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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经 典
我看《随园食单》之六

●格言画 杨树山 画

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
一样药剂是可以通心的。 ——培根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
自然少不了美食文化。孔子
在《论语》中就提出了“食不
厌精，脍不厌细”，这里讲的
是对祭祀食品的要求，可见
时人严肃虔诚的态度，也足
见当时人们对饮食的重视。
后来，历代帝王、官宦和文人
墨客虽受儒家“君子谋道不
谋食”思想的影响，避讳贪恋
口腹之欲的嫌疑，但都没停
止对美食文化的追求。历史
上先后出现了曹操编纂的
《四时食制》，北魏崔浩的《食

经》，宋元时
期 的《膳 夫
录 》《 中 馈
录》，以及本
系列文章所

谈的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
等记载珍馐美味的书籍；而
且，还出现了以文人墨客、达
官贵人命名的名菜，如东坡
肘子、元林鹅、宫保鸡丁等，
可谓将美食与文化有机地结
合起来。

譬如宋代文豪苏东坡，
不仅是位美食家，还对菜品
的制作非常精通。他对炖煮
猪肉很有讲究，提出以浓茶
和烈酒代替水来炖煮猪肉的
方法，留下了令人垂涎的东
坡肉。

清代才子袁枚很好地继
承了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衣
钵。他在《随园食单》的编纂
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
化元素，有些比喻用典，似
信手拈来，但又非常贴切，
非常出彩。譬如，他将烹饪
的作料喻为妇人之衣服首
饰，“虽有天姿，虽善涂抹，
而敝衣蓝缕，西子亦难以为
容”；颇为形象，极具文化韵
味。再譬如，袁枚在《随园
食单》的“器具须知”中还提
到“美食不如美器”“宜碗者
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
小者小，参错期间，方觉生
色”，突出了餐饮所用碗、盘
的正确搭配，让食客在吃的
同时，在视觉上也有一番美

的享受，可谓将美食文化在
空间的延展。

饮食是一种文化。这种
文化，体现在准备食材、操厨
卫生、做菜过程、出餐品用等
方方面面。当然，像《随园食
单》中诸多食单（食谱）的记
载，更是对传统中餐文化的
传承。我们对照着它，不断
学习和实践；在此期间，我们
所得到的不仅是口腹之欲的
满足，更有启迪我们去思考
和创造的精神密码——读一
本好书，总会带给你意想不
到的收获。

如何吃出文化
贵 翔

有朋友问：“你那么辛苦
地读书，到底有啥作用？”
“读书能让我惭愧。”我

的回答只一句。
在我看来，人能够惭愧

意味着知道好歹，意味着懂
得遵守底线。

读书时遇到心动处，我
总会反省。比如，简媜在《胭
脂盆地》一书中的《流金草
丛》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
人们尚未学会以谦逊的态度
做一趟朴素之旅前，我竟希
望所有未被玷污的风景自行
封锁。直到，我们跳脱欲望

层次，开始懂
得深情的依
恋，愿意找回
自己与自然
的亲情。”作

者这番评述让我对自己热衷
的户外活动开始了审视：我
们是跳出了囚禁自己的水泥
鸽子笼，是酣畅地呼吸着林
间清新的空气，可有多少人
能做到离开时也干干净净
的，不破坏那份清新呢？对
于有些人而言，不能自律，无
法守护，靠近就是伤害。

简媜在《胭脂盆地》中
的《面纸》提到这样一个生
活中的小问题：“如何处理
用过的废纸？叠成小方块
还是揉成一团？放口袋抑或
扔在咖啡盘上？”当看到对面

的老朋友将纸巾揉
成一团后很自然地
搁在描花咖啡盘上
的情形，作者暗问
自己。这一问，也
让我脸红。我就是
揉成一团放进烟灰
缸或垃圾桶的人。
而作者所说的将
面纸叠成小方块
放口袋，则让我感
觉到对物的尊重
和生活里无处不在
的优雅。

做好小事，才
不会成为看似光鲜
却千疮百孔的人。
读书让我惭愧，在
惭愧中坚守，在坚
守中自我修复。

读书让我惭愧
张亚凌

南朝宋刘义庆撰的《世
说新语·文学第四》中记有一
事，玄学家何晏很有声望，他
刚注释完《老子》，就去拜访
王弼，见王弼的《老子注》见
解精微独到，非常佩服，于
是说“如今只可与王弼谈天
人关系”，何、王二人都是开
“魏晋玄学”之风者。今天，
我们就来谈谈藏书家王弼的
故事。

