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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书架书架

作者：蔡骏
分类：恐怖悬疑小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青年作家蔡骏的《谋杀似
水年华》被命名为社会派悬疑
小说。该书讲述了：大雨滂沱
的夏夜，南明高级中学对面的
杂货店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谋杀
案，唯一的目击证人是死者 13
岁的儿子。15年后，案件尚未
告破，负责此案的刑警因公殉
职。在筹备葬礼的过程中，警
察的女儿田小麦意外发现父亲
遗留的工作手册，提及 15年前
那桩谋杀案的凶器：一条奇异
的紫色丝巾。为完成父亲的遗
愿——在葬礼上播放前东德侦
探剧《幻觉》主题曲，田小麦找
到一家“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一
切”的淘宝店，却身不由己地卷
入扑朔迷离的案情。随着调查
的深入，一桩诡异至极的连环
凶杀案、一幕时代造成的社会
悲剧、一份单纯到绝望的爱情
渐渐浮出水面。

年华纷纷跌落，真凶逍遥
法外，徒留无限怅惘和一丝最
后的希望！一个女孩与她的少
年如何跨越时间鸿沟，从记忆
的坟墓中挖掘被埋葬的爱情，
追寻谋杀似水年华的真正凶
手？该书向你娓娓道来。

黄艳玲

中国社会派悬疑小说开山大作

《谋杀似水年华》

作者：陈晓卿
分类：烹饪美食与人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舌尖上的新年》由《舌尖
上的中国》编导陈晓卿亲自执
笔，主创团队焚膏继晷，历时两
年，辗转几十座城市、乡村，只
为解答，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
味蕾密码与时空情结，为读者
奉上一册最值得中国人感念的
新年美食读本。《舌尖上的新
年》同名大电影同期上映，导演
亲撰拍摄手记，精美图文，独家
奉送。 身为中国人，每到深冬，
我们总一再再三地进入过年模
式，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
么中国人对食材与味道的极致
追求——美食会与农耕文化的
循环结点——过年，吻合在一
起？我们为什么要一年一度、
必得在此时尽情欢宴？《舌尖上
的新年》分久等、远来、甜蜜、有
心、饕餮六章。这里有舌尖上
的美味，更有过年的真理；有最
高端与最简朴的烹饪秘籍，也
有让人掩卷沉思的乡愁故事；
有他乡，有故园，有连接起迁徙
与轮回的千丝万缕……在这
里，发现乡土中国之美。《舌尖
上的新年》，你所不知道的过年
味道，立刻揭晓！ 黄艳玲

展现中国人过年的味道

《舌尖上的新年》

作者：杨澜
分类：散文随笔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杨澜，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
文化基金会主席。 1990 年至
1994年主持中央电视台《正大综
艺》，并于 1994 年获中国首届主
持人“金话筒奖”。之后赴美深
造，归国后开创中国电视深度高
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迄今
已访问过全球 800 余位著名人
物。2005 年创办主要针对中国
都市女性的大型谈话节目《天下
女人》。她曾分别应邀出任北京
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和 2022 年冬
奥会的陈述人，她担任国际特奥
全球形象大使，曾获中华慈善
奖。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影响力
100 位女性之一。这本书是继
1996年《凭海临风》之后，著名媒
体人杨澜 20 年来全新个人创作
的散文作品集，杨澜以“大女生”
的视角，讲述她的婚姻、她的儿
女、她的家庭、她理解的幸福力。
这本书同时也借着中国电视深度
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开播
15周年之际，杨澜首度分享了她
采访800多个世界各地各界人士
所总结出来的“澜”式说话之道，
以及她参加三次北京申奥真实的
心路感受。 黄艳玲

看流年似水，愿人生繁盛

《世界很大，幸好有你》

徐成武

前不久，有市民因看电视历史剧《芈
月传》将“苴(jū)国”读作“chá国”而怀疑广
元的“苴(jū)国路”、“苴(jū)国广场”、“苴(jū)
国市场”的“苴”字注音搞错了，据说还有
市民投书市委、市政府对此表示关注。

市民关心广元地名所传承的历史文
化之真伪，是热爱女皇故里的表现，值得
赞扬。为弄清是非，弘扬广元悠久的历
史文化，现就“苴”字的多种注音注解、苴
国的历史沧桑提出扼要肤浅的见解，以
抛砖引玉。

苴字的多种注音注解

“苴”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唯有
“jū”一种注音，两种诠释：①补，组词为
“苴补”；②苴麻，大麻的雌株。而在《汉
语大词典》上，“苴”字有“jū”、“zhǎ”、

