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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导演陈晓卿的
舌尖寻味故事。美食的终极意义在于获得生理和心理的
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有时候和食物本身相
关，有时候和生活经历相关，吃家常菜得到的满足感，吃
燕鲍翅并不一定能得到。

《吃着吃着就老了》
陈晓卿 著 文汇出版社

陈慧白天摆摊，夜里写作，竟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
场里找到了救赎。在菜市场摆摊的 18年里，陈慧遇见过
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有相熟的乡邻、常来的顾客，也有
隔壁摊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她将日常所见化作真
诚的记述，把市井百态、红尘温暖和一个个平凡生命的
庄严与贵重，通通写入这本书里，把烟火人间的热热闹
闹、挨挨挤挤，把贴地而活的生之乐趣带给每一个读者。

《在菜场，在人间》
陈慧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在西方铁路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铁路餐饮堪称惊
艳，毫不夸张地说，假若没有铁路餐饮，19世纪以来欧美
的铁路旅行史至少逊色一半。美食从车站候车厅起步，在
火车行进过程中传递温暖、幸福，带给旅客别致的唇舌体
验。作者带领读者们探寻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欧美餐
车上的诸种美味，继而又见证了工业化铁路“配餐”的崛
起与影响，完整且生动地演绎了她眼中那个“黄金，但也
不那么黄金”的铁路餐饮年代。

《“逛吃逛吃”》
耶丽·昆齐奥 著 陶小路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琉球谢恩
使程顺则在福州刊刻《中山诗文集》，此
刊本今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此书后又
有雍正三年（1725 年）刻本及咸丰六年

（1856 年）程顺则之孙程德裕刻本，刊刻
地均在福州。

《中山诗文集》是清代琉球人在福州
所刻书籍的一种。这一类由琉球人出资、
在福州请当地书坊刊刻的书籍，学界称
之为“福州刻琉球本”，现存刻本数量不
少，其中以程顺则和蔡大鼎所刻为多。

程 顺 则（1663—1734 年），字 宠 文 ，
号念庵、雪堂，出生于琉球久米村官宦
之家，官至紫金大夫，是琉球著名思想
家和教育家、“琉球五伟人”之一。其一
生五入闽疆，四度晋京，留居福州琼水
河 畔 的 柔 远 驿 长 达 十 年 ，曾 拜 福 州 鸿
儒陈元辅、竺天植等为师，同多位闽地
文 人 士 大 夫 交 游 往 来 ，与 福 建 结 下 不
解之缘。

从现存资料看，程顺则在福州刻书，
较早刊刻的是其师陈元辅的著作。陈元
辅（1655？—1711？），字 昌 其 ，尤 精《周
易》，康熙年间入闽琉球学人多从其学。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程顺则第二次赴
闽 ，居 柔 远 驿“ 凡 历 三 寒 暑 ，时 从 先 生
游”，并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刊刻陈氏

《枕山楼诗集》。该本卷首林潭序提及“程
子宠文从余友昌其游……一日袖昌其
诗，问序于予曰：‘此师半生心血也，兹欲
寿之梨枣……’此宠文所以捐赀授梓，欲
为其师传不朽也”。诗集最后为组诗《送
程宠文归中山》，其九“枕山诗草委泥沙，
独检焚余授枣梨”句自注曰“程子捐赀，
为余刻诗”。

康 熙 三 十 五 年（1696 年），程 顺 则
“ 赍 奉 入 都 ，暂 次 琼 河 ”，至 三 十 七 年
（1698 年）归国，其间联合五位友人共同
捐资刊刻陈元辅的《枕山楼课儿诗话》，
今 日 本 公 文 书 馆 藏 清 雍 正 三 年（1725
年）曾历重刊本书末程顺则跋语清楚记
载此事。此次赴华，程顺则在福州刊刻的
书籍还包括其汉诗集《雪堂燕游草》，卷
首林麟焻、陈元辅二序均题署康熙三十
七年（1698 年）。

康 熙 四 十 五 年（1706 年），程 顺 则
第 四 次 入 闽 ，至 四 十 七 年（1708 年）返
回琉球，其间在福州刻书三种。其一为
航 海 图 书《指 南 广 义》，是 程 顺 则 有 感
于琉球往来中华，“渡海时上雾下潦，万
里苍茫……心胆为之俱碎”，汇辑“封舟
掌舵之人所遗针本及画图”而成，付梓后

