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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重现
村上式奇幻青春物语。

《第一人称单数》共收录了
八 个 题 材 视 角 各 异 的 精 彩 短
篇，包含《在石枕上》《奶油》《查
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和披

头士一起 With the Beatles》《养
乐多燕子队诗集》《狂欢节 Car-
naval》《品川猴的告白》《第一
人称单数》，其中《第一人称单
数》是一篇未发表过的全新作
品。

《第一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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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小猪》是《哈利·波特》后
J.K.罗琳创作的首部儿童小说。罗
琳在《平安小猪》里创造了一个超乎
想象的魔法世界，将带读者踏上一
段全新的梦幻旅程。这是一个适合

全家人一起阅读的精彩故事，孩子
和大人都将在其中得到慰藉，并想
要一次次重温，见证这个时代杰出
的故事讲述者——J.K.罗琳提供的
所有魔力。

《平安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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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荫

《浏河天妃宫》，一本记述太仓浏河天
妃宫前世今生的地方史志，经过多年的收
集、整理和编撰，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了。这本书凝聚了地方文史学者及史志人
员的大量心血，它从妈祖文化的角度出发，
梳理天妃宫与妈祖文化、妈祖与海运兴衰以
及妈祖文化与中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既
沿袭传承，又兼容并蓄。天妃宫的古往今
来、传说故事、宫规礼仪，令人回味。

“历史沿革”“殿宇纵览”“妈祖祭祀”
“漕运与天妃”“郑和与天妃”“浏河古镇与
天妃”“天妃圣迹”等章节的铺陈记叙，表明
这座年代久远的天妃宫的厚重与影响力。
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见证、文化传播，打捞
出天妃宫沉淀已久的文物价值，揭示其蕴
涵的人文精神。诗词、楹联的交相辉映，文
化交流活动的激情上演，全方位、多样化、
立体式地展现了浏河天妃宫的海纳百川和
丰富多彩。

世界是多彩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组成了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有蓝眼睛、黑眼睛，白肤色、黄肤色……世
界才会变得无比精彩。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浏河天妃宫，它应
该是多色的，黄色、蓝色、红色、绿色……这

些颜色竞相绽放，还原了天妃的绚丽。
皇家黄不用多说了，这种颜色体现了

寺庙的本真，让寺庙处处呈现出大爱无疆、
慈悲为怀的本色。坐落于浏河镇老浏河畔
的天妃宫，全名天妃灵慈宫，俗称娘娘庙。
山门石牌，飞檐高耸，气魄壮观。宫内金碧
辉煌，香火缭绕。

走进天妃宫，一种对神灵妈祖的敬畏
之情油然而生。赈灾助学、扶贫济困，公益
慈善、义薄云天，处处都能感受到慈善的力
量。经过数十年的精心打造，以“妈祖缘”

“海丝情”为主题的品牌活动成为浏河天
妃宫妈祖文化的有效载体。每逢农历三月
廿三，妈祖的生日，浏河天妃宫会推出“同
承妈祖精神，情连圣母故乡”“两岸一家
亲，共谱海丝情”等主题活动，邀请百余位
企业家、同乡人士前来朝拜，民俗信仰、乡
愁记忆把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若是遇上
九九重阳，“江海一脉，孝传千载”“妈祖
缘、三地情”等系列活动也会如约上演，海
峡两岸乡音乡情活动热火朝天。进入后疫
情时代，大家更是团结一致，相互温暖，共
克时艰。

太仓浏河，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历
史教科书上的定论，让浏河与郑和密切相
关。郑和每次出海前，都要来天妃宫祭拜
妈祖，以保佑出海平安，所以浏河天妃宫还
是一个弘扬郑和文化、海洋文化的重要场
所。宫内三宝亭中一尊《通番事迹之记
碑》，详细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经过。

因此，天妃宫又是蓝色的。郑和的庞
大舟师以刘家港为出海基地，七下西洋，历
时28年之久，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人
类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航海壮举。
浏河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人类的海运史
上，而与郑和密切相关的天妃宫也值得铭
记。当年，祭拜完妈祖的郑和走出了天妃
宫，走向了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走向了水
天相接的浩瀚远方。

