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参加尼桑国际诗会期间，我们
代表团曾两次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参
观访问。第一次是我们到达拿撒勒的
当天，第二次是我们离开以色列的那
天。我们那天是凌晨到达拿撒勒城，
诗会主席晚上才与我们见面。我们不
能把一整天的时间浪费在小饭店里，
于是我与随行的诗人商量后决定，去
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找到饭店的老
板，得知去圣城大约要三个小时，早上
去，晚上赶回来，就是辛苦一点。我们
请他替我们租一辆出租汽车，老板说
要三百美元，我们答应了。还好，车里
的空调还行，就这么吧，上路！

我们居住的拿撒勒城位于以色列
北部，到耶路撒冷要向南走。从北向
南行，靠西走，就是以色列的发达地
区；靠东行，就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
坦地区。我们从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到
拿撒勒就是走的西线高速路。我们南
行离开拿撒勒，司机便主动说：“我们
走约旦河西岸，你们看看巴勒斯坦人
聚居区。”

从拿撒勒向南，出了山区便进入
了平原，这是一个富饶的农业区，大片
的农田，有的在喷灌，有的地里铺满了
胶管进行滴灌。以色列在这个干旱的
地区创造了节水灌溉的世界奇迹，在
干旱地区创造高度发达的农业和这个
国家在众多“敌国”包围中成为全世界
虽小却拥有原子武器的军事强国，同
样证明了犹太民族超凡的智慧和生命
力。司机冲着田里劳作的人群，说了
一声：“基布兹！”啊，这就是闻名于世
的基布兹呀，我看着这群劳作者，不禁
想想我知道的有关“基布兹”的神话。

“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书本上
这么写着，让我记住了基布兹。以色
列是二战后建立的国家，复国主义的
旗帜下吸引了全世界的犹太人来到这
块贫瘠而干旱的土地，为了生存更为
了重建一个自己的国家，最早的开拓
者，集体生活在一起，就和中国曾有过
的人民公社差不多，土地集体所有，各
尽所能，按劳分配。这种生活方式和

生产方式，让他们克服了自然的恶劣
环境，也半军事化地在与阿拉伯人的
对立冲突中站住了脚跟。半个多世纪
过去了，以色列和世界都变了，但现在
全以色列仍有基布兹二百六十个左
右，人口十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
之一点八，创造出的产值占 GDP 的百
分之十二。听说，长期共同劳作、生活
俭朴的基布兹也面临着“边缘化”、与
主流社会不融合等困境，迫切需要改
革。今天看到这一群在实践中有以色
列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我仍向

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基布兹，在我
的诗句里，就是一根根细小的水管，一
滴滴浸润着古老而干涸的土地！

出租车驶过杰宁城，便向左拐，不
久便在公路上看到了军事检查站。在
以色列，所有的道路都不收费，只是有
的道路上会有军事检查站，像我们常
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但不同的
是，军事检查站都插着以色列的国旗，
在检查站的岗亭外站着全副武装的军
人。在新闻里得知，检查站常常是冲
突爆发点，巴勒斯坦武装袭击以色列
士兵，或者是士兵向通过的车辆开火，
都不足为奇。所以，经过检查站我还
是有点紧张，司机不当一回事，也没有
减速，就过去了。这段时间局势平静，
所以来往的车辆都不用停下来。过了
检查站，司机说：“这里全是巴勒斯坦
人。”烈日下，见不到行人，和刚才经过
的城镇不一样，这里车辆越走越少，两
旁的房舍也越来越简陋，视线所及的
原野由绿渐渐变黄。道路的两边有一
些水果摊，与我们在新疆见到的相仿，
简单的大棚，面对马路支起大架子，上

面摆着一箱箱水果。再往前走，两旁
是陶器店，大大小小的水罐、壶、瓶子、
摆了一地，还有两三只骆驼，披挂着鞍
垫，等待着照相者。这时的风光让我
们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场景，苍凉
而萧条。再向前走，便是一座座焦黄
的荒丘，偶尔有羊群走过，那情景极像
中国西部的荒漠地区。人烟渐少，却
常常出现一座座军营。见不到人，也
见不到军营里的装备，但是高高飘扬
的以色列国旗让我们早早知道前面是
军营，然后在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区，房

