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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依托丰富的茶
书典籍、人物故事、古典
诗词、传世茶画，从先秦
至清代，捕捉中国茶的高
光时刻，详述历朝制茶、
饮茶、品茶的变迁。从
中，读者不仅能理解中国
人饮茶的智慧，更能体验
时代兴衰之下有名或无
名之人的悲喜日常。

林 芙 美 子（1903—
1951）是日本传奇作家，
拥有跨越时代的文学魅
力。三岛由纪夫则称她
的文学是“从一扇小窗
中，窥见人生的洪流从眼
前奔流而去”。林芙美子
凭借对女性经验的自传
式书写，成为日本女性文
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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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基
金会编著、符志刚主编，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的非遗主题学术著作《非遗瑰宝绽
新枝——无锡市优秀非遗项目活化创
新案例选编》一书，甫一问世，尚飘着油
墨的清香，便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喜
欢，认为该书能够立足非遗这个大课
题，站在社会的角度，通过历史的视野，
选取经典的案例，运用文学的语言，讲
述了精彩的非遗故事，融知识性、历史
性、可读性于一体，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无锡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
化和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留存着
数以百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
统计，无锡入选市级以上非遗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300多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是农耕文明的产
物，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
其中的许多项目，虽然具有社会意义、
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但是，在其受众
面、消费性等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多
的困难，有的甚至到了难以为继、行将
消亡的地步。近年来，政府和社会越来
越重视非遗工作。随着支持力度的不
断加大，各项保护性政策和措施陆续出
台，让非遗项目积极地融入现代社会生
活中去，来拓展它们的生存空间，取得
了很好效果。为了探究非遗保护工作
的内在规律，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能够为广大非遗工作者和非遗传承人
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无锡市

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决定编撰《非遗瑰
宝绽新枝——无锡市优秀非遗项目活
化创新案例选编》一书。他们从全市
300多项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中，遴选
确定了43项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希
望通过对这些非遗项目的深入剖析，在
当代社会环境下，让古老的非遗项目通
过保护传承、创新活化，来拓展更广阔
的生存空间，找到新的发展之路，从而
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该书的写作者均为无锡市各县﹙市
﹚区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全书43篇作
品，呈现出主题鲜明、结构清晰、文笔流
畅、风格各异的面貌，在简要介绍非遗
项目的主要特点、传承体系、保护现状
之后，能够集中笔墨，重点描写项目活
化创新的举措和成效，做到既有生动活
泼的人物叙述和场景描写，又有严谨细
致的专业知识介绍，将知识性、生动性
和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传统口头文
学，传统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
技艺、医药，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
统体育和美食等，涵盖了无锡非遗的所
有领域，因而，具有较强的样本研究价
值。其中，陆一新的《梁祝传说——化
蝶千年永翩跹》，薛燕、须宇峰的《锡剧
——太湖一枝梅，锡韵永流芳》，杨文隽
的《惠山泥人——抟泥悟心，写意传
情》，符志刚的《玉祁双套酿造艺术——

双套美酒，历久弥醇》，胡亦敏的《清水
油面筋——无锡清水油面筋“松鹤”长
青》，梅锦明的《黄土塘西瓜种植技艺
——黄土塘西瓜，从历史长河里流淌出
的甜蜜》等篇章，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

该书不仅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
读性，还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全书共
21万字、250余张图片，43个项目中，有
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非遗项目20
项，市级非遗项目15项。这些项目都有
如下特点：首先是保护传承得好，传承
谱系清晰，保护措施得力，生存状态良
好；其次是活化利用得好，能够主动融
入现代社会，紧密结合现代生活，赋予
项目全新的活力；再次是创新发展得
好，能够遵守传统而又不完全拘泥于传
统，在创新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因而发展前景广阔。

《非遗瑰宝绽新枝》作为江苏省第
一本正式的非遗活化案例的纸质出版
物，在非遗研究领域开了一个好头，为
全省乃至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
一个可供参考借鉴的图文读本，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相信对后来者将会起到一
定的引领作用。

《非遗瑰宝绽新枝——无锡市优秀
非遗项目活化创新案例选编》，无锡市
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 编著，古吴轩出
版社出版

诗为何物？不同的诗歌写作者自
然会给出不同答案。晓风在《与落叶谈
诗》中说：“一首诗，是承载波涛的车
马”。很显然，在晓风眼里，诗歌就是心
象与物象的叠加，是灵魂的承载物，诗
歌的种种表现无非是在为灵魂找寻更
多的出口。

基于此，晓风的诗不是对事物简单
的描摹，而是更高意义上对于生活、人
生乃至整个世界的体悟与挖掘。他的
每一首诗，无论表现怎样的主题，都是
心灵的一次次悸动，是探寻、呐喊，是抵
达。

