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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库切短篇小说
集，中文版首次引进。七
个短篇故事以母与子、爱
与欲、青春与衰老、人与动
物的关系等为切入口，以
思辨性对话和心理刻画，
塑造了内心丰富、个性鲜
明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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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 20 世纪
最有影响力但又最难以
理解的哲学家，汉娜·阿
伦特、哈贝马斯、萨特等
许多重要哲学家都深受
其影响。作者带领我们
回顾海德格尔的经典篇
章，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中
关于真理、语言、人性和
知识等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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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献平以个人
亲历、社会调查等切实的
方式，民俗学和人类学的
视角，细致呈现南太行山
区乡野大地及其人群生存
现状、风俗民情、社会状
况，用温润、宽厚、包容、悲
悯的情感寄寓，书写了当
代中国北方乡村自然物
候、文化传统，以及纷纭多
样的世道人心和时代背景
下乡村变迁痕迹。

该书以黄河流经宁
夏平原的空间顺序为经，
以黄河宁夏段沿岸的城
市乡村的人文历史为纬，
通过对峡谷、古渡、关隘、
长城、城市、村镇的深情
书写，生动讲述了黄河宁
夏段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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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谈伟光主编的《报海陶花
——老报纸里的宜兴陶瓷新闻》是一
本特殊的书。特殊在于它凝聚两代人
的心血，萃取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
代，老报纸中有关陶瓷的精华内容结
集而成。严格意义上说，《报海陶花》
不是书，是由近 400 篇关于宜兴陶瓷
的报纸信息剪辑而成的史料汇编。

这部时间跨度 50 年的汇编信息
内容丰富，包含宜兴陶瓷各个发展阶
段的动态新闻、典型经验、技术革新、
历史人文等信息，生动诠释了宜兴陶
业的前世今生，展示了陶都宜兴曲折
艰辛而又振奋人心的陶业改革发展之
路，彰显出宜兴人民不畏艰辛、勇于革
新、勤劳智慧的精神品质。

报纸是上个世纪的主要信息传播
渠道，即时高效记录瞬间，可以说是社
会政治、经济运行的风向标。翻开第
一页，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头
版报眼位置一张照片夺人眼球：一条
长长的水泥船，满载一船紫砂陶器，整
齐叠放达30层，如船上的一座高楼大
厦，重压之下船舷几乎吃到河水。简
讯报道陶器正从水路转运全国各地。
一张图片，寥寥数语，便将新中国热火
朝天的生产场景，欣欣向荣的陶业发
展，以及人们对新生活满怀的希望与
憧憬，呈现眼前。

《报海陶花》按报刊类别、时间次
序编排。这些珍贵的老报纸总体得到
了精心妥善的保管。第一张《人民日
报》刊名上方戳有“上海市人民图书馆
虹口公园阅览室”的印章，这是一张从
大上海迁移落户小宜兴的报纸。《人民
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汇
集一众权威报纸，奠定了这一部汇编
的高质量和权威性。某地阅览室、某
个图书馆的印章，昭示着旧报纸的来
路与出处。为了一张旧报纸，奔波全
国各地，谈伟光先生为收集这些报纸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

《报海陶花》里有很多人物访谈、
人文历史等副刊文章，如《饱蘸血泪的
画笔》《壶天阁主人和他的收藏》《黄金
潮淹没不了的……》《宜兴四绝》等文
章，出自赵丽宏、郑重、冯英之等文学
名家，这些以扎实的文学功底、深厚的
学识素养、醇熟的技巧笔法写就的华
文，读之感佩。这时，它是一部文学典
藏。而从《江苏科技报》等报纸摘编画
出产品结构图，对陶瓷型号、规格、用
途一一图解，对性能、材质、技术革新
作出详细介绍，这时，它又是一部专业
教科书。

随着贸易逐渐开放，政府积极推
动外贸发展。1988年2月22日《解放
日报》刊登“宜兴创汇水平远不及后起
之秀佛山，宜兴陶瓷公司呼吁，给我们
直接对外经营权”的文章。同年 8 月
19日跟踪报道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自
营进出口贸易正式开业，这是该省首
批获得外贸进出口自主权的企业，首
批海外客户已来洽谈业务。同时段，

《新华日报》《文汇报》等纷纷跟进报
道，佐证相关信息。这时，这又是一部
鲜活生动的时政经济类书籍，精彩程
度不亚于热播年代剧《繁花》。宜兴民
众百尺竿头、勤勉奋发的精神面貌一
览无余。

书中《壶上再现青铜美》《韩美林
的陶塑艺术》等美文，又似开设的一堂
堂田野艺术课堂。新闻体裁灵活生
动，标题更是直达要义，“一枝红杏出
墙来”，形容规模不大的紫砂工艺三厂
成为陶瓷出口的重点工厂。“你知我知
他不能知”报道宜兴陶瓷企业与技术
人员签订保密协议等等。短讯图文并
茂，消息活色生香。读来生趣盎然，过
目难忘。

纵观整部汇编，分明就是一桌陶
瓷的满汉全席，原汁原味展示宜兴陶
业发展状况及其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态
势，比普通书籍有着更胜一筹的灵活

