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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社推荐 好书共读
读书是乐事，亦是雅事。读到一本荡气回肠、唇齿留香的好书，是每一位爱书人最大的乐趣和追求。青岛新

华书店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出版发行单位、最专业的出版人，定期推出“名社推荐?好书共读”书单，向广大读者朋
友推荐一些他们心中最值得推荐的新书、好书，助力全民阅读。

扫码购好书

《正念父母心》
乔恩?卡巴金 等著

一本真正同时关注孩
子和父母成长的书。养育
是一面镜子，透过孩子可以
看到父母的影子，让父母和
孩子一起成长为更好的
人。“正念减压疗法”创始人
将正念运用于养育实践中，
并总结出正念养育之道：养
育孩子是一场持续终身的
修行，父母可以将正念的觉
知、专注、放松、接纳、慈悲、
智慧与爱，融入日常的家庭
生活和亲子关系之中。

《论衡》
邱锋 等译注

王充的《论衡》不仅是
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世界思
想史上的一部巨著。它以

“疾虚妄”“求实诚”为著述
宗旨，针对东汉流行的谶纬
迷信、灾异符瑞等“虚妄”之
论，逐一进行辨析与批判。
它采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
观察来描述、解释各种自然
和社会现象，形成了包含认
识论、自然论、人性论等的
理论架构，其先进性与局限
性，都值得当代读者思考。

《结构化汇报》
黄漫宇 著

打通结构化表达与汇
报的底层逻辑，聚焦用结构
化汇报破解职场中汇报难题
这一主题，围绕商务活动中
的具体情境和案例，主要介
绍结构化汇报的基本要求、
特点和方法，分析如何在口
头汇报工作、书面汇报工作、
向客户汇报产品（方案）、求
职与面试、竞聘演讲等具体
汇报情境中用好结构化汇报
的技巧与工具，在有限时间
内精彩展现工作成果。

《南来北往》
高满堂 著

时代列车上的人生百
态 ，大 杂 院 里 的 人 情 冷
暖。有感人肺腑的友情和
爱情，有令人心碎的牺牲
和离别，有让人欢喜的团
聚和成长。浓缩四十年的
人间烟火，呈现岁月中生
命的炽热。穿越地域限
制，穿过时光隔阂，我们读
到的绝不只是几代人的回
忆，更多的是时代变革、人
生百态，现实生活中的种
种冲突和挣扎……

《DK时间线上的全球史》
英国DK公司 编著

本书搭建了一目了然
的时间脉络，为我们提供
了看待全球历史的整体
视角，我们可以轻松对照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同
一时期的历史。涵盖了
五大洲各主要文明和国
家的约1500个历史事件，
搭配近 1000张精美插图
和照片，不仅可以轻松了
解全球历史，也能获得美
的体验，值得反复欣赏和
收藏。

《从增长到增效》
中信集团 编著

在新发展阶段，中信集
团积极探索从增长到增效
的实践道路，自2020年开
始在全集团推进“开源节
流、降本增效”专项工作，
历经三年多实践与沉淀，专
项工作升级为常态化长效
化，形成“协同增效、创新
增效、科技增效、精益增
效、共享增效”五维增效管
理机制和管理理念。这是
一本富有中信特色的企业
管理作品。

《登春台》
格非 著

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
暌违四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
说。故事聚焦于20世纪80
年代至今四十余年的漫长时
间里，北京春台路67号四个
人物的命运流转。他们的故
事在这里轮番上演，又彼此
交叠。他们从无序、偶然中
走来，却在时间的湍流中始
终往前行进。他们的故事，
是无数微弱振动中的一角。
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带我
们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大地上的家乡》
刘亮程 著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得主、自然文学大师刘亮程
最新作品。刘亮程是21世
纪真正的田园作家，物欲喧
嚣下的精神守护者。他以
一己之力创建艺术家村落
菜籽沟，倾力打造木垒书
院，把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加
入到村庄的万物生长中，菜
籽沟村堆满了故事，这些飘
在空中被人视若寻常而熟
视无睹的故事，都是他的生
活大事。

