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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乡”艾米果
刘祖刚

一日晚上，笔者忽感饥饿，习惯性地拉开冰箱门
找寻吃食，放在一角的冰冻艾米果撞入视线，勾起了
春天那大快朵颐、无所顾忌的味道，那种馋得能让人
流口水的美食。

艾米果，顾名思义是用艾草做的米果。艾草，多
年生草本或略成半灌木状，植株有浓烈香气，花果期
在 9 月份至 10 月份，有温经、去湿、散寒、止血、消
炎、平喘、止咳、安胎、抗过敏等作用。

米果则是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的点心，口感松脆，
米香浓郁，脂肪与糖的含量较低，很受吃货的喜爱，
特点是咬感轻松、老少皆宜，又不胀胃，营养丰富、价
廉、安全无油脂。

估计是古人千百次尝试发现：艾草不仅香，与米
果结合，亦能入食，起到食疗和饱腹作用，这道美食
自诞生后一直流传至今。

要吃艾米果，首先要挖，准确说是找艾叶。野
地、树林，头年冬天落叶里，绿色的艾草静静躺着，就
看你是否认识。记得小时候，同村的孩子们喜欢聚
在一起，挎着竹篮，跟在大人后面找寻艾叶，尽管多
半是嬉耍玩闹，但至今难忘。

摘满了一篮，回家路上大人不忘在自家菜园带
上几株藠头，这可是做米果的绝佳配料之一。无论
是配着头年腌制的腊肉，还是白豆，与藠头搭配都能
产生味觉的“化学反应”，给味蕾带来别有一番的独
特冲击。如能在房前屋后挖到“山珍”——冬笋，那
就更能让米果添色。经过了一整冬的风霜雪雨浸
润，笋和藠头饱吸了大地灵气，嫩滑鲜爽，形体饱满，
滋味也更鲜甜。

春天吃艾米果，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果馅取材
方便，白豆、藠头自家种的，冬笋自家挖的，只需剥
好，洗净，用娴熟的刀工切丝。腊肉则选肥瘦分明的
五花肉，肥而不腻、嚼而不塞。

馅的处理也很讲究，细末、碎丁，腊肉等原料包
之前还需先下锅炒，以缩短蒸煮时间，能避免米果过
于绵软，品尝时筷子难夹导致尴尬。先炒香腊肉，再
放入笋丝翻炒，接着放藠头、白豆，再炒和匀，香喷喷
的馅料即可出锅。

接下来就是煮艾草了。山里木柴生出的猛火，
让艾叶碧绿碧绿的汤汁不停翻滚着，期间巧妇们还
需多次用手感知火候，待到绵软，就可以将沥干水的
叶子放到米粉中反复揉搓了。

生米果先做成大团，大人会掐成一小团一小团
的，让亲朋好友邻居和孩子自由发挥，金元宝形、扁
平，千奇百态。不过厚薄大小，以适应蒸煮为宜。

接下来就是把艾米果放进锅里蒸，一般蒸上半
小时左右。出锅后，笼笼艾米果熏香满屋，孩子们顾
不得烫手，大人则嘱咐端上一盘，送给老人、邻舍，那
是打牙祭的时刻，更是分享的味道，家的味道。

如今，艾米果走出厅堂，做成了产业。真空包
装，加上冰袋，没腿也能“走”到全国各地，让“吃货”
们尝到老区美食。对于在外游子，家人做得地道艾
米果是一根线，令他们忘不了养育之恩。

艾米果可以起到食疗和饱腹作用。是分享的味

道，也是家的味道。 刘祖刚摄

让每本好书都发挥应有价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每逢岁末年初，一些媒体、书店、电
商平台都会陆续推出一些“好书榜”，长
长的书单成为很多读者选书的参照标
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众阅读的新
趋势。尽管读书是一件极具个性化的事
情，但是这些书单、书榜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活跃了图书市场，也为全民阅读营造
了很好的氛围。

