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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视界》
李宏图 著
作者游走于古今中外的人事间，穿行于中

西不同的空间里，耕耘在教书育人的园地中，
不仅努力保持着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平衡，历史
与当下的互动，而且以“世界公民”的角度对如
今“大转型”时代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解析与
反思，体现了其对时代与文明的关切之情。

《有思想的历史》
王立新 著
本书系王立新教授治学 20 多年来撰写

的随笔、评论与轻学术文章的汇集，大部分为
发表作品，余则为会议发言稿、讲座记录、媒
体访谈及回忆文章。文章所涉，既不乏对历

史学家的责任和史学研究特点的思考，又有
对作者专业领域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杂感
心得，使全书不仅具有宏阔的视野，还体现出
一位历史学者应有的史识。

《沙发考古随笔》
陈淳 著

“沙发考古”源自美国的 armchair ar-
chaeology，意指理论考古。但在中国，考古学
又叫锄头考古学，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体力
活。因此，“沙发考古”到了中国，又叫纸上考
古，指坐在书斋里的笔耕。然而，如果考古只
限于挖土、辨认陶片和类型学研究，缺乏思辨
精神和想象力，那么常常会变成“挖宝”。本
书主旨正是倡议中国考古学加强科学思辨和

理论素养的训练。

《抵达晚清》
夏晓虹 著
本书为夏晓虹教授的学术随笔，共四辑

三十五篇，为“学古拾遗”“明末三大家散叶”
“晚清研究一得”“序文小辑”，内有对传统诗
文与人物的赏鉴、个人的研究心得等，展现了
作者从古代抵达晚清的治学经历。作者在时
光年轮中追溯学术生涯中的兴趣点及收获，
使得本书清新耐读、余韵悠长。

《文思与品鉴：外国文学笔札》
虞建华 著
透过本书，读者将与一众美国当代作家

与经典作家“不期而遇”，或与新西兰文学
“狭路相逢”，发现自己未曾了解的文学世
界，同时也将与作者在文学翻译、文史互读、
治学之道等多个方面进行直接对话，于字里
行间慢慢进入一片视野更为开阔的文学高
地。无论是文学爱好者、研究者还是正在文
学领域耕耘的学子，都能在本书中发现自己
所需的养分。

《立雪散记》
虞云国 著
本书收录作者记述前辈学者与回顾学史

体悟的文章共四十余篇，分四辑。本书以尊
师重道为主旨，以史坛旧闻为内容，文字雅
达，叙事生动，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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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适合过日子丰台适合过日子

我在北京也算待过不少地方，基
本是西北方向。出生在门头沟，小时

候长在五棵松、玉泉路一带，上大学以后
搬到中关村附近，具体说属于四季青。疫情
的时候填出行信息，我一查，那地方的行政
名称叫海淀区四季青镇，敢情哥们儿也是一
小镇青年。人总是对自己长大的那块地方
有感情，尤其对于没有老家概念的北京孩
子，在哪儿度过青春期，姑且就把哪儿认成
故乡了。其实说故乡都大了，类比外国人的
说法，近似于“社区”这个概念，说起来也就
是“我们那片儿”。

对我而言，“我们那片儿”就是复兴路南
边那一段，西四环附近。虽然我父母已经搬
到西郊机场旁边了，孩子也在中关村上学，但
玉泉路附近，也就是原来上小学和中学的地
方，还住着我很多发小同学。大家吃个饭或
者聊个天，还愿意在以前都熟悉的地方聚。
不知道算不算念旧，或者说就是在熟悉的地
方心里踏实吧，我后来也在那附近买了房
子。办房本的时候才知道，敢情新家属于丰
台区。这当然也正常，我们那片儿是海淀、丰
台和石景山的交界地带，记得小时候路边就
有一饭馆，名叫“海石丰”，当时还以为是哪个
顽主的名号呢。但三区交界，居住状况又有
不同，海淀那边部队大院儿多，没什么地方盖
小区，倒是丰台和石景山的房子新，而且可挑
选的余地大。赶上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房地产
大开发，我有很多同学正好也到了成家单过
的时候，买房子不是买在石景山就是丰台。

也就过条马路，跨区而住了。我的情况也差
不多，虽然中关村附近有家，但同时也算丰台
居民。

其实对丰台我从小就熟，还是有同学的
原因。我们那个中学原来是部队子弟学校，
丰台也有不少部队单位，那儿的孩子也来上
学。我还记得那时候跟我们院儿的孩子骑自
行车出门，老去青塔找一壮实的同学玩儿。
那同学家长是大夫，后来他也当了大夫，性格
特好，一边倡导健康饮食一边吆喝大伙儿撸
串——聊天时还都记得青塔那地方当年的模
样，基本就是荒地，狗声可闻，除了部队的院
儿，基本就没有规整成形的建筑物了。而现
在，青塔变成了一片相当热闹的住宅区，比较
好的小区号称德国风格。附近也建了不少公
园，大的有园博园，还有天元公园什么的，再
加上商业配套越来越成熟，总体上吃的玩儿
的都不缺。我和同学们一致认为，住在那一
片儿还挺舒服的。