屋周围还有树木和花草，给荒原添了
些许生机。

驶进约旦河西岸后一小时，我们
来到了以色列和约旦的边界。在第三
次中东战争前，约旦的势力达到了西
岸地区，甚至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西
区。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持有的是约
旦护照，他们是“难民”。司机将车停
在路旁，我们向边境线走去。边境是
由一道高高的铁丝网分隔出来。边境
上没有岗哨，无边的荒原上竖立一条
铁丝网墙，让我们感受到了敌视和战
争的气氛。铁丝网的对面，是约旦河
谷，丰沛的约旦河水让河谷一片墨
绿。这里人烟稀少，在我们停下来的
十几分钟里，只有几辆大货车驶过。
再上车前行，远处是一片低洼地，烈日
下蒸腾雾霾。路标上写道“杰里科”。
这是低于海平面350米的洼地，这座古
老的城市在一万年前有先民居住，据
说作为要塞这里算是全世界最古老的
城市，现在由巴勒斯坦管辖，是常常在
电视上表演丢石头与以军对抗而名声
远扬。我很想进城去看一下，与同伴

商量一下，觉得怕误了耶路撒冷的观
光，抱憾离去。再往南行，远远看到著
名的死海。一个三岔口，向左，去死
海，向右，去耶路撒冷。这里是个绿
洲，树林深处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司
机建议我们去教堂里看一看。在这
里，我们没有看见以色列的国旗，看来
这还由巴勒斯坦管辖。教堂不大，司
机带我们转了一圈，介绍这所教堂与
圣经好像都有关系。小教堂四周有酒
吧和一些简单的设施。正是中午，几
家人带着孩子在这里聚餐。小餐馆卖
可口可乐、和路雪，绿阴之下，一派和
平宁静的家居生活。说实话，这一路
行来，我们多看少说，心里总还是不踏
实，在巴勒斯坦地区，谁是以色列定居
点居民，谁是巴勒斯坦人，谁是犹太教
徒，谁是穆斯林，谁又是基督徒，真分
不清，也怕问出麻烦、引出点国际纠
纷。这个小教堂像是基督教堂，而这
些聚餐者又像阿拉伯人。我想，我们
的阿拉伯人司机，让我们到这里休息，
也许有他的用意。

再向前行进，路边又见到军警，
啊，耶路撒冷快到了。

一周后，我们再次造访耶路撒
冷。国际诗会结束后，诗会主席请另
一位出租司机送我们去特拉维夫机
场。飞机起飞的时间是傍晚，这一天
没有其他活动。于是我向主席提出，
早上我们就离开拿撒勒，多绕一百多
公里，白天再去一次圣城，下午从耶路
撒冷直接到特拉维夫机场。我表示，
多花的出租费由我们付给司机。主席
很大方：“你们是我的朋友，就照你的
意见办。”

那天，另一位出租司机开着车送
我们上路。司机是位阿拉伯小伙子，
出租车也新，一发动汽车，小伙子就
说：“走哪条路，约旦河？巴勒斯坦？”

“好的。”“听什么音乐？听阿拉伯的？”
“好的。”于是我们在阿拉伯音乐声中，
再次穿行约旦河西岸地区，像去一个
熟悉的老朋友家串门……

1. 因“豺狼”结缘——冯远征
我这一生的幸福，是从一部并

不浪漫的电影《豺狼入室》开始的。
1991年，年近而立的我从德国留学归
来，尽管受过西方表演艺术熏陶，也
在人艺有过不错的履历，但是，在国
内影视圈仍是一个实打实的新人，一
切从头干起。既然没资格“戏找人”，
只能到处“人找戏”，一个偶然的机
会，朋友介绍我进了《豺狼入室》剧
组。

片名现在听起来相当落伍，当
时却是一部商业色彩比较浓的“警匪
片”。我扮演剧中的“豺狼”——通缉
犯“大个子”，他瞄上了一个做室内设
计的单身女人，她生活优裕，正是一
个绝佳的敲诈对象。于是“大个子”
跟踪到她家挟持了她和孩子……

当然，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主
角，进组之前我就听说，她叫梁丹妮。

梁丹妮？如雷贯耳！从我开始
喜欢表演，在演员群里扎堆儿的时
候，她的名字就给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一来因为她实
在太漂亮了，她主演
的《傲蕾·一兰》和