“藏版馆驿”，版片并未带回琉球。100 多
年后的道光四年（1824 年），琉球贡使毛
树德在福州尚见到程顺则原刻本。

其二为儒家著作《六谕衍义》。此书

系明末清初范鋐所编，“词简义深，言近
旨远”，以之教化民众则“教者省力，学者
易晓”。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程顺则首
次入闽，在其师竺天植处第一次见到《六
谕 衍 义》就 被 深 深 吸 引 ，不 仅“ 翻 阅 再
三”，而且请竺氏“授而藏焉”，此后二十
五 载 心 之 念 之 ，终 于 在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1708 年）以六十金将此书付梓并带回琉
球。康熙四十七年，程顺则在福州还刊刻
了其子程抟万生前诗集《焚余稿》。

康熙六十年（1721 年），程顺则最后
一次到访福州，除了《中山诗文集》之外，
还捐资重刊长乐人林潭诗集《晚香园梅
诗》，卷首王登瀛序提及“辛丑春，中山紫
金大夫程君宠文，从都门回，好此六咏，
捐资重梓”。

另一位在福州刻书较多的琉球人是
蔡 大 鼎 。其 字 汝 霖 ，和 名 伊 计 亲 云 上 ，
1823 年出生于久米村，是闽人三十六姓
之一蔡氏后裔，为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
末期之重臣。蔡大鼎一生多次入华，或求
学，或出使。他也是个人诗文集留存最多

的琉球文人，是晚期琉球文坛的
重要代表，其著作包括《北上杂
记》《北燕游草》《漏刻楼集》《钦
思堂诗文集》《续钦思堂集》《闽
山游草》《续闽山游草》等。蔡大
鼎“性好梨枣”，著作均刊刻于福
州，内封多署“钦思堂藏版”，“钦
思堂”为其书斋之名。

同治十二年（1873 年），蔡大
鼎还刊刻了其七世祖蔡肇功诗
集《寒窗纪事》。蔡肇功（1656—
1737 年），字绍斋，是琉球著名造
历 官 ，一 生 五 入 中 华 。《寒 窗 纪
事》主要吟咏其宦游所历山水风
物 ，蔡 大 鼎 称“ 其 字 句 清 新 飘
逸”，咸丰六年（1856 年）即“意欲
他日入闽，将其佳藻付之梓人，
藏版为宝”，10 多年后终于付梓，
与这一年蔡大鼎在福州“所剞劂
各集相为辉映”。

光绪二年（1876 年），蔡大鼎
最后一次入闽。此时日本正加紧
吞灭琉球，蔡大鼎奉琉球国王之
命，以都通事的身份随同紫巾官
向德宏等人入华向清政府请求
支 援 ，但 当 时 的 清 政 府 自 顾 不
暇，求援无果，蔡大鼎因此在华
羁 延 多 年 。其 间 在 福 州 刻 书 二
种，其一为光绪三年（1877 年）所
刻《续 钦 思 堂 集》。光 绪 五 年

（1879 年），琉球被日本吞并，蔡
大鼎等人救国心切，毅然改换清
装北上，赴京请愿。至光绪九年

（1883 年），蔡大鼎“每于京师所
见所闻及日间所作事宜”都秉笔书之，撰
成《北上杂记》五卷，并于光绪十年（1884
年）在福州付梓。

清代在福州刻书的琉球人还有一
些。如雍正二年（1724 年），同样出自久米
村 蔡 氏 的 蔡 文 溥（字 天 章 ，1671—1745
年）《四本堂诗文集》由其长子邦用刊刻
于福州。同年冬，蔡文溥之父蔡应瑞（号
祚庵）的《五云堂集》也在福州刊刻，主其
事者亦为蔡邦用，蔡邦用请闽人王登瀛
为之作序。雍正十年（1732 年）《四本堂诗
文集》再次刊刻，卷首有闽县叶绍芳序。
乾隆二十年（1755 年），蔡文溥之孙蔡功
熙（字法亮）入华进贡，取道福州，携乃祖
晚年定本《四本堂诗文集》请晋安刘敬与
作序并在此地刊刻。

刘敬与亦曾为琉球大儒蔡温（字文
若，号澹园，1682—1762 年）所著《澹园
全集》作序。蔡温于康熙四十七年至四
十 九 年（1708—1710 年）以 存 留 通 事 的
身份居柔远驿三载，跟随王登瀛学习。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春，以请封使团

