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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跌宕自喜》
作者：马雁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生前为自
己第一本随笔集拟定的名
字。她为自己写的书稿介
绍是：以古代诗歌、世界文
学为主的读书生活随笔，其
中重点关注语体和语用学
意义上的创造性写作技巧、
阅读审美经验传达及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等三方面主题。用三十篇左右五千字
以内的随笔文章，互相支撑、构造出一种丰富的、具有
个人审美倾向和知识特征的阅读生活场景，通过作者
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理论结构，与读者分享一种新的阅
读视野。

《洛城花落》
作者：周大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名作家周大新用“拟
纪实”的手法，用四次庭审的
忠实记录，讲述一段婚姻可
能面对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在“审判婚姻”的外表下，作
家书写“理性婚姻指南”，更
书写“爱的幸福提示”。婚姻
像花，生活是土，我们时刻需要的，是爱的耐心浇灌……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
因素冲击着农村社会的方方
面面，使传统的血缘—地缘
关系，熟人社会，“人情”“面
子”等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
变化，形塑了我国农村的新
面貌和新常态。作者以实地走访调查、研究，结合观察与
发现，深入思考，重新审视过去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有关中
国农村研究的论点，并试图就目前农村产生的现实治理
问题予以探索和解答。

《陌生的熟人：

理解理解2121世纪乡土中国世纪乡土中国》》
作者：杨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炸豆腐,
二十六，炖羊肉，
二十七，杀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

年，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为
了一年一度的大团圆，为了大年三十除
夕那一刻的团圆饭，大人们一直在准备
着忙碌着。

春节包括正月和除夕，过年、大年三
十、大年夜、除夕都是指同一天。而特定
意义的春节指的是大年初一，也就是农
历新年的第一天。春节之于中国人，如
同圣诞之于欧美人，都是头等重要的节
日。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
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
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
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
感的纽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
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
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那么，怎样才能了解过年与春节的
历史与内涵呢？编辑特别选取了几种有
关过年和春节的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
过一个喜乐和谐的“书香”年。

●《过年老风情》

作者乐其麟。年，是孩子口中的童谣，是
百姓门上的年画，是除夕夜空的烟火，是我们
温暖的记忆和期待。本书重点描述了除夕、春
节的礼仪风情，兼及其左右的大小节日，力图
向读者描绘出一幅百姓过年的历史风俗画。
具有较强的文化性、浓郁的趣味性、实用的知
识性。民俗文化在代代相袭的过程中，有许多
礼俗是有具体操作规范的。

●《春节旧事》

作者张志春。本书为原生态中国节丛书
之一，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描写了历史上中国
人过春节的各种风俗习惯、历史传说、诗词书
画、文史知识等内容，融可读性和知识性为一
体。全书语言通俗，内容丰富，适合广大读者
阅读。常常，我们走了很远，却忘记了为什么
出发。于是心灵的舟搁浅了，理想的帆停滞
了，只剩下徘徊徘徊。难道远行只是为了忘
却，得到只是为了失去？让我们把人生拨回原
点，回到自然，回到本真，回到桃花源，品读那
些原本属于我们的故事。透过文字，我们品尝
到了那令人回味悠长的“送社粑粑”、除夕夜热
气腾腾的饺子，感受的是家的幸福味道。

●《普天同庆：
春节习俗与文化内涵》

作者周丽霞、肖东发。中国四大发明先后
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
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华文化的力量，已

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
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
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文化
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本书内容
有“神奇传说——春节由来”、“万年用漏壶
测时间定春节”、“老人为赶走年兽放炮过
年”、“喜迎新春——迎年习俗”、“小年的祭
灶活动送灶神上天”、“为感激灶王消灾的
扫尘活动”、“准备过年——采购年货”、“春
节前要贴春联和福字”、“门神、窗花和年画
的准备”、“节日的食品样样准备齐全”等，
较为全面介绍了中国春节的历史、习俗与
文化内涵。

●《闲话中国年》

作者王封臣，根据作者同名贺岁民俗
评书整理而成，以说书讲故事的方式，讲述
了中国传统广义上的春节，即从每年的腊
月初八开始一直延续到来年的二月初二，
在这五十余天的喜庆日子里，每一天蕴含
着的那些有趣的民俗、掌故和传奇。

●《Chinese Spring
Festival—中国春节》

作者何北剑。本画册图文并茂，专门
针对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春节，着重挖掘春
节文化内涵和精神。从春运讲起，进而探
寻中国人敬天、祭祖和敬孝的内心诉求，通
过介绍过春节的程式、主要春节民俗及全
世界华人共享春节文化等，充分展现中国
的民风民俗和全体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不
懈追求。

●《北京的春节》

作者老舍，插图于大武。本书内容
选自“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散文名篇，画
家于大武以国画的笔法，艺术还原了老
舍先生笔下的老北京，呼唤起“春节”在
中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腊月初八做腊
八蒜、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年三十吃
团圆饭、大年初一逛庙会、正月十五闹元
宵……大人们的忙碌，孩子们的热闹，无
论是大街小巷还是人们的脸上处处洋溢
着喜庆祥和的团圆气氛。古老的年俗，
不变的年味。此外，书中还内附了民俗
老物件详解图。

●《传统节日：元宵节》

作者美术教育绘本研究课题组。本
书是“绘本中华故事传统节日”中的一
本，通过中华传统民俗故事，配合精美的
绘本图文，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
化，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同时，加入易于孩
子理解的创新元素。书中介绍的这些习
俗活动除了讲给孩子听，还可以带他亲
自去体验和见识。

●《春晚30年》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整理编著。此
书展示了中国电视人用纪录片的方式,梳
理了一台电视综艺晚会成为中华民族新
民俗的特殊历程。全书分为相约三十年、
回家过大年、春晚访谈、共同的追求、我要
上春晚、永远的春晚。

●《节日之书：
余世存说中国传统节日》

余世存著，老树画画插图。本书是
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知识
读本。书中从历史故事、思想传承、风
俗礼节、生活方式等方面，将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的精髓进行全方位讲述，以学
者的思想高度和文化深度将中国传统
节日进行解读。配以著名画家老树画
画专门绘制节日插图，精心呈现中国传
统节日之美。

过大年过大年，，品读和品读和 有关有关的那些书的那些书
□本报记者 赵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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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亲，时至春节情更浓。“90后”供暖管家乔宏烨
来自山东淄博，这是他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往年除夕都是回
到家中跟父母家人们过团圆节、吃年夜饭。今年，受疫情影响，
为响应国家号召他选择留在济南过年。同时，作为一名党员，更
应该带头践行“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的倡议，发挥好模范带
头作用。而父母得知消息后，也表示理解和支持，隔天就从老家
寄来了他爱吃的特色小吃，让就地过年的他也能品尝到家乡味
道。伴随着春节保暖冲锋号的吹响，作为济南市的民生保障企
业，济南能源集团济南热力制订多项保供措施，全力保障市民温
暖过大年。特别是家不在济南的职工，响应号召主动留岗就地过
年，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全力服务千家万户。日前，集团
还制订详细计划方案，并在春节前开展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加强
各岗位员工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生产运行安全稳定。同时，设备管
网备品备件准备齐全，外网巡检人员 24 小时待命。88812319、
67812319客服热线24小时在线，及时受理用户用热问题及投诉。
百余辆供暖服务车、800余名供暖管家，随时联动，加大管网巡查
巡检频次，用户测温力度，
第一时间处理用户用热问
题，服务市民用户。

（本报记者 范良 通
讯员 秦清 周虎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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