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鲤继《宋宴》之后，又推出一本记
录一个朝代美食文化的作品——《元
宴》。从青虾卷爨的清新雅致，到蟹鳖冷
盘的鲜美开胃，再到锅烧肉的酥脆多
汁。印象中，元代是一个兴之于马背的
铁骑王朝，总以为只有风雅诗意的宋代
才会吃那些精致繁复的美食，没想到看
似粗豪的元代也在餐桌上吃出了别样
滋味。

自1271年起，至1368年止，元代共
存在98年，似乎是个存在感不是很强的
朝代。作者考据《饮膳正要》《居家必用
事类全集》《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等20多
部古籍，从700多道饮食方子中精选出
35道元代时期流行的古法秘制菜肴，从
食材的选取、烹饪手法、制作流程及对
每道菜品的发展脉络予以系统解说，即
以“古法菜单+历史文化解说+古法烹饪
步骤+传世经画/壁画”的方式来呈现内
容，足可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
精力。

《元宴》中的饮食，少了一些宋时的
雅致与文气，但是，无论是西域的果仁

蜜饼古剌赤，还是融合了汉族烹饪技艺
的各式菜肴，却又都展现了元代文化的
包容与开放。它们中有“粗犷”的北宴，
自然少不了肉饼儿、鼓儿签子、羊皮面、
秃秃麻食等接地气的口味；也有“细腻”
的南席，有“妙手烹鲜”的青虾卷爨，有

“看似平常却极尽讲究”的冷淘面，有各
式奇茶异汤——荔枝汤、木瓜浆、茉莉
汤……35道元代美食，以主打食材（牛
羊肉、禽类、水产、蔬果）顺序编排，涵盖
热菜、冷盘、汤羹、面点、饮品，并附有详
细制法步骤图，同时以元散曲杂剧、书
画文献勾勒元代风物文化。

疆域空前辽阔的元代，其饮食文化
深受各民族影响，随着大量外来人员的
传教、贸易、通婚，饮食成为了各民族率
先融合的文化要素。可以说，《元宴》在
手，人人都能品尝到元大都的风味。“杨
梅渴水”，渴水，意为解渴之水。杨梅榨
出果汁滤清，然后熬煮成浓缩的果汁，
饮用时加入蜂蜜或者水稀释为一杯饮
料，香甜可口，一度很流行。“奇茶异
汤”，简直是宋元时期的“古茗”。大家同

样爱在茶饮里加香料、加果子，而杂剧
和小说里的“茶博士”，也会用预制的半
成品备餐。

元代人所用的烹饪技法也和现代
没有太大区别，煎、炒、煮、煨、炖、炸、
炙、烤、蒸、拌，还不乏很多功夫菜，讲究
色香味俱全。文中的酿肚子、鱼冻、荔枝
汤、三色杂爊、肉饼儿等美食，完全可以
自己在家做。而宫廷宴会则会让人感慨
奢华，不仅有牛羊猪马，更有烤鹿肉、黄
鼠、沙鼠、土拨鼠、灰雁各种野味，各类
琼浆玉液、糕点甜品、冰鲜瓜果，数不胜
数。

作者不但介绍食物背景，还提及皇
家狩猎、保暖面料、饮酒文化、贝类养
殖、文人轶事诸多方面，揭示隐藏在历
史角落里的细节和逸闻趣事，从中能略
窥元代人的社会生活风貌。此书不仅向
你真实展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元代人的
餐桌”，而且还可以“邂逅”那个时代的
美食家们——马可·波罗、倪瓒、忽思慧
等。元代统治者更热衷宴飨。据意大利
人马可·波罗了解，忽必烈时期的宫廷

每年至少举办13场大盛宴。除新年、端
午、冬至等传统节日，皇帝生辰、新帝登
基，都离不开宴会，此外还有令人叹为
观止的“诈马宴”。

《元宴》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是丰盛
的佳肴，更是一段段历史的见证，一种
融入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它是一场味蕾
的盛宴，也是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带
领我们走进通往元代的神秘之门，在味
蕾与文化的碰撞中，激发出跨越时代的
共鸣与情怀。

