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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在寒风肆虐的季节，
冬日的锁链捆绑着大地。
冷寂之中，人心瑟缩，
渴求着温柔的偎依。

世界被雪轻柔覆盖，
银装素裹，如梦如诗。
凛冽寒风呼啸，似哀歌不止，
枯枝在风中颤抖，苍凉满枝。

然而，冬阳破云而出，
如金线般穿透层层阴翳。
洒在身上，那温柔似母亲的手，
轻轻摩挲，驱走每一丝寒意。

街头，老人在椅上沐浴阳光，
笑纹如花，绽放岁月的安详。
孩童在光影里追逐，
无忧的笑声在空气中荡漾。

冬阳是黑暗角落的明灯，
是困境中乐观的引领。
不仅温暖身躯，更治愈心灵，
赋予我们无畏前行的勇气。

它带来季节的轮转，
更触动灵魂，让我们在时光中沉淀。
在这寒冷的冬日，
珍惜每一缕金黄，感受每一份希望。

冬日暖阳
□胡孝清

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我如同一叶扁
舟，随波逐流，又似一只蜜蜂，穿梭于花丛
之间，汲取着知识的甘露。读书，对我来
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是与古今中外智者
的对话，更是自我成长的阶梯。然而，随着
岁月的流转，我逐渐意识到，真正的阅读不
仅仅局限于有字之书，还有那无字之书与心
灵之书，等待着我去探索、去领悟。

无字之书，是生活的点滴，是自然的法
则，是人间的情感。它没有文字的束缚，却
蕴含着最深刻的哲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眼前是一片落叶纷飞
的景象。那些落叶，好像在诉说着生命的轮
回，让我深刻体会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
作春泥更护花”的意境。那一刻，我读懂了
自然的语言，感受到了生命的不息与坚韧。
这便是无字之书给予我的启示，它教会我观
察生活，感悟自然，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心灵之书，则是内心深处的自我对话，
是对灵魂深处的挖掘与审视。记得有一次，
我独自漫步在黄昏的海边，海风轻拂，涛声
阵阵，我的心绪也随之起伏。我开始反思自
己的人生，思考存在的意义，那些平日里被
忽略的情感与梦想，在这一刻变得格外清
晰。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
作者，只有勇敢面对内心的真实，才能书写
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心灵之书，让我学
会了自省与自我超越，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最
宝贵的财富。

有字之书，自然是我知识积累的主要来
源。从《史记》的纵横捭阖到《红楼梦》的
爱恨情仇，从 《时间简史》 的宇宙奥秘到

《小王子》的纯真哲理，每一本书都像是一
扇窗，为我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新世界的大
门。我记得在一个雨夜，手捧一本《百年孤
独》，窗外雨滴敲打着窗棂，书中马尔克斯
笔下那个奇幻而又真实的马孔多镇，好似与
我所处的现实交织在一起，那种超现实的体
验，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读有字之书，让我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眺望远方；读无字之书，让我学会在平凡
中发现不凡；读心灵之书，则是一场向内的
自我探索之旅。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
了我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正如古人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未及万里之
行，但心灵的旅程已跨越千山万水。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在这3条阅
读之路上深耕细作，不断拓宽视野，深化理
解，力求成为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因为我
知道，每一次翻阅，无论是有字还是无字，
都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滋养，是对生命深度
的一次挖掘。在这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阅读
之旅中，我将不懈努力，直至成为那个理想
中的自己——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心怀天
下，眼含星辰大海的真正读书人。

书香三径
□郑显发

2025 年 1 月 22 日，是腊月二十
三，即北方民间所说的“小年”（南
方的“小年”在腊月二十四）。小年
这天晚上，不论达官贵人，还是普通
百姓，家家户户上都要“祭灶”，以
求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而小年祭灶之风俗，在我国民间
由来已久。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
礼仪著作加以辑录并编纂而成的《礼
记·月令》 中就明确记载：“祀灶之
礼，设主于灶径。”灶径即灶边承器
之物。可见祭灶在秦汉以前就已成例
制。西汉刘向所整理编写的 《战国
策·赵策》中也记述：“复涤侦谓卫君
曰：臣尝梦见灶君。”这就说明我国
民间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有祭灶之礼，
且历代相沿成习。不过，古时的小年
祭灶在不同的地方日期也不尽相同。
自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每年腊月二十
三皇帝都要到坤宁宫祀神，为了节省
开支，皇帝顺便把灶王爷也拜了。此
后，王族、贝勒随之效仿，都于腊月
二十三祭灶，并逐渐传到民间，祭灶
方集中在小年二十三前后。此时，在
外做官、经商或读书者，都要在祭灶
日前赶回家团圆，吃自家做的祭灶糖
果，以求灶神赐福、来年全家平安。

