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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个大数，

如三人成虎、三人为众、三足鼎立、三

阳开泰、三生万物等等。的确，无论是

在自然界还是在人文世界里，老祖宗

们发现了某些规律并做出智慧的归

纳。所以，中国人大都会对“三”这个

数字充满敬意，又充满敬畏。

拿到河南文艺出版社新鲜出炉的

《汪曾祺 1000 事》（简称“千汪事”）一

书，脑子里一下就蹦出了“三强联手”

这个词。作者杨早、徐强、李建新，是

三位长期研究、编著汪曾祺作品的学

者和出版人，此次由他们联手合著，从

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汪曾祺先生及

其作品，必将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震撼

和感受。从图书策划出版的角度，也

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启发一：为大众读者做有“趣味和

温情”的年谱长编。年谱，一般是以谱

主为核心、用编年体裁、按年月记载某

人生平事迹的著作，属于纪传和编年

二体史书的一种演变和发展，一般按

照史学研究中的“纲目”标准去要求，

从宋肇始之后，逐渐也成为一种重要

的文体。但是，也正因为有这种史学

标准的要求，使年谱虽葆有了客观严

谨，却失去了文学性的阅读趣味，变成

学术规范的基本史料，多作为工具书

供研究查阅之用。

而“千汪事”的出版，在体例上是

个创新。作者之一徐强给它的定位

是：在年谱传记之外，独辟“条陈撮述

体”叙史新体例。后来，在与徐强的交

流中，他进一步解释说，条陈撮述体，

有两层意思，一是分条叙述（跳跃，不

求连贯，每条一事，不刻意上下关联）；

二是所述之事具掌故性，突出人物风

神的要事雅事趣事，叙述简要，但求明

白，不加渲染。从这两方面，称“条陈”

“撮要”或称得宜。这位“发明人”还不

好意思地说，“就随便一说，不必太在

意”。但是，我以为这确实是一个独

创。

三位作者在《序·缘起》中说，受传

主汪老头的启发，用《世说新语》的体

裁，来写写汪曾祺的一生。这既是这

位可爱的老头儿的喜好（对《世说新

语》的喜欢），同时也与汪曾祺的文字

风格相近似，更符合汪迷和更多大众

读者的阅读期待。毕竟，死死板板的

年谱太不符合阅读的趣味。多么完美

又有趣的创造。所以，这是一本有“趣

味和温情”的“年谱长编”。也许是冥

冥之中这位可爱老头儿带给喜爱他的

读者们的一份福利吧。或许还会成为

出版史上的一个体例创新。

启发二：做好优质内容资源的多

角度开发仍是出版秘籍之一。“内容

为王”，对于出版业仍是生存发展的

不二法宝。对内容资源的获取，各家

有各家的高招，但无论怎样都是坚持

不懈与灵活多样的结果。坚持不懈

是我们要在某个出版领域内去长期

坚持跟踪、联络、维护相关的作者、专

家等，力争能够拿到优质前沿的内容

创作成果；灵活多样就是在已有的内

容资源中去做多视角、多层面、主体

式的开发。这本“千汪事”的出版就

是坚持不懈与灵活多样的案例。汪

曾祺作为现当代文坛大家，其作品从

40 年代初开始发表，写作、发表持续

了半个世纪。尤其是80年代初以来，

各种集、选、丛书、小品、随笔等层出

不穷，当然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全集》和星汉文章最早策划、浙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别集》，琳琅满目，

