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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通
讯员佛交宣报道：近日，佛山同济大
桥顺利合龙，这标志着同济大桥主体
工程基本完成，为力争在国庆节前通
车奠定基础。该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份开工，计划于今年10月份完工。

记者了解到，同济大桥西起南
庄镇科润路与禅港东路平交口，东
至张槎街道季华北路，跨越绿岛湖、
罗格围大堤、潭洲水道、东平路等，
项目全长约 1.54 公里，桥梁全长
892 米，主桥为独塔斜拉桥，跨度

200米，塔高125米。
作为佛山市重点工程、泛东平河

水轴线交通建设的重要跨河通道，同
济大桥建成后，将打通聚锦科创产业
区与绿岛湖都市产业区两大片区的
交通瓶颈，缝合一河两岸城市空间，
极大地缓解季华大桥交通压力。同
时，同济大桥“合手”型塔能突出斜
拉桥轻盈、高耸、简洁的完美形象，
桥塔风格与周围环境风格达到良好
的和谐统一，构成优美风景线。

据建设方介绍，同济大桥为大斜

率“合手”状主塔，塔身结构曲线优
美，但塔柱斜率大，曲线变化复杂，
施工困难大。为攻克技术难关，施工
团队采用“以直代曲”的方式把塔身
分成若干段，精细化配置 6 套钢模
板，既能够满足主塔外观整体线形的
要求，又能保证施工质量及安全。

另外，同济大桥西岸跨绿湖采
用大直径钢波纹管连拱涵，设计采
用12孔钢波纹管组成，最大跨径11
米，全长140.79米，为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联拱、广东最大单拱涵。

一张白纸，记录多彩人生；半部《春秋》，讲述千年繁华。可贵的是，在近千万人口
的佛山，读书依然是许多佛山人坚持最久的生活习惯之一。在这座中国著名的制造
业之城和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五金诗人”、“粤菜名厨”、企
业家，又或是“咏春师傅”“杏林高手”，生活的琐碎无法阻止他们拿起书本。无数读者
在书海里见人生、见社会、见天地。

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羊城晚报记者带您了解佛山“读书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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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诗能带来什么？”
“能带来心的安定和快乐。”在佛
山南海丹灶，有这样一位“斜杠青
年”，他有着诗人、五金厂老板等
多重身份。他无论身处车间、办
公室或驾驶位，总能利用片刻时
间，拿出心爱的书籍入神阅读；他
也行走在乡村小道，关注本地历
史，用柔软的笔触记录乡土人文，
他就是丹灶青年诗人郭杰广。

谈起与书籍的结缘，郭杰广
回忆道，读初中时同班有位女同
学作文写得很好，时常被老师称
赞，其作文偶尔还被当作范文当
堂朗诵，供众学生赏析。郭杰广
看在眼里，心生羡慕，同时也萌
发提高写作能力证明自己的想
法。适逢班主任要求写日记、周
记，以此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而作为“百厌星”的郭杰广却时
常因贪玩无法完成。

“那时周末总要帮家里放
牛，临近交功课，就在周记里胡
乱写下几个简单的句子交差，印
象中第一篇是：‘今天我放牛/一

边放假/一边放牧白云’。”郭杰
广表示，当时自己尚不懂诗，只
是用文字将所见所想记录下来。

出乎郭杰广意料的是，交上
去的“作品”引得老师称奇，后更
是鼓励其继续创作。“每每有诗句
出炉，老师都会帮忙修改、点评，
有时还会将其推荐给报社、诗
刊。”郭杰广表示，那时刊发一首
诗能收获数元稿费，自己会用来
买糖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也就从
那时候开始养成了看书读诗的习
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想
起，记忆中关于诗歌的初体验，大
概都是甜的，是糖果的味道。”

上世纪90年代，中专毕业的
郭杰广回到家乡，进入五金厂工
作，开启汗流浃背的车间生活。

“那时候上班很累，生活十分枯
燥，只能利用午间、晚上的休息时
间去看书，充实自己的精神世
界。”郭杰广表示，看书之余，自
己开始重拾写诗的笔，让所书写
的诗歌成为排解生活苦闷的一剂

“良药”。
重新拾笔写诗，让郭杰广在

当地开始有了一定名气。彼时
正在汪国真、舒婷等大家的“诗
海”里畅游的他，慢慢融入丹灶
以及南海当地文艺圈，在与文友
们的思想交流碰撞中，渐渐形成
自己的创作风格。