性、丰富性、持续性。
宜兴陶业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

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一叶知秋，看似陶瓷，却是以陶瓷
为轴心的包罗万象。合上书本，丰沛
的时代印记在脑海栩栩如生，厚重的
精神力量从心底油然生发。一份感
动，万种豪情，那是千千万万宜兴陶瓷
从业者、家乡建设者筚路蓝缕，共同铸
就的鲜活记忆和文化自信，更是一座
拥有着 7300 年建陶史的历史古城浑
厚底蕴的绵延生发。

收藏是谈伟光良好的家风传承，
他父亲生前就收集了上万份有价值
的报纸，谈伟光继承并发扬光大，利
用更为便捷的网络手段，丰富的人脉
资源，加大收集力度与广度。“让流落
外乡的好东西回归宜兴，让宜兴人民
看到自己的宝物”，这是谈家父子共
通的朴素的人文情怀。两代人的接
力传承，让这些散落星河的记忆，穿
越漆黑的时光隧道，汇聚成世人眼中
的珠玉。

2023 年 6 月，谈伟光先生个人捐
赠的紫砂文献馆揭牌，2023年7月，谈
伟光先生老报纸收藏展在宜兴市融媒
体中心展出，2024年1月，谈伟光先生
老报纸、陶瓷收藏展在宜兴太平天国
王府展出。而他个人捐赠的均陶博物
馆也在紧张筹备中。是的，老报纸只
是他收藏中的沧海一粟。多年来，谈
先生倾注热血、耗费巨资，收藏大批珍
贵的紫砂、均陶，以及富含历史文化意
义的名人信札、报刊、书籍。他将名物
精器一一无偿展出。这一场场视觉与
文化盛宴，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与致
敬，更是对当下与现实的激励与鞭策。

谈伟光先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
坚持，以生命热情拥抱家乡热土，为延
续宜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脉
谱写着属于自己、属于家乡、属于人民
的光荣诗篇。

陶瓷的满汉全席
品阅《报海陶花——老报纸里的宜兴陶瓷新闻》

朋友沈协丰送来新出版的《赤岸
情结》。这是一群从小在赤岸长大的
朋友，他们已枝开花散在各地，甚至国
外，但因思念故乡情结而相约编写了
一本散文集。该书图文并茂，是本精
编的好书。

赤岸旧称斥岸，位于江阴最东边
的水乡，四圩环抱，近年并乡后归顾山
镇，2020年入选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是2022年首批入选省级地名文化
遗产名录的无锡6个古村落之一。赤
岸老街仅二三米宽、七八十米长，却已
有1100多年历史。赤岸有蒋、邵、苏、
沈等多姓。李氏为赤岸望族，素有耕
读传家之风，为“吴越世家”。始祖为
明代东林后七君子李应昇，缪昌期之
妻是李应昇姑母，乃有“忠毅之乡”的
美誉。李应昇与子李诫先后筑“落落
斋”藏书楼和“听郦轩”。现代则有科
学家，至少有四位博士、四位大校等。
老街青砖石地，排门板店铺，有布店、
汉二铁匠店、宝昌茶馆店及老虎灶、老
棉油条铺、钱志诚面店、沈赞尧诊所、

送货下乡的综合商店，还有午后留根
爷爷流动的豆腐花担……小街上的

“三老”，老药工刘炯范的妙手回春，老
邮工沈中和的风雨送信，老酒馆店主
老钱烧的红、白猪头肉，别有特色。老
街清晨茶馆的热闹，一村居民半茶客，
充满烟火气。还有番瓜篮球队，小街
下棋人，乡音浓重的儿歌、童谣，儿时
的养牛和所见的杀猪、蜂匠，特别亲
切。书中记载到了猛将庙，这在一般
乡村中已不见。中国著名文化地理学
者陈征祥曾统计过各地的猛将庙，制
作成分布图。

赤岸虽小，却文风昌盛，历来十分重
视读书、教育，竟有多所小学，还有中学，
当地人视学校为圣地，在这里受开化、启
蒙，从赤岸走出来的读书人无计其数，因
而感恩老师、怀念学校的文章也多。

全书内容丰富，有点如乡村小志，
但比志书有声有色，有生动细节，有肌
理肉感。厚厚 40万字，散发着回忆思
念之情，思念村庄、河塘、古桥、老树，思
念亲人、老乡、同学、老师，甚至怀念割

草、摸螺蛳，以卖钱来作学费，小小年纪
就懂得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一部赤岸
史，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从贫穷到富
裕，从兴盛到搬迁，守望相助，百姓的生
活变迁与国家的沧桑历史紧密联系。
作者纷纷感叹：“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归来不再是少年，我心依旧向赤岸”。
好在赤岸并未像别处“三年大变样”，还
保留着部分原貌，原生态就是绿水青
山。现在的赤岸有了建设新街的规划，
但老街仍作为特色而保护好。这也许
是当下重视历史文化保护的一个缩影。

当我读到朋友沈协丰回赤岸，姐
姐让他回家拿新酿的老白酒带到无锡
而喜笑颜开时，我也不免生羡，家乡的
酒有多香呵！深感赤岸的文化积淀极
为厚重，书中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乡愁。乡愁是一碗水，是一杯酒；是流
淌的魂，是百姓的根。期待有更多的
乡愁作品问世!

《赤岸情结》，《赤岸情结》编委会
编著，广陵书社2023年出版

家乡的酒有多香
读《赤岸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