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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4■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吴向阳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
银版照相机。1842年，照相机随美国外交使团进入中国，
他们拍下的照片已无法找到。1844年，法国海关官员埃
吉尔在澳门和广州拍摄了一批照片，包括中国官员的肖像
和城市风光，这些照片收藏在法国的博物馆里，是我们能

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影像资料。1846年，英国医生迈凯莱
在香港开设照相馆。1852年（另一说为1856年），法国商
人李阁朗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由此，摄影在中国沿海逐步
普及开来。照相机进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更晚一些，何时进
入的重庆，我还没有找到可信的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
至迟在1890年代就出现了以重庆为拍摄对象的照片。重
庆的早期照片资料，不时会有新的发现，也吸引了收藏者
和研究者的关注，但我们见到的重庆老照片，数量并不多，
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照片，就更为稀少。

收录于《老重庆影像记录》一书中的近300张老照片，
来自意大利罗马城中的一座影像资料仓库。这些照片是
何时、何人存放于此的，已无从知晓。重庆的一个文化访
问团体偶然发现这些蒙尘百余年的照片，进行了复制，并
带回国内。这些照片背面手写有简短的英语说明，记录拍
摄的地点、建筑名称或人物身份。少数几张照片上写有拍
摄的时间，这些时间中最早的是1899年。

由于不知道摄影者的身份，不知道拍摄的缘由、目的，
大多数照片没有标注拍摄的时间，所以很难对这些照片进
行系统整理和学术解读。本书的编者只能按照主题的不
同，把照片归为“市井与生活”“建筑与风光”两辑。即便在

我们面前呈现的是显得凌乱的“素材”，但它们终究弥补了
重庆早期影像资料的缺失，我们依然能从这些“素材”中直
观地、立体地把握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在世纪之交风云变
幻中的风貌，让我们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的热爱有了画
面作为依托。

这些画面中，普通的劳动者大都缠着白色或者蓝黑色
的土布帕子，其实这样的打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街
头还能见到。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挑水工，在我们阅
读这些照片时，似乎就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他们赤
脚或穿草鞋，担一前一后两个硕大的木桶，沿着石阶从城
门洞里进城。洗衣女工则用背篓或竹篮把衣物担到江边，
就着江岸的岩石，或蹲或跪，认真地搓洗衣物。街景照片
中，有的是或疾或徐的行人，其他则有滑竿、黄包车这样的
或旧有或新引进的交通工具。还有一张照片，则是穿长
衫、戴瓜皮帽的一众路人，围观一辆现在看着是老爷车，在
当时绝对时髦的奔驰轿车。

这些“素材”虽显凌乱，但十足丰富。我们能看到船夫
和他们的船、船运的货物，看到农夫和他们操持农具在耕
作，看到成渝东大路上的脚夫——其中有挑着方形竹筐的
挑夫和用滑竿抬着赶路人的轿夫。印象较深的是一组学
校的照片：整齐的现代校舍里，有的学校学生着规范的西
式校服，有的学校学生则穿着传统的中式大褂。从教室的
黑板上，看得出既有传统的珠算课，也有现代的物理课。
甚至，我们还看到一支颇具模样的学生橄榄球队。

此外，本书的丰富内容还有这些：插着五色旗的街道、
米行、肉市、茶馆、医院、寺庙、骑楼、迎亲的队伍……它们
加在一起，就是重庆这座伟大城市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
社会转型时期的巨幅“清明上河图”。这些珍贵的照片，
让我们听到了从历史的方向吹来的风，触摸到了一座有
温度、有气度的文化名城。这是重庆城的城市气质，是重
庆人的历史记忆。阅读这样一部由一张张黑白照片组成
的重庆影像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来路，
十分值得！

□张娓

说到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清香还是醇厚？苦涩
还是甘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留下无数名诗，作为爱
茶人，我尤爱他的《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
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让我们找到最舒服的方式坐下，用清凉甘甜的山中
泉水来慢慢煮一壶茶，看着炉火把茶水煮沸，纷扰与烦恼
渐渐远去，内心变得平静而愉悦。煮好的香茶，我们斟上
一杯，献给所有喜欢茶的朋友，不需要理由。