送灶神，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
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
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
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后在
边上摆好用竹篾扎成的纸马并供奉上
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
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
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
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
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
话。唐代纪实类文学书籍《辇下岁时
记》 中就有“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
命 （即灶王爷） 醉酒”的记载。人
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
像揭下，和纸马一起点燃，意寓灶
王爷升天了。有的地方则是晚上在
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松树枝，再将
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请出神龛，连同
纸马和草料，点火焚烧。院子被火
照得通明，此时一家人围着火叩
头。有壮马，有草料，灶王爷回天
庭一定会一路顺风。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
遍，鲁迅先生曾写有 《庚子送灶即
事》 诗：“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
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并
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进一步记载

说：“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
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
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
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
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
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
话。”鲁迅诗中提到的“黄羊”，则典
出南朝范晔编著的 《后汉书·阴识
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
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
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
祀后，暴至巨富。至识三世，而遂繁
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
焉。”阴子方看见灶神，杀黄羊祭
祀，后来交了好运。从此，杀黄羊祭
灶的风俗就流传下来了。

另外，我国民间还有“男不拜
月，女不祭灶”之说。据说，灶王爷
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因为男女授
受不亲，加之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男尊
女卑的原因，祭灶也就成为家庭男子
才可以参加的民俗活动。南宋诗人范
成大的《祭灶词》一诗中也有“男儿
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的表
述。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上女
性地位的提升，这种限制女性祭灶的
行为已经逐渐消失了。

闲话小年祭灶
□袁文良

2004 年 12 月，我们从阴冷的长沙
飞往温暖的海南岛。从几度眨眼到了
20 多度，于是在三亚凤凰机场一落
地，我们便忙不迭在这独有的机场更衣
间脱衣换裤。衬衣T恤，走进明媚和煦
的阳光下，顿时有身轻如燕的感觉。

此番海南之行，我们一行六人在三
亚玩了三天后，租了部大众威然车，开
启自驾游。沿东线直奔海口，海口待两
天，然后再走西线玩下来——到儋州寻
东坡足迹，上海花岛看人造奇观，抵东
方逛昌顺市场，赴乐东访莺歌海盐场，
回三亚登崖州古城。

一路畅行，欢声笑语。走走停停，
椰风海韵，文豪诗踪，开发胜景，人间
烟火，一路且行且珍惜。

我以往有个错觉，认为来海南打拼
的外省人中湖南籍的应该为最，就像深
圳，深圳不是有“湖南省的省会”之称
吗？而这次上岛才发现，海南遍地都是
东北人。

一出凤凰机场，开滴滴车来接我们
的是东北师傅；在火车头万人海鲜大市
场，给我们端上湘味海鲜的是东北“店
小二”；在东方最大的生鲜农贸市场昌
顺市场，来来往往的顾客、忙忙碌碌的
店主都操一口东北腔，恍如到了白山黑
水间的大集市，这昌顺市场干脆俗称

“东北市场”。
有这样的统计数据，海南省 1000

多万常住人口中，东北人占了 100 万；
相传三亚的3套房中就有一套是东北人
的。难怪海南被戏称为“东北第四
省”。如溯源，1950年解放军四野的指
战员乘木帆船渡海，浴血奋战，打垮盘
踞的国民党反动派，把解放的红旗插上
了海南岛；而后，一部分队伍留驻海
南，四野的将士们多来自东北那旮旯，
成为上岛的第一代东北人。

在儋州海花岛二号桥旁，我们见到
了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登陆点纪念碑，
纪念碑面朝大海，后面是渡海战士雕像
和烈士墓，不远便是林立的高楼和缤纷
的闹市，两相映照。海浪声声，诉说着
血与火的历史与锦绣的华年。

开车拉我们上酒店的东北师傅来自
伊春，一位健壮健谈的汉子。这位一边

把车开得又快又稳，一边与我们呱呱
“唠嗑”，滔滔不绝。他讲起自己在东
北老家下岗，跟几个伙伴一起下海
南，跑推销、发广告，干过不少行
当，攒了点钱就在这边买地建房子。

“怎么不在这儿买房子？”我问。“你说
有什么比住在自己建的房子舒坦？这
话没毛病吧？”言语间洋溢着满足和快
乐，说着说着，他总是习惯性地加句

“这话没毛病吧”作为后缀，显得既诚
恳又亲近。

“你们别在这儿找海鲜吃。三亚的
海鲜量少还不便宜，在这儿吃海鲜不
如回家去吃。”临别时，伊春师傅特地
嘱咐。

我们没有完全听从他的劝告，还
是去了“火车头”吃海鲜。虽然对过
去三亚海鲜餐馆宰客的负面报道心有
余悸，但来海边总得吃吃海鲜吧。这
一吃还不错，量足又好味。带我们去
的导游阿言说，现在的海鲜大市场都
是明码标价，比以前规范多了，各方
面管理也更严格。

海鲜终究没多吃，水果可是不少
吃。正如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唱的：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花果遍地栽，
百种水果百样甜，随你甜到千里外。”
举目所及，海南岛上真是处处瓜果飘

