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廷巴克图》
[美]约书亚·哈默 著

吴娟娟 译

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有一座堪比敦煌
的古城———廷巴克图。那里曾是声名远播的
学术文化中心，留存着珍贵的古阿拉伯文手
稿。 在历史的动乱中，手稿被摧毁、掩埋，直
到 1984 年， 一个名叫阿卜杜勒·卡迪尔·海
达拉的年轻人横穿撒哈拉沙漠，沿尼日尔河
搜集、保护和修复手稿，廷巴克图的文化传
统得以复兴。

《清代监察史》
刘社建 著

作者以《钦定台规》、《清实录》及清代笔
记和野史为主要材料，以时代为线索，以监
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指导思想、监察
官员的人事制度和一些涉及监察官员的重

要案件为框架，穿插清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变
革，对清代近三百年的监察制度之形态与沿
革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

《清明上河图 北宋繁华记忆》
薛凤旋 著

作者以专业的眼光与知识，将研究结果
用一种图像化、 艺术化的方式传递出来，兼
备学术性与欣赏性。中国文明史和城市发展
史上划时代的变化首先出现于北宋。读者得
以透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管窥北宋中
国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和民众生活的丰
富景象。

《咖啡文录》
孙莺 编

精选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上千篇有关

咖啡文化文章中百篇，让读者尤其是“咖啡
爱好者”感受咖啡文化的魅力，这些文化涉
及咖啡豆的来源，咖啡烹煮器具，咖啡烘焙
方法，名人的咖啡情结，咖啡文化趣味等，感
受时代文化变迁中的咖啡情怀，将时尚与经
典怀旧完美结合，感受生活的美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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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图书馆新书推荐】文 陈茂生

很多年前，母亲给了一点零花钱，兄弟俩
走进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 坐下来
点了两份饭和一碗汤。女服务员很职业地问：
先上汤还是先上饭？ 试想想， 定量里的那点
饭、一碗汤，无论先喝汤再吃饭或先吃饭再喝
汤，都属于自找麻烦。

两个饥肠辘辘的“小赤佬”异口同声：“一
道、一道。 ”以后此事一直是哥俩聊天忆旧的
节点，亲友聚会“暖场”梗。

前不久，孙女进入一个很不错的幼儿园，
实地“勘察”发现就在原来凯福饭店的后街，
只是那幢外立面很有年代感的五层建筑已变

身一幢现代化的高楼，全无丝毫当年的痕迹。
再说起那个段子，就有点不着边际的尴尬。

在地铁上，“偷听” 一女孩子打电话：“等
会你在天水路的那家银行大堂等我。”说者无
意但听者有心，对于视天水路为“祖屋之地”
的我来说，自有另一番感受，因为那里原本没
有银行。 若当年老邻居聚会就说“在原来‘1+
1’的地方碰头”，那是马路拐弯口原先那家平
民餐厅，是很多人家小聚的“指定用餐点”；尤
其现做现烤的鲜肉月饼能与大店名店相媲

美， 小店若开到今日， 不定就成了一处 “网
红”。

走出地铁站， 一道貌似无尽的围墙遮挡
着满是瓦砾的一大块平地。 往年老街熙熙攘
攘的烟火气没了踪影， 步履匆匆的白领代替
了神态悠闲的 “买汰嫂”。 以前的第 51 五金

店、春蕾百货、万象照相店……成了地铁站和
身姿绮丽的大厦裙楼， 其中当然有装饰典雅
的银行大堂。

灯火阑珊，有点眼熟的陌生。一如离此不
远的商业街，马路两旁也是各色簇新的高楼，
以往口碑斐然的“四新”熟食、凯哥无线电商
店、文化宫、洪流照相……运道好点的在角落
蜗居，多数已无踪影。 行走其中恍若在外省、
海外某新兴城市旅游，因“与我何干”便也少

有遗憾。
乘车经过昔日的城郊结合部 “头道桥”，

在五颜六色的店招中看到硕大的“一定好”三
个字，竟有点莫名激动。 当年“谈朋友”靠介
绍， 外白渡桥认识一路聊到四川路桥， 感觉
“来电”了会特意到附近的“一定好”吃点、买
点，图个吉利。 现在“相亲会”里对上眼，就到
咖啡店喝一杯或捧一杯奶茶边走边聊。 论意
境，好像差了一点；论环境，当然“碾压”“前
浪”了。

除了酽酽亲情再加老屋、老街、老店、老
邻居，乡愁还应包括寻得到知道过往馊事、浑
号的“人证”，找得到唤起记忆的“物证”。有个
笑话说，年关前夕，公司的总监、经理、部长
……脱下职业装换上大棉袄，一回村里，往日
的狗剩、二丫、仨楞子，在老屋老邻居和老店
中又满血复活。若亲人已逝，“人证”离散，“物
证”面目全非；没有地标，无处乡愁；尽管事业
风生水起、 穿着一身光鲜， 不信就没一点惆
怅。

回家路上，在房屋中介给的推介单页上，
愕然看到住了 20 年的“新苑”被称作“老小
区”。 想来也是，当年呱呱落地的婴儿都已是
英姿勃勃的弱冠之年，快递柜、外摆位、撸串
串……“后浪”的乡愁开始萌芽、抽条。看看窗
外，刚搬来时路两边行道树纤细得弱不禁风，
如今树冠已几乎合拢；“楼下林荫道， 楼上闻
啼鸟”便是升级版乡愁那一抹撩人的亮色。就
如人说，有了乡愁便“去得了远方，回得了故
乡”。

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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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发布”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
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为 2021年 2月
1日）。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优秀
“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年 12 月优秀“啄木鸟”：曹酉虹、张德胜、李群、陆继农、严志
明、薛关钧、万 、刁顺亮、王亚新、路永敏

2020年 12月最佳“啄木鸟”：唐金虎

爱书，爱藏书，让喜爱
藏书票的读者有个阅读乐
趣。自 2020 年 5月以来，杨
浦文旅融合纪念版藏书票
深受书友喜爱。杨浦图书
馆、共青森林公园、国歌纪
念广场、旧上海特别市政府
大楼等四地风光化身成藏
书票面上的一片片风景，已
先后来到喜爱他的读者身
边。新年伊始，最新一枚第
五版藏书票———复旦大学
已新鲜出炉。今年 3月，最
后一枚第六版藏书票———
杨树浦水厂也将发行。感兴
趣的书友记得留意收藏。

(杨浦文旅)

《攀登》

色泽柔和的奇石、惟妙惟肖的
木雕、造型各异的山水盆景……1
月 5 日，2021 经纬天地上海艺术
展开幕，百余件奇石、木雕、山水盆
景、玉雕、石雕、书画等艺术作品展
出。在诸多雕刻精美、工艺精湛的
作品中，名为《攀登》的木雕作品
尤为吸睛。它将上海百年历史的建
筑集中于一体，“从设计到制作完
成历时 9个月，选取的 15 幢建筑
是近代上海百年发展变迁的坐标，
跨越 720 米高度，浓缩了上海城市
天际线。”作者陈时洪说，创作这件
作品也是想表达上海城市天际线
的美学意象。

展览时间：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春
节期间闭馆）
地址：经纬天地艺术馆（长阳路
15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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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文旅融合纪念版藏书票第五版发行

杨浦区图书馆 共青森林公园

国歌纪念广场 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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