后来，郭杰广在家乡当起五
金厂老板，一手包揽跑订单、购
置材料等大小事，经常忙得“脚
不着地”。但一有时间，哪怕在
驾驶位、在车间，他也会抓紧碎
片时间阅读、创作，有时精彩灵
感一发有好句子“上脑”，都会第

一时间将其记下。通过后期整
理、修改，他创作出一篇篇动人
的诗歌。

此前，郭杰广曾出版诗集
《词语的合金》，获首届全国青年
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文 学 新 人
奖）、第二届佛山文学奖、第三届
骆宾王青年文艺奖、第五届中国
长诗奖·最佳新锐奖等，作品入
选多个年度选本。出版完《合
金》后，郭杰广继续行走在丹灶
的乡间小路，一边经营五金厂，
一边写诗。他听着车间里的轰
隆声，写关于五金的浪漫词语；
他站在北江岸边，写一曲曲引人
遐想的乡情；他游遍故乡大小祠
堂、牌坊，记录身边的一草一
木。今年，郭杰广还出版了新作
诗歌集《丹灶淬火集》。

庞贝的《乌江引》、张况的
《赵佗归汉》、韩东的《奇迹》、李
南的《妥协之歌》、爱尔兰诗人希
尼的《电灯光》《人之链》……谈
起近期阅读的书籍，郭杰广娓娓
道来，“对创作者而言，保持阅读
相当重要，每年我阅读书籍有
30-50 本，涉及政治、历史、军
事、地理、文学等方面。”

郭杰广表示，直到现在每到
一处新地方旅游或者出差，都会
留意当地的文化氛围，逛逛图书
馆和书店，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
惯。近年来，郭杰广的家乡丹灶
镇建起澹如书屋、一锥书屋、翰
林书屋等场所，这让一个爱书之
人充满欣喜，“阅读能让人打开
视野，增长见识，不断成长，往后
也必定会保持终身阅读的习
惯。” （吴泳）

与“美食”相伴半生的陈礼
佳，是一名四星级“粤菜师傅”名
厨。他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
阅读使他不断找到突破职业瓶
颈的方向，与此同时，他还在书
籍里找到与人生和解的答案。

陈礼佳是土生土长的顺德
人，在北京打拼几十年后回到家
乡，现任广东天悦餐饮管理集团
出品副总监。一路上，他从初级
厨师跃升至中式烹调中级工程
师，再从烹饪到管理，角色变换间
逐渐成为带领团队向前奔跑的领
头羊。“厨师其实经常会遇见瓶
颈期，因为永远在学习，技术掌
握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蓄力突
破。”陈礼佳说。

为了不断跨越瓶颈期，陈礼
佳会从书本里吸收前辈的经验，
站在“巨人”肩膀改进技术，或者
看看同行的经验分享。说着说
着，他向记者展示精选出来的几
本书，其中《烹饪艺术家》这本杂
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餐饮行
业最新的杂志报刊，我都会定期
翻阅，从中了解当下同行们的技
术突破或者管理经验。”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看书看不
进，很痛苦，对考试也很怵。但慢
慢地我发现，阅读还是很有意思
的。关键在于你读什么，是否是
忠于兴趣的选择。”他认为，阅读
和学习都不能强求，要有自己的
追求。因为热爱烹饪，所以对历史
典故、食材选择的原理、断代的技
术等等内容，他总能一口气读下
去，常常读完一本书天都快亮了。

每每到一个地方出差、旅
游，见到有意思的美食类书籍，
陈礼佳都会毫不犹豫地带回家，
以至于家中三个大书柜都被填
满了。除了看书，他还会做读书
笔记。“名家的故事、优秀店铺运
营经验等等，都需要记下来，这
样才算是真正的‘入脑’。”

厨师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发
展的职业，在吸收前人的经验
上，融入自身实践的经验，再结
合团队各有所长，一起把菜式做

新做好。陈礼佳向记者分享他
曾经做的一道菜，正是在书本里
找到旧式菜品“赖布鳝”的灵
感。用传统“猪油网”结合新潮
西餐烹饪手法，新旧相融的菜式
反而做出令人惊艳的味道。

