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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黄松光

温州是一个拥有千年侨史的著名侨
乡，据有关部门统计，有68万多海外华侨
华人闯荡创业，并在意大利、法国、荷
兰、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全
球 131个国家生活，其中有 38万人活跃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作为献礼，

一本书写中国侨领奋斗史和中法人民友谊
史的报告文学《巴黎有片榕树林——海外
温州人的家国情怀》于日前出版。

地处温州市区南大门的瓯海区丽岙、
仙岩两地相邻，两地人出国谋生也常是相
依而居、相伴而行。据首部《瓯海区志》
记载，两地都是百年侨乡，从上世纪20年
代初到如今，丽岙、仙岩分别有海外华侨
3.3万人、2.1万人，并在法国、意大利、
荷兰居多。如果包括归侨、侨眷总数，两
地海外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分别占总
人口的80%左右。

2023年 3月，三年疫情结束不久，中
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委会委员、鲁迅文
学奖得主朱晓军应朋友的邀约，到瓯海采
风。结果逛了很多地方，却一直没有遇到
打动他的题材，直到走进名不见经传的丽
岙，他才有了新鲜感：一个人口只有3.8万
人的侨乡，却有 3.3万人在海外，其中 1.8
万人在法国。如今的丽岙满大街都是咖啡
吧、国际快递和银行；更让人惊喜的是丽
岙居民存款竟高达 200多亿元，是中国人
均存款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样的情景和数
据吸引了他决定深入探访当地的居民，挖
掘可创作的题材。

随后又赶上清明节，孝顺的海外华
侨华人都回来扫墓了。朱晓军随机接触
采访了他们，发现这些海外华侨华人在
国内大多是底层人物，但是他们却通过
自己的奋斗，把中国的服装、皮具、首
饰、旅游纪念品等产品远销到了法国，
不但为中国制造做出了大贡献，也实现
了自己的阶层跨越，成为“移民中的精
英”。经济收入提升之后，他们回到家
乡修桥铺路、兴资办学，反哺祖国和家
乡人民。同时，他了解到有的华侨华人
担心他们的后代对祖国和家乡的情感会

渐渐淡化，会送孩子回国内参加夏令
营，学习中文；有的华侨华人传统观念
很强，要求孩子结婚要找温州人或者至
少是华人，就算是迫不得已跟法国人结
婚生子了，也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回丽
岙；在中西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华
侨华人民间的外交甚至间接地推动了中
西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他们讲述的故事普普通通，但打动
了朱晓军的心。接着，他租住当地的民
房，查阅了 300 余万字的资料，采访了
100多位丽岙、仙岩旅居国外的侨领，虽
然每个华侨华人的身份和故事不一样，背
景也不一样，但这些温州人身处异国，心
系祖国、情系家乡，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
化的热爱和传承。如著名爱国侨领任岩松
在法国做生意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屈
辱，平素节俭到连瓶水都舍不得买、哪怕
剩一口饭也要带回家，却给家乡买各种设
备、建水厂，创办“任岩松中学”，并设
立了奖学金和教学基金。

最终，朱晓军决定把主题定在温州
侨领的家国情怀上。

经过瓯海区侨办、侨联历经半年多

的积极牵线，朱晓军在丽岙、仙岩的采
访任务顺利完成。为了赶上 2024年中法
建交 60周年的献礼，他躲到天目山封闭
写作，像他笔下在法国打工的温州人一
样，早晨四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朱晓军对近百年的温州侨史谋篇布
局，把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 1978 年、
2008年两次温州人出国潮作为两条主线
来写，两条叙述线交叉展开，单数章集
中讲述林加者、张达义等第一代侨领如
何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后一步
一个脚印成长为法国侨领的故事；双数
章聚焦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出国潮，讲
述十数位丽岙、仙岩人远赴他乡艰辛创
业，在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开辟商
业版图的故事。

朱晓军作为一个北方出生的作家，
对被誉为“犹太人”的温州人如此了

解，是基于他曾成功创作一部记录龙港
的诗篇 《中国农民城》。此次写温州侨
史，他在取书名时盯上了温州的市
树——榕树。朱晓军说：“榕树的特征是
生命力顽强，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也很
强，气根相生，只要树根扎到土壤里就
会长出新的树干来，就像温州人一旦发
现了什么商机，就会把乡亲、朋友找来
一起创业。所以我用‘榕树林’来象征
温州人的抱团发展，而温州在法国的华
侨华人基本上都是在巴黎，因此这个书
名就定为《巴黎有片榕树林》。”