天妃宫供奉的神主乃妈祖，民间称天
妃、天后或默娘。妈祖原名林默，天生异
秉，又遇道缘。她长期济困救难，治病消
灾，惠及众多百姓，渐渐地妈祖的名号在百
姓中广泛传诵开来。东南沿海一带，尤其
是八闽地区，渔民、商船每遇海难，妈祖总
会显灵施援，化险为夷。因此当地芸芸众
生对妈祖顶礼膜拜。与此同时，妈祖也得
到了朝廷皇帝的册封、加封，数百年间，沿
海各地的林默庙林林总总。多年前，笔者
曾走进坐落于山东长岛的显应宫，它是我
国东部沿海最北方的天妃宫。在显应宫里

大量的陈列图片中，浏河天妃宫占据了重
要位置。

然而，你知道吗？天妃宫前的广场还
是解放前浏河地区游行集会的主要场所。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太仓有关部门
挖掘地方红色遗迹，“太仓声援‘五卅’运动
旧址”的天妃宫赫然在列。

天妃宫见证着太仓的一段革命斗争
史，因此，它又有了一个鲜红印记的底色。
在太仓“娄城飞燕”讲师团的课程里，备好
了《太仓声援五卅运动旧址》讲义稿，讲师
团成员慷慨激昂地讲述发生在天妃宫广场
上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1925年 5月 30日，“五卅惨案”发生
后，临近上海的太仓学生立即以示威游行，
宣传募捐，抵制英、日货等行动声援上海人
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救济上海罢工工
人，当时，浏河各校师生借天妃宫演剧募
款。浏河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在天妃宫
前的广场上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
行，声援上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里
成为太仓声援“五卅”运动的主要场所之
一。

云帆高涨，星辰大海。在万物与岁月
的嬗变中，天妃宫可谓信徒众多、香客不
断。草木葳蕤的天妃宫内外充满着盎然生
机，呈现出生命的绿色。

据史书记载，浏河天妃宫由寓居于此
的闽粤商人在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
年）兴建，始建于娄江口北岸，后经“三迁”
宫址，又历兵灾水患，几度修复重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妃宫如枯木逢春，虽
历经坎坷但得到了有效保护。1985年和
2018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两次拨款组
织大修。2013年，浏河天妃宫遗迹被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妃宫加入“国保”，既体现了政府对
具有历史年代感的人文遗迹的保护，也昭
示出天妃宫的沧海桑田。如今追寻浏河天
妃宫遗迹，更具一份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优秀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的浏河天妃宫，大殿雄姿，飞檐
翘角；古树参天，生机勃发。在树木环
绕、花草簇拥之中，天妃宫恢复了昔日原
生态的布局和展陈。整个天妃宫气势恢
宏，绿茵生发，绿意盎然，它拥有强大生
命力的底色，并且是在不断生长的、极其
旺盛的。

打开《浏河天妃宫》，“天上圣母”的形
象慈眉善目。用心阅读，神游天妃，也许你
会从中发现更多别样精彩的天妃宫。

色彩印象天妃宫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出版

作家用53万字为奥运留史

●编著：太仓市天妃宫管理委员会
●出版：文物出版社 2021年9月第1版

冬奥来了，《中国冬奥》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全景式

记录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界对北京冬

奥会的献礼。在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孙晶岩格外激动：“从2008年创作出版《五

环旗下的中国》，到如今的《中国冬奥》，我的奥运激情一直在燃烧。我要用作

品为中国留史，为奥运留史。”

冬奥建设者平凡却动人

2006年，孙晶岩应北京奥组委邀请，受
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全程跟踪采访了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筹办历程，出版了长篇报告
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十年后，她与奥
运会再续前缘，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的关心支持下开始采访，用心血凝
结成了这本《中国冬奥》。

为了写好这本书，孙晶岩历时五年，走
访国内外多个城市，深度采访了200余位
与冬奥运动相关的各界人士，全景记录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
充满曲折、艰辛、挑战与机遇的历程。作