王 弼（226—249）字 辅
嗣，三国曹魏山阳高平（今山
东金乡西北）人，《三国志·魏
书》有传。其祖父王凯，乃藏
书家王粲族兄，兄弟俩皆当
时名士。汉末乱起，二人避
难至荆州，荆州牧即荆州最
高长官刘表，将女儿嫁予了
王凯，生下王弼父亲王业。
王粲死后，蔡邕所赠藏书，全

部留给了王业，这些书籍一
直在王氏家族中传承。另
据东晋张湛《列子注序》讲：
“始周（王弼堂弟王始周）从
兄正宗(王宏)、辅嗣(王弼)，
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王
粲)家书，几将万卷。”可见，
王弼是在“坐拥书城”中成长
起来的。

王弼生来不凡，明察聪
慧，年十余岁，就喜好读艰
深、哲理性很强的《老子》，且
能言善辩，“（王）弼幼而察
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
能言”（《三国志》本传）。王
弼少有高名，文名盖世。他
读书多，记性好，勤思考，有
主见，下笔成章。他任过尚
书郎，不久染疾，英年早逝，
仅活了二十四年。王弼一生
尽管短暂，但青史留名，这缘

于他开“魏晋玄学”之风，成
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段必
书的篇章。

所谓“魏晋玄学”，是魏
晋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化思
潮，它取代了两汉的经学，开
启了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学。
“玄学”即谈“玄”的学问，时
人称为“玄远”之学，亦称“玄
理”，此处的“玄”字，源于《老
子》中的话“玄之又玄，众妙
之门”，它的思想根基就是
《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
部书，统称“三玄”。当时，谈
“玄”之学就是谈《老子》《庄
子》《周易》之学，这里的“谈”
不是简单的“谈论”，而是“解
说”“阐发”之意。它以“有
无”“本末”等哲学命题，探讨
“玄远”“玄虚”的“虚胜之
道”，用以解决儒、道融合问

题，宗旨是既要维护圣人地
位，又要提高道家名望，“玄
学”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与“玄学”有关的还有一
种说法，叫作“正始之音”。
“正始”是曹魏齐王曹芳年
号，因谈玄文化思潮始于正
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首，
祖述老、庄，大煽玄风，复续
道家学说，史称“正始之
音”。王弼“玄学”成系统的
理论，主要在其《老子注》《老
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
例》和《论语释疑》中，影响巨
大。他年纪轻轻，就能注解
艰深的《老子》《周易》等书，
近人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
解释道，王弼学术造诣渊深，
是赖其藏书丰富、苦学深思
的结果。

●藏书家故事

藏书富赡孕天才，王弼弱冠开玄风
陈德弟

鼓励大中小学生利用
周末、假期等时光多读有
意 义 的 课 外“杂 书 ”“ 闲
书”，引导学生进行“整本
书”阅读、沉浸式阅读，可
谓大有裨益。

所谓“杂书”“闲书”，
通常是指与学生学业无关
的书，是学生凭个人兴趣
选择的书，既包括名著，也
包括流行读物、杂志、漫画
书等，范围很广，这可以说

是对传统经典阅读的一个
挑战。青少年根据兴趣爱
好自主选择课外书，这充
分肯定了他们在阅读中的
主体性和主动性，变“要我
读”为“我要读”，使他们更
有兴趣、更愿意去了解书

中的内容，增加了阅读的
自主性、积极性。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大
脑发育最迅速的阶段，正处
于增长才智的黄金期，广泛
阅读可以进一步扩展大脑
的认知层次，激活智力，帮

助他们塑造良好的人格品
质和文化素养，增强情感认
知和应对生活的能力。通
过阅读各种类型、各个领域
的好书，还可以让青少年更
好地了解自己所处环境和
世界的多样性，认识不同文
化、历史和思想的异同之
处，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判断
和应变能力，对于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引导学生多读杂书闲书
成 甬

《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以魔幻现
实主义写法，揭示了“孤独”这一人
性弱点。小说中的人物怪癖各有其
象征意义，但共同点是都难以逃脱
孤独无望的厄运。这说明人类的发
展多么需要团结友爱的力量。

