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故乡的人》出版时珠海市电白商会
以此书作为贺礼赠送给家乡区政府，这是
蔡旭回馈故乡的一部著作，是一本全方位
描写电白风土人情的书，他也以这部作品
圆了他的乡愿。

收到蔡旭从珠海香洲寄来《有故乡的
人》，感谢他的赠书之余，作为一名普通读
者，我来回细读，我想，审视及评价这本书，
让读者了解蔡旭笔下的故乡是有益的，另
外从文艺的角度，对提振茂名文艺也是大
有裨益的。

这本书沉甸甸，全书有七个篇章，由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2020 年秋初版。该
书是蔡旭四十余本著作中唯一写故乡电白
的书。用一本书来写故乡，甚为难得，也是
圈里前所未有。全书共一百四十个篇章，
你不得不为他的创作激情、创作的活力而
肃然起敬。

打开第一辑《好山好水好故乡》，这一
辑写的是故乡悠久的人文地理。他的笔
下，千山万水总是情。故乡熟悉的画面：沙
琅江、浮山岭、望夫石、虎头山、放鸡岛、罗
坑水，如诗如画映入眼帘，读来极为亲切，
一江一水，尽见故乡的风景。《沙琅江》：“为
什么我总是觉得，全天下的水就数这条江
水最美。”这使人想到艾青在《我爱这土地》
中写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蔡旭对故土山水之
情与艾青的土地情有着异曲同工。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他来到罗坑水库时，已年过
七旬，饮水思源的蔡旭懂得感恩，他写遍了
故乡的山山水水，以文字回报生于斯的故
乡。

《浮山岭》写到：“最难忘冼夫人诞辰，
崔王两姓抬着神像跑公时欢声雷动，大戏
日夜连台，集市人声鼎沸……”冼夫人文化
是他最初的记忆，他相继创作了多篇关于
冼夫人的散文诗。如第二辑，他在《冼夫人
故里》他写道：“出土文物与世代典籍的相
互印证，让国务院的大红公章，为全国文物
重点保护单位做了鉴定”，他对冼夫人的历
史事实是有研究的，从山兜娘娘庙的一道
墙到一块赑屃，他举石为证，有理有据敢于
正视历史、还原历史。他读过《隋书·谯国
夫人传》，到过海南儋州冼庙读苏东坡诗，

“冼夫人文化”的熏陶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
作素材，他的才情、赤子之心融入在写冼夫
人历史文化的字里行间。

蔡旭有大电白的情结，他对电白的历
史有着丰富的阅历。我们从《故乡的大名》
了解了电白名字的由来与雷电跟白木沉香
有关，他身在异乡显然对故乡保持着较大
的关注，他的字里老电白印象深刻。如他
写罗坑水库占鳌亭，怀念受人敬仰的王占
鳌老书记，把王占鳌兴修水利的治县业绩，
人民公仆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写冯
氏后人与唐代历史、写宋末忠烈候黄十九
救驾庄山、写清官罗城井，在电白封尘的历
史里，蔡旭像一位说书人，娓娓道来，如数
家珍。读第三辑《历史的回声》，我们仿佛
跟随着蔡旭，行走在电白的乡野古村，仿佛
回到隋唐，回到南宋，回到当代穿梭在不同
的年代里。到了今天，他站到时代的潮流
里，圆了还乡梦，他站在海景湾大酒店里，
望着波澜壮阔的大海，触景生情，睹物思
人，笑里饱含老泪。

美食是游子乡愁的一部分。第四辑里
写的是故乡美食，是全书的一个亮点。从

《舌尖上的故乡》娓娓道来有《蚝炸》《炒米
饼》《红心鸭蛋》《芥菜包》《番薯窑》等。《霞洞
捞粉》：“六十年前，我在浮山脚下用啼哭报
到，几十年了，我这是第三次寻根。”蔡旭魂
牵梦萦中的故乡，捞粉已然是天下第一美
食。爱乡味，他不是什么都吃，譬如一位老
乡请蔡旭吃鲎，他果断地拒绝。鲎是国家保
护动物，吃归吃，蔡旭有一颗环保的心。

第五辑《我心荡漾》，《有故乡的人》收
入其中，开篇是：“我没有故园。也没有故
居。当然我有故乡。”蔡旭出生地在霞洞大
村校园里，一生驿马四方，他写出了游子心
声。“我在外地晃荡五十年，口音已遭到各
地方言入侵，但家乡话还在。”“我的梦早已
被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充满，但故乡
的人故乡的事还在。”从蔡旭的文字里，可
以看到他是怀旧的，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
乡情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且看他在《我的
寻根》那篇，他回到浮山岭，回到朝夕暮想
望眼欲穿的的霞洞，那是在六十年后，往事
早已时过境迁，他想到童年，想到父亲：“不
知怎的，此时却传来一阵稚童的哭喊。我
明白不是我的声音。这哭声与那哭声，相
差了六十年。”