《漓江春》让无数年
轻小伙子一见倾心，
二来，这个名字听起
来很洋气，不像其他
女演员，什么春啊，
秀 啊 ，丽 啊 …… 据
说，自从丹妮 10 年
前拍了中国第一部
警匪片《第三个被谋
杀者》，此后所有的
枪战片、警匪片都将
女主角的位置留给了她。

丹妮是最后一个进组的，我在
试妆间门口第一次见到她，真的很漂
亮，有气质，但是因为刚下火车就赶
过来，整个人又显得疲惫不堪，不像
我想象中那样光彩照人。

旁边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丹
妮，这就是跟你搭档演对手戏的‘豺
狼’，冯远征，刚从德国回来。”

那时候的我总是一副时髦的学
生打扮，浅蓝色的牛仔服牛仔裤，从
德国带回来的双肩背包，耐克鞋，浑
身透着青春朝气。丹妮看了看我，并
没有表现出我所期待的热情，只是淡
淡地打了个招呼。

有一场戏，剧本要求我暴露出
“豺狼”本性，恶狠狠地扇她一嘴巴，
我连拍三条都过不了。导演急了，冲
我喊：“出手重一点！你这样轻飘飘
的，扇蚊子还差不多，哪像打人啊！”
后来，只见丹妮把导演叫到了一边，
两人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

重新开拍时，我想，不狠不行
了，于是酝酿了一下情绪，“啪”的一

巴掌打下去。前几回，每次我出手，
丹妮总会下意识地躲一下，而这次她
居然一点儿也没躲，于是我的狠劲儿
一下子、全部、结结实实地落在她脸
上……我立时傻了。

直到导演兴奋地喊了一声：
“停！这回不错！”我才回过神儿
来，语无伦次地问丹妮：“你……
你怎么不躲啊？”她笑了笑，没说
话。过后，我又专门找到她道歉，
她才告诉我：“我是故意不躲的，
拍出来才真实，如果我提前告诉
你，你还下得了手吗？”

2. 我 曾 是 丹 妮 的 “ 跟 屁
虫”——冯远征

尽管我们在戏里配合默契，但
在戏外，丹妮好像并不喜欢我。她
觉得我就是一个什么 都 不 懂 的 大
男 孩 ， 走 路 一 蹦 一 跳 ， 像 她 的
跟 屁 虫一样，整天追在后面叫“丹
妮姐——”

她有时候会不耐烦地对我说：
“为什么我说什么你
都不明白？为什么
你永远要先眨三下
眼睛，然后问我‘是
吗 ’、‘ 为 什 么 ’、

‘不会吧’？你是从
德国来的吗？我看
你是从月球上来的
吧！”

我那时确实比
较 单 纯 。 在 德 国 ，
人际关系简单，我
又不必操心衣食住
行，人情世故一窍
不通。以至于丹妮
有一次说起制片方

没有和我们正式签约，片酬可能得不
到保障，我也很迷茫地眨了眨眼，问
她：“为什么？不会吧？”

这部戏的主要演员就我们俩，
除了粘着丹妮，我实在没别的去处。
不过一有人要求跟她合影，她就把我
往边上轰，“去去，你那边待会儿去！”

而且，在我们婚后很久，丹妮才
告诉我一件事。说之前，她让我先答
应她“不生气”。

“你说吧。”我对她完全不设防，
不相信她能说出什么让我生气的事
儿。

“我曾经建议《豺狼入室》的
导演把你换下来。”

“为什么？我怎么不好了？”我
很惊讶。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初的感
情基础就是在那个剧组里奠定下来
的。

丹妮笑着说：“你没什么不
好，只是一开始我觉得你不太适合
演‘豺狼’。你看你，这么阳光，这么
单纯的一个男孩儿，怎么
看也不像个坏人啊。”

会议的前八项议程都是通过各
种奖励，有农业生产的奖励，有矿山
开发的奖励，有纳税大户的奖励，有
党风廉政建设的奖励，还有计划生育
的奖励，先进工作者的奖励，等等。
杜光辉先以为这些奖励的通过应该
是很快的。可是，从第一项奖励开
始，他就知道他想错了。

