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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的米凉面，像陕西凉皮
而不是凉皮，陕西凉皮是用小麦面粉做的；
而广元凉面则用大米磨成浆蒸制而成。并
且，只有广元嘉陵江的水才能蒸出正宗的
米凉面。

广元古称利州，地处川陕甘接合部，是
四川的北大门。巍巍秦岭源出涓涓细流，一
路汇聚成川，孕育出长江上游最大支流——
嘉陵江。河流是大地的动脉，成为人类文
明发展的摇篮。奔流而下的嘉陵江是广元
重要的饮用水水源。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嘉陵江
的水好，米凉面也就应运而生。别看一碗
米凉面，做起来可不简单。先把大米淘洗
干净后，用清水浸泡一天，再加 1/10 的大
米饭，然后碾碎成浆，调成糊状，均匀地倒
在蒸笼底部涂有清油的纱布上，一个蒸笼
只蒸一张。待蒸熟后取出放在案板上铺
平，用刀切成细长条状，在碗中放入盐、味
精、酱油、醋、辣椒油等佐料，即可食用。一
碗色香味俱全的蒸米凉面就端上桌来，既
饱眼福，又饱口福，耐嚼、爽口、筋道，川味
十 足 ，地 道 爽 口 。 很 多 人 吃 了 还 要 打 包
带走。

米凉面是广元的特色小吃，当地人也
叫女皇凉面。相传，唐朝高宗时，工部尚书
武士彟之女武媚娘，幼时在古利州读书之
余，常和青梅竹马的情郎哥常剑峰一起到
河湾游玩。河湾渡口有一家夫妻面食店很
有名气，他们每次路过总要进店吃上一碗，

久而久之与店老板混成熟人，经常边吃边
谈论面食的制作。

有一天，他们萌发了一个奇思妙想，当
地有小麦，也有水稻，用小麦磨成面粉、加水
能够蒸出凉皮；要是把水稻碾成大米、磨成米
浆，该多好啊。说干就干，他们便和店里师傅
一起，经过反复研制，终于蒸制成一种柔软
可口、洁白无瑕、绵韧不粘的米凉面。

他俩兴奋地抱成一团，店老板触景生
情，风趣地说：“这面不如就叫‘夫妻蒸米凉
面吧’。”恰巧这天是武媚娘的生日，夫妻凉
面就这样诞生了，一传十、十传百，慢慢成
为当地人爱吃的食品。14 岁时，武媚娘被
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身在宫中一直忘
不了米凉面的滋味。

大山大水大森林，好山好水好生态。
水清岸绿是广元的特质。长期以来，嘉陵
江水质一直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据专家
研究，广元处于米仓山、龙门山和盆北低山

三大地貌交汇地带，喀斯特岩溶
地貌，使得嘉陵江的水质含有多
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水质硬，与
众不同。在成都、重庆、兰州、西
安等地，有人专程从广元运水过
去加工制作蒸米凉面。只要不用
嘉陵江的水，做出来的米凉面就
不是正宗的味道，赶不上广元的
地道。

别看一碗米凉面不起眼，它
却是广元的饮食“地标”，也成就
了不少人的致富梦想。遍布街头
巷尾的一家家米凉面餐馆，虽然

面积不大，但生意火爆。很多摊主靠卖米
凉面过上了殷实的生活，买上了房和车，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

山清水秀，碧水蓝天，贡米、珍珠米、太
空大米应有尽有，蒸制的米凉面绿色、健
康，贴上当地绿色食品的商标，当地人人人
爱吃，外来游客也十分青睐。如今，真空包
装制作成方便食品的广元米凉面，在快递
的助力下，运送到全国各地，让许多漂泊在
外的广元人也能够随时吃上地道的米凉
面，回味萦绕心头的那抹乡愁。

读者热情燃爆现场，参展参观人数
创历史新高

据组委会统计，本届订货会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
创历届之最。其中，展台 2793个，比上届增长 9.1%；参
展单位710家，展示了近40万种图书，精心策划组织场内
场外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345场，馆配图书展架 645个，
馆配图书现场展示12万余种。此外，全国新华书店、民营
书店、图书馆、馆配商有3000 余家单位派人参会。

在会场内，各大出版社展台更是持续迎来一波又
一波的读者，参展单位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品种、镇社
之宝，集中宣传展示新时代文化成果。

