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美塘坑》是粤西化州作家黎贵为家乡塘
坑写的一本书，2021年出版，是他的最新力作。

黎贵是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化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幸拜读过他的

《无怨的美丽》《中国能，一定能》等作品。他的创
作体裁广泛，涉及散文、散文诗、自由诗、杂文、文
学评论等的写作，其中给我的感觉就是其特别擅
长散文写作。他题材信手拈来，行文不拘一格，
语言自然淳朴，情感真挚动人。同时，又能跳出
局限于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感抒发，往往可在行文
中将情感上升到家国情怀的精神层面，这有着传
统文人文以载道的风骨，实在是难能可贵。《醉美
塘坑》就是这样一部深具家国情怀的作品。

《醉美塘坑》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为山水塘
坑。本辑采用散文、散文诗的形式，对家乡的山
山水水进行详尽的描述与深情的歌颂；第二辑为
药库塘坑。记录的是塘坑的草草木木，这些植物
不仅可以治病救人，更是黎贵热爱家乡的精神载
体，内容尤显珍贵；第三辑为诗意塘坑。主要采
用自由诗的形式来抒发对于家乡的真情厚爱；第
四辑为多维塘坑。是文友应邀前来采风，以旁观
者的角度来解读塘坑，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整部
作品匠心独运，文辞精准细腻，读者在阅读中不
知不觉地认识这个充满诗意的塘坑。

从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散文诗是这部
集子的精华。作者的散文诗短小精悍，文辞精
美，善用拟人、反复、象征等多重手法，于是磨刀
石、狮子石、墨砚石、仙人洞、仙人床……这些家
乡的山石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散发出浓郁的
乡愁。

一般来说，写景物的散文最是枯燥无味，但
作者在多变的表现手法基础上，融入典故、神话
传说等，给塘坑的山山水水嵌入了浓郁的历史文
化底蕴，使人读之心生向往。其中，《世外桃源在
塘坑》无疑是作者对于家乡最贴切的歌咏。还有

《化州名山尖岗岭》里面的神话故事、状元石匾之
清代状元林召棠的典故、一勺之泉的神奇、仙人

洞与升仙石的罗辩仙翁的神迹、南粤道教始祖陈
符经、曾一结缘尖岗岭等等，意蕴丰富，悠然神
往。此文入选了推介茂名的作品集《点赞茂名》，
成为外地人了解、观光尖岗岭的行动指南。

药库塘坑，是我觉得最为弥足珍贵的一辑。
作者早期的散文，抒情功力十足，常常令读者感
同身受，非常容易产生共鸣。但是现今作者笔下
的散文，似乎多了一份从容不迫，在娓娓道来当
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时而联系自身生活经
历，时而倾听老农讲解，于是化橘红、相思茶、半
边莲、淡竹叶、地胆头……这些身边常常可见的、
救死扶伤的良药，便成为了家乡塘坑最温暖的记
忆，轻易唤起了不同读者不一样的地域乡情。

诗意塘坑，是作者再一次对于家乡的深情
讴歌。无论是直抒胸臆的深情告白，还是以景
结情、托物言志，其实都是对于家乡美好回忆
的珍惜，以及对家乡美好未来的期盼。如：《春
到塘坑》：“故乡满脸春风/春雨织就锦绣图/父
老撒落的汗珠/是一串串幸福的音符……”《诗
意塘坑》“回到塘坑/回到魂牵梦绕的家园/心
灵贴近大自然/一种久违的味道/弥散于青山
绿水间……”此两诗画面感极强，情感至深，容
易让人共鸣。

如果说，前三辑的塘坑的魅力无限，只不过
是作者故乡情结的文饰作用使然，那么多维塘
坑，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带领读者再一次认
识塘坑，再一次解读塘坑在作者心中的地位。

黎贵用他最大的热情去抒写了自己的家乡，
描绘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这何尝
不是自古文人追求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精神境界。
从《醉美塘坑》，我认识了化州的塘坑，记住

了塘坑的山山水水，记住了塘坑的草草木木，更
是记住了塘坑那些为了家乡变得更美好、生活变
得更幸福的奋斗着的人们。从中，我强烈感受到
了文字的力量，文学的魅力，以及黎贵滚烫的赤
子情怀。