部门汇报后，首先是分管这项
工作的政府领导作说明，然后是常委
中分管的再作一次解释，其他班子成
员开始讨论。常委基本上人人都要
发言的，即使重复，也是态度。在这
里的发言，肯定的意义已经少了，表
明态度的意义更为重要。常委们发
言完了，人大政协的领导再说，最后
是杜光辉、琚书怀、林一达。这样一
圈下来，每个议题最少也得半个小
时，到上午快吃饭时，紧赶慢赶，总算
将奖励这一块研究完了。

吃饭时，李长问杜光辉：“到县
里来还适应吧？”

“可以的。我也是出身农村
啊。”杜光辉笑着道。

“不过你们快，
就两年，不像我们哪，
在县里待了一辈子，
唉。”

“都一样，都一
样哪。”

下午开会的第
一个议题是三干会主
报告。这个报告杜光
辉可是用心看了的，
他对其中的有些提
法，甚至还有一些自
己的考虑。比如他就
想在会上提出要将茶
叶开发作为桐山农村
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来抓。这个报告
中除了务虚的部分外，就是矿山，明
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桐山县委县政府
把矿山开发放在第一要务，是除了政
治路线外，最大的工程。

对于这个主报告，每年都是很
慎重的。其实，在起草前，书记就定
了调子。

轮到杜光辉发言了。虽然在部
里，他也是个正处级干部，但是总比
不得在这县里。他心里还真的有些
发怵。他又喝了口茶，才说道：“整个
报告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也有两条意
见。”

没有人说话，杜光辉扫了眼大
家，都在顾左右而听之。

“这第一，我觉得这个报告的主
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就
是报告中已反复强调的矿山开发，另
外我觉得应该加上一条，就是茶叶开
发。这是桐山的两条腿，要同时走。
只有走得协调了，桐山的经济才能真
正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杜光辉

停了会儿，他听见林书记咳了声，继续
道：“第二个意见，其实刚才有的同志也
说到了，我觉得要我们的三干会的主报
告中，一定要贯穿一种昂扬的精神，那
就是桐山虽然是个国定贫困县，但是，
桐山的干部和群众是充满信心的，桐山
的未来是美好的。”

“这个很好！”林书记插了句
话。

杜光辉说：“我讲完了。”林
书记朝他看看。李长副书记开始讲
了，接着琚书怀县长简单地讲了几
句，林书记开始作最后的总结：

“大家的发言都很好，提出了很多好
的举措。请政研室在会后认真地对
报告加以修改。至于发展茶叶生产
的问题，桐山有教训，以前搞过，
没有成功。而且茶叶生产见效慢，
而茶叶市场却在千变万化。对于这
点，我想这样吧，在报告中发展农
业生产一段中，加进适度发展茶叶
生产几个字。请光辉书记下一步牵
头，对茶叶生产作些调研。先搞一

个 小 范 围 的 试 验 ，
等以后成功了，再
大面积推广。”

12
李明学正出门

往外走，看到简又然
办公室的门开着，就
过来问：“又然同志
不 是 说 回 省 城 了 ？
怎么没走？”

“不是没走，是省
城的一个朋友过来
了。”简又然解释道。

李明学问简又
然，“听说省里马上
要对县里的一些班

子作调整？”
“这个，这个……是吧，是吧！”

简又然含糊着，含糊也是一种艺术。
这与官场的潜规则是最相符合的了。

“过几天，我想去拜访一下欧阳
部长，也感谢他把又然同志这样的好
干部送到了湖东。”李明学笑着，望着
简又然。

简又然赶紧说：“那不必了。不
过明学书记要真的去拜访欧阳部长，
我当然陪同。这是我的责任嘛。”

“那好，过两天去吧。”李明学说
着下楼去了。

到了年关，各种文件也少了。
简又然看了会儿文件，批了几个“阅”
字，李明学打来电话，说晚上一起到
欧阳部长那去。他已经在省城了，下
午再联系。

简又然知道李明学找欧阳部长
的目的。一个县委书记想结识省委
常委，还是不太容易的。简又然到湖
东来，某种程度上是给李
明学创造了一次机会。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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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邑郑邑