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代主人何
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辈子
痴迷新鲜事物，从磁铁、冰块、放大
镜到炼金术，不惜倾家荡产换取这
些东西。然而，由于许多想法超前，
谁都不能理解他。妻子乌尔苏拉也
嫌其不务正业异想天开。最后，布
恩迪亚变得疯疯癫癫，被绑在一棵
栗子树上，默默死去。他的孤独在
于没人理解其思想高度，而他也无
视家庭，冷落了家人。

书中的主要人物老布恩迪亚次子奥雷里亚诺·
布恩迪亚上校，是马尔克斯着力塑造的典型。他受
父亲影响，学会并热衷于炼金术，总是制作小金鱼。
后来无论在战争中传递消息，还是战事间隙回乡休
养，都离不开小金鱼的慰藉。在战争中，他躲过了
14次暗杀、73次埋伏和一次枪决。他每次回家总是
戒备森严，连母亲都不许靠近三米的“法定距离”。
与政府签订合约后，奥雷里亚诺上校返回家乡，感受
到无尽的空虚与孤独。他沉湎于做小金鱼麻木自
己。曾经的民族斗士就像其父一样孤寂落寞，最终
也死在那棵栗树下。

贯穿全书的女主角乌尔苏拉长寿120岁，几乎
经历了整个家族史。她吃苦耐劳，坚忍顽强，靠一己
之力挑起家庭重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乌尔苏
拉唯一的爱好是制作糖人小兽，后扩大到制作面包
点心的产业（似乎有民以食为天之意），借此支撑全
家生活。即使全家人都不理解，她年老失明还想着
重振家业。遗憾的是，她与家人也缺乏感情的交流
与思想的沟通。家中没有一个后人能继承她的精神
活力，直至她孤零零地离开人世。

丽贝卡与阿玛兰妲姊妹的怪癖则都源于爱情的
孤独。丽贝卡从小被布恩迪亚家收养，时常靠吃墙
壁上的石灰土发泄情绪，乌尔苏拉的关爱曾使她不
再吃土。但她与意大利钢琴师皮埃特罗的爱情，被
阿玛兰妲百般阻挠。她最终无奈地嫁给她并不爱的
“哥哥”何塞·阿尔卡蒂奥。爱情丧失后，她又回到
“吃土”的日子。此后，丈夫不明原因暴死，丽贝卡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多年，与世隔绝，孤独终老。乌尔
苏拉的亲女儿阿玛兰妲因偏执嫉妒葬送了丽贝卡的
爱情，还阴差阳错使得小嫂子雷梅黛丝中毒死亡，她
为此感到深深自责。她一天到晚给自己织裹尸布，
在忏悔中孤独度日。她到死前才明白：“世界不过是
身外之物，她的内心不再为任何苦痛而波动。”

到了第六代子孙小奥雷里亚诺，从小被家里当
做弃婴养活。他嗜好钻研各种神秘的书籍和手稿。
他错爱上姨母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并生下一个男
孩，但这个婴儿竟长着一条猪尾巴。他破译了老吉
普赛人留下的羊皮书，卷首写着：“家族中的第一人
将被绑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这记录
的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最终，他眼看孩子被
蚁群拖进洞穴却无可奈何。一场飓风永远刮走了马
孔多小镇。

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爱与理解，最终导致一
个个人物孤独老死。这也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多
么需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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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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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迦陵先生著作
久矣，在翻读《兴于微言》
这册书之前，已先后购读
先生《唐宋词名家论稿》
《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杜
甫秋兴八首集说》等诸多
专著，每有会意，则于书
房辗转徘徊不能寐。

稍有古典阅读经验
的读书人皆知，小词，本
是宴乐助兴之作，却因士
大夫在创作时无意或有
意地带入家国之思，使其
精神内涵呈现出更为丰

富的层次，遂形成更为幽
微深曲的美感特质。可
以说，从两宋的苏东坡和
辛稼轩，到清代的张惠言
和陈曾寿，再到民国的吕
碧城与沈祖棻，迦陵先生
在这本小书所传达的，就
是透过一首首经典词作，
将传统读书人于小词中
折射出的隐忍持守、家国
抱负尽数展现。这也极
为恰切地诠释了“兴于微
言”的词之特质，乃至其
中潜藏的士人修养襟怀。

兴于微言
葛筱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