不 一 而 足 。 再 重 复 出 版 恐 难 有 新

意。这次“千汪事”的出版可谓独辟

蹊径。因为研究一个作家，不仅要读

这个作家的书，还应开展对其“生平

环境”的研究。“不读这本书，不影响

你了解汪曾祺，但读了这本书，你会

更好地了解汪曾祺”。不仅是汪迷，

恐怕对现当代文学有兴趣的读者都

会受益。“千汪事”的出版在已有的

“汪版本”中是个新的品类，独具一

格、别出心裁，也对“汪版本”作了立

体性完善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继续

开发用活优质内容资源提供了新的

思考与借鉴。

启发三：坚持“学者型编辑”的培

养是高质量内容建设的取胜之道。业

精于勤，而贵以专。任何门类的出版，

编辑在这个领域专业程度的高低，决

定着出版物的质量。学者型编辑的培

养虽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常说

常新。这既需要编辑个人具备较高的

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也需要给予制

度、环境方面的激励和支持，有待共同

努力，长期坚持，久久为功。放眼出版

界，历来各种优秀出版物无不是这样

持续用力的成果，即使有偶成者，也是

长期积累的灵光闪现。具有专业精神

的学者型编辑们，长期深耕出版领域，

与学者专家深度交流，有自主策划选

题、推动研究、判断和把控能力；或者

编辑自身就有整理、研究、编著的能

力。“都说教学相长，其实编研亦相辅

相成。”

“千汪事”的三位作者，杨早、徐强

是专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李建新是

现当代文学领域资深的出版人。他们

都曾多次主编或深度参与编纂了有关

汪先生的各种出版物。杨早还跟汪先

生有亲戚关系，从小学六年级就成为

汪迷了。从书后的《读汪百事（代后

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既是汪老

头儿的年谱，也是他们开始接触、研究

汪老头儿的年谱。里面也有许多他们

这些汪迷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而产生的

一些因缘际会的细节，特别感人。比

如杨早写道，1997年5月汪先生去世，

他赶了一篇《斯人也，而有斯文》，发在

《粤港信息日报》上，“2017年认识李建

新后，得知他居然还存着这张报纸，我

很吃了一惊”。由于“汪迷”的身份，他

们在不同的时空交错中共同去追寻着

一件事、一个人，“似乎所有‘汪事’，都

是注定的偶然”。时空交错，彼此“闻

到风中的胭脂味”。这带给读者有趣

温情，又有几丝浪漫的阅读体验。所

以，情感的链接是书中又一个动人之

处。同时，也让我们对这些年轻但资

深的学者们感到深深的敬佩。

一切都源于内心的喜欢、长期的

研究、不停的思考，带来的必定是客观

理性又丰实饱满的优质出版成果。

《汪曾祺1000事》杨早、徐强、李

建新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版/68.00元/ISBN：978755591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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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博物馆》是一部跃然纸上的“花中王