除此之外，陈礼佳还喜欢阅
读人际交往、沟通技能、提升情
商方面的书籍。“很多人说和我
聊天很舒服，其实这也是我慢慢
从书籍里学习到的。”陈礼佳认
为，对情绪的掌控、人生的解答
也可以从书本中找到答案。

记者发现在陈礼佳的书堆
里，有一本关于人生解答的书籍
明显破损、泛黄。他介绍，这本
书是 1999 年从汕头带回来的，
当时他正处于困境期，到汕头寻
找新的烹饪灵感，而书籍给了他
精神上的慰藉。“直到现在，每当
我烦躁时都会翻一翻这本书，让
我的心平静下来。”

在当下，获取信息和知识渠
道多样、快捷，那么阅读的意义
在哪里呢？陈礼佳给出他个人
对于阅读的理解：“阅读肯定是
非常好的，能带给你不同的眼
界。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硬
逼着我看什么书，我也不喜欢强
迫别人看什么书。我觉得要有
方向去读书，喜欢什么就看什
么。” （杨苑莹）

戴子龙，从7岁就开始习武，
对于最初的他来说武术的美藏
在“拳脚和拳脚之间”。后来当
他拿起书本，研究武术文化，才
逐渐放下了“拳脚心思”，学习起

“精神上的武术”。再到去年，他

偶遇一本名叫《中国武术审美文
化研究》的书，开始思考这样一
个问题：对生命而言，武术究竟
是什么存在？

戴子龙表示，通常的武术教
学，只是传承拳脚功夫。“在我钻
研武术的历程中，假如没有阅读
的支撑，我大概会活在封闭的小
世界里而不自知，阅读对我来说
就像生命的营养剂。”

戴子龙今年31岁，是佛山市
咏春拳协会副会长、禅城区咏春
拳专委会主任。近年来，他一边
研读武术文化书籍，一边展开自

己的思考。作为咏春师傅，多年
来对咏春拳拳理、拳诀的实践和
思辨，让戴子龙得到了咏春“取
儒家思想，行中庸之道”的总体
感受。

“用人代事，用事代拳。”戴
子龙决定深挖武术界代表性人
物的故事，借讲好人物故事，激
发学生们对武术的热情。他同
样回到书本：“我自己先读，读了
之后消化，消化以后再用学生喜
欢的方式讲给他们听。”他对佛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办公室主任张雪莲编著的《佛山

武术史略》一书称赞有加。“专写
佛山的武术史，按我的理解，这
是第一本。”他说，这本书他读过
无数遍，也曾借出去两回。

在往年的世界读书日，戴子
龙常参加读书会活动。而在今
年，他参与策划的佛山古镇青春
读剧会系列活动尝试打破传统
阅读模式，选择具有佛山古镇风
情的剧本，由演员担任朗读者开
展读剧演绎，让青少年在人物与
故事的熏染中，认识佛山古镇的
前世今生，领略蕴藏其中的岭南
文化。 （黄松炜 梁正杰）

走出大学校门18年以来，佛
山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
任戚振红依然保持着对读书的
热爱。在他看来，为医之路漫
漫，唯有书香才能行稳致远，即
使是早年曾看过的书籍，还是能
寻找到许多当年未挖掘出的“珍
珠”。

走进戚振红的办公室，一个
文件柜里，四层隔间整整齐齐摆
满了书，从下往上依次是现代医
学书籍、中医药古籍、现代中医

书籍、社科历史人文类书籍四大
类。这是戚振红现有藏书的约
1/3。前些日子搬家时，他仅是
装书就用了十几个箱子。他保
守估计，平时自己每日都会“翻
几页”，近十来年也读了超过500
多本书了。

人生阅历不断增长，对读书
的偏好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戚
振红还记得，刚毕业来到佛山市
中医院工作时，自己的白大褂兜
里时常揣着一本“口袋书”——
《趣味方剂记忆手册》，闲暇时就
拿出来看几眼。这本如今已被
他翻烂的小册子，至今偶尔翻
起，依然能给他许多启迪。

随着年岁日长，戚振红读书
涉猎题材更广，经史子集兼收并
蓄。在《王阳明大传》里遨游，他
或许对心学不求甚解，但对这位
大儒波澜曲折的人生轨迹和思

想感悟却颇有感触；也读《毛泽
东选集》，他细细品味《星星之
火 可以燎原》一文的写作背景，
被这位伟人超前的经济社会分
析方法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
深折服。他也喜欢听书，一本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足足
听了 6 遍，结合日常所见所闻，
每一遍都有不同感悟。

