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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市
图书馆曲阜师范大学
图书馆等八家收藏单
位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新近由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济宁市继（《孔府
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之后出版的第
二部古籍普查目录，
是济宁市自2007年
开展古籍普查工作
以来的又一阶段性
成果，标志着历时十
五年的古籍普查工
作圆满完成。

全国古籍普查
登记工作，是“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的首
要任务，是全面开展
古籍抢救、保护和利
用工作的基础，也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由政府组织、参加
收藏单位最多的全
国性古籍普查登记
工作。

十五年来，济宁
市图书馆发挥济宁
市古籍保护中心职
能，完善“七位一体”
工作模式，统筹协调
推进全市古籍普查
与保护工作，基本摸
清了全市古籍家底，
完成了9家公藏机构
的古籍登记、著录、
上传工作，为古籍登
记目录的出版和新
时代古籍保护工作
奠定了基础。

这一目录收入
济宁市图书馆、曲阜
师范大学图书馆、济
宁学院图书馆、济宁
市兖州区图书馆、济
宁市兖州区档案馆、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
中学、金乡县图书
馆、梁山县图书馆等
八家古籍收藏单位
普查目录共5816条
65899册。每条数据
依照普查编号、索书
号、题名卷数、作者、
版本、册数、存卷依
次著录。书后附书
名笔画字头索引和
书名笔画索引，方便
读者检索。

该目录是新时
代古籍工作的开局
之作，具有里程碑意
义，全面反映出八家收藏单位存藏古籍的基本情
况，准确揭示出每部古籍的基本信息，极力展现出
济宁市珍贵古籍资源的内涵与价值，将为学界与广
大读者带来实用的研究数据，也能鲜活地体现文化
济宁的文脉传承，以及历代文人学者为延续济宁文
脉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黄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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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进步要靠书籍来支撑。书籍作为人类
文明的优秀成果，包罗万象，不仅记载了自然界的
林林总总，而且囊括了社会学的全部。

无论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还是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优秀的书籍都是循循善诱的导师。

如果没有先人经验之作的书籍，那么人类社会
将是怎样的一幅景象？无数的后来人，在前人未尽
的探索路上无谓重复，在先行者跌倒的地方一跌再
跌，科技还会发展？社会还会进步？人类还会创造
文明吗？

书籍的内容用于社会的实践，才能发挥巨大的
功用。无论多么经典的著作，被束之高阁，被搁置
箱底，都不能展现智慧的灵光。

当我们自以为满腹经纶，对于需要动手的事情
不屑一顾，学习知识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人类的进
步，不但靠书籍的引领，还要把书籍的理论用于实
际，书里书外协调统一，才利于我们前行。

书里书外
焦峰修

大运河连接起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
己的味道，可以用味蕾感知它们的四季变幻与
历史变迁。美好的味道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
记忆，渐渐成为众多运河儿女心底的乡愁。

五方杂处的码头文化，给了运河城市海纳
百川的胸怀；五湖四海的文化，沿着运河的航
线暂作停留或者落地生根；不同菜系的饮食，

持续地相互影响融合，又将其独特的味道与文
化传播到大江南北。

元至元十九年底（1282年），运河的开通为
济宁提供了一条开放交流的大通道，使得济宁

“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逐
渐出现了“百货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
分昼夜”的繁荣景象，把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
鼎盛。

运河通达，物产集散，两岸的市城镇随之
产生了接待商旅客人的市肆旅店和酒楼饭庄，
为运河饮食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厚实的基
础。大量的役夫、河工、船工等劳动人民的消
费需求，促使大量物美价廉的饭菜与小吃的涌
现。

张泽峰美食散文集“大运河饮食笔记”《流
动的飨宴》《寻味一水间》（全2册）以京杭运河、
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的源流航向为经线，以中
国饮食文化为纬线，相互补充印证，寻味正本，
循水溯源。

从北京烤鸭到杭州的老鸭煲，从西湖醋鱼
到鲤鱼焙面，从运河两岸古老的小吃到沿运河
流传开来的名菜，从船工果腹的粗茶淡饭到盐
商富贾的精食美馔，探寻饮食和民族的发展与

变迁，编织出一幅活色生香的大运河长卷。
品尝美食的同时，作者深入挖掘运河史

料，梳理出运河美食的来龙去脉。河道的一次
变迁，可能导致一个城镇的兴衰；一项疏浚工
程，可能促使一种美食的诞生。

宋室南迁，流离失所的人们把开封的包子
技艺带到杭州；漕粮北运，南方汤包的制作方
法又影响了天津包子的风格。南方的大米从
水路运往北方，当时的人们汲取浙江名菜“香
酥焖肉”的烹饪方法，用酒甏将猪肉炖得浓香
烂熟，搭配大米饭食用，别有一番风味，成就了
济宁名吃“甏肉干饭”。

