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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 笔 谈

新 书 品 读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好 书 推 荐

本 书 实 证 中 华
5000 多年不断裂的
悠久文明，阐释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兼容
并蓄、绵延不断”的总
体特征，讲述中华文
明起源的重大问题，
解释中华文明绵延不
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历史成因。本书揭
示了中华文明丰富内
涵、灿烂成就和对人
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
献，增强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

《溯源中华文明》
作者：王巍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人间烟火（毛泽东的
家居生活）》
作者：龙剑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全书以乐乐一家的
过年故事为线索，将贴春
联、吃年夜饭、放鞭炮、穿
新衣、逛庙会等过年主题
活动串联起来，设置数十
个互动创意机关，花样展
示过年的由来及各种传
统习俗。有趣的年俗文
化、巧妙的互动机关、震
撼的立体场景，声音、光
影、立体画面相结合，全
方位互动阅读，让小朋友
身临其境体验团圆喜庆
中国年！

《过年啦！》
作者：原林惠
出版社：西安出版社

本书收集了奶龙和
小七的40多个日常趣味
故事，如吃货奶龙怎样
抵御美食的诱惑达到减
肥目标、小七教奶龙讲
方言、奶龙学洗袜子等
内容，或温馨、或可爱、
或搞怪、或幽默……集
温馨治愈和创意幻想于
一体，通过趣味漫画的
方式，把开心快乐带给
大家。

《快看，好大一只龙》
作者：奶龙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2月推荐书单

书香满满 一年又

本 书 以“ 大 逻
辑+小故事+人物关
系 ”的 形 式 展 现 了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
放独立、国家和平崛
起的历史进程中极具
代表性的鲜活形象和
感人事迹。《品格》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特别节目改编而来，
每章针对相应主题增
加“学有所悟”小节，
更深入地解读共产党
人的优秀品格。本书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是广大党员干部、青
年学生等普及党史学
习教育的精品读物。

本书以毛泽东家
居遗物为线索，从山
水家居、简约而居、布
衣领袖、淡饭粗茶、休
闲时光、勤读不倦、家
在路上、居家交友8个
部分，对毛泽东同志
早年和晚年的家居遗
物进行了细致描述，
既让读者看到一位领
袖毛泽东，也看到一
个生活中的毛泽东、
一个凡人毛泽东，呈
现一代伟人平凡又不
平凡的家居生活。

本书是天才小说
家毛姆的阅读指南，
教你阅读的方法、技
巧，讲述大师和巨匠
的秘密。毛姆从3个
不同的维度去讲述，
表达最独特的见解，
用极高的文字水准为
他笔下的那些大作家
描绘一幅幅逼真的肖
像。爱读书的人是幸
福的——正如毛姆所
说的那般：培养阅读的
习惯就是为你自己构
建一座避难所，让你得
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
有痛苦与不幸。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
避难所》
作者：[英]威廉·萨默塞
特·毛姆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随笔
集，收录随笔 39 篇，
内容从中国到世界，
从文学到社会，从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出
发，经过政治、历史、
经济、社会、体育、文
化、情感、欲望、隐私
等，再回到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中。作者以
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病灶，以戏谑的文笔
戳穿生活表象。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
距里》
作者：余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

本 书 收 录 史 铁
生、汪曾祺、梁实秋、
丰子恺、沈从文等12
位文学大家的经典
作品，精选《秋天的
怀念》《合欢树》《多
年父子成兄弟》《我
与地坛》等 40 余篇
散文名篇，书写人世
间最美好的东西：爱
情、友情、亲情、勇气
和真诚。

《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
作者：史铁生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本书是“陈伯吹新
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
一部意象丰富、灵动轻
盈的诗歌集，用诗意与
想象力点亮自然万物，
以富有童趣、清澈动人
的 文 字 谱 写 生 命 赞
歌 。 读 这 组 诗 能 感 受
到诗歌语言的年轻、美
好，以及童诗里该有的
奇 思 妙 想 和 对 一 颗 纯
真的心的呵护。

在中国人过的所有传统节日中，春
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生活情感与生活理
想的节日。因而，过春节具有更加特殊
的意义。

