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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祉艾

宋尾是重庆诗人。当他开
始小说写作之后，“重庆”和“诗
人”这两个名词，分别在其作品
中得到极为丰富的表达和展现。

他作品中地域的标签是十
分明显的。在其新作《奇妙故事
集》中，他将所有故事的发生地
都设置在了重庆。重庆的地理
构造极具个性，这种地理环境使
得小说迸发出了极大的冲突感。

宋尾也十分擅长以方言的
形态直观塑造人物，在他的笔
下，人物的对话都极具戏剧张
力，我们往往能够从人物之间的
隐秘叙述中，窥探到人物情感。

在宋尾的小说中，“走失”这
一意象贯穿始终，而我们也正是
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悟中，获得
了对人物心理状态更深刻的阅
读。

宋尾在短篇小说上的创造
力，其实来自于他作为诗人的敏
感度。他的小说语言是诗化的，
这种诗化不仅仅体现在他文字
上的美妙与精准，更多地来自他
在意象上的娴熟运用。

诚如宋尾自己谈到的：“我
喜欢短篇是因为其中蕴涵的诗
性。有人说短篇是离诗歌最近
的文体。我这样理解：不是说短
篇具有诗化的语言，而是具备诗
歌的内核——那是丰富而神秘
的模糊性。”

宋尾的小说能带给人一种
温和而奇妙的阅读体验，无论是
时间编排布置上的交错，还是人
物命运走向上的虚实结合，都能
令读者产生对人物及世界的新
奇感，也往往能让读者在阅读中
获得抽丝剥茧般的乐趣。

纵观《奇妙故事集》中的八
部小说，可以说，每一个故事都
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交代干净，
但是，在作者精巧的布局之下，
却展现出了极大的戏剧张力和
文本内涵，我们甚至能从中获得
破案般的快感。

归根结底，宋尾的小说试图
在一个奇妙的背景之下，叙述人
内心的秘境。他试图将故事与
艺术进行兼容，在表达个人情感
属性的同时也兼顾内容的丰盛。

阅读宋尾的小说时，我们
常常会被其中关于时间的交错
布置、人物的细微暗示而弄得晕
头转向，但也正是在这种类似
微醺的阅读体验中，我们获得
了更多关于打捞生活的可能。
正如他在《突然的自我》中所阐
述的——

“他觉得就像有人突然把生
活的盖子揭开，让他看了一眼里
面是什么样子。他意识到只有离
开才能打破这种固有性。”

“我还是无法理解，就因为
一根横梁？”

“对呀，但他后来的生活才是
整个故事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
分：那个从天而落的横梁让他觉
得离开是合理的。之后没有别的
东西掉下来，他又开始适应没有
东西掉下来的生活。”

在这种戏剧性之中，小说展
现出生活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
托举、转化与确证，而这种身份
认同上的深刻拆解，或许才是生
活意义的本质。

“有人突然把
生活的盖子揭开”
——关于《奇妙故事集》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近日，由《出版人》杂志和北京开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2019书业年度评选”
结果在京揭晓，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南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蓝勇撰写的新
书《中国川菜史》荣获“年度生活类图书”奖。

《中国川菜史》一书主要通过正统史学的
考究方法，着眼于研究巴蜀地区历史上各阶
段相应的食材结构、烹饪方式、味型味道、成
菜方式的发展变化。

该书自2019年下半年推出之后，就受到
不少读者的追捧，曾位列华文好书10月非虚
构榜单前三名。

饮食男女的口中美味，遇到治学严谨的
历史学家，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这

本书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重庆日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作者蓝勇。

重庆日报：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蓝勇：这还是与我的专业有关。之前，我

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史料都与美
食有关，但作为四大菜系中名声最响、也是最
平民化的菜系，川菜却没有一部专门的研究
性著作，甚至第一本川菜菜谱在上世纪60年
代才诞生。

再往前看，我还发现不少川菜的厨师、文
化人在早年留下的文字以感性、传说成分偏
多，甚至有些商家为了利益进行造假。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从学理上来梳理一
下川菜的来龙去脉，科学地分期、分类和评
价，为川菜寻根，让现在的年轻厨师明白川菜
究竟为何而诞生。

重庆日报：创作这本书遇到了哪些困难？
蓝勇：最主要的困难还是资料搜集吧。

《中国川菜史》全书40万字，我参考了600多
本相关图书和典籍，工作量远远超过了其他
著作，有时一本几十万、上百万字的典籍翻下
来，能用到的只有几句话。

重庆日报：通过创作这本书，您对川菜有
怎样的认识呢？

蓝勇：我认为大家对川菜都有所误解。特
别是在很多读者看来，麻辣是当下川菜的第一
标签，但准确来说，川菜自古就有的标签应该是

“好辛香”，故用麻辣来形容川菜是不全面的。
川菜的特点应该用八个字来概括——麻

辣鲜香、复合重油。具体而言，就是说川菜的
味道是通过复合型来呈现的，重油则可达到
保鲜增香的目的。

蓝勇 正儿八经说“川菜”

