰，倏然觉得我像作家苏童书中写的
那样，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

回顾过往，越来越感觉自己就像不
停旋转的陀螺，岁月的大手一拧，就绕
着生活中固定的圈子转着，转着……春
来了，春去了；雪飘来，雪融化，在旋转中
青春悄悄远去，无影无踪。日子匆匆流
逝，伸出手要抓住什么，抓来的是满身疲
惫后的心浮气躁。这种焦灼无处不在：
走路的时候，噔噔噔一路狂奔，一步并作
三步、四步，恨不得踏上哪吒的风火轮飞
起来；十字路口遇到红灯的时候，目不斜
视地盯着不断变换的红色数字，恨不得
自己一时色盲，立刻看到绿灯；超市购
物交款的时候，总要扫视一圈几个出
口，看看哪个“长龙”短几节，赶紧排到
那里。

读书的顿悟，我告诉自己先慢下来。
慢慢地走，看到了路边的花草在风

中轻舞。每一朵花都含香吐蕊，绽放明
媚；每一株草都顶着晶莹的露珠在闪烁，
不禁引发我新的想法，花草不被人关注，
也一样挥洒自我，自赏自乐，绚丽一方天
地。想到这里，心情浸润在花草一般的
恬淡中，释然几许。慢慢地走，细细地看，
红灯之时，看看疾驰而过的车辆，瞧瞧路
上穿梭的行人，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去？三才者，天地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素昧平生，但是相
遇也是一种缘，尽管擦肩而过，也一样值
得看几眼。看书的时候，捧着一杯菊花
茶，静静地读，慢慢地品。菊花在水中曼
舞，舒展着、翻腾着，饱满了、变绿了，又展
现出另一种光彩！思绪氤氲在茶香中，随
着文字一起穿越依依古道，仿佛见到先哲
睿智的目光。品读木心的《从前慢》：从前
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
的表达，“你真美啊！请停一停！”谁不想
留住生活中美好的瞬间呢？就如顾城的
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慢下来，
才能让美好定格。读优美的文字，好像与
大师神交、对话，一时间忘记了红尘凡
世。茶香、书香交融，唇齿留香。

生活的上品，是沉浸其中而不着痕
迹。渐渐地慢下来了，我捕捉到这种微
妙的感觉。正如月圆是画，月缺是诗一
样，年轻时快出潇洒；中年后慢得从
容。重要的是有一颗细腻柔软的心，在
岁月流逝中感受生活，品味生活，享受
生活，丰盈生活。

快，是生活的一种节奏；慢，则是走向
精致生活的途径。快生活中慢一点儿，看
到更多精彩的瞬间，感悟到几分事理，触
摸到本真一些东西，焦灼浮躁的心也有几
分宁静，或许人生可以清明一些吧！

□林颐

《诗经》里就有“造舟为梁”的说法。中国
的古桥，悠久且优美，不仅具有交通功能，也
传达审美的旨趣，和谐地调节了建筑风景与
建筑群体的意境。

我从前读茅以升先生的《桥梁史话》、陈
从周先生的《陈从周说桥》，就很为书中谈及
的中国古桥梁所吸引，其中尤以廊桥为最
美。长虹卧波，鱼沼飞梁，为乡人行旅遮阳避
雨，为湖山江水生色。可惜两位先生的书中
谈及廊桥的部分不多，更倾向于实用技术的
桥梁或景观设计的专业讨论，所以听闻《廊桥
笔记》出版，我迫不及待地抢鲜阅读。

该书作者鲁晓敏是浙江松阳人，松阳有
许多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廊桥、古村落、
老房子是鲁晓敏一直关注、努力书写的对
象。《廊桥笔记》就是鲁晓敏长期调研的结

果，联袂吴卫平摄影，文图并茂，情景交融。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何以廊桥、廊桥之境、美
哉斯桥和廊桥遗梦。从廊桥的历史及影响
进入，接着叙述全国廊桥的分布情况，继而
描述各地廊桥的特色与独特魅力，最后阐析
这些廊桥的历史文化意义，强调保护廊桥的
重要性。

作为一位非桥梁专业的作家的作品，该
书在翔实的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一并
呈现良好的文学水准以及人文角度的思考。

浙江庆元县黄水长桥、江西铅山县澄波
桥、安徽休宁县云溪桥、福建屏南县千乘桥、
广西三江县程阳桥、甘肃渭源县霸陵桥……
有的亭榭游廊，掩映生姿，有的飞跨江面，凌
波横渡，这些千姿百态的廊桥，无不让人望美
而生叹。廊桥是水上架空的建筑，受限于特
有的实用功能所确定的基本形式，可是，我们
的设计者和工匠们竟然可以在有限的形制里

