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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长江是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生命河。在数千年的
历史进程中，长江通过其干流和
众多支流将东西南北的资源、文
化融通在一起，同时吸收外来文
明元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生命
力。特别是近一千年里，中国经
济、文化重心完成东移南迁，长
江已成为中国的核心河。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西南大
学教授蓝勇，生于长江，长于长
江，又研究长江。在这本汇集数
十年研究心得的书中，他用史学家的贯通眼光、文学家的丰
沛情感、旅行家的广博见识，详细梳理了长江的地质历史、文
明起源和千古兴衰，全面介绍了长江独特的人才、城市、饮
食、民俗和交通等文化以及自然景观，最后在自然与人文、传
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从比较的视野重新思考了长江文明在
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中的定位。

《水润华夏大长江（精）》
蓝勇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长江文明的探索与思考

内容简介:《风味人间》总导
演陈晓卿的舌尖寻味故事。

从十七岁出门远行，进京
上学，到误打误撞成为一个美
食纪录片导演，再到后来成为
全国闻名的吃货，漫漫人生路，
每个阶段都有与食物相关的记
忆。年少时候，好吃是六毛钱
的缸贴子，邻居家的西瓜酱，第
一次下馆子时把嘴巴烫出泡的
萧县羊肉汤，这些是刻在基因
里的叫乡愁的东西。一个外地
务工人员的北京记忆，是难过
时府右街的延吉冷面，寒夜里

24小时的马华，以及人手一把肉串，喝着工业啤，聊着维特
根斯坦的岁月。食物，连接着故乡与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在

“吃”里找到归属。美食并不小众，它藏在大多数人的一日三
餐里。说到底，于勒叔叔的生蚝和父亲病榻前的萝卜丝汆丸
子并没有本质区别——你吃到的，就是最好的。

《吃着吃着就老了（精）》
陈晓卿 著
文汇出版社

你吃到的，就是最好的

博览群书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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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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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客
大方阔绰；美观体面
①伊格人是蛮出客格，一眼眼物事
是拿勿出手格。
②伊就格件出客衣裳，平时还勿舍
得着。

大老
兄长辈。
伊是吾的大老，伢屋里兄弟当中伊
顶大。

打相打
打架。

想头怪脑
想出歪点子、异想天开。亦作“想头
刮脑”“想出点来”。
伊又要想头怪脑想出点啥歪点子来
哩。

朝南落北
来回奔走。
格时里忙倒格来，朝南落北跑来勿定。

落汤鸡
浑身淋湿。
一场大雨落下来，伊走勒路浪落来像只落汤鸡。

搅勿灵清
瞎搞。亦作“搅五搅六”“搅啥名堂”“搅头大来”。
伊拉做格事体真是搅勿灵清，伢看勿懂。

眼乌珠
眼珠。
侬眼乌珠眙出仔介凶做啥？

方言学堂方言学堂

序跋集序跋集

公元1793年，东方中国，一位被称为乾隆的皇帝
已在位五十八年。9月，是他八十三岁诞辰，万寿无
疆的颂歌，在他的王土与庙堂响彻云霄。

此前整整一年，西方大英帝国以祝寿为名，派遣
由前驻俄大使马嘎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
以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首次东西方大帝国相会。

使团全部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承担。
公元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

把从中国进口的一筒两磅两盎司的茶叶，作为贵重
礼品献给英王——英国直接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自
此开始。

一百余年以后的 1785年，英国进口华茶已达一
千零五十磅。

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评之曰：茶颇似真理的发
现，始则被怀疑……最后乃获胜利。

东方神秘绿叶在英伦三岛的传奇，启发了东印
度公司的思路。这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的
公司，它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账簿。此时，它产生
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梦想，将华茶移植殖民地印度。

正是这种关于茶的梦想，把东印度公司和马嘎
尔尼送上了同一条驶向大清王朝国土的舰船。

1792年9月8日，东印度公司给马氏获取中国茶
叶种植情报的训令说：经常从中国输入的或公司最
为熟知的物品是茶叶、棉织品，丝织品，其中，以第一
项最为重要。茶叶的数量和价值都非常之大，倘能在
印度领土内栽植这种茶叶，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马嘎尔尼的外交使命，一开始就因为纠结于双
膝还是单膝向中国皇帝下跪而失败。但华茶为他弥
补了一切，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
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这次出使的费用将被百
倍地偿还。

离开北京南下返国的途中，马嘎尔尼使团由北
京至杭州，复由陆路经浙江、江西、广州。在浙江和

江西的交界之处，他们得到了茶树的标本。
1793年12月23日，马嘎尔尼在中国广州向东印

度公司报告说：总督（即新任两广总督长麟）本人度
量很是宽宏，断不是鸡肠狗肚之小官可比。承蒙他
的允准，我找到了一些茶树，这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
几种幼树和几种适宜于种植的种子。