“好书榜”靠谱吗

我国图书市场年产几十万种图书，
虽然给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好书的机
会，但也在无形之中加大了他们选择的
难度。一位全职妈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她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选书，育儿方
面的书会上当当网，文学方面的书则去
豆瓣找，她看重的是这些平台所掌握的
大数据，以豆瓣 2016 读书榜单为例，后
台根据用户评价推荐了《北鸢》为年度中
国文学最受欢迎图书，评价客观，可信度
较高。此外，她还会参考主流媒体推荐
的“好书榜”，因为这些媒体推荐的书更
具权威性和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图书市场的繁荣，每年
各种媒体、书店推荐的图书榜单越来越
多，以 2016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
书”为例，既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读本（2016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九
十年》等主题图书，也有《望春风》《古书
之爱》等名家新作，这些图书皆为 2016
年图书市场热销品种，基本反映了2016
年大众阅读的新气象、新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跟着榜单买书基本
不会出错，但是现在榜单越来越多，很多
行业媒体的榜单、出版社自产自销自吆
喝的榜单以及电商这些纯商业化榜单，
也存在着注水现象，应该理性看待。有
的图书尽管名列榜单，但很多人却根本
没有读过。同时，还有许多“图书榜单”
各自为政，自说自话，都是站在制作者的
角度，推荐他们想推荐的书，卖他们想卖
的书，甚至有“买榜”的现象。

对此，一些读者认为，“图书榜单”应
该由专业机构和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
推荐产生，应少一些、精一些、专业一些，
这样才能为广大读者所认可。也有业内
人士认为，“图书榜单”不足以代表阅读
文化的本质，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阅读
心态、时代阅读文化的发展变化，很多读
者过于依赖榜单，不是慢慢挑选适合自
己阅读的图书，而是直接根据畅销书排
行榜的排名选择和购买图书，减少了自
己选书的主观性，这样也违背了阅读的
初衷。真正的榜单，唯有交给读者独立、
自由评判。

市场呼唤好书

事实证明，“好书榜”对图书销售量
提升确有一定作用。出版社在“种了一
年粮食”后，希望通过好书评选，再次把
全年最好的图书呈现给读者，因而越发
重视“好书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方面，商家会用资本培养“读者
群”。资本市场不仅批量生产阅读产品，
还为之包装、促销和宣传，其中也包括那
些商业化的“图书榜单”等。中华书局副

总经理宋志军认为，这从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一部分非专业读者，导致他们跟风
阅读。一位读者曾向记者反映，一些电
商平台和商业网站推荐的“好书榜”与读
者期望值差距较大，跟风购买了上榜图
书后发现，很多书粗制滥造、名不副实，
不仅扫了读书的雅兴，也砸了“好书榜”
的牌子。

另一方面，一些榜上有名的图书同
质化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好书也怕
多！”经常逛实体书店的读者关明谦告
诉记者，同一作者的同一图书在书市上
总会出现许多不同版本，让人面临选择
困难。

好书的市场需求量大是必然的。
但是，重复出版不仅给读者造成“选择
困难症”，还会导致同质、低质图书充斥
市场，损害精耕细作的出版社权益和利
益。中信出版集团某副总编辑认为，重
复出版往往是跟风出版，当某类图书得
到市场认可，其他出版社便在利益驱动
下蜂拥而上，盲目跟进，试图从中分得
一杯羹，造成图书严重同质化，这对图
书市场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有人说，图书榜单是资本培养‘读
者群’的惯用手段，其实这个问题需要
辩证地看。如果这些榜单能够为读者
打开一扇阅读的窗，引导读者多接触一
些未知领域的好书，未尝不是一桩好
事。”南京先锋书店总经理助理黄健明
提醒读者，在选择图书时，需要参照的
是“气质相投”的好书榜，切忌不能盲目
跟风。

“我们平时会关注凤凰网、豆瓣这些
更新比较及时的网络媒体发布的书单，
对于一些权威发布的年度榜单也比较关
注。但榜单中的图书仅仅是我们采购图
书时的参考，并不是唯一的依据。”据黄

健明介绍，南京先锋书店坚持两个标准
选好书：一是读者和市场认可，二是具有
一定的文化价值。“对一些具有重要意
义、重大文化价值，但市场销量未排进前
列的图书也纳入书店的选购范畴。”

好书推动全民阅读

什么样的书才算是精品好书？韬奋
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所谓精品图
书，其内容质量上乘，并且整个图书的制
作过程也保持高水准的品质，此外它还
是服务于不同人群的好作品”。在聂震
宁看来，应从读者需求、专业需要以及图
书制作过程中所呈现的质量水平等方面
衡量精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认
为，“好书、精品、力作既统一又有所

区别。所谓好书，就是大众能够受益，
并且受益越多越好；精品则是可以长久
传承；力作则是具备较高的文化价值，
能深刻影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
书”。