舌尖上的“元宴”
□胡胜盼

刘文锁 著
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

此书置身文学现场思
考文学创作与批评，分文
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
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四
个部分，涉及小说、散文、
诗歌、文学批评等诸多文
体，全面呈现新世纪文学
的鲜活灵动和利弊得失。
作者秉持“文学与生命互
证”的价值立场，看重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张力，
视野开阔而深邃，行文清
醒而警觉。

内容简介：

考古天然地带有一些
传奇色彩，此书由活跃在考
古第一线的高校教师和科
研人员执笔，共设置 100 个
题目，介绍了一个多世纪以
来中国考古取得的重大发
现。以新颖、巧妙的角度提
出问题，引出专业、严谨的
考古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
理念、方法、技术、重要发
现、重要文物、重要遗址，梳
理中国考古学的前世今生，
使读者对中国考古有清晰、
完整的认识，对华夏文明有
更深的理解与思考。

《中国考古百问》
《文学的深意》

谢有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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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识着深圳的许多人，听闻过深
圳的许多传说，观览过那里的许多花草
树木，却第一次领略深圳那么多的水的
风采。水是流动的，故而深圳是流动的；
水是清澈的，因此深圳是清澈的；水是荡
漾的，所以深圳是荡漾的。从这个角度来
讲，水是怎样的，深圳便是怎样的。

在王国华笔下，水是风景的一部分。
茅洲河岸边花团锦簇：睡莲叶子油亮着，
紫红的花朵整整齐齐的；洋金凤、美人
蕉、再力花等各自缤纷着、绽放着。在河
的下游，红树林既开花亦结果，林中有鸟
鸣传出，接着鸟儿们凌乱飞出。紧挨着水
边的地方，长满田菁，如手指盖般的蝴蝶
扑打着翅膀，站立在与它大小相仿的黄
花上。不仅写出肉眼可见的风景，王国华
还写出必须用心方可领悟的生命之源。
这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也是与深圳感
情渐深之后的水到渠成。当一个人全身
心拥抱一地后，笔端流淌的，绝不会流于
表面，而是无需刻意即可达至的深邃。双
界河畔的凤凰木年年开花，鲜艳从不减
弱；茅洲河里，厚厚的野生水草在轻轻摇
动，水中几条鱼儿尾巴一摆一摆，一条中
指长的鲢鱼，正对着一棵水草嘴巴一张
一合；福田河一湾清水托着两岸的树木，
蒲桃、荔枝、芒果、菠萝蜜
各占地盘，各成气
候，各自结

果。
作为风景的水与生命源头之水，并

非有前后出现之分或者主次之别，无需
也不必较真这些关联，最重要的是知道
它们的事实性存在，并因此愈发让水之
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心中扎根，既成为一
种定论更成为深刻的认识。基于这样的
认识与书写，才有王国华对水之价值的
精确概括——“有了水，这条道路乃至这
个城市才活起来”。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水是城市的眼
睛，亦是窥探城市中人内心的窗户。深圳
的水在《街巷志：水随谁睡碎》这部作品
中，既处在中心位置，因之有所发散；又
是他切入深圳的一个角度，因之有所扩
展与蔓延。如此说来，海、河、井、湖、瀑
布等空间或形态的水，又如一条条血管，
它们无碍的荡漾与流动，为深圳这座城
市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旷日持久、没有终
点地活泼着。

新陂头河、中心河、茅洲河皆为
深圳的水之一部分，深圳
的水则是深圳的一
部分。向已

注满水的河里注入情意，给予它摇曳多
姿的书写，何尝不是表达对深圳的爱意？
向深圳的水表达一份爱意，何尝不是描
摹自我生命心境的一部分？走读深圳、书
写深圳，亦即走向自我、确认自我。

把《街巷志：水随谁睡碎》看作深圳
的水之传记是大体不错的，尽管它带着
王国华的人生履痕与独特视角。为城市
作传，岂能少了作者个性的深度参与？与
此同时，这部传记带着温度，带着情感。

“我的写作，一直强调在场。不在场，无体
温。”它既是对水的如实书写，有他的行
走与观察为证，又是对水之魂、水之命的
细细勾勒。因此，它不是干瘪的、枯燥的，
而是鲜活的、饱满的。

