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色记事簿2》

“医院奇闻录”纪实系列，引发无数粉丝
共鸣的高口碑之作。7名一线医护，1位调查
记者，关于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真实记录。有
一些罕见的疾病和极端的症状是无法被治愈
的，但比无法治愈更可怕的是找不到病因，看
着身体一天天恶化，只能稀里糊涂地等死。
本书记录的 12个真实故事，是 12个罕见、疑
难和危重病人的艰难求生路，更是医者与死
神的博弈……

作者陈拙，做过媒体人，最喜欢和经历丰
富的人聊天、发掘故事，尤其是非虚构故事。
希望发掘被忽略、遗失的好故事，捕捉那些最
带劲的亲身经历。

《完美的真空》

宇宙是巨大的棋盘，地球只是一颗棋
子，作为玩家的高级文明早早 落座，监视着
沉默的宇宙。为什么宇宙必须沉默？为什
么弱小的我们依旧活着？翻开《完美的真
空》，感受科幻悖论、逻辑谜题、文学实验、哲
学思考，化身白痴、哲人、疯子、上帝，玩一场
烧脑的思维游戏！

作者斯塔尼斯瓦夫·莱姆，波兰著名科
幻作家、哲学家，被誉为“科幻界的博尔赫
斯”，莱姆的《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多
次被搬上大银幕，他的作品是《黑客帝国》中

“红、蓝药丸”的灵感源泉……

一个女孩的成长要面对多少艰难，当
原生家庭带来的只有伤害，要如何抉择，才
能救赎她们自己。莉娜有许多秘密：霸凌、
歧视、贫困、单亲和只会带来伤害的父亲
……她只将这些秘密告诉自己最好的朋
友，友谊成了她救命的稻草，但两个孩子要
如何背负如此沉重的秘密。国际安徒生奖
得主全新力作，一个沉痛却充满力量的故
事。这一次，不再做沉默的受害者！

作者杰奎琳·伍德森，美国畅销青少
年小说及儿童文学作者，善于用故事描绘
棘手且凝重的社会议题，直达读者的内心
深处。

《我本不想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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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甘肃天水籍作家叶梓的《陇味
儿》，我常常有一种错觉，仿佛不是单纯
在读一本美食散记，而是跟着他，在赴
一场时光的逆旅、生命的回望与洗礼。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腊八粥
也好，黄米糕、炮仗肉也好，浆水面、清
水扁食也罢，这些以最乡野朴素的食材
烹煮出来的美食，之所以让人觉着亲
近、欢喜，我想就是接地气。一个人的
肠胃也好，内心也好，接纳最简净的东
西，就最轻盈舒坦。越来越喜欢朴素的
饭食，“朴素”两个字用在食物上真好，
不过分索取、铺张，懂得谦卑和尊敬。
朴素饭食，朴于一蔬一饭，素于简洁烹
饪，在简洁里保留食物最纯真的味道。
纯真，对于敬重食物的人而言，亦宛如
初恋般，让其孜孜好逑。

读《陇味儿》中的“吃一年”，不觉莞
尔。从春天的槐芽开始，到“头茬韭芽
二锅面、地衣，绿油油吃一遍；吃到夏天
冒着热气清热退火的杏茶，清炒辣椒；
到秋天的核桃丸子、松子鸡；再到冬天
暖暖的羊肉锅子……一年，也就这样凡

俗地过去了。”“不时，不食”，于作者，这
些 无 疑 是 他 出 生 成 长 的 北 方 应 季 食
物。年年轮回，候着节气，将这些最具
特色的食物吃一遍，一年就算圆满过
去了。这好比我们南方人，春天一到
来就期盼着吃椿芽炒鸡蛋、清明前后
的竹笋；馋端午节的粽子、夏天的莲蓬
和小龙虾；秋天的桂花糕、月饼、螃蟹；
冬天的火锅、饺子汤圆、年糕……一年
又一年，山长水远，把清爽与绵长，朴
素与寻常完美结合成一道白月清风般
的旖旎“食”光。虽然现如今有些东西
四时都有，但终归是觉着应时应季吃
才对路子。应时之味，方是无上至宝。

汪曾祺先生曾说道：“四方食事，不
过一碗人间烟火。”一方水土一方人，中
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习俗，中国人的
质朴与智慧无不体现在日常的烟火之
中。大部分人将对亲人、对生活的挚爱
与热忱倾注于热腾腾的一日三餐中，食
物是生命里最好的慰藉。中国人懂吃、
爱吃、会吃，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从来不
乏美食家，不乏美食美篇。叶梓的《陇