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想想人在草木
间，会是什么样的情境和心境？看着青绿，嗅着清新，何
等的安逸舒适。对中国人而言，茶是物质的，开门七件
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能止渴，提神，暖胃，清心。同时
也是精神的，琴棋书画诗曲茶，名列七艺。在中国人心
中，茶，来自于大自然，吸收天地之灵气，从古至今，都被
誉为神圣之物。

茶，由遍尝百草的神农氏发现并运用，最初是药用，食
用，慢慢演变为饮用、品用。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诠释了中国智慧的和合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核。中国人的制茶、泡茶、品茶，从精神层面而言，呈现
的是平和包容与含蓄内敛。茶席上通过公道杯分茶强调
的是平等与分享。恭敬上茶，长者为先的茶礼彰显着中国
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茶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经常有朋友叫我推荐茶书，我首先推荐陆羽的

《茶经》。从古至今，著名的茶书很多，陆羽的《茶经》是史
诗级的茶学经典，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中永远熠熠生辉。
最近偶然读到《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容丰富且妙趣
横生，郑重推荐给喜欢茶的朋友。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由《三联生活周刊》前专栏
主笔王恺所著，作者思维活跃感受细腻文笔优美，因此
该书兼具科普的严谨与随笔的优雅。如同作者所言，这
本茶书，不是茶城里的口水话，而是一本正经的研究和
叙述。拿给茶路新人看，可以作入门之路径，作为一本
茶学的书籍，亦可以做时代之见证。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中
国茶史，作者按照自己的调查方法，从茶书茶具来探究茶
史，有专业人士佐证，而非言之无物的照搬资料。第二部
分为茶之味，解读了中国人喝茶之本在于热爱茶之香气，
茶有真香是每个爱茶人的信仰。这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是
本书的精华，把近年来大家关心的茶问题一一罗列，并诚
恳地给出力所能及的答案。比如大热的普洱山头茶是怎
么回事？普洱生茶与普洱熟茶的本质区别？红茶为何如
此包容？为何金骏眉风靡国内而祁门红茶却享誉世界？
遗憾的是作者放弃了写白茶，他认为白茶制作和冲泡都相
对简单。一位资深茶友说过，无论你的茶之路从何开始，
你的茶之路终点殊途同归，大概率是老生茶和老白茶。深
以为然，白茶的简单，朴素，自然，温润，甘甜，非常值得细
细品味。白茶可以焖泡，很适合做行走的茶，对在路上的

茶友特别友善。白茶含黄酮素，有消炎杀菌功能，上火喉
咙不舒服，喝白茶会有明显改善。

书中还有第三部分“人与茶”，第四部分“茶器”，第
五部分“茶室与茶会”，第六部分“茶道之旅”。作者自
述，这六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伟大的陆羽著作《茶
经》作呼应，涉及到茶之风土，茶之制作，茶之器物，茶之
冲泡，茶之礼仪，为当下十年来中国茶作了一个时代记
录，近乎一本当代的《茶经》寻访记录。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连文字都透出茶香。除
了写茶史、茶道、茶器、识茶、泡茶、品茶，作者还寻访了
多位有独特经历与经验的爱茶人。他们的故事，是茶文
化的科普，也是茶人情怀的深情表达。

茶圣陆羽给茶人下了一个定义：喝茶，最宜“精行俭
德”之人。“茶性俭”，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味觉体系与审
美形态。换言之，喝茶品茶，从古至今都是一条去浮消
躁回归宁静的修心之路。

有人说，茶的一生大不易，长在地里，被人采摘揉
捏，高温炒开水泡，最后还要把芬芳和甘甜奉献给人
类。但反过来想，如同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样，茶正是经
过了各种磨难煎熬才从树叶变成香茗，获得了生命的终
极价值和意义。

喝茶本身是简单的事情，不必盲从，适口为珍，找到
自己喜欢又适合自己身体的那一款茶就足够。如何找
到？相信你的身体，它会如实告知你。从喝茶到懂茶，
可以从读这本《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开始，但也仅仅
是开始，茶路漫漫，茶文化广袤丰盈，需要无尽地探索学
习。佛学家、社会活动家及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有一句经
典茶语：“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迷茫焦虑的时候，
记得来杯茶，给身心以细致温柔的呵护滋养。

