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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传统文化的脉络展现传统文化的脉络
北京大学博士丁雨所著《看展

去：博物馆里的中国与世界》，兼具
锋锐的思考与丰沛的情感，借展览
重现历史场景、人物风貌的同时，追
溯历史演进的线索及规律，展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脉络。22场凝重厚朴
的展览，在丁雨的叙述里，凝结于每
一件文物的专属历史，仿佛幻化成
了有血有肉、有魂有魄的立体形象，
撩拨着读者的神经和思绪。 任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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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墨赶路的人
——读刘庆宝《白话大纵湖》

绿树荫浓，夏日悠长。大纵湖的刘
庆宝老师从微信里发消息告诉我，他
的又一本小小说集《白话大纵湖》下月
将要付梓。随即发来了书的电子版。

这就是他的性格:为人实诚，说
做就做。

在电脑上看小说，我还是第一
次。里边的小小说篇幅不长，短小
精悍，却能够给人以出神入化之感。

走进他的《白话大纵湖》，如同
走进了电影院，大纵湖那些平实、节
制却又细腻、诗意、动人的一个个故
事里，裹藏着中国农民对于土地、河
湖深沉的眷恋。

王维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
故乡事。”生于大纵湖畔、喝大纵湖
水长大的刘庆宝，近五十年来，在教
书种地之余，埋头写小小说，把对祖
国的爱、对家乡的爱倾注在笔尖

上。寒耕酷耘，一路走来，一路花
开，结出一串串丰硕的果实。从小
小说处女作《送年“礼”》开始，刘庆
宝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小说260
余篇，有44个集子转载，多篇作品在
国家、华东地区以及省市区文学征
文活动中获奖，部分作品入选《中国
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
卷》、荣获“江苏省改革开放40年有
影响的40篇微型小说”的称号。翛
然转身，用笔墨赶路，成绩斐然。

让我欣慰的是，刘庆宝在小小
说创作的道路上没固步自封，而是
不断探索、勇于创新。

《白话大纵湖》小小说里呈现着
美丽中国、和谐家园和当下时代之变
中的新故事与大主题，让读者在领略
中华历史和地理之美、山河之美、生
态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当代中国人
民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与生态发展
之果。第四辑“蟹韵悠悠”，采用系
列小小说形式讲述优秀党员干部带
领群众脱贫攻坚、实现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感人故事，塑造了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的党员干部的典型形象，这
是在小小说创作方面探索思想艺术
新境界的一次成功尝试。

《白话大纵湖》描绘出一幅幅带
有大湖风俗人情的乡土画卷，同时能
够直面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阵痛，针对
当下中国农村的乡土现状，站在更高
的角度审视和反思乡土的现实处境
和问题。其中《高铁从湖荡里飞过》就
呈现出了一组新的矛盾——新的发
展与历史的存续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刘庆宝笔墨的可贵之处，在于以
那种半纪实、半虚构的小小说文体，

那种既是写实的、又带点抒情意味的
散文般清新明丽的笔调，描绘了在全
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苏北里下河大湖人民奋斗的故事与
现实风情的画卷。所以，细细品读
《白话大纵湖》很难分清这是虚构的
小说，还是真实的纪实故事。“我”的
足迹、身影、声音、行止、所思所感，都
散落在每一篇短篇故事的字里行间。

写作，是面对自己的修行。
出生、成长的地方在一个人身

上所留下的精神烙印，其实是难以
消除的。我注意到书中“名家方阵”
几位老师的点评。孙曙教授言及：

“大湖又涌动着善与爱的道德源泉，
刘庆宝的小小说总是有着爱憎分明
的道德指向。湖边的人们散发着善
的人性光辉。《芦叶飘香》中的芦叶
娘因为死守芦叶茶遭丈夫抛弃，当
前夫因造假害人被抓，是芦叶娘拿
出全部积蓄去救因他制假害病的
人。《月亮鱼》中，一对洋人夫妻诱捕
月亮鱼来治病，是秋月献出自己的

‘熊猫血’来救人。芦叶茶、月亮鱼
也就有了明显的象征寓意，芦叶茶
隐喻了大湖人对真的信守，月亮鱼
则象征了大湖人的淳朴善良。大湖
拥有让人皈依的道德力量。”

果然，我们清晰地看到——《白
话大纵湖》在意象的叠加交织中，展
现大湖的广博、包容、深沉、激情……

水是万物之本源，同样也是作
者创作之本源。

刘庆宝在汉字的遐想与激流
中，不断创造着独属于自己的文本
王国。这样的坚守，他未来的人生，
因此而健康，因此而有味！

学人的群像谱学人的群像谱
一部当代学人为人处世的群

像谱。全书共书写了29位当代学
人，包括周有光、钱谷融、许渊冲、
吴小如、宗璞、徐怀中、邵燕祥、张
承志、韩少功等，作者不仅写出了
这些学人的创作业绩，更写出他们
的个人各具特色的风采，更可以从
每个人不同的命运变迁中感受大
时代脉搏跳动的痕迹。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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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的饮食文化秦汉时的饮食文化
《秦汉的飨宴》一书，旨在向读