“chá”、“zū”、“bāo”、“xié”6 种注音，注音
不同其义亦不同。1．“苴 jū”有七种解
释：①鞋中草垫；亦泛指鞋垫。②麻子；
亦指结籽的大麻。③补；填塞。④包
裹。⑤粗劣；粗恶。⑥通“菹(zū)”：A生草
的沼泽。B酸菜。C切碎。⑦姓。2．“苴

zhǎ”有两种诠释：①腐土；糟粕。②通
“柤 (zhā)”，木名。3．“苴 chá”有一种诠
释：浮草；枯草。4．“苴 zū”有一种诠释：
通“葅(zū)”，葅稭：古代祭祀时用作陈列
祭品的草席。5．“苴bāo”有一种诠释：古
民族，巴人的一支。6．“苴 xié”有一种诠
释：羊苴咩城，亦名苴咩城，故址在今云
南大理。

苴族苴国概述

苴族、苴国是指上古至战国漫长历
史中以广元为中心、生活在今广元和汉
中等地的苴民族及其发展成的苴侯国。

最早记载苴国的是《史记》。《史记·
张仪列传》记：“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
秦。”最详细记载苴族及苴国的是《华阳
国志》，其次是《史记》之注《索隐》、《集
解》、《正义》及《水经注》。综合上列史籍
可以弄清从苴族到苴国的来龙去脉。

商周之际，苴与巴、蜀并存于汉中和
四川两盆地。苴拥有川北、汉中之地，其
邑（都城）在今广元市白龙江口；巴在川
东、重庆，其都邑在重庆市；蜀在岷江流
域，其都邑自岷江逐步迁往成都平原。

公元前十一世纪，苴、巴、蜀等西南

民族均跟随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前歌
后舞打击敌军。灭纣后，武王为褒奖巴，
封其为子爵，将苴、濮、賨(cóng)、共、奴、
獽、夷、蜑等西南民族划归巴。

随着历史的发展，蜀国经蚕丛、柏灌、
鱼凫、杜宇诸王沿岷江逐步进入成都平
原，国力日益强大。杜宇氏处在春秋初。
《华阳国志·蜀志》记：“杜宇称帝，号曰望
帝……乃以褒斜（褒斜二谷在秦岭山脉，
北通关中南至汉中北部边缘）为前门
……”。以褒斜为前门表明杜宇王朝打败
了巴，占领了苴族之地川北及汉中盆地。
望帝杜宇禅位给其相开明鳖灵，号丛帝。
蜀开明氏自丛帝传卢帝、卢帝传保子帝，
至五世帝开明尚时逢春秋中晚期，“人尚
赤，帝称王”——开明尚去帝号，复称蜀
王。为防御北方强邻秦国和东方世仇巴
（巴被蜀削弱后治阆中），“蜀王别封其地
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按
《水经注》所记，葭萌亦名吐费城，其遗址
在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土基坝，即最近

考古发掘出上古关隘遗址处。
蜀王开明五世代代相传至十二世，

时逢周慎王、秦惠王所处的公元前四世
纪初，苴侯亦已传至七世。七世苴侯与
十二世蜀王血缘渐疏，他背离其祖苴侯
一世为蜀抗秦防巴的宗旨，私通巴、秦。
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蜀王愤恨
苴侯忘祖背宗，率师攻葭萌。苴侯见宗
主国大兵压境，慌忙向秦惠王救助，实为
请鬼把脉。这年冬天，经商鞅变法 43年
后让中原六国胆寒的秦国应苴、巴要求
遣其相张仪、名将司马错、都尉墨率虎狼
之师经金牛道（亦称石牛道）伐蜀，在葭
萌一举打败蜀王。秦军乘胜穷追，在武
阳（今彭山东北）杀蜀王，在逢乡（今彭
县）白鹿山杀蜀太子及相、傅，灭蜀后再
回师顺势灭苴、巴，占领了四川、汉中两
盆地。其后，秦置汉中郡统治苴地，置葭
萌县治葭萌邑，属汉中郡。

苴国之“苴”应怎样读

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将
“苴”说成“巴”，《汉语大词典》亦以此为
据将“苴”注音为“bāo”，解释为“古民族，
巴人的一支”，也有古人将其说成“褒”。
但仔细读《华阳国志》和《史记·张仪列
传》，就会明白“苴”与“巴”、“褒”并不相
同，此处不便赘述。

将苴族之“苴”读为 jū的是权威的巴
蜀史专著、教材等。其中，《华阳国志·校
注》明确的为此字作注且加同音字：“〔苴
（jū居）〕巴人的一支”。《华阳国志·校补
图注》注：“‘苴’字，有多种音……一般读
同‘疽’，音 jū。”四川省中小学教材审查
委员会审定、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四川历史》课本给“苴”加括号注音
“jū”。旧县志也将其读为“jū”。上世纪
九十年代在下请教原省地方志主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四川分卷》主编
蒲孝荣教授苴国与葭萌音义，蒲教授亦
回答“苴”读“jū”。

《芈月传》将“苴(jū)国”读作“chá国”
应是名副其实的戏言。再说，如将“苴
(jū)国”读作“chá国”，“苴”就得解释为“浮
草、枯草”，符合当地历史地理实际吗？
故苴国路、苴国广场、苴国市场的注音仍
应遵从巴蜀史学界、教育界结论读为