离开诗歌多年，晓风现在重拾，在
书写中便更多了生命体验及个人对于
世界的观照。因而，他诗写的路径始终
是向内的。与一般回归者不同，其叙述
基调几乎呈“冷抒情”态势，如是书写态
势，也决定其诗的意义指向，艺术的模
糊性催生着诗歌的繁复性与多元化诗
意表达。在《与落叶谈诗》这部诗集中，
我们能轻易地读到一颗心灵强烈的颤
动。

整部诗集涉猎的题材宽泛，不论写
亲情、乡情、山水情，还是写作者个人内
心点滴的感悟，最终归结于“心象”建
构。物为心用，万象皆为“心意”。通
常，一首成功或较成功的诗，应该具备
三个维度，即：宽度、厚度、温度。以此
来权衡晓风的诗，无疑，他的创作实践
值得肯定。在我看来，晓风对生活的观
察，对事物的理解，对心性的诠释，不是
平面的，而是以立体架构来凸显并打通

诗意路径，从而赋予诗歌文本更广阔的
纵深度。

晓风的大多数诗作围绕“物象”
“心象”的叠加做文章，在打开方式上，
用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良好的层次
表现与建构手段，确保了诗意的内部
流通，从而实现有效的发散和扩张。
因意象的精准和内在情感力分寸把控
到位，整个文本就显得自然谐和、丰盈
饱满。

《与落叶谈诗》作为诗集主打诗，
具有典型性。诗歌充分利用意象隐喻
作用，串联意象与意象间内在逻辑，将
意义生成的聚焦点，放在“落叶”和“一
首诗”上，并透过“落叶”和“一首诗”完
成了对中年人生状态的叙写。与落叶
谈诗，其实是对过往的一次审视，也是
对当下的一种叩问与关切。“白云忙于
修辞/火趁机烧灼苦难的舌头”，作者
巧妙利用各意象的相互交错，展示出
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重新认识和思
考，具有强大的诗性张力和诗意穿透
力。

物象作为心象铺垫，由外而内，层
层递进。比如“喷洒的高压水枪，带你
冲击世界/充盈粗粝的摩擦声/像在艰
难时刻搓打你的骨头”（《洗车有感》）
等。心象作为物象抵达，步步为营，终
成正果，比如“暗夜中/鸟翅鼓振心房/
呼吸找到明亮的方向/——那绿叶枝头
繁星孵化的窠巢”（《松弛的暗涌》）等。
以心接物，以物入心，这种以“心象”为
定位的书写，由物象向心象转化，最终

实现了对客观物象的超越。可以说，晓
风的这种诗写追求，不仅是当下的书
写，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特
征。

在情感内化及诗核聚焦方面，晓风
的诗同样做了努力。在蛰伏式的书写
中，情感的节制与行文的内敛达成默
契，动静之间收放自如，在一个“藏”字
里，制造空间。他写父亲：“父亲抖颤的
背影/在如钵湖光中渐渐入定”；他写母
亲：“母亲在病床上/似乎也听到了光的
鸣音/枯干的耳廓/在一天的开端，竟有
了新鲜的血色”；他写友情：“岁月斧斫
中/纠集风化的朱砂痣/于昏黄暮色中/
重新拼凑你的身影”；他写乡情：“远山
的翅膀/栖息高台之上/像瓦片一样坚
守忠诚”；他写山水情：“脚板被硌痛的
神经/连通青春斑驳的记忆/犹如千年
古樟下的一窝龙蛋石”。在诸如此类沉
稳而波澜不惊的表达中，作者所隐藏
的，必定是来自文字背面的“波涛汹
涌”。晓风深知，好的诗歌不是要我告
诉你什么，而是你在这些文字中读到了
什么。

晓风是一个真诚的诗写者，一个善
于在世间万物中寻找真相的思考者，因
而，在他的诗歌中往往寄寓一种触及灵
魂的力量，令人欲罢不能。

诗艺无止境。愿晓风在诗之路上，
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与落叶谈诗》，晓风 著，太白文艺
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定价：52元

非遗精彩，锡韵流芳
读《非遗瑰宝绽新枝》

寄寓一种触及灵魂的力量
读晓风诗集《与落叶谈诗》

著名汉学家柯马丁
（Martin Kern）的首部中
文学术文集，收录了1996
年至2022年间16 篇讨论
周、秦、汉代诗歌及诗学
的文章，集中关注早期中
国诗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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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现》是阿特伍德
的早期代表作，讲述“我”
与恋人和两个朋友一起
返回魁北克北部的遥远
小岛，去查访父亲神秘失
踪的真相。荒野呈现出
的强烈的生命力，以及随
之而来的体悟，让“我”意
识到女性在家庭义务、两
性关系、就业环境、个体
表达等方面遭遇的重重
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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