中国是农耕古国。农耕生产依从
着大自然节律，即春播夏耕秋收冬藏，
而生活的规律又与生产节奏一致。为
此，人们就分外看重一年一轮、冬去春
来的时间节点——年。每逢过年，便把
对新的一年的热望都释放出来。日久
年长，渐渐积淀为年的文化与风俗。从
每年的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近40天
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年俗：打
扫房子，置办年货，贴上福字、春联等装
饰，随后便迎来最重要的年夜饭，还有
拜年、逛庙会、玩社火、闹元宵……整个
节日，就像一场生活大戏！

春节的文化，如此深厚与斑斓，在
我看来，三个主题最为关键：团圆、祈福
和迎春。

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阖家团

聚是中国人的梦想。诚然，团圆也是其
他一些传统节日的主题，比如中秋。由
于春节还是一种标志着生命消长的节
日，对团圆的心理需求就来得分外深
切。因此，团圆一定要在除旧迎新的大
年之夜来实现。这种团圆的情怀使得
腊月里中华大地汇聚起情感的磁场。
每当看到春运回家路上的人们，我都会
为年文化在中国人身上如此刻骨铭心
而感动。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
度调动起如此庞大、浩瀚、动情的人
们？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如此强大的
凝聚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年是抚慰人
们乡愁的最温暖的节日。

“福”字，是最有代表性的春节符
号。大门上贴的，吊钱上刻的，窗花上
剪的，礼盒上印的，处处都是“福”字。
吉祥的汉字那么多，一到春节，人们只
对“福”字情有独钟。福是好事情，也是
好运气。再没有一个字能像“福”字，蕴
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强烈的渴望。传

统农耕社会，一年伊始、万象更新，是对
未来所有美好期待的开端，“祈福”便成
为春节不可缺少的仪式。

广义的春是新生活的开始，所以
祈福的内容也包含着迎春的意味，但
迎春还有另一层意味，是迎接大自然
新的馈赠，体现了对天地自然的敬
畏。人们在春节，呼唤春、期待春、迎
接春，因而称门联为“春联”，称酒作

“春酒”，甚至在红纸上书写一个大字
“春”，贴在大门上。迎春，体现中国人
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传统哲学精神。

可以说，春节的这三个主题，寄托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情感。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说“年味儿淡
了”，我也一度非常忧心，但近几年，
我反倒放下心来了。让我们来作个盘
点吧！

从腊八到之后的忙年，再到元宵，
我们春节的一整套民俗不基本都还在

吗？只不过，由于生活方式的种种改
变，一些民俗演变出了新的形式。比如
拜年，从过去的登门拜年变成后来的电
话拜年、短信拜年，到现在又出现了微
信拜年、短视频拜年。张贴年画的或许
少了，但“福”字依然是家家户户都有
的。祭灶的仪式很难见到了，但我注意
到，在一些年货礼盒里，灶王爷的形象
被做成了冰箱贴，直接“坐镇”起厨房来
了。现在，生肖文化跟春节文化结合起
来，生肖图案也成为年节装饰品的重要
元素。

民俗的形式虽然在变，过年的心理
需求却始终如一。所以我说春节是真
正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一个节日。

如今，春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了，春节还被确定为联合国假
日。我相信，春节的文化魅力会感染更
多人，春节文化一定会在未来散发出更
加夺目的光彩。

（据《人民日报》）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生活情感与生活理想的节日
□冯骥才

鲁迅的春节有些独特，当别人都在年夜饭的浓郁氛
围里推杯换盏的时候，鲁迅却忙着搞收藏。

从1912年赴教育部任职到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福
建厦门教书，鲁迅在北京度过了14个春节。每一年的春
节鲁迅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写作，二是收藏旧物。

鲁迅收藏的范围较广，收获颇丰，他最喜欢收藏的物
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古代碑帖和画像石拓本，二是历朝历
代的古钱币，三是各类中外版画。这在《鲁迅日记》里都
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如1913年，鲁迅独自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除夕这
天他去琉璃厂逛古玩市场，其间花一块大洋买进一件道
光窑豇豆色胆瓶。1914 年，鲁迅的月薪增至 300 块大
洋，是年春节，他在小市地摊上发现一枚南宋的端平通宝
折三钱。这是一种稀少的钱币，混在南宋钱中不被买者
注意，鲁迅以30个铜元买下，连连称“佳”。