一本真正的好书可以影响整个社会
的阅读风气，因此“好书榜”上需要更多
适合全民阅读的精品力作。陈海燕认
为，不是所有的精品图书都适合全民推
广。精品推荐和全民阅读一定要分众
化。媒体、书店在推荐好书的时候应该
考虑到不同层次读者的文化需求。“全民
阅读仅仅靠畅销书来支撑是远远不够
的。不仅出版要避免同质化，阅读也应
当避免同质化。社会是丰富多彩的，我
们的文化创造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精
神文化需求也是丰富多彩的。‘好书榜’
只是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更多的精彩
还需要我们沉浸其中，仔细品味。”

每逢岁末年初，媒体、书店、电商平台都会推出一些“好书榜”，长长的书单成为很

多读者选书的参照标准。好书榜只是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更多的精彩还需要读者

沉浸其中，仔细品味——

难得安闲好读书
魏永刚

读书是现代人都熟悉的行为方式。

如果不局限于文字介质，把所有文字阅

读都归纳为读书，那么，我们每天都在

阅读，而且阅读量巨大。读书是掌握知

识的必经之途，学生必须要在学校里读

很多书，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学生的阅

读是在老师和课本的明确指引下完成

的，但一个人走出学校到了社会上，他

的阅读就很难再有这种明确指导了。

阅读，终究要靠自己完成，是一

种私人行为。作为个体行为的阅读，

是需要精心，甚至凝心静气的。其

实，最令人向往的读书境界是“安

闲”二字，要安闲地读书，还要在阅

读中体会到精神的安闲。这便是“难

得安闲好读书”。

读书可以给一个人带来改变，所谓

“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如果抱着“改

变”的目的去读书，未免太功利了，所

有功利的读书都很累。我们不能简单地

反对所有功利的阅读。对于正处在成长

期的青少年而言，对于某一个阶段为了

某一个具体目的寻找文献式的阅读来

说，这种枯燥而集中的阅读，是必要

的，而且是必然的。可以说，这种阅读

再累也值得。这里所说的是“安闲”读

书，这种阅读应该是没有功利的，仅仅

是为了阅读而阅读，其前提条件是拥有

闲适的时间。说到闲适时间，很多人都

知道这是“最稀缺”的资源。但是，只

要我们能抱有一颗闲适的心，时间总是

有的。所以，安闲读书首先需要有一颗

能够安闲下来的心。

安 闲 才 好 读 书 ， 读 书 能 获 得 安

闲。这是一对分不开的感受。安闲是

一种舒适的心情。当我们拥有一段安

闲的时间，放松了心情，随心所欲地

阅读时，我们到书中寻找的不是山

水，也不是技能，其实就是在感受一

种思想和情怀。看到了那样的思想情

怀，就找到了思想的归宿，当然也能

够获得一种安闲的归宿感。一位爱读

书的朋友谈到读书，说了这样一番

话：闲适的阅读正如体育锻炼，抑或

散步聊天打麻将，它是可以让人感受

到快乐的。这种阅读让思想游弋在遥

远的地方，跨越时空，漫过现实，仿

佛一个游泳水平高的人跳进了大海

里，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宽阔和无穷

无尽的探索。能感受到这样的阅读，

思想和情感上的感受便是“安闲”！

但是，阅读需要引导。各种排行榜

和图书推介都是引导阅读的有效方式。

什么书在社会上可以流行开来，大家喜

欢读什么书或不喜欢读什么书，是社会

情感的晴雨表。大众的阅读取向多少反

映着社会的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排行榜和书评等图书推介形式，

是社会舆论的刻度计，也是社会阅读的

指针，它发挥着一定价值导向功能。作

为个体阅读者，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推介

形式来矫正自己，也了解别人。很多时

候，排行榜和书评等推介形式也是对我

们个体阅读内容的拓展。发现一本好

书，看到一本自己喜欢而过去不知道的

书，心中生出的往往是“相见恨晚”的

感觉。所以，图书需要推介，好书更要

用心读。

吉林长春市近日新增19个社区阅读空间，分别为高新区永达社区等17家“社
区幸福学堂·社区阅读空间”和怡众社区、超强社区长春市图书馆社区分站两个社
区图书馆。

新增的19个社区阅读空间是“书香吉林·社区幸福学堂·社区阅读空间”建设
工程的成果。该工程由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吉林省民政厅共同启动，计划 3
年内建设社区阅读空间1839家，实现全省社区全覆盖，搭建便捷的社区居民阅读
平台。

据介绍，高新区利用区内丰富的科技元素，把文化+科技融入民生服务当中，
形成了高新区阅读网格化，为百姓打造“十分钟阅读圈”，引领阅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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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打造“十分钟阅读圈”

上图 读者在书店里度过阅

读时光。 姜天骄摄

上图 北京言几又书店为读者推荐选书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