当然，身为中医师，他感悟
最深的，还是他的“老本行”——
医书。在新冠疫情期间，戚振红
对许多中医药书籍感悟更深。
在他的办公桌上，一本《伤寒论
校注白话解》放在显眼位置，他
随手一翻便打开到最近感悟最
深的部分（第二十条）：太阳病，
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
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
加附子汤主之。“若病人体质偏
阳气虚者，过度发汗会导致大汗

淋漓、阳气益虚、小便不利、四肢
屈伸不自如，解决的方法也很简
单，就是桂枝汤加一枚附子以温
经复阳。”戚振红解释道。“遍览
历代药方，中医药是有着千年历
史的经验科学，经历过一次次疫
病横行的考验，这是前人不断探
索留下的宝贵经验。中医不是
一味复古，而是也在实践中不断
发展的成果。”戚振红表示，真正
深入阅读中医药书籍，才能真正
理解中医，体味到中医的智慧。

“林语堂有云：‘世界无人人
必读之书。’读书不能太要求实
用性，文、法、理、工、农、医不妨
涉猎广一点，不断进行跨专业对
话，这样才能开阔眼界、锻炼思
维、充实心灵。”总结十多年来书
海遨游之经验，戚振红就一句
话：读书，本身就是生活。

（张闻）

佛山同济大桥顺利合龙
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五金诗人”郭杰广：

读书能带来心的安定和快乐

“粤菜名厨”陈礼佳：

阅读不应强求，针对兴趣去追求

“杏林高手”戚振红：

为医之路漫漫，唯有书香才能行稳致远

企业家韩风琴：

读书，是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最好方式

闯荡大江南北数十年，“50
后”韩风琴一直坚持一个习惯：
读书看报，报纸杂志是她的“最
爱”。她告诉记者，只有不断读
书，她才能赶上一众“80后”“90
后”“00后”的脚步，始终与这个
时代同频共振。

广东工业设计城运营方、广
东同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韩风琴经历颇为传奇。上世
纪 80 年代初，从清华大学社会
科学系毕业的韩风琴没有选择
留在北京，而是“孔雀东南飞”，
投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孤身闯荡中，书籍是她最可靠的

“伙伴”。她告诉记者，自己是思
政专业出身，身在商界也忘不了
多了解国家大政方针：“企业的
发展离不开城市的繁荣，城市的
繁荣更要依靠国家指明方向。”
为此，治国理论类书籍成了他的
必读科目。“如，现在国家提出高
质量发展，那企业该如何高质量
发展？我这个管理者心里得有
个谱，才能给企业指明方向。”

除了理论类书籍，韩风琴特

别喜欢通过书籍了解时代的脉
搏。在社会拼搏数十年，年近七
旬的她，知识结构完全不输给年
轻人，“我一个‘50 后’，要带领
一群‘80 后’‘90 后’和‘00 后’
在商界拼搏，我如果不了解时
代，不了解他们，凭什么他们
会与我一路同行？”韩风琴时常
这样询问自己。报纸杂志正是
让她保持思想永远年轻的最重
要载体。在她的办公桌上，时常
能看到最新一期《看天下》和《人
物周刊》，无论是网红经济还是
直播带货，聊起来她都能侃侃而
谈。不仅如此，她的书柜里，《邓
小平时代》《硅谷之火》《城市纹
章》等书籍依次排列，有些早已

读完，有些翻了大半，有些甚至
才刚买回来、还未来得及开封。
她笑着说，自己有时比较“贪
心”，看到一些好书，先买回来，
之后慢慢看。

“我对书籍不挑，在我看来，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诸子百家各
有所长，无论是经典书籍还是报
纸杂志，反映的都是时代的思
潮，今天的报纸就是明天的历
史，读报、读杂志同样让我受益
无穷。”数十年与书为伴，韩风琴
对书的态度开放而又务实。她
说，读书是自己事业和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我而言，读书，
是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最好
方式。” （张闻）

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 多少人多少人书香为伴书香为伴

“咏春师傅”戴子龙：

从书籍里学习“精神上的武术”

走进佛山“读书人”的故事

韩风琴

戚振红 张闻 摄

戴子龙

陈礼佳 杨苑莹 摄

郭杰广

佛山市图书馆一角 (资料图片) 景瑾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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