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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茶文化史》是潘城为姚
国坤先生撰录的一部传记，从某种角度
看，也是姚国坤先生的一部个人生活
史。我则以为，这是作者多年撰写的诸
多文字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对我们这些
受过姚先生教诲的学生而言，此书当得
上是一片重要的茶叶。姚国坤先生是当
得起这部书的标题的。他一个人，的确
就串起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特有的“茶
文化史”。

潘城抓住了姚先生的两个特点，首
先是姚先生基本参与了中国茶产业从U
形底部走向顶部的全过程，这当中的艰
难曲折渗入了这部书的字里行间。作为
一个出生在茶乡的茶人，从个人命运到
时代命运，如此密集地与茶结合，犹
如茶与水的浸润，姚先生算是茶人中
的一位典型。其次是跨度的横跳。潘
城不是只抓住茶事业一条线进行叙
述，而是把茶人生活的全部横断面展
开，把许多在别人眼中的素材边角料纳
入正史，姚先生亲历了大时代中各个关
键环节的茶事，具备了叙述茶界众多事
件的全面性和全息性，是极为难得的一
位历史口述者。

当然，这也应该归结于采访的长期
与细致，使采访主体能够进入记忆深远

处，挖出许多与他在一起从事茶事活动
的人们也一知半解的事例。比如我们
知道姚先生是有名师指导的高才生，
但我们竟然不知道他师从李联标先
生，这位著名的茶学家、茶树栽培专
家，茶叶科学研究先驱之一，在国内
首先发现野生乔木型大茶树，为研究
茶树起源与原产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但姚
先生自己从来不说，现在想起来，感
觉他们真的在精神上很相像。

潘城描述姚先生的许多往事，有的
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作者描述的
姚先生在非洲马里的那段日子，是我最
喜欢看的段落。他在那里的神奇业绩，
包括后来差点又要去巴基斯坦种茶的往
事，读起来津津有味，可以想象姚先生

一口余姚普通话手舞足蹈的开心形象。
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快 90 岁

了，每天要写 2000 字，他惊人的记忆
力和创造力，有时简直会让我们目瞪口
呆。他出版的书内容有关于中国茶文化
史、世界茶文化史、杭州茶文化史、浙
江茶文化史等。他跑遍了中国的每一个
茶区，他的发言永远言之有物，他的脸
上永远是笑嘻嘻的一团和气。

去读一读这部茶学与茶文化复合的
专家学者的人生传记吧，读后你会沉思
的，你会看到那片丰厚稳重的茶叶，在
风中摇曳……

《一个人的茶文化史》
潘城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5年2月出版

那片丰厚稳重的茶叶
□王旭烽

相信每个首次登上长城的朋友，
都曾经被长城那磅礴的气势所震撼。
有的人因为这种震撼，踏上了走遍长
城之路，用双脚和时间来证明他对长
城的热爱。也有人因为这种震撼拿起
了画笔或相机，用作品呈现长城在他
心中的美。我们父子二人也是因为这
种震撼，产生了对长城的好奇。自
1984 年以来，这份好奇心一直驱使我
们带着求知的心态，不断探索长城。

最初，走上长城，攀到高处，只
见绵延的长城望不到尽头，我们以为
已经了解并观赏了长城，回家后会在
拍摄的照片后面写下时间和地点来作
为记录。但随着实地考察长城所收获
的知识越积越多，我们才发现这只是

“看到”了长城，而不是“观赏”了长
城。如何消化这些观察所得并将其变
成营养，成了一个难题。如何才能从
更高层次来归纳不同地段长城的特
点，以及我们感受上的差异呢？经过
多年的摸索，我们渐渐体悟到，只有
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长城，长城的特
点才能被发现和观赏。

那么，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
的本质是在客观事物中发现美的规
律。画家从绘画艺术的视角去观察长