众多知名作家和行业大咖也来到现场，助力全民
阅读，新书发布会、新书品读会……一场接一场的精彩
活动，让现场的观众大呼过瘾。而场外的读者也不“寂
寞”，几乎各展台都设置了直播间，让精彩活动和发布
新书第一时间和全国读者“见面”。

据统计，本届订货会现场参展和参观人数超 10 万
人（次），图书馆馆配成交额达 9600 万元，成交量可
观。有媒体报道，直到图书订货会闭幕前，仍有拖着行
李箱前来买书的读者。许多参展单位带来的参展图
书，全部销售一空。

40万种图书种类丰富，自然生态主
题精彩纷呈

本届订货会充分展示了出版业的活力、韧性与发
展前景，14 个出版物展区（省团、集团、港澳台、社科、
科技、少儿、经济、法律、文教、古籍、美术、数字出版、馆
配馆和相关产业）的 40 余万种图书，让人仿佛在书海
中徜徉。

在这其中，自然生态类主题图书及活动极为引人
注目。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订货会开幕当天，与自然
生态类主题相关的图书发布活动就有七八场。如世界
图书出版有限公司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博物学家刘华
杰《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新书发布会，向在场
观众科普普通人如何“访问”大自然；大象出版社举办

“从热带雨林到三江源——‘我的国家公园丛书’之《秘
境回声》《河源清澈》品读分享会”，邀请著名出版人、大
学教授、丛书主编、书籍作者等现场分享作品的艺术特
色，挖掘背后蕴含的重要意义。

此外，《长白山野生飞鸟集》《森林中有许多酒》《翡
翠地》《家住塞罕坝 我的观鸟笔记》《淘气大王董咚咚·
环保少年》等自然生态类主题图书的发布，也引发了现
场的热潮。

许多出版社更是将自然生态类主题图书作为重磅
好书加以推荐，如商务印书馆辟出专区展示“自然文
库”系列好书；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将近年来出版
的“金山银山·我和自然”系列绘本（6 册）、“童心筑梦·
美丽新时代”系列绘本（4 册）、“自然笔记·岭南博物”
系列（全 6册）等，也进行重点推荐。

作为组委会重要活动之一，订货会期间，全民阅读
“红沙发”系列访谈围绕展开的 13 个主题中，就有“以
绘本书写生态文明故事”，体现了自然生态话题的重
要性。

宣传方式推陈出新，直播成图书出
版界标配

本届订货会“出圈”的背后，宣传推广的方式也让
人耳目一新。

达人荐书、出版机构自播、打卡式直播……主办方
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增加新媒体短视频等手段。许多
广受业内关注的重点主题文化交流活动在新华网、央
视网等平台同步直播，吸引了数百万人次在线观看。

在订货会现场，记者也看到，图书主播们以各种方
式花样宣传手中的图书，大声卖力地“吆喝”，让订货会
成为最大的“直播间”。而本届订货会首次现场设置的

“社长荐书”直播间，更是一席难求，日程排得精确到分
钟。多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及专家走进直播间，紧扣
党的二十大主题出版进行荐书；各大出版集团的自播
直播间也渐成规模，如北京出版集团、中信出版集团、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等设置两个直播间不间断直播。

王芳、周洲、孔朝阳等一些头部 KOL 的现场视频
直播和巡馆探秘活动，更是在线上掀起了一股读好书
的阅读新风潮。主播周洲受邀在北京出版集团冠名的
直播间推荐京版好书，3 天卖出图书 200 多万册。抖音
电商也组织数十位主播进入订货会，在抖音直播排行

榜中势头强劲。
“从疫情期间的‘赶鸭子上架’，到如今的‘驾轻就

熟’，直播已经成为我们图书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只
会不断加码，不可能削弱甚至放弃。”一位出版行业人
士告诉记者。

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持续发酵

订货会虽然只有 3 天，但辐射周期越来越长，辐射
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持续发酵。

据了解，早在会前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很多京外出
版社和书店就以订货会为契机，来到北京谈项目、促合
作、论证选题等，社与社、店与社、店与店之间，面对面
交流迫切又热烈。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订货会首次在山东省济南市
设立图书销售分会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济南首
创了自己的“济南书市”品牌，对于繁荣发展山东图书
市场，赋能济南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