本报综合整理

《孔子随喜》
薛仁明 著

《论语》之所以迷人，正
因那里头的生命对应，处处
鲜活。跳过古板的儒家思
想，体验生灵活现的孔子。
有人说，南怀瑾《论语别裁》
之后，总算有一本有意思的

“言孔”之书了。薛仁明谈
孔子，对应书名，讲的是个

“喜”字，如实对应，又随缘
欢喜。这本书谈的是两千
五百年前的孔门话语，对应
的则是这个时代。《论语》是
既往，更是当下。

《低处飞行》
王计兵 著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
时里，赶出六十一分钟。”
这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的
第三部诗集，生活在“低
处”，“飞行”去远方。一个
个居于现实社会“低处”的
平凡生命，以飞行的速度与
力量投入生活，以飞行的方
式对视生活、引领生活。一
首首诗歌犹如烟火人生的
一块块补丁，作者将这些补
丁连缀在一起，便有了《低
处飞行》这件“百衲衣”。

《海货》：一棹春风

棹，多见于唐宋诗词。这个字一出现，文风昭
然，或出离或遁世或逍遥。从晏几道的“棹歌声细
不惊鸥”，汪存的“棹双桨、浪平烟暖”，史浩的“棹船
归去歌声杳”，苏轼的“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
兀”，再到陆游的“短棹沿洄野兴浓”，关汉卿的“棹
搅碎江心月”……哪一句也离不开闲野之心、云鹤
之意。船桨不仅划出了春潮，还划出了春风。二者
其实是一回事，千百年来不曾更改。

青岛，开凌梭打头，春潮一天比一天涌动。胶
州湾大沽河、墨水河、白沙河、李村河等入海口，渔
家每天凌晨时分撒网捕捞，天亮之前捞起上百斤，
不必拿到市场叫卖，就被守在岸上的鱼贩子抢光
了。河道治理，水质改善，梭鱼一年年多起来，渔家
有时还能捞上鲻鱼和逛鱼。真正的开凌梭，捕捞仅
限于惊蛰前十几天。这道春鲜怕是最计较时间
的。过了期，只能称为梭鱼而与开凌无关了。严肃
讲究的食客，一年里就静候这么几天，定要尝鲜。
错过，便是明年了。

开凌梭的做法相当任性。青岛人似乎要把憋
了一个冬天的灶上灵感借助它宣泄而出。还是那
句话，食材好，怎么做都好吃。懒人清炖，不刮鳞也
不必剖肚，只需清水文火慢慢炖煮，炖出的汤汁乳
白，盛在浅钵中，撒香菜碎和枸杞子，白玉之上红绿
逢春，还等什么。

这边，开凌梭让吃相失守。那边，岸上的迎春
花引情愫骚动。迎春先于百花，不畏寒威，不择水
土。纷纷攘攘的枝条上，鹅黄小朵已然团团簇簇。
或栽路旁山坡，或作花篱护墙，或植岩石园内，实乃

“东风第一枝”。在青岛赏迎春，可去信号山公园、
高雄路护坡、珠海路、龙江路护坡，还有城市北部的

楼山公园、烟墩山公园、牛毛山公园等等。有开凌
梭尝鲜者，将山野多年生迎春老树桩移入盆中，做
成盆景，对之自酌一份把持春情的仪式感，可谓隆
重到了家。

惊蛰后的崂山海岸，泥蚂在水湾软滩中爬行。
其外壳薄透，颜色灰白。当地渔家人多有从小捡泥
蚂的经历，让这种指头肚儿大小的迷你海货颇有存
在感。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人少年，男人女
人，退潮时穿着水鞋，提着小桶，沿滩涂走上几趟，
就能有小半桶的收获。回家后清洗干净，倒进烧热
的老铁锅，不加水也不加盐，反复炒，泥蚂壳变色就
熟，不待盛出，掌勺人就会迫不及待地尝春鲜——
用嘴夹住外壳，稍微一吸，泥蚂肉便扑进了唇齿之
间。瞬间，春天来袭了。

3月吃泥蚂，赶海人不会耽搁。而在他们身后，
十梅庵的梅花正艳丽怒放。往年三四月，十梅庵都

会举办梅花节，丰后、绿萼、雨蝶等梅花品种齐聚，梅
园里万株斗艳，暗香浮动沁人心脾。传说，曾有十位
美丽的女子在此结草为庵，结伴修炼，终于得道成仙
而去，留下十株高大的梅树，花盛时节似朝霞，如瑞
雪，后来才有了“十梅庵”这样一个传奇的名字。

