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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人说

本书立足中国传统，深入
挖掘中国老游戏中的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的内涵与基因，本着
健康、有趣的原则，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主题，从两千多种中
华传统游戏中精选出100种适
合亲子互动以及幼儿园、小学
低年级的儿童游戏。

20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散
文集。之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小
说创作上，已经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
中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在文学期
刊又单独发表了数十篇短篇小说，在
网络上发表了电子书和长篇小说多
部。在这些小说里，我时常会把中国
唯一的水域名称氿及氿边的地域人文
风情写进我的小说里。而真正为氿，
特别是我日夜相伴的团氿写专门的散
文，还是开始于5年前。

我觉得我有理由为团氿和氿边的
一切写作，为中国独特的团氿地域而
歌唱。因为正是这团氿水滋养了我们
的身体，是团氿周边的变迁给了我更
多的创作源泉。于是我从写“团氿之
恋”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我把因团氿
而起的人文、历史、风情写进我的散文
里，更把我与团氿及氿边一切的思念、
情感、追寻写进了我的散文里。我没
有更多引经据典，但每篇作品里几乎
都可以看到我的体验、苦乐、欢泪、思
悟、身影，可以折射出一个氿边行走的

我日夜逐梦的情形。在整理这部书稿
的过程中，自己往往因字里行间写到
的当年当时的情景而激动不已。

团氿边，有我的家庭，有我的亲
人，有我的朋友。在我已经走过的半
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未曾离开过氿
边的生活。也许是我不舍，也许是我
无奈。我只有安心地在这里工作、写
作、生活。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这片
土地，到别处寻找新的生活，但至少现
在的我依然还会以相伴团氿而居为
荣。

在时尚非虚构文本的年代，我其
实是把每一辑当作一部长篇散文来写
的，每一辑里的每个篇章之间都有一
定的联系。九辑九个部分，形成了一
个整体，完全写就了我在团氿岸边的
白天和夜晚的人生追寻，写就了我所
知所见所闻所感的团氿岸边的天空、
彩云、风雨、月华。

“团氿之恋”纯是围绕团氿而写，
写她的前世今生、天翻地覆、改颜换
装、丰润清泽。“氿南人家”是我记录已

经消失现状但仍留在记忆深处的行政
村貌、自然村舍以及我所遇见的氿南
人家的亲情友情。“氿城夜话”是对氿
边之城远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至开
放开发的当下的点滴记忆。“氿岸风
景”是对围绕氿周耳熟能详的风景的
描摹和感叹。“氿滨亲情”写我的亲人
们的举手投足、生存空间，更写我时刻
感动着的亲情、关爱。“氿畔乡韵”是对
已经流失的氿南乡村岁月的回味，和
对乡村日子的追记。“氿洲风物”是追
记留存在岁月风华里的独特物品，及
由之引发的情愫。“氿边人物”是对我
记忆深处独特的师长、朋友的印象刻
画。“氿光心梦”更多的是我在氿边岁
月里对文学之梦执着追寻的足迹。

团氿岸边也许不光只有云和月，
也许还有更多的风霜雨雪。但我要特
地把我氿畔岁月里美好的时光、美妙
的记忆呈现给大家，期待我们的生活
充满更多的阳光和快乐！

《团氿岸边云和月》，王涌津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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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蓬莱是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
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而罗马
作为西欧文明的中心，通过丝
绸之路与东方紧密相连，是丝
绸之路作为贸易之路、文化之
路的西方象征。作家以唐代
快马的旅程时间结构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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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带领读者深入到“非
典”“新冠”这两场对国家造成
重大影响的历史性“战疫”现
场，钟南山令人景仰的学术勇
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
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
力量。

《馅饼盒子》是短篇小说
集，也是特殊的载体。打开这
本书，轻柔诱人的气味飘散开
去，却也能闻到暗藏的涩味
……米哈，香港青年文学奖评
审，长期参与跨界文化活动。
不设置任何语言、文体的门
槛，在城市日常中给人以微
小、惊异的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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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九畔岁月
关于散文集《团氿岸边云和月》

文化学者郑重，与海上艺术界一
些大家交往甚笃，作为一个善于观察、
善于对话的记者，他体悟到几位艺术
家不仅在形式上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而且在艺术价值、审美方式，乃至哲学
和生命意识的层面，都有相当深刻的
思考和认识。他曾自述：“我和谢稚
柳、唐云、程十发、陈佩秋交游数十年，
或看他们伏案作画，或是天马行空式
的交谈，对他们可谓是听其言而观其
行了，从而渐渐悟到他们在纸上行笔、
用墨、用水、用彩的不同，是来自他们
内心的体验和感受的不同。我想由他
们‘自说自画’一番，把内心的体验和
表现出来的艺术作一次重新融洽，不
是比别人的评论更好吗？”