万语与千言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不外吃茶去
——读《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有感

如何克服心魔，不再对高
糖食物心动？现在，作者张晴
琳和营养师一起，利用简简单
单的超市食材，制定了科学的
瘦身计划，分享给想要实现减
糖的你。

《日日减糖》是一本科学
的减糖食谱，作者张晴琳是一
位全职宝妈，创立了“日日减
糖，择食生酮”社群，分享抗糖
心得，为大家解答关于减糖、
瘦身、料理的问题。全书以蔬
菜区、海鲜区、肉类区作为组
织分类，以常见的超市食材为
原材料，提供科学的烹饪方

法，合理的烹饪步骤，让读者可以轻松实践，做出美味多变的
减糖料理。这本书的每一个减糖食谱，都通过了专业营养师
的精心计算，让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营
养成分，对热量等关键信息了然于胸。同时，这本书还传递给
读者一个信息——减糖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相反，它很简
单，减糖餐好做更好吃。

瘦身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进行科学搭配食材和营养，
本书提供的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做饭的时候我们
可以看一下食物的营养物质含量，参考一下书中提供的食谱，
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瘦身减糖。《日日减糖》既讲了减糖的原
理，又讲清了营养物质搭配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让健康饮食和健康生活成为
我们美好生活中的幸福快乐的事。6大食材区68道减糖料理，
跟着这本书，我们可以养成减糖好习惯。跟着这本书，走进你
家隔壁的超市，用简单的料理方式，轻松实践日日减糖吧。

□崔均鸣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作家连谏最新长篇小说
《流年》，近日入选“文学好书榜·2023年8月入围好书”，
其推荐语中这样写道：“故事发生的地点虽然设定在高
密市起风镇，但其历史标本意义却涵盖了齐鲁大地上的
一段并不轻松的历史段落。捧读《流年》，可以让我们再
一次深入现实生活的肌理深处，回望那片广袤而又沉默
的土地。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也许普通，但却从不缺
少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据知，这是作家从事职业写作20余年后，一部极具
个性的作品。全书由《再婚记》《寻亲记》《成婚记》《求医
记》《亲缘记》5个完全可以独立成章的中短篇小说组成，
与此同时，上述5篇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结局等细节又
互相照应，彼此关联，由一条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当下
的时间线纵贯始终。沿着岁月的河流，故事里的主人翁
前后登场，相关情节渐次铺陈，最后合成了李兆行、李大
卡、李第一祖孙三代的流年往事。

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再次展现出了言情叙事的写作
特长。爱情、亲情、乡情纠缠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乡
风、乡俗、乡语幽微而生动。

李兆行迫于母亲的压力虽然撵走了妻女，但他自由
追求爱情的火苗却并没有熄灭。他的爱情故事似乎很

“不讲究”，但在节骨眼上却有担当，能扛事。李兆行视
若己出的养子李大卡并没有知恩图报的品行，但是，他
面对儿子的种种忤逆之行，也没有放弃一个父亲的责任
和义务。这种亲情虽有瑕疵，却朴素而又透明。李第一
是走进现代社会的小镇青年，在他的身上集合了爷爷和
父亲的某些优良品德和瑕疵。在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他
依然保持对爱情的纯粹和执着，对亲情的渴望和维系。

复杂的人生，纷乱的人际关系，生而为人的苦痛与
酸甜。那些发生在起风镇上的故事沉重而又泥泞。作
者坦言“我和故乡的每一个人，都是高密这片大地上成
精的泥土。我们行色匆匆，低笑轻语，脚踏大地，眼望星
辰，蝼蚁般地下蛮力建设人生，就像不知死亡终会将自
己两手空空地带走。”

我们知道，作家连谏30年前从高密农村懵懵懂懂地
出走，来到青岛。在这不长也不短的过程中，试着熟悉，并
努力在作品中反映城市生活是她被城市主流社会接纳的
最佳路径之一。事实上，以《门第》《家有遗产》为代表的
30余部作品基本都是以青岛为背景展开的故事。然而，
从去年开始，她的长篇小说《迁徙的人》横空面世，今年又
有《流年》（作家莫言题写书名）正式出版。以此为标志，意
味着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开始在精神上回归故乡。