书架新新

古斋博博

风情域外域外

我站在故乡高高的太行山上，望着
白云自由飞渡，牧牛、读书、放哨、站岗，
时而深思，时而遥望，想看看自己的大
哥和他的战友们，怎样冲杀在解放全国
的战场。他们在党旗下宣誓，他们在军
旗下冲闯，我向东南的郑州望去，激战
的号角已经吹响。战士们高唱着“向着
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
亡！向着光明，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
发出万丈光芒”的战歌冲锋陷阵，胸怀
着建立人间天堂的真诚理想将热血流
淌。有的在监狱面对酷刑高昂着信仰
的头颅，有的在城市送情报护工厂配合
部队的解放。转眼间，白军已从城内逃
跑；转眼间，红旗已在邙山高高飘扬。
94名战士牺牲在战场，他们是真诚的为
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献出了宝贵的青
春和生命；郑州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原大地谱写历史的崭新篇章。

我回到了郑州，最初租房住在燕
庄。房东小张带着三个孩子还有婆母，
一家人粗茶淡饭，旧衣烂衫苦度时光。

而今小张已成富婆，笑口常开，还
买了一万多元的“喜来健”保健滾床，因
为她的儿子小名“孬蛋”已由一个顽童
成了老板，出租着一座数千平方米的楼
房；当年城东路以东还是大片的白菜
地，稻谷飘香，而今燕庄、司家庄、凤凰
台已和城区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城哪
是乡。当时 常去购物的六层紫荆山大
楼 ，而今已是十余层大厦，超级市场；
它的左右还崛起两个弟兄，北面的正道

商厦，南面的丹尼斯遥遥相望……
我从紫荆山顺着人民路向二七塔

走去，登高远眺，看看今日郑州崭新模
样：五大商场手拉手围城一周彰显着新
兴商贸城的气势肚量；百货大楼、金博
大群峰入云，西南的银基城气宇轩昂；
格陵兰大厦直冲云天，省政府大楼别样
光亮；东北角的未来大厦依稀可见，偏
西南的商城大厦气势辉煌；国际展馆迎
来四海宾朋，粮食市场堆満小麦杂粮；
一个个批发市场数不胜数，郑州的商贸
城名不虚传……五座立交桥如长虹飞
跨，十几条新大路明亮宽广；宽敞的国
道南北贯通，郑汴洛高速连接心脏；京
广陇海动车如箭飞驰，四通八达的公路
地铁辐射远方……

少林寺迎送着各路英豪，邙山旅游
区屹立着巍巍炎黄……郊区的小麦朝
天欢笑，免税的农民弟兄搬进新房；你
听那：两个开发区的电脑群在日夜劳
作，推拥着GDP上涨；西区的西流湖掩
面而笑，东区的如意湖碧波荡洋……

我站在高高的二七塔上，看到了锦
绣河山的勃勃生机，我站在高高的二七
塔上，更听到林祥谦语重心长；告诉我
们的后人和未来：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
和解放！听了先贤的话我肃然起敬，听
了先烈的话我热泪流淌，我站在高高的
二七塔上，看黄河滾滾，波涛万丈。唱
着解放的赞歌，带着解放的向往，像当
年英烈，唱着战歌，向着东方，向着太阳
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龙彼德完成了《坐
六》一系列的长诗就等
于完成了一个庞大而复
杂的宇宙建构，而这个
架构是奠基于一个巨大
的象征系统和一个巨大
的张力磁场上。但这个
宇宙不仅复杂而且诡异
莫名，深奥难测，既是
诗人观照万物、感悟生
命的滔滔雄辩，同时也
可把那些繁杂多变的意
象浓缩为一种禅的“无
言”境界，一种处于高
度知性的形而上的哲思
状态。

不论是情的抒发或
知的观照，龙彼德诗中
的张力磁场，主要源自
他的矛盾语法，而这种
语法正是诗歌美学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例如
这样的诗句：

东非裂谷是地球上最
大的裂谷

可也不及那个贪婪的

胃口
这是一个极具张力

的隐喻，就物象而言，
“胃口”极小，而“东非
裂谷”极大，但极小与
极大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心理，却能在人类贪婪
的“胃口”远远大于东
非的“裂谷”这一心象
的形成中获得统一。这
种矛盾意象在龙彼德的