随着 2024年的钟声敲响，中法建交步
入甲子之年，《北京文学》第一期首先刊
发了《巴黎有片榕树林》一文，立马产生了
轰动效应。1月 17日，《巴黎有片榕树林》
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在瓯海举行，各大主流媒
体纷纷报道。4月，《巴黎有片榕树林》由浙
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法国规模最大、最
权威的图书贸易博览会——巴黎图书节上举
办新书全球首发式。随后，浙江教育出版社
集团和瓯海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侨联等
相继在杭州、温州等地举行多场作品研讨
会、分享会。

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温州人
《巴黎有片榕树林》献礼中法建交60周年

《江南非遗技艺》出版

本报记者 程潇潇

近日，由鲁丹萍
主编的《江南非遗技
艺》新书首发仪式在
温州版权馆举行。该
书聚焦非遗文化创新
与发展，致力推动温
州民间非遗技艺的保
护与传承，入选“浙
江省高职院校‘十四
五’重点立项建设教
材”。记者采访了本
书主编、温州职业技
术学院国际商务研究
院院长鲁丹萍教授。

记者：《江南非遗技艺》一书共收录了多少种非
遗技艺？能否具体列举一些，并谈谈这些技艺是如何
通过书籍的形式生动呈现给读者的？

鲁丹萍：《江南非遗技艺》共收录了十余种非遗
技艺，包括瓯绣、十字绣、发绣、瓯塑、米塑、彩石
镶嵌、灯彩、南戏、瓯剧等。我们用丰富多彩的彩插
形式展示了这些非遗作品，让读者能够直观地欣赏到
它们的魅力，同时还按照知识点和技能点制作了微
课，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非遗技艺，领略其独特魅
力。

记者：据我所知，您一直从事开放型经济研究，
为何会对非遗技艺产生兴趣？在编写《江南非遗技
艺》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战？

鲁丹萍：我对国际贸易的关注一直贯穿始终，从
传统的有形商品到无形的服务贸易，我都一直保持着
浓厚的兴趣。20世纪 90年代，我在地方外贸公司工
作，较早地接触到了“浙江五绣”、石雕、黄杨木雕
等传统美术工艺品的出口业务。近年来，我在调研中
发现，传统美术工艺品的出口销量不佳，而相关的非
遗传承人普遍年龄偏大，既懂设计又掌握非遗技艺的
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导致产品创新的不足。同时，
温州缺乏专门培养美术工艺人才的学校。这些让我深
感非遗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在寻找教材
的过程中，我发现书店和网店中很难找到适用于公选
课的综合性教材，大多是关于单个非遗项目的书籍，
缺乏像“非遗概论”这样的综合性论著，这促使我萌
发了编写非遗教材的念头。本书聚焦非遗文化，同时
结合了我过往从事商品贸易的研究以及工作经验，可
以说这是一本以非遗文化为主题的国际贸易数字一体
化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我发现梳理非遗技艺的难点在于
民间文艺作品有流派之争。比如彩石镶嵌非遗项目就
是台州仙居、温州鹿城、温州瓯海共同申报的，所以
在文字处理上就要特别客观。为了准确描写出各个非
遗技艺的流程，我和团队成员多次体验各种非遗项
目，并拜访了 50位非遗大师，向他们学习包括非遗
点茶、发绣、瓯绣、瓯塑、米塑、面塑、彩石镶嵌、
珐琅彩、灯彩、竹编、蓝夹缬等在内的多项技艺，这
些经历不仅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非遗技艺，也让书
籍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准确。

记者：听说为了编写这本教材，您和团队还进行
了田野采风活动？在采风过程中，您有哪些特别的感
受或发现，这些又是如何体现在书中的？

鲁丹萍：我和团队成员多次到浙江温州和台州
各县市区进行田野采风。我们还与温州市社科联联
合举办了非遗短视频大赛，吸引了九所温州大中专
院校的 100多名师生参与。在采风过程中，我深感
非遗传承艺人分散在各个乡镇、村落，彼此之间缺
乏联系与合作。同时，很多传承人年事已高，采访
交流与技艺传承都受到其语言和年龄限制。比如，
我们曾去温州瓯海区调研，发现 6位灯彩非遗传承
人平均年龄 70 来岁，最高的老人家已逾 90 岁高
龄。我们去瓯海区周岙拜访无骨花灯传承人周作
平，他家位于西部泽雅高山上，交通非常不便。这
些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做好非遗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工
作的决心。