【走近作者】

记述264种国内蝴蝶的
生活史

蝴蝶被誉为大自然里会飞的花朵，
是鳞翅目中一类多样性颇高的美丽昆
虫。蝴蝶幼虫多以植物为食，成虫有访
花习性，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此外，
蝴蝶色彩斑斓的翅膀、婀娜的舞姿，让人
浮想联翩，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故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笔下，成为众多艺
术创作的原型。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社
会各界对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以蝴
蝶为代表的昆虫多样性也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蝴蝶研究者、蝴蝶爱好者以及
喜欢大自然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渴望
深入了解更多有关蝴蝶的知识。

《中国蝴蝶生活史图鉴》图文并茂地
记述了264种国内蝴蝶的生活史及幼期
特征，并附有相对应的成虫图片及219种
相关的寄主植物照片，涵盖了我国蝴蝶
全部的科以及90%的亚科类群。

全书系统地介绍了蝴蝶的分类、生
物学等基础知识，共收集照片2600余
幅，真实再现了每种蝴蝶的生活史过程，
真实反映了蝴蝶的体型、体色、体态以及
卵、幼虫、成虫、蛹、分布等的特征，将丰
富多彩的蝴蝶生活史世界呈现在读者面
前。

《中国蝴蝶生活史图鉴》让人们更了
解大自然的奥秘、关心大自然、爱护环
境，为广大艺术创意者提供创造灵感的
素材，增加广大中小学生知识面的扩展；
提高大家对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关注
度，是一本集专业性与科普性为一体，适
合专业学者参考、大众读者阅读和欣赏
的自然类生态图鉴。

微推荐

网友“叮叮”：这是一本特别美丽的
图书，我国七大动物地理区具代表性的
蝶类基本都包含在内，重点描述了中国
蝴蝶的生活史，将它们各个时期的特征
用标本照、生态照及细节照等的多种方
式结合文字介绍进行全方位展示。国内
像这样专门介绍蝴蝶生活史或幼期特征
的书籍比较少见。

一个多姿多彩的
鸟类国度

世界上现存的鸟类有1万余种，它们的身影遍
布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区域。

从古到今，人们对于鸟类世界就充满了好奇，这
个可以翱翔天际的物种给了人类丰富的想象空间，赋
予很多文学作品以灵感，一些鸟类的生存智慧也让人
受益良多。

由于鸟类的生活习性和飞翔的本领，人们很难
近距离地了解他们，对于鸟类的认知多来自文学故
事和科普图书。对于它们，人们会产生很多的疑问
——《西游记》中的大鹏金翅鸟在现实中的原型是
什么？导致辽国亡国的“海东青”是哪种鸟？迪士
尼的唐老鸭原型是什么鸭？鸠占鹊巢在鸟类世界
是真实的吗？鸳鸯真的忠贞不渝吗？鸟类世界存
在一妻多夫制吗？候鸟为什么要长途迁徙？鸟类
有智慧吗？乌鸦真的能喝到瓶子里的水吗？鸟类
的羽毛为什么那么美丽？鹤顶红和孔雀胆真的有
毒吗？鸟类越大飞得越高越远吗？

《一鸟一世界：鸟国奇趣之旅》的作者赵序茅，
是深受读者喜爱的科普作家，其作品曾于2017入
围“中国好书”奖、2018年荣获“中国好书”奖。本
书中，他根据自己的实际调查数据一一回答这些人
类对于鸟类社会的疑问或误解，为大家呈现一个生
动真实的鸟类世界。

全书分王、候、僧、隐、医、儒、勇、情、智、丐十个
部分，基于作者野外考察的真实经历和科学的调研
数据，为读者讲述一个个精彩纷呈的鸟类故事，展现
出一个与人类国度类似的、多姿多彩的鸟类国度。

在这个国度，有残酷的生存斗争、有温暖的母
子亲情、有花式的求偶、有不畏路途遥远的迁徙、有
令人惊叹的生活智慧。

如今，违法捕猎鸟类的新闻层出不穷。希望通
过这些有血有肉的鸟类故事，激发大家爱护鸟类、
保护生态的意识。

书中附有本书中已知鸟类的保护级别，让读者
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生存现状和捕猎所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呼吁大家一起为这些地球上的精灵营造一
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微推荐