《坐六》长诗中屡见不
鲜，而形成了他诗歌语
言的一项特色。其实这
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玩得
最熟的技巧，在古典诗
歌美学中称之为“理殊
趣合”，也近乎苏东坡的

“反常合道”之说，它的
艺 术 效 果 使 诗 中 的

“情”及“景”在更高的
基础上得以相互交融，
其间的和谐，也是在更
深刻更复杂的矛盾情境
下的统一。

2008年9月于温哥华

在中牟，有一种
流传千余载的家常菜名
叫“臭豆”的风味食
品，传说跟曹操有关。

东汉末年，曹操
和袁绍在官渡决战。当
时，曹操的草料场就设在今大
孟镇的草场村。有一马夫，名
叫刘二。那年的农历二月初
二，刘在煮豆喂马时，私自把
熟豆装进了自己的布袋里两
碗，想趁没人的时候自己吃。
谁知忽然传令兵来了，命刘二
到前线运送粮草，刘二情急之
下，把装着黄豆的布袋藏在草
堆里，九天后刘二从前线回
来，由于疲劳，把藏起来的黄

豆给忘了。有一天，他忽然闻
到屋里有一种奇特扑鼻的味
道，找了好几遍。在草堆里找
到了装有熟黄豆的布袋，晚
上，刘二抓一把放在锅里，加
上盐水和辣椒煮了起来，锅里
的豆和水煮沸了，臭豆竟然散
发出香味儿来。

恰逢此时，曹公到料场视
察，于刘二之屋，忽闻一阵香
味 ， 问 是 煮 的 何 物 ， 答 曰 ：

“臭豆”。曹操让随从拿碗
盛出点尝尝，果然色香味
俱佳，随将刘二调入公之
厨房专做“臭豆”。

后来，刘二在给曹
操做臭豆的时候，怕豆放

坏，就在阳光下把臭豆晒干。
在烹调时，为了使味道更鲜
美，除了加水盐、红辣椒，又
放了粉条和鲜菜，他把自己烹
调好的臭豆端给曹操品尝，曹
操吃后十分高兴，连说“好
吃”。并赞美道“臭豆”真是人
间至美之味也！

从此以后，这种做臭豆的
方法在中牟民间传开了，一直
到现在常传不衰。

古都西安碑林中，有件相隔数个
朝代而合一碑的奇事：晋代大书法家
王羲之竟然书写两百年后的唐朝文
章！

碑文是唐太宗为玄奘和尚撰写
的《圣教序》，字则是王羲之的手笔。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唐代有一位怀仁和

尚，看到唐太宗为玄奘和尚写
的文章，感到非常光荣。而他
又喜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

书法艺术，便想如何方能两全其美，
珠联璧合呢？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
法。自那时起，他耐心地到处寻觅，
终于按序文把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
地集中起来，成了这块王羲之写的

“圣教序碑”。

近日推出时尚绘本《我的
小煮意》，用稚朴的线条描绘出
数十种风味独特的私家菜做
法。与传统食谱不同，《我的
小煮意》除了有详尽的烹饪步
骤和精美的成品菜色图外，每
道菜前还有作者对这道菜以及
生活的感悟。作者捷安特·潘达

从 邻 家 女 孩
的 角 度 示 范
烹 饪 比 饭 馆
里 的 菜 有 爱
意 ， 比 妈 妈
的 菜 新 潮 的

独一无二的私房菜。书中所有
菜品皆选用市面上常见的食
材，并且按照国家高级营养师
建议，在易学易用的同时保证
了丰富的营养。数十种菜品涉
及中、西餐，使读者有足够选
择。

该书既是时尚绘本又是实

用菜谱，是艺术与生活的搭界
创作，颠覆了传统图书分类。
除去料理烹饪介绍，该书还是
本令人回味无穷的出色绘本。
作者在该书中暗藏爆笑的段
子，给读者一个又一个惊喜。
该书为都市时尚男女度身打
造，在天涯、sohu 等知名网站
连载时受到网友追捧。《我的
小煮意》被时尚杂志编辑联名
推荐为 2008 年最具温情主义的
图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穿行巴勒斯坦
叶延滨

纪念郑州解放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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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彼德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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