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表示，订货会期间出版业
所展示的成果和韧性，让大家更加从容自信，看到了
书业希望。“我们将继续秉承专业精神，保持开放心
态 ，适 应 市 场 需 求 ，跟 随 中 国 出 版 业 改 革 发 展 的 步
伐 ，进 一 步 深 化 北 京 图 书 订 货 会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不
断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和 水 平 ，提 升 综 合 办 展 实 力 ，健全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以高质量出版助力全民小康社会
可持续发展。”

40万种图书种类丰富，馆配交易额近亿元，自然生态主题引人注目

北京图书订货会火爆“出圈”

伴随着吹面不寒的杨柳春风，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阔别两年、延
期3次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以下简称订货会）近日重回公众视野。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作为图书出版行业的盛会，这场为期 3 天
的订货会，竟然火爆“出圈”。2 月 24 日上午开展当日，等待进入中国国
际会展中心（朝阳馆）的车流人流密不透风，国展入口处更是人山人海，
排队进入会场花费半个小时成为“标配”。而据组委会统计，订货会期
间，现场参展参观人数超 10万人（次），创历届新高。

作为 2023 年首个全国性大型文化活动，1987 年创办的北京图书订
货会被誉为中国出版业的“风向标”。而连续 3 天的火爆“出圈”，不仅
让图书出版行业感受到了公众的热情，也被视为图书出版行业的希望。

“作为出版界有影响的三大盛会之一，本次北京图书订货会回归线
下，是出版业恢复的标志。”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
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出席本届订货会论坛作主旨报
告时说。

◆本报记者王琳琳

2023 年，少儿出版领域即将推出的自然生态主题好书十分亮眼。

◆张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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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浙南闽北交界处的泰顺是中国廊桥之乡。这里现有唐宋明清各式
古廊桥 33 座，新建木拱廊桥 20 多座。在这个山清水秀之地，村落溪流之上
雄踞的廊桥作为一种过往时间中的物质文化遗留，既古老，又神秘。它们是
乡人日日行走的交通设施，同时又与地方民俗与精神信仰密切相关，天长日
久，已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割舍不掉的一种精神依托。

然而，寻访古老廊桥的隐秘之美，发掘廊桥背景中具体的人充满精神意
义的生活，讲述廊桥与人、与自然、与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的 新 鲜 故 事 ，当 代 作
家 做 得 并 不 多 。 作 家 周 华 诚 的 新 著《流 水 辞 ：遇 见 古 老 廊 桥 的 隐 秘 之
美》正是这样一本适时浮出水面并弥补空白的好书。笔底华章写诚意，
心随流水到廊桥，通过亲身寻访与沉浸式体验，揭示或者说首先去诚恳
地发现廊桥作为一种与时间共存的物质存在，在泰顺乡民日常生活之中的
精神意义与文化价值。

作为一部意欲深刻发掘泰顺廊桥之美的散文著作，作者并没有连篇累
牍地去照搬已有的廊桥研究资料，也没有浓墨重彩、纤毫毕现地去工笔描绘
廊桥的风景状貌，而是化身为一个远路而来的寻访者，从“人”的角度出发去
探访廊桥，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进入现场去体验廊桥。同时，又从以古
廊桥为背景的保护、修复、传承故事中，凝视当地人久远而坚定的精神文化
信仰，最后又从廊桥信仰中回返到“人”的日常。在这一寻访之旅中，廊桥作
为一种精神文化与共同情感的存在，意义也便展现无遗了。

从“人”出发去写廊桥和廊桥文化，这是《流水辞》一书的主要内容。但
从这一角度切入却并非一种无意识的误打误撞，相反，它是作者深入思索后
的自觉选择。这是因为，桥作为一种建筑，自古便与人相关。无论是修桥的
人还是走桥的人，无论是此岸的人还是彼岸的人，都因桥而相遇而连接在一
起。桥并不遥远，它就在人的近旁。发掘廊桥之美，舍人而绝无他途。

正因为此，作者才山高路远，不遗余力，由人而遇见桥，由人而发掘廊桥
既古老又隐秘的美，又由廊桥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呈现出人延续不绝的文
化信仰与共同情感。至此，廊桥作为一种熠熠生辉的精神存在，立到了纸
上，可供千万读者瞻仰与揣摩。由此看来，《流水辞》一书的写作，也像是在
意识之流上造一座文字廊桥，将无数陌生的有缘人，渡向山环水抱的廊桥之
乡，带往廊桥掩映的历史文化的深处。

