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对为了生活奔忙
的人们而言，很多爱好都太过奢侈，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看花是每一个人都
能享受的、最小单位的、零成本的生活乐趣。

《俱是看花人》是李叶飞的新作，从家门口到
南半球，10 余年的寻花之旅，10 余个国家，80
余幅植物摄影，记录与植物相伴的美好生
活。无论距离远近，他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
个美丽新奇、生机勃勃的世界。

作者李叶飞，作家、摄影师。创立植物
星球网站，养花种草闲游。著有《庭前花未
开》《阁下李先生》，译有《大卫·奥斯汀 迷人
的英国玫瑰》《植物的艺术》。

《俱是看花人》

《血与蜜之地》

作者从北到南、由冬入春，穿越素有“欧
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走了 8 个国
家、23 个城镇，再度见证世界的细碎与广阔。
这里曾诞生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古希腊文
明和拜占庭文明，也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
兰教分庭抗礼的场所。这里是大国兵戎相见
的战场，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
形态交锋与较量的熔炉。跟随刘子超的脚
步，沿着现代历史开始的道路，来到这血与
蜜之地。帝国的残影荡漾在亮绿的河水中，
人类的爱与恨将一一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作者刘子超，作家。出版作品《午夜降临
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
等。《血与蜜之地》是他最新的作品。

《梦潜》

海存在于人的时间之外？有那么多人，男
男女女，对陆地生活意兴阑珊，却心心念念要
潜入更深的海底，他们去寻找什么？与其说海
水清凉了陆地予人的灼痕，不如说深海展现
了陆上人生不可能获得的一种哲学。《梦潜》
收录的 7 则中短篇小说，均以“潜水”为主题，
串联起都市里的各色人生。既书写冒险与激
情，也刻画人们互相纠缠难解的命运。没有不
同的人类，只有不同的生命情怀，以及情怀背
后所承载的文化伦理。

作 者 禹 风 ，小 说 家 。著 有 长 篇 小 说《静
安 1976》《蜀 葵 1987》《潜》《巴 黎 飞 鱼》及

《夜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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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教授张晓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教授张晓
虹所著的虹所著的《《匠人营国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中国历史上的古
都都》，》，在立足田野调查和史学探究的基在立足田野调查和史学探究的基
础上础上，，将中国古都的兴起将中国古都的兴起、、发展发展、、变迁与变迁与
演化历程逐一揭示演化历程逐一揭示，，提供了一条文明兴提供了一条文明兴
盛的历史脉络盛的历史脉络。。

全书分上篇全书分上篇““考古与传说时代考古与传说时代”、”、中中
篇篇““古都古都”、”、下篇下篇““城市城市””33 个章节个章节。。作者作者
从早期城市的起源说起从早期城市的起源说起，，将国内外与之将国内外与之
相关的一些论述一一进行了归纳总结相关的一些论述一一进行了归纳总结，，
分析了各自的合理之处分析了各自的合理之处，，对其中值得商对其中值得商
榷的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指正榷的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指正，，并在正本并在正本
清源中顺势切入到对中国早期城市的清源中顺势切入到对中国早期城市的
相关评述中相关评述中。。之后之后，，又按照城市发展的又按照城市发展的
先后顺序先后顺序，，描述了历朝历代古都的确立描述了历朝历代古都的确立
与迁移与迁移、、首都与陪都的建设首都与陪都的建设、、都市形态都市形态
的 演 变 和 都 城 社 会 的 发 展 情 况 等 等的 演 变 和 都 城 社 会 的 发 展 情 况 等 等 。。
作者在描摹中国城市史的鲜活画卷中作者在描摹中国城市史的鲜活画卷中，，
还 深 入 挖 掘 一 城 一 郭 背 后 的 人 文 价还 深 入 挖 掘 一 城 一 郭 背 后 的 人 文 价
值值。。透过庄严肃穆的巍巍城池透过庄严肃穆的巍巍城池，，古色古古色古
香的亭台楼阁香的亭台楼阁，，九曲连环的街衢古道九曲连环的街衢古道，，
较为清晰客观地勾勒出古代中国的城较为清晰客观地勾勒出古代中国的城
市与经济市与经济、、城市与交通城市与交通、、城市与中外交城市与中外交
流的多重景观流的多重景观。。为我们以城市为切口为我们以城市为切口，，
深度切入历史上的古都这一文化肌理深度切入历史上的古都这一文化肌理，，
去管窥中国的历史文明去管窥中国的历史文明，，探寻悠悠的中探寻悠悠的中
华文脉华文脉，，打开了新的视域打开了新的视域。。