1915年的春节是鲁迅淘宝最多的一次。他和友人
季自求去厂甸，在和平门外购得宋元时期古钱币4枚、新
莽时期的“壮泉四十”1枚、新莽“大布黄千”2枚。除夕，
鲁迅和吴宓结伴再次前往琉璃厂淘宝。正月十四这天，
鲁迅淘到“直百小泉”1枚、“大平百金”鹅眼泉1枚、“汉元
通宝”平泉 1 枚。不过鲁迅后来发现那枚新莽“壮泉四
十”是伪造币，尽管购买这枚钱币只花了 20 个铜元，但
是鲁迅深感古币市场鱼龙混杂不易辨识，于是便把淘
宝的视线转移到了碑帖和画像石拓本上，因为这是鲁
迅的强项。

此后的每年春节，鲁迅照旧忙于收藏。《鲁迅日记》里
记载，1916年正月初十，“买《武平造象》《武定残碑》拓本
各一枚……又《李宪墓志》拓本一枚”。1918年除夕，“买

《曹续生铭》《马廿四娘买地券》拓本各一枚”。正月十四，
“在德古斋买《元纂墓志》《兰夫人墓志》各一枚”。

1926 年南下以后，鲁迅辗转厦门、广州，并于 1927
年10月抵达上海。此后上海沦陷，鲁迅一家为躲避战乱
多次搬家，以至于1932年的春节，鲁迅是在内山书店里
度过的。战火与病痛的双重折磨，使得鲁迅在上海难以
继续进行收藏，原有的藏品也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散落殆
尽，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不过，鲁迅收藏的很多钱币和版画还是留存了下来，
前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展出鲁迅收藏的版画竟有1800
件，数量之多，可谓一时之盛，由此也可以感受到鲁迅对
收藏的热爱。

（据《人民政协报》作者：刘中才）

鲁迅春节忙收藏

书 人 书 事

《品格（一堂永恒的思
政课）》
编者：《品格》编写组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你是水晶、冬天、葡萄
和鸟》
作者：高源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为深入推进书香洛阳建设，市委宣传部联合市文联、市新华书店，每月推荐好书；在洛阳日报社、洛阳
广播电视台所属媒体及新媒体、百姓文化洛阳云平台开辟《好书推荐》栏目，及时向社会发布，以促进群众性
阅读活动广泛开展，在全市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2月推荐以下几本好书，全市新华书店各门店均有销售。

《春节简史》

作者：张志春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指出春节源头所在，

介绍春节期间各地人民的种种习俗、仪式、活动、物品
等。通过本书，我们会知道春节不单单是除夕夜阖家团
聚和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而是从冬至、腊八、小年、除
夕，直到破五、人日、元宵的整个庆祝过程，其间的每一
个节点都关联着中国人 2000 年来的文化传承与情感
寄托。

《印象春节：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

主编：李浩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26位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骏马奖获得者的28篇作品，呈现出不同时代、不
同作家对春节、人生及文学的理解。在他们的文字中，读
者可以窥见自己，深入理解中国节庆。

《过中国节 守中国礼》

作者：阎建滨
出版社：齐鲁书社
作为“中国人的礼乐”丛书之一，本书第一次对中华

传统节庆礼仪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阐述，文笔简练，轻
松活泼，娓娓道来，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有助于
读者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其时代价值。

《给孩子的节日之书》（彩绘少儿版）

作者：余世存
绘者：林帝浣、张乐家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本书是一堂与众不同的传统文化大师课，囊括春

节、元宵、清明等 16 个重要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节日
习俗、古今演变和名篇典故等，从历史故事、文化传承、
风俗礼节、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用独特的传统文化逻
辑来介绍中国传统节日，利于孩子们培养文学素养，提
高写作水平。

《那年春节没回家》

作者：孙卫卫
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这是一本散文集，有聚焦儿时生活的童年回忆，有相

对完整的成长趣事，也有作者向生活、师长、文化名家学
习的心路历程，还有关于买书、读书、结交书友的书香生
活实录。阅读这些从心灵深处打捞出的文字，可以真切
地感受到文字间辉映的童趣、情趣与理趣，引导小读者关
注内心的成长，带领他们享受阅读的乐趣。（本报综合）

读节日好书 品春节文化

读者在市新华书店挑选图书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