从唐宋至元明，大批回民迁居大运河沿线
繁衍生息, 用小麦和牛羊肉制成的“哈里撒”也
随之落地生根，成为了徐州的啥汤、宿州的撒
汤，大名的羊肉卤馓。

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的烧鸭随之北上，
而后融合清宫“包哈局”挂炉烤法，逐渐形成了
现在主流的挂炉烤鸭。

作者以笔墨调和鼎鼐，烹饪五味，妙趣丛
生，诸多尘封在古籍中的美食往事，皆娓娓道
来。

旅食千年运河，寻隐百味人间。一部运河

史，半部中华文明史。《大运河饮食笔记》分为
《流动的飨宴（京杭大运河卷）》《寻味一水间
（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卷）》2册，共计42万
字，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细细品读，饮食之外
更有文化之隽永滋味。

《流动的飨宴（大运河饮食笔记1）》《寻味
一水间（大运河饮食笔记2）》 张泽峰 著 中
国言实出版社

遇见济宁：味蕾上的中国大运河
云中

每个人都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连花草
树木都喜欢在光亮的地方奋力生长。我喜欢
光亮，喜欢追着日光跑。周末闲暇时，坐在阳
台，沐浴着温暖明媚，品味书香，感受着时光恬
淡，岁月静好。

世间万物，每天都在经历白天与黑夜的循
环交替。明亮，固然赢得很多人的青睐，但是，
黑暗也会给人另一种的温暖与光亮。

在静静的深夜里，安然地阅读，也是很惬
意的。夜让人放松，我只要头一挨枕头，就会
进入甜蜜梦乡。直到第二天闹铃响了好几遍，
也不舍得醒来。

几个月前，家里的昙花在夜里尽情盛开，
让我惊喜得一夜无眠，拍下了很多照片和视
频，还写了《昙花盛开》的文字，记录那摄人心
魄的美好瞬间。还有很多的花，一开就是好多
天，在夜的黑暗中，依然如白天一样璀璨明亮。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
光明”，顾城的经典诗句，曾点亮多少人黑暗中
追求光明的激情和信心。

我们要在黑暗中寻找温暖和光亮。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
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
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
之所为作也”。在黑暗困苦中，历代先贤们矢
志进取，发奋自强，以顽强的精神和毅力，谱写
了华章。

海伦·凯勒不到两岁就因病丧失视觉和听
觉，生活陷入无边的黑暗和痛苦中，但她没有
放弃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黑暗中活出了人生的
光亮。

矿工诗人、散文家陈年喜，在16年的危险
的爆破工生涯中，在地下5000米暗无天日的
地方，每天面对着生死考验，可是他却依然在
昏暗的灯光下，在爆破的烟尘中阅读写作，写
出了内心有光的文字，活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体操运动员桑兰，17岁参加训练时不慎受
伤，导致全身瘫痪，但她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
一次次的黑暗绝望中重拾生命的信心，迎来了
美好生活的光亮。

《命运之上》一书的作者刘大铭，从小就得
了瓷娃娃症，一个月大的时候就骨折，26岁动
过11次手术，但他乐观坚强，在常人无法想象
的痛苦与黑暗中拼搏，让生命散发出自己的光
芒。

不仅人类如此，动物也是这样。在大西洋
西部的加勒比海，距海平面5公里以下的海
底，有多座活火山。在火山口附近，却有一种
神奇的白色小虾，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海底。它
们不高大，不凶猛，却锻造了顽强的适应能力，
活出了生命的极致。

黑暗，也是一种恩赐。孟子在《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黑暗是一种锻炼和挑战，也是一种关爱和
保护。

我对黑暗有了更深的理解，是在接受植骨
手术的时候。医生让我张开嘴，往嘴里打麻
药，口腔两侧的里外都要打。打了好几次，我
以为打完了，无意识中睁了一下眼睛，恍惚看
到了一支大长针管正扎在我的嘴里，莫大的恐
惧袭来。这时医生们往我身上盖了一条蓝色
的手术巾，从头到脚，把脸蒙上了，只把嘴部露
了出来。

这一下子，我处于黑暗之中了。但是真的
要感谢这黑暗，因为这黑暗，我什么也看不到，
看不到手术器械在我嘴边的激战，反而踏实、
安心地做完了这场手术。

虽然身体经历了一段黑暗时光，但是我很
庆幸，还有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切明媚，还
有健康的体魄享受雨露阳光。