品读王国华散文，常感他无物
不可入文。对于凡俗之物
与寻常之景，他既
有 忠 于 真
实 的

书写，细细碎碎写来，写成一条文字之
河，在笔端渐渐流淌，已然成了气候。亦
有对真实日常进行忠于内心的发挥，会
升腾起来，形成一股气流。他为它们注
入情意，却不是滥情，而是点到为止，有
一定节制，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舒适
感。身在闽南的我，继续期待王国华下
一部《街巷志》。

带着情意的生命书写
□张家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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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集《一坛
猪油》共收录了12篇故事，分别讲述
了东北大地上发生的普通人的故事，
读完这本书，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人情
的温暖、人间的美好和真情的可贵。

如同迟子建惯常的写作风格一
样，这本小说集也没有宏大的叙事和
壮阔的场面，写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
的小事，甚至是普通人最容易忽略的
日常。比如《亲亲土豆》中主人公秦山
和李爱杰这对夫妻的事，没有什么惊
天动地的激烈碰撞，写的只是生活片
段。就是在这样娓娓道来的叙事里让
我们感受到了患难夫妻之间的真情，
让我们感受到婚姻生活中应该珍惜什
么、应该为对方做出什么。再比如《塔
里亚风雪夜》中的主人公李贵和黑妹，
文章中并没有全景式地写他们如何建
设家庭、如何让日子过得更好，而是通
过写他们去塔里亚镇上买录音机这件
小事，通过他们对存款利息变化影响
的争论，通过穿插介绍他们平时的生
活，让读者从中感受到夫妻之间的不
可分离和脉脉温情。

邻里之间，如《腊月宰猪》中邻居
们对齐大嘴丧妻之后的照料；如《花牤
子的春天》里庄邻们对高老牤子和花
牤子的同情与帮衬。

可以说，整本书通过一个又一个
既普通又有几分曲折，既寻常又有几
分不俗的故事，向读者讲述了人与人
之间真诚相处、宽容相待的日常。

这本小说集内的同名小说《一坛
猪油》，崔大林因为贪心，昧了霍大嘴
送给“我”的镶着菱形绿宝石的金戒指
而导致一生不幸遭遇，警醒世人切不
可心生贪念。《月白色的路障》中张基
础对王雪棋爱恋的真、《解冻》中王统
良对曾经恋爱对象一家的真等等，启
示我们做人要真诚、对人要真心。同
时，这本书还引导人们向善。比如《亲
亲土豆》中李爱杰对丈夫同病房病友
家属王秋萍的善，临别前，李爱杰把自
己没穿几次的衣服赠予王秋萍；《腊月
宰猪》中齐大嘴与投奔上门的外乡女
人之间互相的善，他安顿外乡女人的
生活，外乡女人回老家后给齐大嘴父
子寄衣服和鞋子；《百雀林》中小没对
养父养母的善，带养父王琼阁去丹东
看病……大多故事彰显着人性中善良
温暖的一面，让人体会人间的美好。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们都像书
中的主人公们一样过着普通的日子，
做着普通的事。书的封面写着“这个坛
子太美了，所以命薄，碎就碎吧”，随遇
而安的平凡生活亦能带来诸多启示，
珍惜生活，珍惜当下，奉献真情、传播
美好，做一个善良的人、温暖的人、自
带光芒的人！

一坛猪油的温情
□谢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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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耶云耶
释义：描述景物朦胧难辨，引申义可用来比喻

事物的真相难以辨别，或形容艺术作品中的朦胧
美，体现古典艺术中“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观念。

出处：出自宋代文豪苏轼的《书王定国所藏烟
江叠嶂图》。原诗为：“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
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

◉一夕千念
释义：一夕指一个晚上或短暂的时间，千念形

容非常多的想法或思绪。这里指思绪繁多、心绪纷
乱，用来形容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想法或担忧，
反映了内心的烦躁不安或思虑过多的状态。

出处：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秋夜寄袁中丞王
员外》。原诗句为：“一夕盈千念，方知别者劳。”

◉春树暮云
释义：一个表达思念之情的优美成语。春树指

春天的树，象征生机和希望。暮云是傍晚的云彩，
暗示时光流逝和离别之感。用来表达对远方友人
的深切思念，特别是在春天和黄昏时分更容易激
发这种情感。

出处：源自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日忆李白》。原
诗句为：“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
重与细论文。”