在 民在 民 间间 ，，一 直 有 这 样 一 个 传 说一 直 有 这 样 一 个 传 说 ：：
早 在 三 皇 五 帝 时 期早 在 三 皇 五 帝 时 期 ，，古 老 的 中 华 大古 老 的 中 华 大
地 就 筑 有 许 多 巍 然 耸 立 的 城 池地 就 筑 有 许 多 巍 然 耸 立 的 城 池 。。 针针
对 这 种 说 法对 这 种 说 法 ，，书 中 作 者 结 合 最 新 的书 中 作 者 结 合 最 新 的

考 古 发 现 以 及 自 己 多 年 的 学 术 研考 古 发 现 以 及 自 己 多 年 的 学 术 研
究究 ，，佐 证 了 它 的 正 确 性佐 证 了 它 的 正 确 性 。。 她 还 由 此她 还 由 此
推 断推 断 ，，具 体 到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龙具 体 到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龙
山 文 化 时 期山 文 化 时 期 ，，是 我 国 城 郭 制 孕 育是 我 国 城 郭 制 孕 育 、、形形
成 的成 的 重 要 阶 段 ，它 初 步 奠 定 了 中 国
早 期 城 市 的 雏 形 。

根据出土发掘，考古工作者还相继
发现了黄河中游地区山陕蒙交界地带
的大量石城、长江地区的诸城及良渚特
大城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
黄帝能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还
能带领炎黄子孙修建房屋、筑起高城。
正是这些早期城市的建立，为抵御外族
的入侵，振兴经济、繁荣文化，打下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华夏文明的广泛传
播，培植了深厚的人文土壤。

回眸中国城市发展的流变史，也是
一 部 中 华 文 明 生 生 不 息 的 顽 强 生 长
史。早在原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
最初城与国往往合为一体。一城大多
代表一国，一国也就只有一城。夏商时
期，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夏的都城二
里头、商的早期都城亳，都是一国一城
的代表。而到了西周，随着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中
国城市的内涵就发生了根本改变。彼
时的诸候各国在各自的疆域内大兴土
木，一时间，修城筑墙蔚然成风。至战
国，甚至掀起了一波修城的高潮。随着
时间的演变，真正把儒家文化融入到都
城建设中的是汉武帝时期。而到了北

魏，当时的都城洛阳更是成为把儒家礼
制 与 都 城 规 划 建 设 高 度 统 一 的 典 范 。
进入到唐代，国都长安则直接承袭了北
魏洛阳的规划思想和城市布局理念，亦
成为将儒家礼制应用到都城规划中的
又一经典之作，并成为当时的日本、渤
海国和南诏国竞相模仿的范例。随着
儒家文化的浸润，宋、辽、金、元时期，中
国的城市发展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可喜
景象，一大批地方城市悄然崛起，在规
模、地位上几欲与都城分庭抗礼。至明
清时期，随着地方城市的相继兴起，市
镇经济更是助推了地方城市的繁荣与
发展。

从书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
与儒家文化始终相依相偎。从最初的
追求“以大为贵，以高为贵”，到“筑城以
卫君，造郭以居民”；从“居中不偏，不正
不威”的传统筑城理念，上升到“天人合
一”的人本思想，中国城市的每一次蜕
变，都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
化的每一次精进，又相应推动着中国城
市锐意创新。城市因文明而兴，文明因
城市而盛，就是在这种相得益彰中，城
市与文明协同并进，共同谱写出中华历
史的璀璨华章。

城市与文明本是个形而上的话题，
但《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以雄
辩的史实和翔实的论证，把这个话题诠
释得入脑入心，不啻为我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中华文化课。 刘昌宇

以世界之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
法，也都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辨别世间
的种种不同，为它们划分类别，在比较
中寻求差异，从而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
法。这是一种眼光，也是一种态度。我
读王场宏的游记散文集《苍穹之上》，读
出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态度——
世界是平的，同时也是平等的。