于是，在淳淳如师、殷殷似友的交
往中，他有意识地记下他们的言行，厘
清他们的理论脉络，阐述他们追随古
代画家顾恺之的“传神”、宗炳的“畅
神”说的艺术步履，为后人浓墨重彩地
勾勒出几位大师的艺术情怀与感
受。

文汇出版社推出一套新版的“与
大师谈艺”四种，正如郑重所言，所注
意的是挖掘老画家的体验，他们的画
风的演变，不只是技巧的变革，而是随
体验的深入在发生变化。

在郑重先生的笔下，大石翁的洒

脱，三釜主人的幽默，壮暮翁的宽容，
高花阁的执着，在对话中渐次展开，他
们 的 艺 术 友 谊 也 在 升 华 、深 化 。

谢稚柳堪称大师级的艺术家，无
论是他的绘画艺术，或是他的鉴定思
想，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都应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壮暮堂谢稚柳》一书，
郑重通过谢稚柳现象来描述中国文化
的传承问题。在海派美术史上，谢稚
柳是一位多面体的艺术家，书画鉴定
一流，于敦煌壁画学有开拓之功，落墨
画作别裁新样，书风清雄放逸，如此博
大精深，以致郑重先生认为：比之宋代
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
昌，谢稚柳自应有他的历史地位。深
蕴传统文化，谢稚柳的艺术与情怀犹
如一本厚厚的书，让人百读不厌。他
说：“哲人木坏，名士山青，但愿我们能
以谢稚柳为模范，以宽容为怀，努力地
学着做一个君子有恒者，为中国文化
做一些事情吧。”

《大石斋唐云》一书为对话体，并
夹以相当于“旁白”的著述者介绍，问
与答俱佳，且有唐云先生及前代名画
多幅，文与画皆美，记录了唐云的艺术
实践的体验和感受，还有相当的篇幅
谈佛道禅机，谈茶文化，谈收藏，内容
丰富；侃侃而谈，真知灼见迭出，批评
时弊平和而幽默感常现。

在《三釜书屋程十发》书中，作者
不仅记录了“在今天被人们忽略”画家
的体验，且有大量作者撰述的相关背
景介绍和他对程十发先生画艺、画风
的评述。艺术家最可贵的素质，是能
够在前人成就以及外国异质文化精华
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实践，程十发先
生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画家的
个性特点也是影响其作品的重要因

素，这一点，本书也有充分的体现。
陈佩秋的山水不尚奇峰险岭，花

鸟不作高枝啁啾，花卉不求一枝独秀，
自有一份温润高逸的性情，体现出她
艺术的自信与执着，这给郑重留下难
以忘怀的印象。郑重与陈佩秋相识
几十年，一直看到她在用功探索。郑
重还看过陈佩秋的许多写生稿，本身
就是艺术品，曾劝她出版，可陈佩秋
见到画坛抄袭风气，不想助长画家懒
惰之风。以此可见她的脾气与艺术
创作的心迹——唯为持之以恒者敞
开。《高花阁陈佩秋》书中，女画家有
着亲谊重友的可敬，也能感知她对不
良风气的凛然；她既有对画坛真切的
评价，也有明辨是非的锋芒……如今
大师远去，更让人通过这些实录文
字，追忆其风神。

岁月匆匆，“与大师谈艺”四种，初
版距今已经十五个春秋了。郑重先生
也借《后记》一文写道：“壮暮翁、药翁、
发老已驾鹤西去多年，每忆及不禁黯
然，更有旧梦难温之苦。因余之粗疏，
三翁的《大师谈艺》出版后留下许多遗
憾，但都难有补天之术再补记之。唯
高花阁佩秋老师，神清气朗，是得米望
茶的寿者，余亦不敢多作叨扰，只能把
她的高雅之谈以‘篇之外’载于书后，
期与读者朋友有共享之乐。”

现郑重先生交往的几位大师均已
驾鹤西行，人们在追寻他们的流风遗
韵之时，再品读这些过往的与大师谈
艺之作，聆听大师的声音，感悟艺术的
魅力，也突显出郑重与大师们岁月风
云中那份浓浓的情缘。

“与大师谈艺”四种：《大石斋唐
云》《高花阁陈佩秋》《壮暮堂谢稚柳》
《三釜书屋程十发》，郑重 著，文汇出
版社2020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