“jū”，切不可轻信戏言，以免成为笑柄。

“苴国”的来龙去脉及读音

付尹

《江姐》《党的女儿》《我爱祖国的蓝
天》《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长城
长》《故乡是北京》……12日3时3分，从
军从艺60余年，创作了千余部作品的著
名艺术家、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阎
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6
岁。阎肃留下的众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精品，最好地诠释了世人对他
的评价——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
正气。

阎肃自 2015 年 9 月在完成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
创演任务后突发脑梗陷入深度昏迷后，
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部队有关部门
组织了以阎肃作品为主的专场音乐会，
央视以“时代楷模”形象推出了专题人

物介绍，文艺频道不断播出阎肃创作的
文艺作品，各级媒体也不断给予阎肃高
度评价，一个目的，就是想留下阎肃，留
下阎肃的道德情操，留下阎肃的艺术生
命……而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自愿的，
少有的，这说明，阎肃在人民群众心中
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应该给予阎肃艺术人生怎样的盖
棺定论才名副其实，人民空军微博发出
的评价就一语中的：德艺双馨的人民艺
术家。纵观阎肃一生的音乐创作，对党
的事业一片丹心，对人民的感情一腔热
血，为人处事则一身正气，论人品，论成
果，论艺术创作水平，这人民艺术家的
荣誉，还非阎肃莫属。仅凭在物俗横流
的社会环境中没有走穴、没有铜臭、没
有腥味、没有索取；仅凭晚年还奔波在
青歌会、星光大道、春晚等文艺舞台，为

发现培养文艺人才尽责尽力；仅凭85岁
的高龄，还在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
艺晚会呕心沥血等，其人品才德就高过
一些所谓的名人了。

当下，“被人民艺术家”的现象还相
当普遍。一些从事艺术的工作者，一旦
有了点名气，有些舆论为了自身求得轰
动效应，也不管被吹捧者的是否名副其
实，大帽子尽管给戴，“人民艺术家”的
称谓满天飞。就如同货币贬值一样，满
眼的“人民艺术家”在当下也不值几个
钱，想给就给，想要就要，想买也买得
到。可惜，这些所谓的“人民艺术家”，
与于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
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德艺双馨
的要求，相差甚远，再与阎肃相比，怎么
品，也品不出“人民艺术家”的味来，或
者，就只有“艺”，不见“德”。

在记忆中，由国家和政府庄严地授
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还真不
多。老舍，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
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齐白石，1953 年
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常香
玉，2004年被国务院追授“人民艺术家”
称号。除此之外，就是历经时间考验、
历史检验，在人民群众心中认可的“人
民艺术家”，如聂耳、冼星海、赵树理等，
今天，部队又推出了个阎肃，把他们称
为“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形
成文艺高原，铸造民族之魂，服务人民
群众，就应该有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副其
实的“人民艺术家”来引领，来导航，来
成为坐标，这是人民大众的心声和需
要。本来，当代很有一批艺术工作者和
他们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可惜没
有坚持到底。要不，沾染上一身铜臭，
止步于享受之中；要不，绯闻不断，道德
品质出现问题，为社会所不耻；要不，被
官场迷惑，走上仕途，远离艺术；要不，
只为名利，急功近利，抄袭模仿，剥削他
人劳动成果，只有耻辱，没有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者座谈
会上对当前文艺创作现状作出肯定的
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艺创作
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这就是说，文艺
界需要一批在创作质量上堪称表率、在
思想修养艺术品德上堪称大师级的领
军人物。他们的作品接地气，有人民
性，能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能体现
中华文化精神、能反映国人审美追求，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能得到有机统
一。有这样德艺双馨的集大成者，就能
成为“人民艺术家”，就能引领中国文艺
高原走向正确的方向。

要能成为“人民艺术家”，就得坚守
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
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
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
物于笔端”；就得静下心来、潜心钻研、
开拓创新，创造出精品力作，把最好的
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艺术精品之所
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
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味，
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
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
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
作品鼓舞人激励人。阎肃在这些方面，
堪称表率。

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传递好声音，启迪思
想、滋润心灵、陶冶情操，吹响的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风
貌，引领的是一个时代的风气。数量需
要质量壮实筋骨，高原需要高峰作为标
杆。时代呼唤“人民艺术家”，时代需要

“人民艺术家”。要推动文艺更好地繁
荣发展，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
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就需要更
多像阎肃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出现。
让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和高尚的人
品去影响更多的精品和更多的文艺工
作者。

榜样的力量无穷，如果形成以坚持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潮流，那么，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鼓舞全国各族人民
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就指日可待。

让“人民艺术家”引领“文艺高原”

文化文化杂谈杂谈

利州利州文苑文苑

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阎肃（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