国”，书中包罗了2600多种观赏花卉、观赏多肉和

观赏树木品种，可以说是一部花卉家族的“大字

典”。全书超过3000多幅的原色图片，是作者跨

越中国全境、历时半个世纪的摄影作品精选。作

为专业的园艺科普作家，作者王意成具有独特的

拍摄视角，他的照片优先将花卉的植物学特征展

现出来，同时兼顾形态和色彩。翻开书，读者一下

子就沉浸在美丽的花海之中，感受到花卉的个性

与生机，领略它们独特的魅力。

和很多植物科普图鉴相比，该书在内容的排

布上充分考虑到了普通读者的需求。先从中国

传统十大名花入手，然后是世界知名花卉，之后

才是草本观花植物、木本花卉等专业的植物学分

类，这对于普通的花卉爱好者来说非常友好，因

为越是常见的花卉，越可能早早翻到。在按照科

属分类时，作者会先给出这一属的代表品种，拉

近了读者与植物的距离。例如，看到一株既熟悉

又陌生的兰花或菊花，翻书对照时，你就能大概

知道它所在的类别，这显然比“看哪朵花都差不

多”“入门就放弃”好得多。对于稍微专业一些的

人士来说，可以直接翻看该书切口位置的科属搜

索条，也能快速定位到具体的植物。

除了高清的写真照，书中的每一种花卉都

配有中文名和拉丁名这样的“身份信息”，以及

花朵形状和花瓣特性，甚至能具体到花瓣的尺

寸。每种植物的图片依据植株形态、大小、色彩

渐变排序，并配上通俗易懂的文字，不仅便于参

照阅读，光翻看就是一种愉悦的视觉享受。

花卉，在园林景观配植中是十分重要的素

材，既可单独成景，也可与其他构图要素如地形、

建筑、园路、山石、雕塑等相配合组景，使园林绿

地呈现出动态变化，表现出生机盎然的自然美。

优秀的景观设计师会通过巧妙地构思、设计、布

置花卉景观，使居住于城市中的人们有“重返自

然”的感觉。

作为专业的园林景观工作者，作者将自己多

年的工作经验高度凝练，付诸笔端，看似寥寥数

语，却为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教学科研人员

提供了参考和解决方法。书中每一科属的代表花

卉，作者都交代了具体的应用场景：哪些适合布置

于庭院，哪些适合布置于水边，哪些适合布置在林

下，哪些适合应用于混合花镜，哪些适合应用于城

市广场……对于工作在第一线的园林园艺工作

者来说，这是一本拿来就能用的工具书。

而对于养花新手来说，这部书无疑也是一部

操作性很强的技术指导书。实际上，侍弄花草并

不比伺候人更轻松，看似笑意盈盈的花儿们也有

自己的小脾气。王意成先生拥有多年的科普读

物写作经验，他编著的《新手四季养花》《零基础

学养花》等图书一直是园艺类书籍中的常销品

种，所以他特别了解读者的小心思和养花痛点。

在养护部分，作者对每类花卉的习性、适合的栽

培土壤、日常管理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可以看

作是他多年花卉种植经验的浓缩。书籍设计师

还通过符号标注的方式，详细标注了植物对光

照、温度、水分的要求，当你看见这些意义明确的

符号，就能摸清花卉植物的秉性特点。更有趣的

是，如果想以花赠人，也能在书中找到对应的花

语和寓意，能让你对花卉的文化内涵理解得更为

深刻。对于含蓄的中国人来说，下次说不出口的

心意，不如就让鲜花来传递吧。

王意成先生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打

交道超过40年，从在科技社出版的第一本科普

图书算起，到该书出版之际，他已经是和科技社

的第五代编辑合作了。王先生已年逾八旬，其严

谨、认真、敬业的工作态度成为了年轻编辑学习

的榜样。编辑团队打起十二分精神，与老先生并

肩奋斗。为了不负先生的期待，提升图书的质感

和文化价值，在封面印刷上，书装设计师采用了

最新的冷烫工艺和刷边工艺，内文则采用色彩还

原度极高的艺术纸张印刷，解决了第一版用铜版

纸印刷导致的图书过于厚重的问题。

当年轻一代编辑经历过出版工作的辛苦与

磨砺，再回望眼前的“花花世界”，那一枝枝梅花、

一朵朵牡丹、一片片落樱……她们既温柔又坚

韧，既娇羞又难缠，既妖娆又风雅，这是大自然的

馈赠，是植物学的奇迹，是一位老园林工程师的

深情与激情，更是当下工作的注脚和意义。

《花卉博物馆》王意成编著/江苏

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月版/

198.00元/ISBN：97875713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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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莹博士的新作《遇见众神》，后