者展现秦汉时期饮食文化的亮丽
风景，分为“食自八方”“烹饪有术”

“天之美禄”“宴会雅集”“食制食
俗”五编，在吸收先贤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将传世文献、典型文物、封
泥简牍、画像砖石、壁画帛书等多
种素材融为一体，力图从食材、制
度、食俗、烹饪、器具、礼仪、艺术、
人物等多个角度，还原秦汉400年
间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饮食文化
图景。 林颐

新书快递

刘庆宝小小说集《白话大纵湖》
出版发行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江
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盐城市大
纵湖小学退休教师刘庆宝继
《雨中情丝》《满天星》《大纵湖
传说》后，日前，他的小小说集
《白话大纵湖》由中国书籍出版
社出版发行。

《白话大纵湖》全书共16万
字，精选了作者近几年发表在全
国各地报刊上的60篇小小说作
品，分为“渔歌袅袅”“浪花朵朵”

“芦苇苍苍”“蟹韵悠悠”和专家
评论“名家方阵”五辑。由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泰州市文联主
席、作协主席庞余亮作序，华东
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新清史评审专家谢俊美
题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盐
城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唐小荣
题写书名。

作者长期生活在大纵湖畔，
作品植根于乡村生活，以描写乡
村生活和乡土化叙事语言见
长。作者钟情于小小说创作，已
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小小说260余
篇，有44个集子转载，多次在各
类文学征文活动中获奖。其中，

《摆渡人》获华东地区报纸副刊
好作品三等奖，《情债》入选《中
国 新 文 学 大 系 1976——2000
年·微型小说卷》，并荣获“江苏
省改革开放40年有影响的40篇
微型小说”称号，《真品》获盐城市
纪委、市文联“清风盐城”杯廉政
主题征文一等奖、世界华文法治
微型小说大赛三等奖等，入选《世
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微自传》。

本书所收录的语言、人物、
故事都源于大纵湖鲜活的乡土
生活，由细节入手，于通俗中见
真情，塑造了一批生活中“陌生
的熟人”，抒发了广大农民的希
冀和追求，表现了特定时代和社
会对人生意义的诠释，构画出一
幅幅苏北水乡风景画、风俗画和
风情画。其中“蟹韵悠悠”以系
列小小说讲述了优秀党员干部
带领群众脱贫攻坚、实现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塑造了勇
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党员干部的
典型形象，情节生动、构思巧妙、
立意新颖，这是小小说创作在探
索思想艺术新境界方面的一次
成功尝试。 雷文

新闻速递

《白话大纵湖》 作者：刘庆宝
版本：中国书籍出版社

□邵玉田

很多人知道沙沟古镇，但不知道有个
东沙沟。

东沙沟和沙沟古镇隔水相望，就像
隔水相望的我和刘庆宝。我在沙沟古镇
做教师，写诗。刘庆宝在一个叫做东沙
沟的村庄做教师，写微型小说，写水边的
文字，用锄头一样的钢笔挖掘盐都人酸
甜苦辣的生活。

忠诚的挖掘绝对是有效的。从微型小
说处女作《送年“礼”》开始，刘庆宝己在全
国各地报刊发表微型小说260余篇，获得
过多项荣誉。

这样的辉煌恰如湖边的朝阳，刘庆宝
的文字将水边的大纵湖镀上了一层金边。

除了挖掘，刘庆宝又是一个踏踏实实的
拾穗者，生活中的秘密角落，人心中的拐弯
抹角，他一直在捡拾，俯身的姿态多么虔诚！

文学总是奖赏虔诚的劳动者，从《渔歌
袅袅》中的月亮鱼，到打鱼人，从“渔桶婶”
与“豆芽菜”到笼罩王，活色生香的人间在
刘庆宝的笔下变得精彩绝伦。

沙沟其实与东沙沟同属大纵湖流域，
如果没有刘庆宝的笔，很多事物，如湖边那
棵老杨树就这么被忽略了，“抠爹爹”，摆渡
人和荷花娘这样的乡亲也被忽略掉了。那
些忘却了故乡的人，请多多读读刘庆宝的
文字，他如此坚定，又如此被命运眷顾，因
为他的执着，完成了大纵湖这一个了不起
的文学地理的塑造。

谢谢刘庆宝，谢谢刘庆宝这个盐城文
学的宝藏！ 庞余亮

水边的刘庆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