我 的 意 思 是 说 ，对 王 场 宏 这 样 的
“行者”和资深旅友而言，世界的每一个
去处都有值得书写的价值，都有独属于
它自己的看点，有值得向世人推荐的亮
点和精彩。交通发达的当下，网络发达
的时代，世界是平的。同时，对一个酷
爱旅行并长年行走在世界各地的写作
者来说，世界也是平等的。进入一个地
方的热切程度，书写观感时的态度及表
达，都具有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这是
一个真正的行者所应具有的态度，是看
待 世 界 时 的 一 种 难 得 的 平 和 的 眼 光 。
就此而言，我对王场宏这些记录自己游
走于世界各地的观感文章，就产生了别
样的好感。

在王场宏的笔下，巴黎和喀土穆具
有同等地位，五台山和大凉山也一样保

持着感情投入上的等距离。它们都是
作家本人的旅游目的地，当地的自然风
光、人文景观、民情风俗各具特色，却没
有孰高孰低的区别。作者并不特别赞
叹哪一个而挑剔另一个，也不把哪一个
当成故乡，另一个却是陌生的异地。可
以说，这是一个真正旅行者的态度，一
种游走者应有的姿态。我因此也很愿
意沿着作者看上去并不华彩的笔触，去
看他看过的世界，欣赏他对这些地方的
描述和评价。声腔也许并不高亢，却不
失 入 耳 入 心 之 处 。 而 且 ，它 们 是 可 信
的。对游记散文而言，这种可信至关重
要，简直就是文章致命的关键。

作者本人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曾
经穿越腾格里沙漠，也曾在喜马拉雅山
的山脉中徒步，在五千多米的珠峰大本
营做俯卧撑，在加格达奇零下三十多度
的气温下冰泳，是一位行走在世界的行
者 ，而 不 是 利 用 节 假 日 去 凑 热 闹 的 游
客。相较于热闹的旅游景点，他更青睐
高山、边陲，曾经 13 次深入青藏高原，9
次出入天山南北。之所以更愿去远方，
是因为那里不但有震人心魄的自然风
光，还可以感受许多传统且新奇、独特
又有趣的文化风俗。背起行囊就出发，
有时自己独自旅行，有时与同学、朋友
结伴。一个傍晚，他经过一座山野中的
村庄。本想在村头扎下帐篷，却被藏族
同胞迎进家里。他们告诉他，附近有狼
群出没，很危险。那晚他和男主人坐在
暖烘烘的火塘旁，以酒代茶，聊了很久，
成了朋友。每一次外出都会结交一些
朋友，得到他们的帮助。于是，一次次
孤独的旅行变成了一场场结交朋友的

奇遇。旅行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从未影
响他对远足的热爱。因为在他的内心
深处，这些困难已经化作一种必要的挑
战和难得的经历。

收 在《苍 穹 之 上》里 的 数 十 篇 文
章，平实地记录、叙述了王场宏旅途中
的所见所闻。文章或抒情为主，如《西
沙寻梦》《托克逊的杏花开了》；或纵横
捭 阖 ，用 历 史 和 世 界 的 眼 光 观 察 现 实
生 活 。 看 似 没 有 统 一 的 风 格 ，却 多 了
些新鲜感，少了些单调，且不失为“游”
和“ 记 ”的 结 合 。 更 重 要 的 是 ，无 论 抒
情 还 是 议 论 ，书 中 那 些 不 同 的 世 界 景
观，在他的笔下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
书写的对象。

对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作者尽力
不 去 简 单 描 写 ，而 是 努 力 在 思 索 中 探
究：何以如此？意味何在？意味深长的
议论中，不无让读者有所启发之处。

这虽是一部游记性的散文集，一样
包含着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作者
之所以能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世界上的
每一处风景，一个重要的人生背景还在
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可以风轻
云淡地对待种种浮沉起落，自然也就不
会一惊一乍地渲染某一些，而冷落另一
些。当过知青，干过农活，参加过石油
会战——这些经历既锤炼了一个人的
意志力，也赋予了平和对待世间事物的
态度。这种人生观的自觉表达或自然
流露，实在也是游记散文中难得的腔调
和态度，值得保持并书写下去，让更多
读者借此看到一个既充满差异又值得
驻足的世界。

据《光明日报》

——读游记散文集《苍穹之上》

每一个去处都值得书写

描摹中国城市史的鲜活画卷描摹中国城市史的鲜活画卷

——读《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