悔自己看得太晚了。这本书把希腊神

话和西方美术史上的诸多名画完美结

合在一起进行解读，能够让对西方文

化和美术史知识比较缺乏的读者，在

阅读后对希腊众神之间的关系，对诸

多世界名画内容有了非常清晰的认

知。换句话说，这本书对很多读者在

关于西方绘画和希腊神话方面进行了

启蒙，让我们明白了那些西方名画中

主要描绘的神是谁，神与神之间有什

么关系，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有趣的

故事，从而为我们理解西方文化增加

了一条路径。希腊神话被认为是整个

西方文明的摇篮和精神源泉，西方绘

画中很多传世名作都是以希腊神话为

主题。站在英国国家美术馆，法国罗

浮宫、凡尔赛宫，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

兹美术馆等世界著名美术馆或博物馆

里，我们会发现那些世界名画和雕塑

中的主角很多都是希腊诸神，只有了

解希腊神话故事，才能看懂这些名画

所讲的故事，才能读懂那些雕像所传

达的思想。

《遇见众神》为我们勾画了一个

较为完备的希腊神话众神谱系。全

书一共 22 篇，讲了 22 位希腊神以及

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宙斯作为众

神之王，他的妻子是天后赫拉。在希

腊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也就是神

不像神，反倒像人，神不过是比人强

大一点的人。因而众神之间也有着

跟人一样的爱恨情仇。天后赫拉天

性妒忌，宙斯背叛婚姻、撒谎成性。

他在婚外有诸多私生子。宙斯和他

的哥哥波塞冬、弟弟哈迪斯三个人以

民主抽签的方式管理天下。宙斯掌

管天界，波塞冬掌管海洋，哈迪斯掌

管冥界，三个人共同掌管大地。宙斯

的儿子包括私生子有太阳神阿波罗，

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战神阿瑞斯，酒

神狄俄尼索斯，众神使者赫尔墨斯，

火神赫菲斯托斯。宙斯的女儿有智

慧之神雅典娜、爱神维纳斯。《遇见众

神》除了讲了宙斯一家之外，还有诸

多神仙和希腊英雄。炉灶女神赫斯

提亚相当于中国的灶神，斩妖英雄珀

尔修斯，丰收女神也叫四季女神德墨

忒尔，诗歌和音乐之神俄耳浦斯，月

亮女神也叫狩猎女神戴安娜。希腊

英雄有发明特洛伊木马的奥德修斯、

敢薅金羊毛的阿伊宋、迷宫逃生第一

人忒修斯，有着致命弱点的阿喀琉

斯，还有希腊女英雄阿塔兰忒。这些

希 腊 诸 神 之 间 有 着 各 种 复 杂 的 关

系。比如冥王哈迪斯抢了丰收女神

德墨忒尔的女儿珀耳塞福涅为妻，德

墨忒尔非常愤怒，让宙斯找冥王放回

自己的女儿，最终经过宙斯调和，珀

耳塞福涅半年在母亲身边，半年在丈

夫身边 。女儿在身边的日子德墨忒

尔就开心，大地就开满鲜花，另外半

年庄稼就枯萎，大地就萧瑟，这就让

大地有了四季轮回。

这些希腊神话成为西方绘画的重

要创作源泉。很多知名画家、雕塑家

热衷于神话故事题材，他们的优秀作

品也成为今天各大美术馆、博物馆收

藏和展出的重要作品。鲁本斯、提香

等绘画巨匠以希腊神话为主题创造了

丰富的作品。其中鲁本斯所画人物都

为裸体，女子形象多是丰腴健硕，凸凹

有致，被称为“鲁本斯式女人”。提香

笔下的女神虽没有如此肥硕丰满，但

亦丰润柔美。笔者在英国有幸看到了

提香作品展，当时并未感到极大震

撼。崔莹博士对这几幅画作从绘画内

容到艺术技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

让如我这般对西方绘画比较陌生的读

者有了极大的提升，大大增强了我的

认知能力和欣赏水平。由此可见《遇

见众神》有着非常难得的艺术普及教

育功能。

打通希腊神话与西方绘画之间

的这道门槛，让我们了解西方文化、

宗教和思想有了把手。在欧洲漫长

的中世纪，基督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只有贵族才

能读书识字的时代，一般民众是看不

懂文字的，要让普通人接受基督教的

思想洗礼，用绘画宣传基督教故事是

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其实用绘画

去讲述宗教故事是十分常见也是很

有效的传播方式。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可以看绘画，了解西方文化同样可

以看绘画。

《遇见众神》让我们从神话和绘画

二维向度一起了解西方的宗教思想和

文化艺术，是一本在思想和内容上有

阳春白雪之雅，在行文表达上又通俗

易懂的优秀之作，是西方文化艺术普

及的上乘之作。

参观西方美术馆前必看书目
关键词 希腊神话 西方美术史 普及读物

《遇见众神：希腊神话与西方文化

艺术》崔莹著/现代出版社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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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薇