城，摄影家从摄影艺术的角度去观察
长城，而若想全面、系统地将人类对
长城美的感性认识提升到艺术高度，
就势必要格外关注长城的细节以及其
形态构成。

作为经典古建筑，长城的建筑本
身蕴含了大量的细节，相关领域也早
有中国古代建筑专家在努力研究，在
这里我们无意班门弄斧——然而，长
城上丰富多样的墙、台、门、楼、雕
刻该如何欣赏，又绝非“古建筑”三
个字可以简单涵盖。关于“长城的形
态美”这个概念，我们所获得的启发
最早来自 《中国艺术教育大系》 中由
辛华泉先生著述的《形态构成学》，其
中对构成的目的、形态的分析等论述
令人思绪豁然开朗。

“长城形态说”就是适应新时代长
城观赏与研究的新发展而产生的。它
以长城建筑为研究对象，从三维空间
的角度，观察长城形态的各种构成元
素以及组成方式。在本书中，我们归
纳整理了过去几十年来观察长城所积
累的资料，抽取其中类同的部分，并
用形态构成的方法比对其异同，力求
将长城的形态美分类归纳、清晰有序
地介绍给读者。期望大家不但能从艺
术的高度来观赏曾经看过的长城，还
能留意到长城上许许多多不曾被关注
的细节之美。

《长城形态图志》
严欣强 严共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年1月出版

细致系统观察长城
□严欣强 严共明

《喜马拉雅的种子》介绍了青藏高
原珍稀的野生植物资源，揭示了它们在
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焕发出的顽强生命
力，以及为了适应环境所展现的令人惊
叹的演化奇迹。书中从喜马拉雅山脉的
崛起、植物种类的多样性讲起，阐释了

高原植物与动物、人类紧密依存的关
系，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共存
共生。

洪德元（中国科学院院士）：《喜马
拉雅的种子》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很
好地传播了科学知识。科学看似高深莫
测，实际上科学就在我们身边。从一片
飘落的树叶中领悟流体力学的原理，从
鸟儿的迁徙中思考生态平衡的自然。科
学就在一棵树、一朵花、一颗种子中
间。科学蕴含着理解世界、改善生活的
密码，也是提升自我、丰富人生的钥
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
一个又一个新世界。

《喜马拉雅的种子》是一次全新探

索。在人迹罕至的高原上，无论壮美的
高山大河，还是一粒细如尘埃的种子，
都在创作者的视野之中，而且同等重
要，这是对自然的致敬。

张宪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青藏高原上不同区域、不同环
境下生活着大量极具特色的高原特有
植物种类。《喜马拉雅的种子》将带读
者走近大地拓荒者——地衣，古老的
树蕨，高大的松、柏，驰名中外的高
山花卉杜鹃花、绿绒蒿和马先蒿，以
及干旱荒漠植物胡杨、柽柳等，能够
让读者了解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
和物种的多样性。

何小青（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为国家
生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了数千万颗种子，
他们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的
地方，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喜马拉雅的种子》历时近3年，在植
物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专家的指导下
得以出版，展现了青藏高原植被的多样
性和中国科学家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中
国在生态保护和为全人类保护种质资源
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喜马拉雅的种子》
曲丽萍 杨凯迪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5年2月出版

品鉴高原植物多样性

2022 年 7 月 一 个 阳 光 明 亮 的 午
后，我在烟台的海滨沙滩陪伴家人度
夏，接到作家张炜先生的电话，得知
山东文艺出版社拟创办大型纯文学刊
物《万松浦》。他提议刊物设立一个关
于儿童文学的对话栏目，由我牵头栏
目的相关事宜。

我知道张炜先生一直珍视儿童文
学，他的信任，鼓励我接下了这个
工作。

经过反复琢磨，栏目定名为 《贝
壳谈话录》。“贝壳”是一个富有儿童
文学与童年色彩的意象和名词。它让
人想起童年与沙滩，碧海与蓝天，让
我们想起萧平先生的儿童小说名篇《海