蔡旭生于书香门第。书中提到他的祖
父是清末拔贡，父亲是电白三中首任校长
和电白师范校长，出生在浮山岭下度过了
童年时代。中学求学在电白一中，负笈复
旦大学，长期工作辗转在广西、海南，他离
开家乡长达一个甲子。“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幼受家庭的教育，饱读
诗书的蔡旭，能写好电白，讲好电白的故
事，充分体现了一名文艺工作者的担当与
奉献。

蔡旭在写作技巧上，善于运用散文诗
的手法，语言通俗简约精炼，由浅入深，从
淡见浓，在叙述、描写、议论中表达抒情。
我个人认为，他简朴的文字里稍带有清代
桐城派的遗韵。蔡旭文章本就以短章著
称，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没有花里花俏的
东西，这种平实的文风，我认为是十分难得
的。

《有故乡的人》是一本描写故乡青山绿
水、风土人情，人文荟萃的好书，限于篇幅，
不能一一尽言。

字里蔡旭
——读散文诗集《有故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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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作为中宣部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中国作家协会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中国北斗》展
现了北斗系统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的艰辛建设历程，刻画了
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英雄群
像，展现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精
神和家国情怀，诠释了“自主
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
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全书分为“凝眸神州”“放
眼亚太”“极目寰球”上中下三
篇，记述了中国卫星导航工程
建设覆盖国土、亚太、全球的
27 年坚实道路。从“北斗一
号”起步，在解决北斗工程的
核心技术问题即信号的“快捕
精跟”问题时，中国的年轻科
学家团队就提出全数字信号
处理技术这一崭新方案，并在
严格论证后获得了老一辈科
学家的全力支持。其后，完善
理论、攻克核心技术、样机研

制、外场实验、定型生产，年轻
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群策群
力，最终创造出设备性能接近
突破理论极限的圆满奇迹，使
得系统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中国北斗》中最为动
人的故事，当是老中青三代科
学家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
精神传承和牺牲奉献精神。

《中国北斗》
龚盛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藏在木头里的智慧：中国传统建筑笔记》
朴世禺 著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

《藏在木头里的智慧：中国
传统建筑笔记》带着读者和古
人来一场超越时空的建筑对
话，发现藏在木头里的中华智
慧。该书以建筑设计为视角，
回归人的生活与建造活动，因
此，许多曾经习以为常却不知

所以然的东西，以及需要耗费
心神来记忆的那些知识点，一
下子便有趣生动起来。

该书讲述了中国传统建
筑的结构体系、制造技巧和风
格演变等内容，分别从传统建
筑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破
译密码、视听设计、新生可能
和设计启示等角度入手，具体
讲解了传统建筑的构造处理、
空间设计的层次感等，回顾并
分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
特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
解构现当代建筑与传统建筑
在风格、技术等方面的关联，
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建筑对古
建筑的传承与发展，并展望了
传统建筑的技艺在未来应用
的前景。

长篇小说《乌江引》呈现
的是长征史诗的另一个传奇，
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这
便是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
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
革军委二局。他们利用早期
无线通信技术侦收敌台信号，
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
所有密码情报，对红军一次又

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
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

该书以这段历史为背景，
以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
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
基础，在客观史实基础上辅以
文学想象。全书既有秘密战
的惊心动魄，也有正面战场的
恢宏壮阔。

全书主体故事发生在红
军主力 1935 年 1 月初突破乌
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
有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和四
渡赤水等大事件。这部作品
实现了非虚构史实和虚构性
描写的完美融合，亦史亦文，
虚实相生，呈现给读者的是一
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叙事文
本。

《乌江引》
庞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如 风

中信出版社与冰心儿童文学奖得主、
畅销书作家常怡携手，对常怡的代表作《故
宫里的大怪兽》这一文学作品进行漫改，重
磅推出了这套《故宫里的大怪兽漫画版》，用
图像演绎童话故事，用国漫探索图书新可
能。《故宫里的大怪兽》作为近年来儿童文学
市场上颇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系列图书累计

销量超过百万册，同名动画片独家超过10亿
次点播，故事被改编成舞台剧、游戏等，小说
更是获奖无数。它何以如此受欢迎？因为
它集合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元素：六百年的
紫禁城、数百位活在传说中的神仙怪兽、可
以“进入”的神兽世界，以及和怪兽们一起
经历的奇幻冒险等等。 （孙珺）

畅销童话《故宫里的大怪兽》推出漫画改编版

《有故乡的人》蔡旭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