在书中，我尽力将这些田野采风的感受和发现
融入其中。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人了
解到非遗技艺的魅力和价值，也能够为非遗技艺的
传承和保护工作尽一份力。同时，我也呼吁更多的
人关注和支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让这些
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活着之上

张耀辉

今年春节前除旧迎新，我到连襟家整理
放在他家的旧书，无意中发现《活着之上》散
落其间。掸掉若有若无的灰尘，带回新家，如
同请回久违的老友。那天晚上到凌晨，我再
次展读，久久无法安眠。

《活着之上》是阎真继《沧浪之水》后的
又一部长篇力作，于 2014年 12月首次出
版。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关注的知识分子
精神操守的问题，讲述了历史学博士聂致
远如何在纠结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
格；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他的大学同学蒙天
舒，在学问平平的情况下通过钻营与投机
不断获得世俗利益。该书曾获首届路遥文
学奖唯一获奖长篇小说、第 9届茅盾文学
奖终评第六名作品，书中阎真将自己对于
理想与人生的信念，全部融入聂致远这个

人物形象之中，因此塑造出来的聂致远这
个人物形象非常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阎真是我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
他具有批判意识，追求经典书写，作品常常
聚焦普通知识分子，善于描写社会文明发
展进程中人的尴尬处境和生存痛感，表现
出作家对人的命运时刻警醒与深切关怀。
这一点在我读他《沧浪之水》《曾在天涯》
《因为女人》后就已经深有体会。在长篇小
说《活着之上》中，主人公历史学博士聂致
远有着独立的人格，立志以曹雪芹、王阳明
这样有着伟大的灵魂的人物作为人生楷
模，希望在历史学研究中有所突破，可现实
让他困惑、悲苦，究竟是“活下去/活着至上”
还是“有尊严地活下去/活着之上”成了一种
艰难选择。

这部作品致力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叙事，真切表现了中国高校教师的生存状

态和心理状态，不论是聂致远、楚天舒、金
书记、赵平平、范晓敏、陶教授等凡人琐事
和生活品格的客观描述，还是对生活生存
中许多真切感人的翔实细节的淋漓铺陈，
都逼真地呈现了当代生活，直面真相世情，
勾勒出各色人物不同的生活景象、人生景
象和精神景象，引起人们对自身庸碌生活
的质疑。

阎真在文学创作之外，也活跃于学术界
和教育领域。他曾担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湖
南省作协副主席等职务，为培养文学新人、推
动文学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曾多次参
与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的魅

力。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和
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深
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还以生动的语言
和细腻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

白烨说，《活着在上》以很小的切入点挖
了一口深井，通过文风和学风反映了世风的
问题。阎真在作品中没有对社会问题进行直
接抨击，但在他对社会的理解、体恤和宽容
中，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因悲怆而流淌
的热泪，因赤诚而褒贬的激情。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生存是
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
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
绝对。”这是每个读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
与莎士比亚那句“生存还是死亡”有着一样
的锐度和力度。

读余华的《活着》，让我感悟活着本身很
艰难，延续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活着”的
精神折磨有时甚至会导致对生命的怀疑和
处世不恭。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
比活着更艰难的事。在原子弹废墟上诞生的
日本诗人谷川俊太朗在诗歌《不被任何人催
促》里写道：“我想以一个完整的生命死去。”

活着之上，尚有闪烁良知的微光和灵魂
发出的深情呼唤。

温州小镇多彩的浮世绘
——长篇小说《山海沧桑》读后

刘文起

李谨峰刚由中国言实出
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海
沧桑》，写温州人，讲温州事，
画温州风情，是活灵活现的
温州小镇的浮世绘。

《山海沧桑》的内容简介
说：“故事发生在南方滨海乡
村，主人公因求学爱上卫生院的护士。他俩
历经坎坷终于成才，但这终究只是一个凄美
的爱情故事。因主人公的爷爷有个大山里
的典妻，让主人公与大山又有割舍不了的血
缘关系，从而上演了感人的人间亲情故事。”
而正是这个人间的亲情故事，附带着成就了
多彩的温州小镇风情的浮世绘。

一是温州小镇芸芸众生人物的浮世绘。
《山海沧桑》故事发生地是温州的一个

小镇，叫梅龙镇。这个梅龙镇，是我以我老
家虹桥为背景创作的梅龙镇系列小说中虚
拟的镇名。李谨峰与我是老乡，也是乐清虹
桥人，自从1984年我发表了《梅龙镇三贤》，
他认同了我虚拟的世界，让他小说的人物也
活跃在梅龙镇。这不但让我高兴，更让我对