从物理逃离，到精神回归，兜兜转转了30年。如果

30年前的物理逃离以物质追求为核心，那么30年后的精
神回归则以灵魂升华为前提。此时，作家不仅仅是“重
归沃野，往日历历”，而是“更深一层明白了生命的意
义”。这种文化层面的升华便具有了丰盈的哲学意味。
如此坚持下去，起风镇就会成为她精神和情感上的归宿
地，成为其作品语境里永远走不远的精神故乡。

坦率地讲，连谏关于故乡起风镇的作品刚刚开始，
但其开始的时间节点却恰逢其时。因为，在经历了30余
年的写作习练之后，她的创作状态已近化境。不仅具备
了写人状物的“间间小技”，还拥有了直视人心沟壑的

“闲闲大智”。这个时候，在作家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故乡
不再是简单的，贫瘠的，落后的；而是立体的，多维的，深
刻的。如同连根带土拔起一簇野草，全面审视其生命的
全貌，畅想其顽强长成的整个过程，一定会触摸到那些
潜伏于高密大地深处的文化余温。

李兆行、李大卡、李第一的后代和亲戚们，以及那些相
熟或不相熟的乡亲们，要在起风镇顽强地生活着。无论如
何，他们都是北方大地上一株株迎风而立的野草，摇曳中
自带一种独特的风姿。如同长篇小说《流年》，它让我们深
刻地记住了起风镇，以及起风镇上发生过的如风往事。

初探小说初探小说《《流年流年》》里的故乡情结里的故乡情结

百年前的重庆城由远及近百年前的重庆城由远及近
——《老重庆影像记录》编后感悟

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
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
何实践过程如此困难以至于使
某些人甚至采取切胃的极端措
施减肥？于是，作者从新陈代
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
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
图解答食欲的产生原因和节食
与肥胖的联系。

“许多科学家开始认识到，
影响肥胖水平的并不是人口食
物供给中热量的数量：天然食
物并不会让人发胖。是的，导
致肥胖的是食物的品质。”作者
安德鲁·詹金森是伦敦大学生
命与医学学院的访问学者，是
一名肥胖外科医生和普通外科
高级顾问，他在书中这样写

道。安德鲁·詹金森在全球各地宣传他的肥胖研究，并教授他
从事了15年的减肥手术。本书通俗易懂，语言风趣，虽然涵
盖了医学、生物学及地理学等多学科背景，专业知识较多，但
作者较少使用专业术语，而是运用能让普通大众理解的字词
和阐述方式，同时借助图片以帮助大众更好理解内容。书中
聚焦全球都关注和被困扰的减肥问题，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探
讨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关系，点出以往大众认为减肥失败是自
制力差等错误归因和拼命节食才能瘦身等错误方式，有助于
帮助读者高效健康地减肥。

如何高效健康地减肥瘦身如何高效健康地减肥瘦身
两本新书给你答案两本新书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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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重庆影像记录》
作者：重 庆 亚 美 欧
文化交流发展中心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新近出版的《老重庆影像记录》，从1000
余张高清照片中遴选而出，这些照片全部拍
摄于20世纪初（截至20世纪20年代），再现
了当时重庆的城市建筑与市井生活。其内
容主要包括市井生活和建筑风光两大类，建
筑风光类包括20世纪初的重庆码头、现已消
失的万州古桥等；市井生活人物类照片主要
展示了20世纪初的重庆劳动人民，包括文娱
生活、社会生活场景、妇女接受教育场景、家
族合影等，再现了历史场景中的重庆人以及
建筑特色和城市风貌。

今天，本报邀请该书责任编辑吴向阳为
读者荐书，从这些影像资料中感受重庆这座
城市的风貌与世间百态，让百年前的重庆城
逐渐清晰起来。 ——编者

《日日减糖》
作者：张晴琳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吃（太多）：
食欲的新科学》
作者：[英]安德烈·詹金
森 [译]王寅军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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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重庆城墙建造的房屋沿着重庆城墙建造的房屋。。
（（本组图片由重庆出版社提供本组图片由重庆出版社提供））

万县(今万州区)文庙大门前有雕龙的廊。 重庆街上的肉摊。 重庆的一名高中学生在演示几何学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