《奔跑的中国草》一书讲述的是一个人与一

株草的故事“传奇”。书中的主人公心怀科技报

国之初心，数十载一念执着，心无旁骛，攻坚克

难，点草成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农民的

钱袋里”，用自己研发的菌草技术，为贫困百姓撑

起了一把“致富伞”、送去了一把“幸福草”。书中

的主人公就是被誉为世界菌草技术之父——林

占熺。读罢此书，我被他的“传奇”深深打动，并

油然而生敬意。

“一念执着”是这一“传奇”的底色。这个底

色就是林占熺“为贫穷的百姓做点服务”“让千千

万万农民富起来”的初心。林占熺始终不忘自己

是农民的孩子，心里装着他们。他看到贫困地区

多是因为土地贫瘠、沙化严重，而制约脱贫致富

发展时，心里就许下一个心愿：以己之长，用草代

木，帮助他们种植蘑菇，发家致富，尽早摆脱贫

困。为此，他毅然半途辞官，投身科研，与草为

伍，40年奋斗。从闽西老区到西北大漠，从长江

黄河到尼罗河和南太岛国，都留下他深深的奋斗

足迹；在科研领域、扶贫一线、援外国度，都流下

他艰辛的汗水。数十年的艰辛和付出，用林占熺

本人的话来概括：“丢掉一条命，断了两根肋骨，

遇上几次鬼门关，苦了一家四代，还好有后来

人。”现在，菌草已成为造福当代人的“幸福草”、

造福子孙后代的“生态草”，他一辈子为之“奔跑”

的初衷和梦想已经实现了。但他初心不变，斗志

弥坚：“只要我还能跑，我 90 岁还会去帮他们。

总之，忘记年龄，事业总年轻。”他就像一株“离离

原上草”，只要一扎根，就有顽强的生命力，在菌

草技术扶贫路上，始终与农民、农业、生态相连，

生命不止，奔跑不息！

“点草成金”是这一“传奇”的“内核”。菌草，

顾名思义，是一种可用作食用菌、药用菌栽培的

草本植物。它的“内核”在于，林占熺“以草代木”

种菇，破解了“菌林矛盾”的世界性难题；它的“内

核”在于，化草为宝，点草成金，使菌草成为贫困

地区的“致富草”；它的“内核”在于，防风固沙，修

复水土，使菌草成为改造自然环境的“生态草”；

它的“内核”在于，菌菇养料，牲畜饲料，使菌草成

为发展生产生活的“幸福草”；它的“内核”还在

于，走出国门，支援第三世界，同时创收外汇的

“中国草”。1996年，在福建福州召开的首届菌草

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被

确认为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

术。菌草从此有了中英文名称和定义，直到现

在 ，国 际 上 菌 草 的 英 文 名 字 都 是 汉 语 拼 音

“Juncao”。他本人被誉为世界菌草技术之父、中

国扶贫“菌草鼻祖”。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是

一株扎根在广袤大地之上、广大百姓心中的“致

富草”“生态草”“幸福草”“中国草”。

“菌草泽福”是这一“传奇”的“风范”。“发展

菌草业、造福全人类”，是林占熺孜孜以求的梦

想。他四十多年如一日，心无旁骛，潜心科研，

风餐露宿，艰难探索，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他在奉献给事业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在菌

草研究人眼里，他是学界的“泰斗”，是他们的

“领军人”。在农民眼里，他是“神农”，能让菌草

长出蘑菇，而且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种就成，

收获满满。在闽宁合作人眼里，他是“致富人”，

事迹被当地老百姓编成歌谣：“移民扶贫情意

浓，闽宁合作暖人心，双孢蘑菇致富快，多亏福

建扶贫队”；被编成电视剧《山海情》，成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展播剧目。他获评

“《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荣膺“全国脱贫攻

坚贡献奖”。在外国人的眼里，他是“中国草”，

从福建起步，一路走向了全球106个国家，创下

“菌草泽福”世界的奇迹，成为中国为国际减贫

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典范。而今步

入耄耋之年的他，仍为“菌草泽福”全球而“奔波

忙碌”，只要“奔跑”不息，他书写的菌草“传奇”

就会一直延续，直到永远！

菌草书写传奇
关键词 林占熺 菌草技术 乡村振兴

《奔跑的中国草》钟兆云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4月

版/50.00元/ISBN：9787020179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