春分前后，杏花成海，也像在下雪。最好看的
杏花，要去崂山北九水和城阳棉花社区相遇。一阵
风，一个样儿——先是苞蕾未放时的微红，人称“红
蜡半含萼”，再至初放粉薄红轻。而杏花雨嫩，花开
一定会伴随着春雨，所谓“杏花消息雨声中”。雨细
才有杏花香，含蕊渐渐舒展成胭脂泪，暗香愈显清
高。待晴空日熏，花色残白了，其实已再无含蓄。
只见团枝雪繁，香气早已张扬开来。过了3月，便是
半落春风半在枝了。

杏花开时，头汛的面条鱼已经近岸。杏花落
了，面条鱼的汛期远未结束。它们从外海游回近
海产卵，在蓝色里布设银之舞，越来越密集，越来
越闪烁。面条鱼一指长短，形如玉簪，银亮明透，
生命期只有一年多，寿命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两
年。大多数面条鱼产完卵就到了生命终点，不是
无声死去，就是成为食肉鱼类的口粮。面条鱼的
一生似乎只为了这支银色的舞——舞中的卵，沉
到水底发育，在干净的泥沙里成型，随后游向外海
越冬，来年春天再游回近海赴银舞之约，产卵，死
亡。循环往复。

春分之前，只要潮水合适，渔民们会天天出海，
早晨四五点钟就赶到了作业地点。“往年一网就能
捕上来一万多斤，好像海里全是这些鱼群，现在一
网下去，产量都不到往年的一半儿。”早春的码头
上，老把式这样告诉我。面条鱼对水质和环境非常
敏感，它们喜欢在冷水中生活。全球气候变暖导致
海洋温度升高，面条鱼只能从近海逃往深海，甚至
往纬度更高的地方聚居。

面条鱼的家常吃法，首选油炸。油炸既能保证
鱼身完整，又给舌头带来了外皮爽脆内里鲜嫩的层
次感。若要花点功夫，可以来一道椒盐面条鱼：先

将拍过干粉的面条鱼炸酥，捞出沥油；再将青、红椒
末，圆葱末炒香，椒盐调味，烹入花雕酒；最后把事
先炸好的面条鱼倒进去，颠勺，盛盘。

面条鱼炒韭菜则属于食材的“双赢”。你想啊，
头茬韭菜蓬勃鲜嫩，正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鱼。
整个过程务必轻巧不拖沓，因为这鲜鱼这嫩韭都经
不起过多的搓揉。

还有一种做法是将面条鱼过热油，通体金黄后
捞出，控油，凉透，拌以黄瓜丝、葱丝、杭线椒、圆葱
丝，用醋、生抽和冰糖调味，酸甜辣鲜香，风味杂陈
而饱满。

每年3月下旬，蛎虾从越冬的地方洄游产卵，怀
春而多籽，且携带着冬养之后的肥美。蛎虾，学名
鹰爪虾，红白相间的壳，粗糙易剥离，是青岛人最喜
欢的海虾。因其出水易死，海货市场上是难以见到
活蛎虾的。卖相不好不打紧，识货的青岛人知道，
蛎虾的野生气质是养殖虾不能比的，前者紧致，后
者松垮。

青岛本地以沙子口蛎虾为正宗。4月的早晨，
沙子口每天都有专门的捕捞船载着蛎虾靠岸，只是
不到中午就被抢光了。蛎虾生长周期较长且不易
养大，相关养殖技术也不成熟，只有靠野生捕捞，近
年来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蛎虾还是岛城特产“金钩
海米”的原材料，码头上每天都有加工商过来收购
新鲜的蛎虾，一买就是上万斤。与蛎虾同时上市的
还有虾虎。公的个大肥美，母的虾黄诱人。

人们一边抱怨着如今买两斤虾虎的钱在十年
前能买一盆，一边仍要买回家煮上半锅，过过瘾头，
最后还要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一晒手指上被壳刺摧
残的痕迹。

春风一棹，春潮飞鱼，春鲜几道，春天几何。时
间不会停滞，错过鱼汛和花期，只能等待来年，唯有
掐指的计较才是青岛人家的精致态度。咬春，咬
春，是活出滋味的倔强，也是对于季节的敬意。

（原载阿占散文集《海货》第二章《一棹春风》，
有删节）

君不见，年年春风一起，便有春潮飞
鱼了。从立春到惊蛰，黄河凌汛时节，冬
眠醒来的梭鱼集群游往入海口觅食。它
们睡了整整一个冬天，腹内杂物几乎为
零，最是肉质肥厚鲜嫩之际。 ——阿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