无限地腾挪转换，变幻出各种各样的美。这
些廊桥经常置身于涧泉萦回的山川胜地，它
们的存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周围的风光
更添一份景致。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廊桥的建造与维
护，殊非易事，它通常是由乡绅带头筹募四方
捐款，再花费数年时光修建而成。桥的形制
和纹饰，参考当地的图腾崇拜，寄托着人们的
生活理念。这些桥的桥头，往往立有碑文，讲
述造桥的由来。鲁晓敏特意指出了募捐人名
单里那些只有姓氏而没有名字的女性，让我
恍惚想起了《祝福》里的祥林嫂。

这些廊桥在它们的所在地仍然为当地人
造福，行路，休憩，交流，聚会，看风景。这些
廊桥成了风景的一部分，用明月装饰看它的
人的梦境，桥下的水没有干涸，从古到今，在
静默流淌的时间里，廊桥一定见过、听过许多
的故事。

□刘昌宇

在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逝世一周年之
际，一本深切缅怀其光辉业绩，颂扬他无私奉
献情怀的《把功勋写在大地：袁隆平画传》与
我们见面了。

该书以画册的形式，聚焦袁隆平光彩照
人的一生，以简洁朴实的文字介绍，从不同的
视角，生动呈现出这位“当代神农”奋斗与奉
献的人生。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北京。他从
小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思想，少年时代就萌
生了要学农的想法。之后，通过不懈努力，高
中毕业那年，袁隆平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西南
农学院。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
安江农校当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学校
的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长势特别好的天然
杂交稻株，从此，开启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在
常年的科研工作中，袁隆平勤于思索，敢于向
经典理论发起挑战。他在开展水稻雄性不育
试验的同时，还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举推翻
了米丘林、李森科的传统经典理论“无性杂
交”学说。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
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去培
育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水稻的产量，一举
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其卓越的表现，

使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的荣
誉称号。

该书用200余幅照片、画像、手稿、信件
等，真切叙说着袁隆平心忧天下、报效家国
的感人事迹，展现出他崇高的精神风范。几
十年来，袁隆平一心扑在杂交水稻的选种育
种上，为了培育出适合不同环境、不同气候
条件下的优质杂交稻种，他曾连续七个春节
没有回家过年，不是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做试验，就是在三亚南繁基地的水稻田里
观察水稻生长。他的众多学问，很大一部分
就是从田间地头来的。他常常告诫那些刚
出校门的大学生，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实
践出真知。科学上，他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地对待选种育种中的每一项数据，为了激励
自己的科研团队攻坚克难，他总是身先士
卒，从掌握第一手资料开始，不断调整杂交
水稻亩产高产的各项指标。每当科研团队
取得重大胜利，攻克技术上的瓶颈问题时，
只要一有空闲，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稻场，
分享大家的喜悦，热情地鼓励大家再攀新
高。生活上，他却随遇而安，没有太多的“讲
究”，有时为了下田方便，炎炎夏日，他一身
背褂和短袖，就“猫”在稻田深处，晒得黝黑
也全然不顾。他虽与妻子邓则感情很深，但
家里家外的事，他管得少。有一次，他想给

妻子寄条连衣裙，因把握不准具体尺寸，便
给邓则寄了两条，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
这位贤内助的敬慕之情。

作为一本人物画册，该书用丰富的视觉
语言，通过对袁隆平工作、事业、生活等场景
描绘，力求用直观的镜头，立体地展示袁隆平
的鲜活形象：有在水稻研究中心，守在显微镜
旁聚精会神观察水稻育种的一幕；有深入碧
波荡漾的杂交稻田，手捧沉甸甸的稻穗，凝思
长考的动人画面。有参加国内、国际科研活
动，向世界推介杂交水稻技术的精彩一瞬，还
有对业余生活的点滴摄录、传神抓拍。袁隆
平既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农业科学家，还是有
着远大理想、无限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在他
心中，很早就立下了让天下苍生都有饱饭吃
的理想信念，他的“禾下乘凉梦”更是感动了
无数国人。生活中的他兴趣广泛，打篮球、游
泳、拉小提琴，样样精通……总之，这些意趣
盎然、张弛有度的工作与生活布景，在这本图
文并茂的新书中，都得到了多元化体现。让
袁隆平亲民、近民的形象，宛如就在我们眼
前，是那么亲切而自然。

《把功勋写在大地：袁隆平画传》用灵动
脱俗的视觉成像，表达出意蕴深长的精神旨
趣，也勾起了人们对这位稻田里的守望者深
切的怀念。袁隆平，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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