我也和公司想法一致，如果能在我们领土之内
的某些地方种植这种植物而不是求助于中国境内，
而且还能种得枝叶茂盛，这才能符合我们的愿望。
我所得到的数种正在生长的植物，如果能精心培育，
将来必定茂盛；放眼将来，喜不自禁。

1794年 2月，马嘎尔尼给孟加拉总督素尔去信
说：……有精通农业者认为兰普尔地区的土壤适宜
于植茶。所幸的是，现任两广总督（长麟）利用赴任
之便，同我遍历浙江省，引我通过茶区，慷慨地让我
挑选几棵茶树之最良品种。我已经特地命令将之栽
入适当的箱子内，且以土培之，使其不致枯萎。

中国浙赣交界处藏之于深山的瑞草，从此来到
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加尔各答落户生根。

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于1989年出版的《停
滞的帝国》一书，专门提及了华茶最早进入印度的情
况。他说：“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
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年，在阿萨姆
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
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嘎
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

可以说，没有二百多年前从那艘随马嘎尔尼出
使中国的“豺狼”号舰船上运载去的华茶，便没有今
日作为世界上最大茶叶出口国的那个印度。

天朝中国向西方投之以桃时，并未想要他们报
之以李。但一种植物的芬芳还是引来了另一种植物
的迷香。两种植物各从东方和西方出发，开始了它
们近代史上的独特的远征。1813年至 1833年，中国

的茶叶和英国的鸦片的贸易量是一比四。清帝国在
毒品泛滥中动摇了。

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罂
粟花是多彩的，热烈的，奔放的，迷乱而破坏的。茶
往西方去的同时，鸦片向东方迅跑而来。东方和西
方的诗人们则怀着完全对立的心绪描绘着这舶来之
物。当英国的华尔勒歌唱着“软滑、醒脑、开心，像女
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时，中国杭州的龚自珍则
写道：“鬼灯对对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
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为什么不到广东
花县去做长官？那里是鸦片进口地，可以贪食不起，
大过烟瘾，连禁烟火的寒食节亦在所不顾了呢。

其时，天津、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地，
都成了著名的茶叶集散之地。1842年大清帝国签订
《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快剪船载着华茶，便全方
位地驶向太平洋和大西洋。

和这个庞大的东方民族完全一样，在经历了两
千年闭关自守、唯我独尊的生活之后，华茶的下一个
大时代开始了。

《南方有嘉木》
王旭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清茶里觅风雅
《茶经》：“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南方有嘉木》是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平湖籍作家王旭烽的倾心之作。十年磨一剑，终沏成《茶人三部曲》，堪称极品龙井，令人久久回味。作为
“东湖女儿”的她，从故土东湖走出，流连在烟雨蒙蒙的杭州，地点在变，但书中氤氲的茶香始终未变。

在这个冬日里，让我们焚香听雨煮茶，在平湖觅风雅。（此文为《南方有嘉木》序）

在人们的印象中，刘姥姥的年纪跟贾母差不多
大。但事实上，她的年纪比贾母还要大。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中写刘姥
姥拜见贾母，贾母道：“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刘姥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贾母向众人
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

刘姥姥的年纪比贾母还大好几岁，但若论起辈
分来，她却很小，只跟宝玉同辈。如若不信，请看第
六回的叙述：

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
过一个小小京官，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
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
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
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余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
早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
城外乡村中住了。王成亦相继身故，有子小名狗儿，
娶妻刘氏，生子小名板儿，又生一女，名唤青儿：一家
四口，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自作些生计，刘氏
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两个无人照管，狗儿遂将岳
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

由此可知，王成的父亲与王夫人之父连了宗，认
作侄儿，他就与王夫人同辈；既然王成的父亲与王夫
人同辈，那王成就比王夫人小一辈，与宝玉同辈；刘
姥姥是王狗儿的岳母，与王狗儿的父亲王成同辈，所
以也与宝玉同辈。

因此，刘姥姥已经七十五岁了，比贾母还大好几
岁，却比贾母小了两辈。一般来说，辈分大小与年龄
大小没有必然联系，但刘姥姥这个辈分却不是自然
形成，而是人为造成的。王成之父在做京官时与王
夫人之父认识，本来同朝为官同殿称臣，相互之间为
同僚。同僚之间，称兄道弟，是为同辈。但王成之父

“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这就低了
一辈，于是发生连锁反应，将刘姥姥的辈分也拉低
了。王成之父之所以要人为拉低自己的辈分，无非
是为了攀附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拉近自己与
王家的关系，从而可以利用王家的势力分得一些利
益，获得一些好处罢了。

刘姥姥似乎与这位早已作古的王成之父心意相
通，她之所以要进荣国府，无非也是为了攀附上这个
大家族，以便去那里打打秋风。在第六回中刘姥姥

就说：“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碰，果然有好处，
大家也有益。”当她见到只有十八九岁的凤姐时，“已
在地下拜了几拜，问姑奶奶安”，还要百般的哄板儿
出来作揖，最后她得到了二十两银子和一串钱。