滨的孩子》……
确定了栏目名称，接下来，设计每

一期的话题和子话题，确定谈话的同行
或相关专业的师友名单，拟写并发出邀
约函，整理对话稿并与谈话录栏目的责
任编辑保持沟通和交流……就成了每一
期循环往复的事务。

作为这个时代儿童文学生活的参
与者、见证者、思考者，我们不难发
现儿童文学在当代的活跃与兴盛。作
为与童年的生活、审美、神性“声气
相投”的文学门类，从古至今，最能
够洞悉童年秘密的人们，往往是那些
优秀卓越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应该
是一些能够怀着真正的同情和心思进
入到孩子的世界里，和他们一起看世
界、看生活的作家，也应该是一些懂
得儿童生命中最珍贵的价值藏在哪里
的写作者。正如儿童哲学家马修斯所
说的那样，对儿童世界最为敏感的成
人，不是发展心理学家，不是教育理
论家，而是写儿童故事的作家。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理解童
年不只是理解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它
也是我们理解人性、打量人世间一切
的起点。

然而，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
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触目。设立 《贝
壳谈话录》 栏目的初衷，即是希望能
够邀集相关作家、学者、编辑、阅读
推广人等，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
阅读等方面的艺术与文化问题，展开
具有前沿性、现实性和开拓性的对
话。一年间，我们谈论了“中国儿童
文学需要什么”“什么是儿童文学的
艺术常识”“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

“如何构建儿童文学的艺术高度”“跨
界写作给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我
们从儿童文学中学到了什么”等话
题。从张炜的儿童文学“可能是精致
的 平 易 、 深 刻 的 浅 显 、 复 杂 的 简
练 ”、 张 之 路 的 “ 它 表 面 上 柔 弱 如
斯，但是它可以力克金石”、梅子涵
的“儿童文学是有天性的”，到刘海

栖的“要接受八面来风，既不画地为
牢，也不妄自菲薄”、秦文君的“不
仅要描绘什么，还要隐藏什么”、李
浩的“你要在你的写作中注入自己

‘遮遮掩掩的真相’”、周晓枫的“作
家 应 该 永 远 是 一 无 所 有 地 全 力 奔
跑”……参与对话的各位友人倾力投
入，贡献卓见，饱含着对于童年及其
文学事业的深情和远见。而各位的专
业合力与智慧碰撞，最终在这本 《贝
壳谈话录Ⅰ》里得到了汇聚和呈现。

归根结底，以真诚、善意与审美
的智慧为孩子们写作，应该是儿童文
学及其作者关乎童年的根本伦理。正
如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童年是世界
的寓言，在这里，一个孩子的欢笑是
全世界的满足，一个孩子的眼泪是全
世界的忧伤。

《贝壳谈话录Ⅰ》
方卫平 等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童年是世界的寓言
□方卫平

■书事

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
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
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
本榜、月度科普榜，为读者推荐近期
精品新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排行
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能为读
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推
荐，敬请关注。

好书品读月度书榜（2月）

国宝

祝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片：北京中轴线非遗

之旅

本书编辑部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所认识的大先生

顾明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小说三十家

孟繁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哪吒

周楞伽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方建勋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我的教育观

丘成桐
中信出版集团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蔡崇达
作家出版社

做书：编辑那些事

徐海 刘颋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运河：发现、传承流动的文化

帝都绘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好书品读月度科普书榜（1—2月）

传承：大国工程 使命担当

中国工程院 编
文津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技遗产

戴吾三 等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通用人工智能的中国蓝图”

系列

朱松纯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走近科学：科学家带你探究科学

前沿

梁偲 等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认识中国观天

郭红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天问一号·俯瞰火星

刘建军 耿言 等 编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喜马拉雅的种子

曲丽萍 杨凯迪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工智能通识

段玉聪 朱绵茂 编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

奇幻的世界，熟悉的世界：太阳

系探索之旅

[美］邦尼·布拉迪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基因，这么聊我就懂了

尹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