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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当代大学生对自己祖辈的采访记录，每篇包括祖父的人生故事、访谈对话和孙辈的感悟。在
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里，儿孙对祖辈的关怀和祖辈的经验传达显得尤为重要。读者阅
读文字的过程既是一次时空穿越之旅，同时也将收获一份温暖的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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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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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出版社寄给我的，翻了好多页，本想向浏览一下，结果不知不觉看完了。我对老一辈的生活充满
了崇敬。因为他们的纯净，映照我们的复杂。
2、I dedicate it to you my everthing
3、应该被书写下来的记忆
4、语文课本篇目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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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一直是一个讨厌煽情的人，不喜欢别人把情感故事摆给我看，我也不喜欢跟别人诉说我的情感
。以致于，每当看到某某歌唱比赛，参赛歌手又在讲述自己的艰难历程或是感谢自己的家乡父老，我
都会在心里面嘀咕：“好好唱歌不就好了吗？说这么多想干什么呀？”我想这样不喜欢也许是因为我
自己是一个不会用语言去表达情感的人，越是亲密的人，我就越难表达出他们在我心中占据的是多么
重要的地位。但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爱的表达不仅仅是一些感谢之词或是一些甜言蜜语，更多的是去
感受。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皆可以触碰到内心的柔软之处。想起看的那些电影，傻爸爸和聪明女
儿《7号房的礼物》，固执的老佣人《桃姐》，想起看的那些书，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高军
《世间的盐》，刘梓洁《父后七日》，它们讲亲情，讲老故事，它们总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击垮你内心
的防线，使你泪流满面，因为它们没有刻意的煽情，全部都是人物生活中真实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
不做作，不夸张，由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流淌到心底。从高中写作文，老师就不断不断的强调，要用真
情实感。那时的我总是在纠结，怎样才算是用了真情实感，我这篇作文到底有没有真情实感呢？后来
我发现，有情感的文章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就值得人们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那其中的故事你也许未曾经历过，但依旧阻止不了感动。很幸运，写了姥姥的故事。记得知道作业任
务时，抱怨连篇，但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享受，回忆起很多我与姥姥的笑和泪，可以知道姥姥的
成长故事，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知道我们的老人的故事可以成为一本书，将被更多的人读到
，觉得幸运的同时，也曾感到过紧张。担心我们的书会不会符合受众的口味，但当我看到样书，用纸
打印出来，用订书针订好的厚厚一本，当我读到其他同学写的文章，满满的都是真实，满满的都是感
动。我想，我爱我们的这本书——《寻访祖辈的秘方》，用行动获得故事，用文字表达故事。它是姥
姥的，我与姥姥的，所有回忆的合集。想起《麦克阿瑟回忆录》中的一句话“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
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
2、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不同的年龄是一本不同种类的书。幼儿是一本水彩笔画的画册，随意，朝阳
；青年是一本色彩斑斓的画册，有人前的绚丽，有人后的暗淡；中年是一本写满了文字的枯燥理论书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自己的生活伦理；老年是一部史书，人生的各个阶段犹如朝代更替，兴
衰荣辱都留给历史评判。而我将翻开的正是一本本人生的史书。我打开了这本书，遇见了一群人。有