副使身份再次赴华，登陆后滞留福州六
个月才前往北京。此次入闽，携来两年
前所编《要务汇编》向王登瀛请序，其刊
刻地当在福州。

《澹园全集》包括《图治要传》《簑翁
片言》等十几种，有乾隆十二年（1747 年）
福州刻本，已佚。此外，日本鹿儿岛大学
高津孝教授曾经撰文指出琉球版的《小
学句解》雕版本身当出自中国，或即刊刻
于福州。

随着明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的移
置，以及专门接待琉球人的柔远驿设立，
福州成为明清时期中国通琉球的唯一口
岸。琉球和福建的书籍往来早在明代就
开始了，清乾隆年间潘相《琉球入学见闻
录》著录琉球版《四书》系明万历年间建
阳余明台刊《大魁四书集注》的翻刻本，
当为入闽琉球人携归另刊。入清后，这种
情况也不少见。如长乐人陈庚焕（号惕
园）所著蒙学读物《童子摭谈》由道光十
八年（1838 年）出使中国的颜嘉行携归琉
球，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在琉捐资
翻刻。

清代福州刻书的发达，应该早已为
频繁往来此地的琉球人所熟知。因此雍
正二年（1724 年），蔡文溥特意将其父蔡
应瑞的《五云堂集》“从海外邮来，以授梓
人”；蔡大鼎《漏刻楼集》成书后，其父蔡
德懋在卷首序文中殷殷叮嘱“汝他日入
闽，当不惜资财，付之梓人，为其藏版”。

闽地尤其是福州文人对于琉球人在
福州刻书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闽地
文人一方面热心为琉球人所刻之书题写
序跋，现存 20 多种福州刻琉球本有闽人
所作序跋约 50 篇。另一方面，闽地文人
还积极鼓励琉球人刻书。如王登瀛在序
中透露他读过蔡铎、曾益、程顺则等人的
作品，“拍案称奇”，因此鼓励程顺则汇辑
编纂《中山诗文集》并付梓；谢鼎读过蔡
大鼎《钦思堂诗文集》后也“嘱其付梓以
行世”。

福 州 刻 琉 球 本 ，对 于 保 存 琉 球 文
献 尤 其 是 琉 球 汉 文 诗 集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促 进 了 汉 诗 在 琉 球 、日 本 的 传 播 。
有些诗文集如蔡肇功《寒窗纪事》目前
所 知 仅 有 福 州 刻 本 ，蔡 大 鼎 的 作 品 亦
赖 福 州 刻 本 留 存 至 今 。程 顺 则 在 福 州
刊 刻《雪 堂 燕 游 草》传 回 琉 球 后 ，被 琉
球文坛视为汉诗代表，后传入萨摩藩，
画 家 据 以 创 作《雪 堂 燕 游 图》，成 为 萨
摩藩主的案头珍赏。刊刻儒学经典《六
谕衍义》，被作为琉球儒学教育机构明
伦 堂 的 教 科 书 使 用 ，以 后 又 随 着 程 顺
则“上江户”传入萨摩藩，推动了琉球、
日本儒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福州刻琉球本：清代中琉文化交往的剪影
□胡小梅 文/图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迁过程，是人类
社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由
礼俗社会向契约社会、由封闭保守向开放
创新的变革和跃升过程。在人类现代化历
史中，西方国家率先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取
得了现代化的先行优势。近代中国在隆隆
炮火声中卷入现代化，中华儿女在古今中
西之辨中孜孜探求救亡图存之路，在抬眼
看世界中思辨却不盲从西方现代化，并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
洪流中从“跟跑”到“开辟新道路，打破了

‘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书写了独具中
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崭新画卷。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璇和吴肇
光编著的《中国式现代化面面观》一书，是
一本帮助我们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品书
籍。书的开篇回顾了从汉代到清初近 2000
年间，中国长期保持着东方文明的中心地
位，使之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辐射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回
望了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建国方略》中描绘
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份蓝图。当年的现代化
构想已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丰富和发展世
界现代化谱系，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路径选择，并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
态在世界版图上延续中华文明盛景、传递
文明新声，是新时代我们踔厉奋进的目标。