在《红楼梦》中，还有这样类似的例子。第二十
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中，
贾宝玉见到了同族的贾芸，说了句“倒像我的儿
子”。贾琏看不下去了，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
大五六岁呢，就给你作儿子？”没想到贾芸非但没生
气，反而受宠若惊，笑道：“俗话说的好，‘摇车儿里的
爷爷，拄拐棍儿的孙子’，虽然年纪大，山高遮不住太
阳。只从我父亲死了，这几年也没人照管。宝叔要
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在第三
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中，他给宝玉送了两盆白海棠，在给宝玉的信中居然
写“不肖男芸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极尽阿谀奉
承之能事。

从刘姥姥辈分的降级、贾芸对宝玉的阿谀等事
例，我们看到了传统社会的人情世故，小人物攀附大
家族的生存之道。

从刘姥姥的辈分说起
王 芳

红楼漫谈红楼漫谈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路遥是崇拜
的。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小队部的大喇
叭里每天都播放广播剧《人生》，让人心生向往。这
个广播剧就是由路遥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
改编而来的。

后来的路遥，以一个农村人的视角和激情，呕心
沥血写成了《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引
起轰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它，当之无愧！

《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
为中心，以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转型为背景，通过复
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形象。他
们为了生活，默默承受着人生的无尽苦难，他们不放
弃自尊、自强与自信；他们不屈服命运，与苦难拼搏，
在沉重的生活中奏响了自强不息的命运主旋律。

《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被公认为是青年
人的楷模，但我认为书中的哥哥孙少安是写得最真
实的人，也是值得我们好好读懂的人物。

对于农村出来的我，感觉孙少安就像是我身边
的某一个邻家大哥。过去农村生活条件大都较差，
长兄为父，大儿子大都没钱上学，早早地担负起了家
庭的重任，保护弟弟妹妹成长。孙少安也是如此，虽
然小时候因为无钱读书而退学，但仍是一个责任心
很强的人，表现在对润叶的爱情，想爱又不敢爱，潜
意识认为自己家庭的贫困，给不了爱人幸福，他肩负
的责任压迫了自己的正常欲望，令人唏嘘。这种压
抑自我、牺牲自我的选择，使他承受了无尽的无奈与
悲苦。但孙少安又是一个聪明的人，除了表现在勤
劳、精明之外，他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思想，在看到改
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时，他敢于投入其中，虽几经坎
坷、几度起伏，但好在最终还是迎来了“春天”。最让
人痛心的是在他事业如日中天时，妻子却病入膏
肓。他们共苦却无缘同甘，这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
多么的内疚和难过。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人作出牺牲。即使

在今天，那些拖家带口来打工的“外乡人”，他们干得
累、吃得苦、住得差，为了一单几块钱的外卖，在三伏
天不畏酷暑地跑，在三九冬日不畏严寒地送。但他
们没有悲观、没有放弃，许多人省吃俭用赚下钱，让
孩子在这里安心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相信知识改
变命运；或者攒下钱回到老家去投资办厂，为了下一
代人不再背井离乡。他们做着平凡的工作，心存平凡
的想法，却显示出不平凡的人性光芒和奋斗激情。

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电视剧的导演毛卫宁
说：“在任何时代，我们都会尊重那些用双手创造自
己生活的劳动者。这部剧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是
对浮躁社会的一支清醒剂。什么是成功？是你用双
手创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不劳而获。如果说当年
看到更多的是奋斗、改变，那么今天看到更多的是平
凡世界的价值。”

80年代的人读《平凡的世界》，是“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而 90 后”“00 后”则处在竞争的行
列，也需要《平凡的世界》的精神激励。

时代巨变，生而平凡的我们更需要精神的激励
与昂扬的斗志。每一个拥有梦想并在追梦的人，都
该重温《平凡的世界》，去读懂：尽管命运起伏不定，
尽管前方道阻且长，尽管外界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但我们仍然要用温暖描绘出新一年的希望与憧憬，
给自己勇气与信心。我们依旧要为自己认定的幸福
坚强拼搏；我们要依然相信，只要昂扬向前，迎接我
们的一定是更多的光明！

在平凡的世界里昂扬奋进
殷建中

芳草亭芳草亭

本版支持单位:平湖市政协教科文史委、平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平湖市新华书店、平湖市红楼梦学会。

内容简介：《繁花（批注本）》脱胎
于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
花》，特邀作家沈宏非批注，著名设计
师姜庆共排版设计。《繁花》穿插于60
年代和 90年代之间，人物在两个时
空交错叠替，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
表达，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
奇。《繁花（批注本）》在原著的基础
上，对其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
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花》
一书的精巧结构和艺术细节，带领读
者深入感受《繁花》的美妙世界。

《繁花（批注本）》
金宇澄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繁花落，人生百态显

整理 金睿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