◉秋草人情
释义：形容人情冷淡。用秋天渐渐枯萎的草来

比喻人情的冷漠和疏离。
出处：出自元代

戏剧家关汉卿的
《鲁斋郎》第三折。
原句是：“浮云世
态纷纷恋，秋草人
情日日疏。”

冷门成语

又是一年，终于可以盘点一下2024年
全年的读书情况。

2024年共读书33本。刨掉春节前后两
次参加公司融雪除冰约11天，以及春节期
间给自己放了个8天的长假外，平均下来，
10天一本书，读速适中。从阅读时间上看，
先前早上5：50起床，后受极个别上进网友

“蛊惑”，往前再调20分钟，为的就是赶早
到公司，确保每天上班前不少于一个小时
的净阅读时间。上班时坐地铁约半小时，时
间早，车厢空荡少人，上班路上一般可以看
十到二十页，视情况而定。下班路上人太
多，看书不太方便。再就是晚上看书约一小
时，效果较早上略差，一是杂事影响，二是
有时看电视剧刹不住车。

读得最爽的一本书：《何处不归鸿：苏
轼传》。书写得好，更因为个人对苏轼的人
生理念顶礼膜拜。苏轼是行走的光，走到
哪，朋友交到哪，诗词作到哪。与诗词才华
光耀照人不同，苏轼的仕途挫折频仍。苏轼
一身正气，五度被贬，却愈挫愈坚。为官勤

勉务实，治水尤见成效，
多地遗有苏堤或苏公堤。苏轼热

爱生活，再贫瘠之地，总能活出自己的精
彩。被贬黄州团练时，他把当地人不太喜
欢吃的肥肉，改造成肥而不腻的“东坡
肉”，至今为餐桌佳肴。

读得最快的两套书：贾平凹的《赤日》
《蚁神》短篇小说集和张楚的《云落》。小说
一般看得很快，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看过的
小说才两本（套）。相较于贾平凹的长篇，更
钟爱他的中短篇，尤其是早期那些带着泥
土芳香的作品。2024 年读他的这两部集
子，里面有些篇章以前读过，这次重读，似
故地重游，又生颇多感触。限于个人的孤陋
寡闻，对张楚不太熟悉，不过《云落》一书的
阅读体验极佳。首先是文字故事极接地气，
再就是故事新颖传神，极易产生共情。

读得最吃力的三本书：《何以成诗，六
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中国山
水画对谈录》《戏剧的诱惑：中国早期戏剧
的生产与复制》。三本书文字高深莫测，初
看吃力，再看仍旧吃力，但吃透嚼烂后又有
心得。文化是情绪的敏感体验，微妙而细
致。读这些书，少不了前前后后找
许多辅助资料，一顿劳作之
后，又似茅塞顿开，

这大抵就是读书的快乐所在。
最有关联的四本书：《康熙的红票》《失

去的三百年》《乾隆的百宝箱》《明清江南的
商业发展》。从时间点看，明清是西方近代
经济形成的起步阶段，随着葡萄牙、西班牙
传教士进入中国，一起带来的还有先进的
西方科学知识。然而，唯有“红衣大炮”和阴
阳历为国人所器重，其他那些原本有助于
我们搭上经济发展快
车的知识，却淹没于
历史长河之中。

最有感触的五本
书：《愤怒的天气》《脆
弱的物种》《黑死病，
一个村里的微观史》
《掌 上 花 园》《江 如
练》。五本偏博物学，
最后一本报告文学之
所以加上，是因为多
年前去桂林，对那里
的山水记忆犹
新。爱看博物

学，大抵因为这类书剔去了人世的浮华虚
荣与伪善，可以洞察到这个世界最本真的
一面。再就是，人类并不是贵于万物，离开
这个生态系统，人类什么也不是。

其他有一些书这里没有提及，并不是
书的原因，只是太杂太乱，不可能一一提
及。总之，生活之美，贵在可以读书，可以多
读书，读好书。

2024年我读的那些书
□陈 斌

（（CFPCFP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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