这些年北京的市政建设投入大，其实哪
儿都规划得不错。有时候去相对落后一点儿
的国家旅行，会发现很多街面杂乱的城市到
处都是健身房，密度高的地方恨不得比小卖
部都多，这当然是人家喜欢强身健体，但还有
一个原因，反而说明公共设施比较少，想找个
公园跑步遛弯儿都不容易。北京就好多了，
每个街区都有公园，跑、走、瘫着皆可，遛孩子
遛狗都适合。原先还动不动上北海、上中山、
上紫竹院，现在住得离这些有名的公园比较
远的人也懒得去了，家门口新建的也差不
多。假如说新公园比老公园还有不足，就一
条，文化古迹别指望有。我在丰台住的时候，
常到小区后面一公园遛弯，从家里窗户看到
的也是那个公园——优点是新，缺点是太新，
而且现在盖公园也跟预制菜似的，树、假山、
步道都是现成的，咔咔一拼完事儿。古典
文学里有个词叫“新绿”，北京的社区公
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什么叫“新绿”。

其实人都有点儿
贪得无厌，有了这个
想那个。我住的地
方离丰台的那些著
名景点也不远，宛
平城、卢沟晓月，
开车二十分钟全
到，平常倒也不去，
家门口有公园反而
抱怨公园太新。就跟
上饭馆吃饭似的，家门
口的饭馆没准儿是别人眼
里的网红店，自己还得驱车一
个小时去吃别人家门口的网红店。
顺便再说说吃饭的事儿，在北京绕着圈儿地
吃饭，就会发现各处的饭馆各有其风格。以
朝阳、海淀、丰台三个相对新的城区而言，朝
阳肯定居于领先地位，也多，也有创意，也洋
气。海淀是差一些的，我看过一篇文章专门
总结海淀高科技人才扎堆地方的饭馆，一水
儿的连锁店加预制菜，这当然跟那边的人比
较忙有关，缺乏生活情趣。而丰台的饭馆也
有它的优势——首先是实惠，往往不玩儿虚
的，在那些地方吃饭的目的首先是吃；其次是
本地化的饮食扎堆儿，对于北京人的口味照
顾得比别处周到。当然这还是跟居民构成有
关，再拿东三环打比方，天南海北的人都有，
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所以饭馆也是天南海北
世界各地，而西边这片儿本地人多，所谓芝麻
酱裹一切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对于北京
人爱吃的那几口儿，好多别处的朋友嗤之以
鼻，觉得这儿是美食荒漠，说得我认为也有道
理，不过作为北京人，老吃不着没准儿还想。
比如在国外待一段时间，我最馋的就不是各

大菜系，还是涮羊肉。对
我来说，丰台的饭馆是过
日子吃的饭馆。

当然，日子过得舒服
不只看物质条件，有地儿
玩有地儿吃是必须的，人
的心态也有很大影响。在
这点上，住在丰台也有优

势。都说北京的生活“卷”，
但细分也有不同，真“卷”的还

是西城海淀那些能人扎堆儿的
地方，我住的那片儿相对还好。可能

还是跟本地人多有关，北京人，尤其是相对
老范儿的北京人，整体的生活状态还是随遇
而安的，吃喝用度差不多就行，工作事业差不
多就行，至于别人怎么看自己，更是差不多就
行。以前去成都之类的地方，明显感觉街上
人走路比北京慢很多，不急着争什么抢什么，
现在成都人走路也快了，反倒是我住那片儿，
常有无所事事瞎逛的闲杂人等。别人不着
急，我也不着急，大家的心态都比较放松，这
是莫大地与人为善。我谈工作经常是在中关
村、亮马桥之类的地方，有时候忙叨几天，倒
愿意到丰台的家里宅两天，算是一种放松吧。

当然，在北京这么一个地方，没哪个地方是
真能闲下来的。有一次朋友约饭约在丽泽金融
商务区，觉得那儿和国贸、金融街也差不多了，
玻璃大楼里职场即战场。那地方也是丰台，但
就和我以往认识的丰台完全两码事儿了。

不过总体而言，丰台尤其是我住的丰台
一角，还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地方，是普通人
的正常的日子。

来源：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石一枫

编者按
2023年以来，区文联及区作协紧紧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推动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以及丰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北京

作协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关区作协合作开展了“山河永定·丰宜福台”主题征文创作活动，约请区内外知名作家到我区深入调研采风，形成一批优秀散文作品。本报陆续刊登部分作品，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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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家附近的篮居民在家附近的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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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菜馆，烟火气十足。原梓峰 摄

▶家长在公园内引导孩子练习爬行。
欧阳树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