品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全面、立
体、生动地呈现出在强大国力支持下京冀
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几代中国
冰雪健将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更呈现出
新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
力。

孙晶岩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人
民性，书中既有对冠军精彩人生的挖掘，
也有对普通教练员、赛事组织工作者的采
访，更有对那些默默奉献的大多数的展现
和致意。“我站在崇礼‘雪如意’前采访中
铁、建工的建设者，鹅毛似的狂雪在我们
面前飞舞，看到建设者手冻得像胡萝卜一
样通红，眉毛、睫毛上都是霜，我特别心
疼。”她亲眼见到有的冬奥人在建设冬奥
场馆时失去了亲人，回家料理完亲人的丧
事就回来上工；有的冬奥人为了工程长期
不能与家人团聚，以至于回到家里孩子不
认识爸爸。“他们的冬奥故事令我潸然泪
下，我把现场的独特感觉都写进了报告文
学里。”

《中国冬奥》“超越”体育

“不是就体育写体育，这是我从2008
年写北京奥运会时就坚持的创作理念。”

这一次写中国冬奥，孙晶岩最关注
的就是京张联手办冬奥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促进、对张家口地区脱贫攻坚的促
进。“我走进延庆西大庄科村和崇礼普通
农民家中，与老百姓推心置腹地聊天，看
到北京冬奥会改善了延庆赛区和张家口
赛区农民的生活，我打心眼儿里感到欣
慰。”

“我见到过国外优质的冬奥场馆，中国
新建的冬奥场馆一点也不逊色。”孙晶岩还

关注到，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师、工程
师、制冰师从世界各地聚集到北京和张家
口，为冬奥会的场馆建设添砖加瓦。“我在
三大赛区见到并采访了一些外国建筑师、
制冰师。冬奥会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
会，让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展示出来。
冬奥场馆的竣工和运动员出色的成绩标志
着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体育大国，随着国
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将更紧密地融入全球
体系。”

国运昌盛燃豪情

在采访中，她亲眼见证了延庆赛区初
建时的艰辛，经历过工地上的瓢泼大雨和
刺骨寒风，如今看到高山滑雪赛道、雪车雪
橇赛道在延庆赛区崛起；雪如意、冰玉环在
张家口赛区傲然挺立；冰丝带和首钢工业
园滑雪大跳台等一批冬奥场馆横空出世，
心情格外激动。“干工程，中国人是世界一
流的，炎黄子孙肯于吃苦，舍得拼命，这是
国运昌盛的体现。”冬奥场馆建设中的科技
含量、环保理念和设计之美，更让她感受到
时代的进步。“国运即是我运，作为中国人，
作为中国作家，我由衷地感到幸运与自
豪。”

采访了那么多运动员和教练员，她深
知训练的艰苦和残酷，也看到了中国体育
科研的长足进步。“运动员使用的冰刀鞋、
运动服、雪具都有了很大进步，还有飞行器
核心力量训练、漂浮仓放松恢复、加压放松
恢复、按摩放松恢复等，有力地增强了运动
员的身体素质，提高了运动水平。中国运
动员的伙食超级棒，有专门的营养师设计
营养配餐，这是科技冬奥的硕果，也是国力
强盛的体现。”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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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
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古人给我们
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富有象征意味和
审美价值的符号。本书选取传世文
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代
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如龙、凤、
鸿蒙、祝融、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
书、三星堆“太阳-神鸟-神人-神

树”等，分为祥瑞、守护、神圣、人文
四辑，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发展
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作了细
致的考辨，辅以近300幅彩图，将文
化中国的来龙去脉与核心精神娓娓
道来。懂得了符号里的中国，无论
是文化寻根、文博旅游，还是日常审
美，都会是充满趣味的人文之旅。

《符号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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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是印度的生命之河，也是
一系列文明的摇篮，在世界舞台上
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恒河三千
年》是作者耗时四年的第一手报告

和研究的呈现，讲述一个全面、有
趣、最新的恒河历史，且是史上第一
次从恒河源头实地全景探索，追溯
历史，思考现实，展望未来。

《恒河三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