他塑造的人物和故
事感到熟悉和亲
切。小说《山海沧
桑》里的人物，除了
男女主人公后来上
大学考研考博成为
学者外，其他有公
社干部、供销社领
导、医院院长，还有

卖肉的卖豆腐的，食堂烧饭的，山头租牛的，
下垟种田的，赶猪牯配猪种的，还有老光棍
新寡妇等等，全是五行八作芸芸众生的升斗
小民。他们个个都是鲜活的温州人，个个都
带有明显的温州人标记。从他们身上隐隐
约约可看出“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
的温州人精神。《山海沧桑》是一条人物长
廊，把温州小镇的芸芸众生都写活了。

二是温州小镇形形色色故事的浮世绘。
《山海沧桑》写的是温州人物，讲的是

温州故事。因为地点在梅龙镇，故讲的都
是虹桥故事。比如“水坑奶娒”从小在母亲
怂恿下偷东西，最后犯罪要杀头，死前咬下
母亲奶头的故事；比如吝啬鬼田大宝屁股
缝里夹铜钿的故事；比如田大宝 30个银元

典妻生子的故事；比如田勤俭将指头塞进
犁刹缝里忍痛犁田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
老辈虹桥人常讲常听故事的经典。这些故
事被作者写进书里，不仅让读者感到新奇
有趣，更让人感受到温州地方独有的特
色。《山海沧桑》是一场故事会，在七嘴八舌
的嘈杂中，把温州小镇各种各样的故事讲
得十分生动。

三是温州小镇色彩斑斓风情的浮世
绘。

小说通过写温州人讲温州故事，展现的
都是温州小镇那些色彩斑斓的小镇风情。
作者除了是个讲故事者、也是个深知温州小
镇民风民俗和民间生活习惯的描画者。在
《山海沧桑》这部长篇小说里，那些温州小镇
虹桥的民俗风情的描画，比比皆是，俯拾可
得。比如猪儿给狗娘带叫“猪生狗养”的，早
年很多见。我们少时骂人都骂“猪生狗养”
这句话。还比如按潮驾捉蟹，“光水蝤蛑暗
水蟹”“初八廿三勿用担篮”“死人钓阑胡”

“蚱鱼虾当眼”等等，都是我们海边人的行
话。

《山海沧桑》不仅是一部生动有趣的长
篇小说，从民俗学角度来看，又是一部多姿

多彩的集温州民俗风情之大全的浮世绘、风
俗风情大画。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李谨峰在《山海
沧桑》中还显示出其不凡的讲故事能力和文
字驾驭力。其讲故事的能力，是对小镇的人
物、故事和风俗风情如讲古、如翻旧、如竹筒
倒豆、如数落家珍，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小
说从头到尾细节堆砌、奇闻叠起，让人惊喜、
让人入迷、让人看得津津有味。作者的文字
表达特色，是优美、是有味、是雅俗共赏。比
如文章开头那句：“阵雨刚过，夕阳用最后的
力气撕裂云层，将一抹血色铺向白鹿河。”

这一句看似简单，其实是举重若轻，为
整部小说涂抹了一层浑厚的底色。

还有第七节的开头：“黑夜从白鹿河里
爬上岸，月牙儿细同峨眉，河面上升起雾霭，
老虫在作别哀鸣。”

这一句以物拟人，将作者的情绪寄寓于
事物之中。

风俗风情在优美通俗的文字粘制下，如
油画家调配的彩泥，把小镇风情的浮世绘涂
抹得更显温州特点的斑斓色彩。

这就是李谨峰长篇小说《山海沧桑》最
可贵、最有价值的特点。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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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1895 年出
生于江南世家，十六
岁考取庚款留学生，
与胡适、竺可桢、赵
元任同学。1915 年
获普林斯顿大学文
学 学 士 学 位 ，后 来
考 入 西 点 军 校 ，成
为中国历史上仅有
的八名西点毕业生
之一。1919 年 1 月，
随 团 出 席 巴 黎 和
会 ，1923 年 任 交 通
部护路军副司令，同年晋升陆军少将。然而，他的
妻子，爱上了他的朋友。她是大名鼎鼎的陆小曼，
他是风流文人徐志摩。

命运曾慷慨地给予他恩赐，却在一个个重要的
人生节点，跟他开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玩笑。

该书是斯坦福大学史学博士王冬妮对王赓的往事
钩沉，也是孙女对素未谋面的祖父坎坷一生的深情追忆。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法国东方书局等日前在法国巴黎举行《巴黎有片榕树林》新书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