“现代化必然反映鲜明的制度特征和
国情特色。世界上没有可以套用于任何社
会体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这本
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中国式现代化
图景，系统解读了我们党深刻把握现代化
发展一般规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成功开辟出中国式
现代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灿烂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的，是因为
其中贯穿和深蕴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气度。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自强勉力，
不有止息”“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
良史之忧忧天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
民于变时雍”……《中国式现代化面面观》纵
论传统宇宙观、道德观、历史观、天下观、民
本观、自然观，深挖文史典故，细究现代化哲
理，在深邃的文明视野中立体呈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如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
深刻的价值启示、深厚的精神滋养和主动的
精神力量，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如何在传承中
华文明、推动“两个结合”中凝练具有中国特
色、富有中国智慧、贯通古今、融通中西的世
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
态观，使中华文明焕发出跨越时空、与时俱
进的全新风貌，有助于我们从古今交汇、传
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更深刻地把握文明坐标
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面面观》是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一次别出心裁的诠释，设置了“马恩

说”“学习语录”“外国评论”“数据说”“知识
百科”“经典故事”等丰富多元的科普读物
元素，讲“透”了现代化理论，讲“实”了现代
化现况，讲“活”了现代化经验，能让读者从
历史典故中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
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坚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从强国建设
的斐然成就和数据对比中增强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民族自信。

这本书从历史眺望未来，在辩证唯物
主义视域下梳理事关现代化建设的内与
外、量与质、点与面、道与术等辩证关系，让
我们能从自身角度感悟现代化的道理学理
哲理，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怎么走得
对、行得通、做得稳、干得好”，在读懂中国
式现代化中传承历史中国、融入当代中国、
感知未来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景展示
□胡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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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大鼎《续钦思堂集》清光绪三年（1877 年）
福州刻琉球本书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机动车保有
量增加，停车位无法满足现有车辆停放需
求，因停车难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凸显，抢
占车位现象、12345 停车信访时有发生。停
车难已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也
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之一。

海沧城建集团纪委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从“小切口”入手，聚焦停
车难、停车乱收费等民生痛点问题，持续
开展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监督，以实实
在在的监督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海沧

城建集团纪委监督推动责任单位深挖停
车资源，摸清停车供给需求、道路停车条
件等，积极筹划，2023 年新增道路停车泊
位 1180 个，其中嵩屿街道 66 个，新阳街道
989 个，东孚街道 125 个，进一步缓解停车
压力。

同时，海沧城建集团纪委提升风腐同
查同治效能，通过明察暗访、实地调研、查
阅台账资料、调取后台数据对比分析等方
式，对履责情况进行再监督，严肃查处各
类违规行为。2023 年以来，责任单位依法
依规取消不合理设置停车位 41个，追缴欠

费约 89 万元。通过专项检查、社会监督等
方式，开具过失单 97 张，劝退 5 名违规私
收费停车收费员。

源头预防，要从加强思想教育和推动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入手。海沧城建集
团纪委坚持做好“后半篇文章”，督促责任
单位提升服务质量，开展文明服务专项培
训，推行阳光收费、亮岗履职、文明服务，
严格执行“八项禁令”行为规范；修订完善

《道路停车收费员管理办法》《城市道路停
车收费员绩效考核方案》等管理制度，规
范收费管理，形成按制度管权、靠制度办

事的良好机制。
“停车场管理员服务态度比以前好多

了，引导车辆停放更加细心，也不敢乱收
费了，在这里停车感觉舒心多了。”在海沧
区某路内停车点，市民李女士说。

小小停车位，关系大民生。海沧城建
集团纪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压
实主体责任，落实监督责任，督促增加泊
位供给，推进智慧停车建设，加强系统化
精细化管理，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许雅娟 林泽贵）

着力破解停车难题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海沧城建集团纪委监督促改，纾解群众“停车难”

福建：
“税惠礼包”送上门 纳税服务年味浓

新春佳节将至，年味渐浓。近段时间以来，福建各地税务部门深

入街头巷尾和企业生产一线，为纳税人缴费人送上新春“税惠礼包”，

助力商户以及企业在新的一年实现“开门红”。

福州市台江区税务局针对辖区内从事年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进

行梳理，走访问需，“手把手”通过电子税务局教导纳税人操作，解决

商户后顾之忧。德化县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深入企业提供靶向服务，

对企业的涉税诉求做到有效收集、快速响应、及时辅导，扎实服务好

市场主体。福鼎市税务局通过“线上沟通+线下走访”、政策宣讲会的

方式开展政策宣传，全力护航年货市场健康有序。

当前，福建各地税务部门通过把牢生产和消费热点，主动问需，

送策上门，必将为春节消费市场注入强大“税动力”。

（黎祥建）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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