的已经尘埃落定，有的在岁月静好中挣扎着长存，有的日复一日行色匆匆，有的撑着孱弱之躯上山下
田⋯⋯我确实不懂，不懂老为何物。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还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看着这一群人，我思
考人生为何物；翻着这群人的人生，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口里叫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或者“姥姥”“姥爷”的他们不只是这一串称呼，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体的成长史，我也置身于他们
的故事，是时代的印记，他们走过的不可复制的那些年，是一圈圈年轮，细数风调雨顺，解读狂风骤
雨，有唏嘘，有哗然，有悲悯，有心酸，有怜爱，有数不尽的山山水水，道不完的家长里短，思绪万
千：原来我一直只是叫着称呼，原来我从不曾懂你，而我在他们眼里却不只是“孙子”“孙女”的称
呼，而是他们的史书到收尾处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与史书的开头首尾呼应。生命的轮回，我们在轮回
里相遇。既已相遇，何必错过？打开一本书，请你留在我的史书里。
3、我们的祖辈，也是上个世纪战乱时期出生的一代中国人。在他们身上，所经历的磨难和困苦，对
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不仅仅是祖辈们的经历，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更是这个国
家不可抹去的历史。曾经，我总有这样一丝忧虑，当我每每谈起计划经济的弊端，总有年轻人不甚理
解。光是从理论知识上去理解那是很难的，毕竟经济学需要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然而，如果你切身
体验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贫困和压制，那么也许你理解起来并不会太难。不过我这话也并非绝
对正确，至少还有一些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中老年人至今尚在怀念那个过去。这种怀念，更多的是
从情感上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当今的世界了。有人看不惯改革开放后的贫富差距
，还有人看不惯时代变迁后的价值观，他们说“什么都朝钱看”、“一切都是拜金主义的”。货币的
出现，成了造成一切不公平的事端。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货币的。所有的人都是凭借单
位里的级别得到分配物资，想要更多的份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物质是匮乏的，不仅仅是
因生产力的落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是个必然走向贫穷短缺的经济体制。当全民经济核算全
部交由中央机构核算，那么势必带来经济核算的不可行。这里涉及到分立信息无法被中央集权完全收
集的经济学原理，再细说下去恐怕此文就要变成一篇讨论经济学原理的文章了。不过，我曾经建议过
不曾研究过经济学也无法理解为何市场经济配置比中央集权配置有效的同学们去问问家里的老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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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很乐意告诉你当年的境遇，这些都是宝贵的信息，需要被书写下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年代。恰
好有一套书出现，一本是《寻访祖母的秘方》，另一本是《寻访祖父的秘方》。这套书并不是为了做
那个年代的经济调查，然而我依然能够从中寻找到那个年代经济体制错误所造成的惊心动魄的事例。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那个时代感兴趣，或者你心中有一股莫名的历史感，想要追求某种真相，
那就赶快和祖辈们聊聊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童年，他们遭遇的人为灾难和慌乱。那是一个集体迷失的
时代，是一个需要被中国人拿出来反复审查的历史。若非如此，中国谈不上对历史错误的反省。两本
书中，始终洋溢着温热的祖孙情。我们有的人可能从小没在祖辈身边待过，似乎与祖辈们沟通起来非
常困难。一个原因是想不到要去沟通，总是把时间花在学业上、工作上、交际人脉上，却很少抽出时
间来面对面与祖辈谈心。另一个原因是想沟通，却不知道怎么沟通，毕竟代沟宏大，彼此时常出现鸡
同鸭讲的状况。对于出现第一种原因的人，我给的建议是多与祖辈们谈心。也许在你看来，他们是观
念落后的，思维固化的，甚至是他们的观念在你眼里是不可理喻的。比如，书中很多案例写到祖母祖
父们的节约，为了节省吃了隔夜饭生病拉肚子得不偿失；为了节约干洗的钱，结果把昂贵的衣服洗坏