味儿》，正如他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本
“怀乡之作”，是居于南方的他“一次纸
上返乡”，是他一个人的“追忆逝水年
华”。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故乡天水
的风情风俗，有他的故交亲朋与芸芸
众生，有他异乡天空下或悲或喜的记
忆。食物最能传递一个地方的精神和
气质。从天水、陇南、定西、兰州、甘南
到河西走廊；从浆水面、搅团、荞面油
圈圈、拉面、羊肉筏子到炒炮，跨域很
大。而个中的滋味、个中的情怀来来
去去不过是“家乡味儿”，契合书名《陇
味儿》中的“味儿”二字。漫长的岁月
里，家乡的美食贯穿我们的成长，乡味
也渐渐刻入了我们的灵魂和故土、乡
亲夹杂在一起。

人间至味是寻常，我想叶梓的《陇
味儿》就是想给我们这样一种指引：在
朴素的食物当中，在城市的灯火通明
处，一次次瞭望生命的来路去路，珍惜
一粥一饭，用心体味，生活总是有滋有
味的。 选自《学习强国》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
妙哉。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
妒犹猜。河东皓月千山静，案底闲
花四海开。大块文章皆胜景，逢源
蜀道过蓬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
称号的王蒙，是当代文坛上创作最
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
之一，他一生读书，笔耕不辍，在写
作中不倦探索创新，以绚丽多姿的
艺术才能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
路上的坎坷与坚韧。《话里有画，王
蒙说》是他新近出版的一本精选散
文集，在娓娓而谈中为读者呈现他
人 生 的 智 慧 经 验 和 深 刻 的 人 文 思
想，读后感悟颇深，获益匪浅。

全书共分为“生活的艺术”“最
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处世哲学”“读
书又解人”“遐思”五个篇章，收录了
王 蒙 在 不 同 时 期 创 作 的 谈 人 生 哲
理、处世哲学的散文篇目和文学评
论、妙语短文。内容丰富博杂，立意
深远，夹叙夹议，蕴含着丰富而独特
的哲学思想，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
性情、诚善意的智者对这个世界的
思考，他对于道德与为人、学习与理
想 、处 事 与 友 谊 、机 智 与 人 际 关 系
等，都提出了理性而又精辟的诠释
和实用的建议。书中的每一个观点
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每句话都
是对当下的一种介入，这些不仅可
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
藉、智慧的提升，同时还蕴藏着解决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的重要

启示。正如王蒙自己曾说的那样：
“要通过作品，给人一点忠告，一点
经验，一点建议，希望更多的人活得
明朗一些。”

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
王蒙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
今年 87 岁的他，14 岁入党，19 岁写出
首部长篇成名作《青春万岁》，深深
感染和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短篇小
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让他在 30 岁
之前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名
满文坛之际被下放劳动；可以安居
乐业时主动要求调往新疆；在新疆
工作 16 年后回到北京，在创作旺盛
期，受命为文化部部长；3 年多后辞
去部长职位，又回到写字台前从事
创作。在近 70 年的创作历程中，王
蒙撰写了 2000 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出版过百多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
术著作，作品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
国际上出版；81 岁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让他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85 岁
被 授 予“ 人 民 艺 术 家 ”国 家 荣 誉 称
号，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尝过酸甜苦辣种种人生滋味，
王蒙从没有迷失自我，始终保持乐
观向上且有趣味的精神状态。比如
在《人生即燃烧》一文中，就传达了
其积极生活的态度：“无为呀等待呀
无术呀自然呀，都是为了扫清道路，
清理困扰，而后能够投入地做一些

有意义、有成就、有滋味、有光彩的
事情。从生命个体来说，我们能够
支配的关键岁月不过那么几十年，
然后再无第二次机会。对于人的一
生 来 说 ，那 才 是 机 不 可 失 时 不 再
来 。 生 命 由 于 它 的 短 暂 和 不 可 逆
性、一次性而弥足珍贵而神奇而美
丽。虚度这样的生命，辜负这样的
生命，这是多么愚蠢多么罪过！一
个人丢了一百块钱都会心痛，那么
丢失了生命中有所作为的可能，不
是更心痛吗？”王蒙跌宕起伏的生活
体验、立体多彩的人物性格，对人生
和世界的独到见解，使书中每一篇
作品都至真至纯，至俗至雅。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话里有
画 ，王 蒙 说》一 书 还 配 以 军 旅 漫 画
家、书法家彭长征系列水墨漫画，每
幅作品都根据王蒙著作和演讲中的
箴言金句所创作，文字与漫画虚实
相形，妙趣横生。王蒙对彭长征的
漫画作品十分赞赏，认为其漫画和
创意人物水墨画作品“有个性，有风
格，有趣味，有哲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王蒙的历练是他一生最好的学
问，他的活法是他一生最好的文章。
捧读《话里有画，王蒙说》，那诙谐幽
默的文字，豁达随意的语言，睿智通
透的哲思小语如汩汩清流，在不知不
觉中渗入你我的思绪，给人一种余味
无穷的思考，教人懂得如何安顿自己
的心灵，活出人生精彩。 钟芳

——读《话里有画，王蒙说》

人间至味是寻常
——读叶梓《陇味儿》

大块文章皆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