赤子丹心写华章
——读黎贵《醉美塘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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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里的中国：指尖上的华夏文明之美》
李武望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纸上寻幽：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
胡烟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作品循着个人的修身、家
的情感、爱国之心的思路，选
取“修齐治平”“饮水思源”“尽
忠报国”“天下为公”等诸多沿
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关键词，
层层递进地展现中国人“家国
天下”的观念，用深入浅出的
语言阐发每条文化关键词的
历史背景、基本含义、思想源
流及当代价值，行文中穿插引
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实现了思
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有效
结合。

《家国天下：修齐治平里的人文情怀》
姜海龙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
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
了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
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
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
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
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
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命
力。本书带领读者走进历史长
廊，用手艺描摹中国，寻访指尖
上的华夏文明之美。手艺里的
中国，质朴、坚韧、广博、灵性，
有着无穷的生命张力。

《纸上寻幽》是胡烟的读
画记，带着浓郁传统文化气
息的读画记。本书以中国古
代名画为品鉴与联想的载
体，以二十四节气之美为切
入之角度，以时间为线索，为
读者献上色香味俱全的美之
盛宴。充盈于字里行间的更
多是自家的通透、畅达，以及
带有智慧锋芒的见解。故
而，可以把《纸上寻幽》视作
散文集。

《餐桌上的中国史》
张竞 著
中信出版社

《餐桌上的中国史》这本
书，以中国的历史演进为主轴，
以中国菜肴为主角，带我们探
索中华饮食背后的渊源，透过
一道道菜肴，品读一个朝代的
经济、科技、农业发展程度与文
化成就，用通俗的笔调展现了
在时代变换、民族融合的历史
中，中华文化的重组与演变。
作者张竞，作为身在异乡的中
国学者，通过考察日常食用的
菜肴背后的来龙去脉，在餐桌
上讲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 杨端雄

常言道：“食在广东。”屈大均在《广东新语》
里说：“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
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说的是岭南饮
食的丰富斑斓，而从岭南饮食风物着眼，写出大
湾区世纪沧桑，犹如徐徐展开的画卷，世情人情
时局皆在其中，这就是著名青年作家葛亮的又一
力作《燕食记》。和他以往的长篇一样，家族的变
化和坚守在时代里跌宕，只是这一次的冷暖人
间，也是一场场的日常盛宴。

小说题为“燕食记”，意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
晚餐。在葛亮看来，广东人口不离“食”，话里话
外，都是言外之意。粤俚“揾食”说的是“谋生
计”；“食失米”指不思进取；“食得咸鱼抵得渴”则
形容预计后果之权宜。“可看出，广东的民间语言

系统是很务实的，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身体力
行，并见乎日常肌理。”

《燕食记》四十余万言的篇幅，以宏阔的笔力
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是葛亮继《北鸢》《朱雀》后
潜心耕耘的全新长篇小说。小说沿着岭南饮食
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
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为线索，借关于美食的跌宕
故事，以细致入微的文笔，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
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堪称呈现粤港澳历史文
化版图的精心之作。

全书落笔于饮食，其所描绘的却是近代百年
的世事人情：从岭南的气候时令、菜蔬瓜果，到山
林乡村、日月星辰，再到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贩
夫走卒……有朱门的离散萧索，亦有平民的温存
安好，诚如文艺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所评：“《燕食记》里，时间流逝、人世翻新、众人熙
来攘往，如梦华录、如上河图，这盛大人间中，舌
上之味、耳边之声，最易消散，最难留住，也最具
根性，最堪安居。”

《燕食记》不仅是一部岭南地区的饮食流变
史，更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立足史。葛亮要表达
的，是饮食文化背后的人以及人的精神。小说
中，韩世忠师傅散发于广州民间的月饼就是一种
象征，既是深沉的家国大义，更是万千生民共同
点燃历史的高光。

著名学者杨庆祥认为，这部小说是对中国文
学地理创作版图的重大推进。在这一点上，它的
文学成就几可比肩《白鹿原》之于陕西，《长恨歌》
之于上海，《尘埃落定》之于川藏。“百年粤港史”
的命题一直横亘在岭南作家面前，当代文学必须
有所建构有所回答。《燕食记》在此作出了十分成
功的尝试。 （孙珺）

作家葛亮推出长篇新作《燕食记》

一部“岭南梦华录”落笔饮食描绘百年世情

《燕食记》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