香，惹得人口舌生津，非大快朵颐不能
解馋。尤其让人停不下来的是，“好吃
还便宜！”

海南的水果真是甜，香香甜甜还多
汁多水。喝了 5 块一个黄椰子的椰子
水，吃了5元一个的菠萝，还吃了火龙
果、西瓜、香蕉、葡萄，更尝了从前未
试过的新奇水果，百香果和燕窝果。惟
惟葭姐妹在海口款待我和朋友，餐前吃
的就是百香果，吃一口，软软糯糯直甜
到心里去。

这一路，同行的3位淑女露出吃货
的真面目，见到街边水果摊就眼睛发
亮，嚷嚷着要下车……结果还闹出笑话
来。逛海口骑楼老街时，某淑女见到一
店面摆出方切开的燕窝果，鲜嫩欲滴，
便上去拿起一块就往嘴里送，旁边两位
年轻人露出惊愕之色，不过很快又面带
微笑，穿制服的店员忙提醒，这是人家
刚买了的。“啊，我还以为是试吃的
呢。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好东
西要共享。”几个人都乐了。

椰子堪称海南的标志性水果。在儋
州东坡书院，我读到了一代文豪写的这
首《椰子冠》：“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
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待空
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
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

违时。”
痛饮椰子酒，戏造椰子帽。如此名

士风流，苏东坡何其潇洒旷达！想当年
他老先生又是何其潦倒困窘。东坡先生
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往往被一贬
再贬，“身行万里半天下”，在10多个
州县任过职，花甲之年更是被贬海南儋
州。宋朝的海南极其荒凉，这是当时朝
廷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宦海浮沉，
苏东坡自然心知肚明，他对家人说：

“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之便做墓。”
他抱定一去不返之心。

东坡先生到哪里都是一团照亮黑暗
的火。苏东坡居儋三载，劝和劝农劝学
劝医，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食
芋饮水，以著书为乐”，完成了对《易
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修订，并
撰成 《书卷》 20 卷。据统计，苏东坡
在海南共创作诗 169 首、散文 128 篇、
辞赋5篇、颂18篇、铭4篇。

穿越时空，苏老夫子若看到今天海
南之繁华胜景，看到今朝海南岛上人们
怡然自乐，当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
春作伴好还乡”，何等欣慰，何等意气
风发……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晚报社）

请到天涯海角来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瓜果遍地栽这里瓜果遍地栽

□□许参杨许参杨 文文 胡人胡人 摄摄

城市作为承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空间载
体，其文明程度既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效
的重要标志，也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城市发展理论，
打造体现中华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城市，是
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李义杰的《“文明范式”城市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文明新论》立足中国城市
发展实践，试图构建一种既能体现中华文明
深厚底蕴，又能展现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活力
的城市发展范式。该作品最显著的学术价值
与贡献在于提出了“文明范式”城市这一概
念与理论。作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随着全球文明秩序的调整以及传统城市
发展模式遭遇诸多问题和挑战，亟须探索新
的城市发展范式。而以“文明”为核心、为
价值引领的城市发展理念，可以为当前全球
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该理论强调以文明
为核心视角和框架来认识和引导城市发展，
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明精神有机融
合，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具有
很强的创新性和包容性。

该作品以宁波为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了
该市在历史文明传承、现代文明建设、国际文
明交流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为“文明范式”城
市理论提供了生动的经验支撑。作者认为“文
明范式”城市应当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共同
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国际文明交流互鉴，充分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尤其是在“全球
文明倡议”背景下，作者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
析提出，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同时也是文明
秩序的空间响应，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及文
明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不仅
是国家文化或文明的孕育生成空间，而且是

“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传播平台”。
作者明确指出，“文明范式”城市理论

是基于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文
明新形态探索的一种理论性总结和提炼，其
相关概念、范畴及主体框架内容等的阐述还
不够完善，是一种初步的理论探索。这种学
术自觉难能可贵。从研究方法看，该书采用
了历史研究、案例分析、实地调查等多种方
法，数据翔实，论证严谨。特别是对宁波这
一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建构提供了
较为丰富的经验基础。在国际比较研究方
面，该书对阿姆斯特丹、多伦多、伦敦、纽
约和新加坡等国际城市的考察，视野开阔、
内容丰富，为我们理解不同城市文明的差异
性和共通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当然，该著作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
的地方。例如，从全球来看，“文明范式”城市
理论的普适性和操作性有待进一步论证，若能
进一步丰富与国外城市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对
话，将使研究更具说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也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支撑。

在全球城市化深入发展、人类文明交流
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建设更具包容性、可
持续性的城市，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
题。作者从中国城市发展实践出发，提出

“文明范式”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不仅为中
国城市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全球城市
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期待这一理论在未来
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副院长）

城市的文明范式
□陈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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