网友“宅猪”：《一鸟一世界》很好地处理了科学
性与通俗性之间的关系。我记起了赵序茅先生在
2018年度中国好书颁奖典礼上说过的一句话：万物
皆有灵，在大自然面前，万物都是平等的。这句话，
也可以在《一鸟一世界》中找到印证。

动物有爱才可爱，万物有灵且美。

带你领略星空的
奥妙与美好

在人类存在于地球的岁月，星空
始终启发着人类的想象，引领着思想
与文明的发展。

这本《星空词典》中，集合了近两
百个关于天空、星辰、宇宙的词条。宇
宙的起源是什么？宇宙能够自发诞生
吗？时间和空间有开端吗？宇宙有尽
头吗？宇宙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词典的作者郑春顺，是法籍越南
人，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自
1976年一直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天体
物理学教授。

郑春顺一直在科学和哲学领域耕
耘，积极投身于科普工作，作品深受大
众喜爱，被译成不同文字在众多国家
出版发行，已经译成中文的作品有《混
沌与和谐》《创世纪：宇宙的生成》等。
2012年，他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
林加奖；2014年，荣获法国骑士勋章。

郑春顺是一位深谙科学与哲学的
天体物理学家，他相信科学一定能在
人类的文化领域获得属于自己的位
置。《星空词典》中，他选择的词条不仅
包括神秘的星系、初民的传说、奇怪的
现象，还涉及探索科学与美、诗歌、宗
教之间的关系。

郑春顺以人文视角进行了生动有
趣又不失严谨的书写，以简单明了的
论述方式解读那些令文科生望而却步
的词汇，读者并不需要具备特别深入
的科学知识，一样可以领略星空的奥
妙与美好。

微推荐

网友“樱汐读书”：有深度、有趣味
的天文科普书，展开了一幅关于宇宙
的知识画卷。在写作风格上，作者在
强调严谨客观的同时，也做到了深入
浅出，并带有法国式的幽默。“星际托
儿所”“核炼金术”等形象化表述，使枯
燥的天文学概念变得更加立体和生
动。这本书可以和《花园词典》搭配来
看，仰观浩瀚星空，漫步迷人花园，都
是充满诗意的享受。

“人类之所以为人”的
秘密是什么

这是一部难得的人体构造散文，带你
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还有那些
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内部运
作秘密。

作者加文·弗朗西斯是一位走遍世界
的全科医生，他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人们
熟悉又陌生的躯壳——身体的故事，带领
读者探索皮囊之下常人难以察觉的人体
另一面，赞叹人体的玄妙与复杂。

全书贯穿了医学史、神话等，不仅包
含了海量知识，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医者
仁心，对生命的歌颂，以及医学之美。

诚然，我们大都了解身体外观，但
对人体的内部构造却未必知晓，骨骼与
肌肉、神经元与神经链，这些人的构成

“组织”，通常存在于医学概念中。我们
渴望了解人体，探求人体的奥秘，开发
未知的领域，进而了解我们自己，更了
解人类不可避免的各种疾病的原理与
奥秘。

加文·弗朗西斯揭秘人体的方式，让
医学充满美感，疾病仿如艺术。在加文医
生的笔下，饱受战争之苦的伊拉克老兵的
症状，却能在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中找
到踪影；被人忽视的肝脏秘密、受到细菌
感染的手指，也像《睡美人》的故事一样凄
美；就连沉默的足趾，也充满了人性的魅
力。

现在，是时候跟随全科医生，以独特
的视角，充满说服力的洞察，深层次认识

“人”了。让我们一起解开“人类之所以为
人”的奇异旅程。

“宅家”阅读，在科学的世界里漫步
书籍，是我们走进科学世界最便捷的通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宅家”的我们，正好静下心来读读书、充充

电。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认识自己的身体构造，领略星
空的奥秘，了解鸟国的奇趣，探寻蝴蝶的生活史。

原来，科学的世界竟如此令人着迷，如此美好，如此浪漫。

《认识身体：探索人体微宇宙》

作者：（英）加文·弗朗西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6月

悦读悦读

微推荐

网友“hennick”：难得见到一位医生能
够将人体解剖知识融入文学与艺术的海
洋。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之前，必定拥有
深厚的人文学科基础，而他的这种仁心仁
术也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就像书中描写的
那些与患者沟通交流的场景，即便在生命
最脆弱的时候依然可以彰显人性的光芒。

网友“ice man”：医生真是多才多艺，
手上能拿手术刀又能拿笔。经历过生死，
文字便有了力量。另外，医学的部分也很
有趣，人体满是造物主的精妙的设计。

（兰世秋整理）

《星空词典》

作者：（法） 郑春顺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中国蝴蝶生活史图鉴》

作者:朱建青/谷宇/陈志兵/陈嘉霖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一鸟一世界：鸟国奇趣之旅》

作者：赵序茅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1月

蓝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