点点繁星为漫长的黑夜带来了温暖和光
亮，也感谢黑暗的存在，让每一颗星星都能闪
耀夜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感谢人生路
途中遇到的那些挫折与苦痛。

每个人也都要成为引领彼此走向温暖和
光明的眼睛，大家相互拥抱，相互取暖，点燃黑
暗中的那束光亮。就像那首歌里所唱的：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
我的眼 ，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 ，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
看见这世界”。

只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即便身处黑暗
中，也一样迎接温暖、灿烂和光亮。

在黑暗中寻找温暖和光亮
张素燕

唯美书签

新书评弹

八 九 十 年
代，内地盛行阅
读武侠小说。
那些耳熟能详
的武侠小说大
师，金庸、梁羽
生、古龙、温瑞
安等港台作家，
都红极一时。

我读初中
的时候，开始读
到武侠小说，一
发 而 不 可 收 。
不仅看完了金
庸的“飞雪连天
射白鹿，笑书神
侠倚碧鸳”，其
他作家的代表
作品也基本都
读完了。那时
的书大多是租
借来的，有的是
向同学借的，有
的是去租书店
租来的。因为
要按时归还，基
本上都要在两
三天内看完。

那 也 是 我
读书读得最“废
寝 忘 食 ”的 时
光，一书在握，
如痴如醉，夹在
课本里读，走在
路上读，上厕所
读，躺在被窝里
打个电筒偷偷
读……读到精

彩处，不是嘿嘿傻笑，就是怒目圆睁，甚至手
舞足蹈。

那时武侠小说被划为通俗的范畴，家长
和老师对这些闲书都是强烈反对的，所以我
读这些都是偷偷摸摸的，随时要提防老师和
家长的突然袭击。也是那时，我很是体验了
一把“突破禁忌的快感”。

那些“亦狂亦侠”的江湖儿女，那些“柔
情似水一笑解恩仇”的江湖故事，深深吸引
着年少的我。当时读过的武侠小说，我最喜
欢的人物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香港
无线电视台播放的同名电视剧，我看过十几
次。尤其是翁美玲版的黄蓉，活泼娇俏，古
灵精怪，简直就是我幼小心灵中的女侠楷
模，虽然我的老实木讷与黄蓉的机灵活泼一
点不沾边。

我曾万般敬佩《天龙八部》中“虽千万人
吾往矣”的萧峰大侠，以及侠文化中那些个
性鲜明的代表人物。我最喜欢的男主角是
《萍踪侠影》里的张丹枫，外表文弱的白衣书
生，性格却豪爽豁达，视金钱如粪土。为了
国家大义、百姓福祉，可以泯灭个人恩仇，放
弃家族利益，又对女主深情专一，放到现在
也是“偶像”。

我那时也如现在的追星少女一般，对张
丹枫心生爱慕，还将他的画像描摹在我的笔
记本上，并幻想着自己就是那个侠女，与张
大侠策马奔腾，行侠仗义。

在尚无网络小说的那个年代，我曾构思
过一篇武侠短篇小说，也动笔写过几章，故
事虽然稚嫩，情节也简单，仅在几个好友间
传阅。但尝试过，就无悔。

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往往是这个时代
的投影。后来我才知道，起源于“游侠列传”
的古典侠文化，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大放异彩
的新武侠文化，是当时动乱的香港社会土壤
滋生的文化产物，在改革开放之初流传到内
地，为当时的内地人带来一种“快意恩仇”的
阅读体验。

武侠小说的流行，随着二十世纪的终结
逐渐走向衰落，一同衰落的还有港台影视以
及粤语歌，一种时尚的终结总是无声无息
的。

爱看武侠小说的我走向了社会，在社会
上摸爬滚打，始终不失豪爽侠气、重信然诺
的气度风范。这是武侠小说对我的滋养，也
是江湖旧梦在时尚中的延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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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雨街的长篇动物小说三部曲《棕熊哈
根》《狮王科特》和《蟒蛇巴布》，读来令人耳目
一新。

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暗流涌动的热带河
流，生机勃勃的非洲草原……壮丽的自然景
色，铺设出野生动物们自由生活的辽阔舞台。

野性十足的狮子、棕熊、蟒蛇、秃鹫、鬣狗、
鳄鱼等轮流登场，在这里厮杀、追逐、吞食、游
戏、争霸，既有血淋淋的残忍画面，也有暖融融
的质朴温情。

雨街通过多年的观察、考证与积累，将一
个真实、生动的动物世界，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无疑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接近自然王国，了解
生命规律的神奇之门。