了。这种节约放在今天属于毫无必要，我们年轻人总归是不理解的，耻笑其愚笨。然而当祖辈们述说
起自己在那个普遍吃不饱肚子的年代里的坚忍和无奈，我们就不会再觉其笨。祖辈们说，他们穷怕了
，没有粮食只能啃谷糠下咽的感觉这辈子都还会记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无法亲临其境，我们也
能或多或少地感同身受。因为直到现在，祖辈们对命运的那种坚忍和缄默依然保留着，从他们蕴含感
激的目光中我们是能感受到的。祖辈们总说，现在的日子好太多了，孙辈们再也不用去吃那个苦了。
只要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他们就会充满感激，丝毫不介意过去抗在肩上的苦头。往往，一个拥有兄弟
姊妹的家庭从那个时代里得以保全幸存，多亏了祖辈们惊人的承受力。即便是为了这样一种反哺感恩
的心情，我们也应该找出时间来多陪伴陪伴他们。对于出现第二种原因的人，我认为那只是个不善沟
通的技巧障碍。那么与其鸡同鸭讲，倒不如先静静地倾听祖辈们的故事。不用怕他们唠叨，对话也不
必冗长。只要掌握好节奏，在彼此心情愉悦之际，甚至有父母在的时候，都是沟通的好时机。书中，
许多案例双方都是从不善言辞开始的，逐渐逐渐地缓和气氛，一般祖父母很容易陷入对过去的追忆中
。这样一来，就很适合一个详细地说，一个认真地听。对于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总会给我们一个
合理性。因为任何看上去荒谬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都有其合理性。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那么祖孙彼此才达到真正的沟通与理解了。从祖辈情深当中我所看见的，那是一种生命传承的力量。
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是由谁那里来的，血脉中流淌着的是和祖辈一样的血液。我们的存在仰赖于
这条生命线的传递，不管过去还是未来，它将始终牵引我们走完自己的路程。试想一下，在几十年以
后的未来，当我们成为自己孙辈的祖父母时，我们想和他们说说什么？会不会向孙辈再提及自己的祖
父母？这真是了不起的跨越，竟也有六代人之久。当你把时间跨度拉长，你才会体验到历史令人真正
感到震撼的东西——生生不息，永无止尽。而此刻的我们，是否找到历史中属于自己的位置了呢？by 
荔枝
4、当回忆沉淀成历史，再多的往事也不过流云一朵，随风飘散；只偶尔有幸，被后人赋予一笔色彩
，或记在纸上，或凝在心里。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生，本不欲渲染，也不必造作
，奈何掺杂太多，或悲或喜，因此不得不探看一眼，留心一番。《寻访祖母的秘方》，让我们一起触
摸那些曾经的曾经，走一走，那些未曾走过的石板路。
5、城越喧嚣，心越难沉静。被时间追赶的城市里，故事越来越少，高楼大厦、水泥钢筋，渐渐淹没
了过去。故事里的人都去哪了？故事里的事，都不见了。我只好找个在我身旁的人，听他们讲个老故
事。我听说，我讲我姥姥的那个故事被收到《探寻祖母的秘方》里，要出版了。我听说，那一本书里
全是过去的事，原本是自在天涯的旧时光，却滴答滴答，滴落在纸堆上。你记得《红高粱》吗？这本
书也是爷爷奶奶的传奇故事。传奇，似乎永远都是不属于当下的过往。在传奇里，他不是那个喝茶弄
花草的暮年老者，她也还不是成天叨念着“多吃点”“好好学习”的银发老妇。你看过他们的朝朝暮
暮、粗茶淡饭，但你可知道他们的背后多得是你不知道的事。像你眼前缓缓而行的流光，她和他的青
春却是早已远去的、我们想也想不到的过往。若你要问一句正在看夕阳的爷爷，或是拉过正在收拾锅
碗瓢盆的奶奶“你年青时候的事？”你大多会遇上我这样的境遇：老人家先是一顿，再一句“有什么
好说的啊”；若是再被追问下去，老人家便终于肯讲往事娓娓道来。这时你应当也饮一杯茗香，赏一
段夕阳下，听一位主角讲自己的旧时光。这样一个悠悠的黄昏，便是老人家能予以的最珍贵的分享了
。静下心来，你便能听到岁月的声响。《探寻祖辈的秘方》里有许多祖父的故事，我听说一个姑娘在
写完他姥爷的故事一个月之后，他姥爷就离世了，于是这故事就更为珍贵。爷爷奶奶本是从一个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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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传奇故事中走来的，只是往事都被柴米油盐覆盖，鲜有人问起，谁说不是这样呢，生活总把焦点放
在新生、新鲜事物上，而老人家的过往，谁看见，又谁在意？他们走过了几十年人生路，回忆陪伴着
老人家最后的时光，要听他们的故事，可要抓住机会趁早喽。他们多得是空暇，却没有太多的时间。
老人家的背后都藏着一段传奇，若你不相信，或是很遗憾再也没有机会坐在老人家身旁品一杯清茶，
也许这本《探寻祖辈的秘方》可以带你重温他们老去的过往，他们的青春年少梦飞扬，他们苦乐酸甜
的故事愈久弥香。城越喧嚣，心越难沉静。为浮华乱了思绪的时候，为压力烦了心神的时候，最宁静
的莫过于为自己留一个夕阳西下，捧一杯清茶滤浊思，读一篇故事遥看岁月轻浮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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