与这一内容需要相符，作者也像一个修桥人，以穿插别压、榫卯嵌合之
术，苦心营造了全书的结构。全书九章。第一章“旧时光”就像一个楔子，以
同学包医生的记忆轻松自然地打开了廊桥之门，将读者带到薛宅桥近旁，初
识廊桥风雨。第二章“桥头的茶馆”，以 90 后双贵在北涧桥头的茶馆日常，
拉开了廊桥文化生活的序幕，同时见出泰顺作为廊桥之乡的独特生活氛
围。第三章、第四章“一桥一生”与“时间的消息”，正戏开场，在与廊桥密切
相关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活脱脱地写出了廊桥修造人——绳墨董直机、曾家
快师徒及吴学养；廊桥讲解员毛素秋、廊桥文化专家季海波、廊桥文化展厅
筹建者周老师、廊桥爱好者尤静静夫妇以及作为守桥人一生守护在廊桥畔
的雷婆婆、蓝振成母子。这些人物的塑造，让廊桥因具体嵌入人的生活而富
有了逼真的血肉感。第五章“任是东流去”，从三条桥的营建年代和技术价
值入手，管窥泰顺廊桥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地位，同时又以一场当代“三条桥
保卫战”，提出廊桥历史文化保护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第六章“致流水”，作
者作为一个廊桥寻访者浮出水面，走到桥头，亲自诉说自己寻访廊桥过程中
的沉浸式体验。有月光下的碇步，有桥头幽幽吹奏的尺八，有凝视中无尽的
廊桥乡愁，可视为全书中最富诗性也最具质感的部分。而从廊桥往深处再
走一步就是人的信仰，同时也是生活日常中更神秘也更为宽阔的情感记
忆。这就有了第七章“廊桥之神”，写与廊桥相关的民间神祇与民风民俗。
而从廊桥迈出去的这一步再退回来，就是人在信仰之外的生活烟火，是日常
的茶与食，这也就有了第八章“山水桥间一席茶”。最后是第九章“廊桥相
见”，像一曲交响在抵达尾声前的一个高音，同时也像一座廊桥在圆桥之前
最为关键的那块木板，由两位因廊桥而相遇相恋、长相厮守的爱人——钟晓
波和海沙郑重嵌入。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封闭式的结束，而是一种面向广阔
世界的深情开启与呼唤，以邀请更多有缘的人历尽千山万水，廊桥相见。

这种因人而生，又因人而设的结构，真正落实了作者“我希望能以自己
的眼睛去发现廊桥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周遭之间的关系。其中，‘人’是最
重要的因素。也因此，我围绕廊桥，去寻找和发现‘人’的故事”的初衷，最终
达到了以人为镜，见出桥来，又以桥为镜，照出人来的写作目的。

在如今以复兴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的写作氛围中，警惕并避免“文化口
红”式的轻薄书写是所有写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命题。如何基于具体
的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场景，超越工具理性与文化皮相，写出活生生的当代
空间中的廊桥文化意义，是《流水辞》这本书在写作态度和技法方面遭遇的
最大难题，也是其在面世之后可以深入讨论的价值。而周华诚从具体的人
出发，深入现场，并以沉浸式体验独抒性灵的写作方式，无疑是一种既重要
又独特的宝贵个体经验。但这种经验又是属于他个人的秘技，正如那封存
在廊桥构件中的榫榫卯卯，值得传承与研究，但又无法轻易被模仿。

我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阅读数遍《流水辞》，它像一座架在生命之水
上的无形之桥，连接着我不同时刻变动不居的生命。而书中的那些携带风
雨气息的文字，则保留了我特定时刻的呼吸，刻意的凝视，以及指尖翻动书
页时的温度。

作者：周华诚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3 年 1月

《流水辞：遇见古老廊桥
的隐秘之美》

嵌入生活之美的文化书写
◆成向阳

满卷书香

近年来，为进一步倡导全民阅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在青城驿站、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军营等处设立“24 小时
鸿雁书房”，实现无人值守、智能控制、自助化服务，方便满足不同群体的阅
读需求。目前，全市投入使用的鸿雁书房共 20 个。图为读者在位于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好人公园的“24小时鸿雁书房”内阅读。 人民图片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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