《棕熊哈根》等三部小说，带有雨街鲜明的
个人风格。作品的语言生动精炼，以理性科学
的描述为主，有时又适当插入一两句略微感性
的思考与陈述，非常符合孩子的阅读习惯。

雨街的小说情节性不强，少有悬念，也没
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种散文化的动
物小说。那么，《棕熊哈根》等作品，是如何来
吸引小读者的呢？靠的是让人如临其境的画
面感和紧凑流畅的动作描写。

雨街的文字，具有一种极强的画面性。读
者在享受美感的同时，眼前会出现一幕幕动物
活动的场景，甚至仿佛听到动物狂野的嘶吼
声，这是雨街笔下的动物世界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棕熊哈根、狮王科特还是蟒蛇巴布，
它们的生活都是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往往一场
厮杀才刚结束，又陷入了另一场危险之中。

读这些作品，读者的一颗心始终是悬着
的，一直要到小说结束，才能轻轻舒一口气。
这种一鼓作气，探险式的阅读体验，也是非常
适合好奇的孩子们的。

雨街的这三部动物小说，作为一个系列同

时出版，三个不同的故事互相补充，让雨街笔
下的动物世界具有了一种系统性和完整性。

《棕熊哈根》中，有强悍狡诈的蟒蛇哈尼大
雪；《蟒蛇巴布》中，提到了激烈的狮王争霸战；
《狮王科特》中的鬣狗、秃鹫、河马、鳄鱼等动
物，也在另两部小说中悉数登场。

所以，尽管每部小说描写的自然区域不
同，但雨街勾勒的动物世界是相互衔接的。哈
根、科特、巴布的活动，始终是在一个瑰丽、辽
阔的自然世界里进行的，它们都在不停地与其
它动物打交道。

雨街描写动物的态度，是客观公允的，并
不会因为他对小说主角的喜爱，而一味贬抑其
它的动物，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

大多数孩子的生活，离这些野生动物是非
常遥远的，特别是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的孩
子，往往容易形成一种人类中心的优越心理。

这三部小说，把孩子们带到一个纯粹的动
物世界里，让孩子们明白，地球上还有那么多
自由恣意的生命与人类同时存在。而生命都
是平等的，人类也好，动物也罢，都有权利拥有
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资源，也同样要面对大自然
瞬息万变的考验。

小说里通俗易懂的知识科普和充满活力
的场景描写，也会引发孩子对自然力量的崇拜
和敬畏，这些也正是当前许多孩子所缺乏的品
质和意识。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能够感染孩
子、启发孩子，但也不能有刻意的煽情和说
教，雨街的小说做到了这一点。

棕熊哈根和蟒蛇巴布的成长过程，惊险重
重，十分励志，但雨街打破了“讲一个动物故
事，说明一个成长道理”的叙事模式，他不把自
己小说里的动物作为教育儿童成长的模具。

雨街只是精心选取哈根、巴布和科特生命

中的几个重要时刻，用客观理性的语言来呈现
他们的行为，让孩子从动物的行为中了解自然
规律和动物的习性，而各个性格不同的孩子，
可以从故事中得到不同的感悟。

雨街不用人类的伦理道德来束缚动物，他
写出了动物与人类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和人
类一样，动物也有温情可贵的母爱，巴布的妈
妈为了救孩子而葬身鳄鱼之口，哈根的妈妈对
小熊崽们关爱有加，母狮斯文拼死也要去寻找
她的小狮崽。

但动物又有残忍的自然法则，巴布的莽撞
和任性，导致妈妈失去了生命，自己却一无所
知。哈根和老熊王爱因斯一起经历过生死考
验，但哈根最终依然抛下老熊王的尸体，独自
走向远方，老熊王的尸体被狼群撕咬干净。

狮王、熊王、狼王威风八面，享受着其它狮
子、棕熊和狼无法企及的权力，但也面临着更
加凶险的挑战，一旦有对手入侵，战败的“王”
往往比一般动物的下场更为凄惨。

雨街写动物世界的温情与仗义，也尊重动
物世界的残酷准则。孩子们在这样客观的叙
述中，可以自由地展开思考，去思索人类与自
然、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去思索那些关于勇
气、成长和平的主题。

《野生动物传奇故事——蟒蛇巴布》 雨
街 著 刘向伟 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雨街动物小说里的棕熊狮王蟒蛇
吴正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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