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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生涯是在不可能中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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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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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在线

该书是在丰子恺从未公开
出版过的手抄小故事基础上，
经过挑选、整理、修图，配上古
文出处和相应意境的小漫画，
以新颖的形式出版。丰子恺从

《史记》《汉书》《虞初新志》《虞
初续志》《说苑》等中国古代经
典作品中挑选出一些适合孩子
们读的小故事，按照自己的理
解用白话文的形式将之复述，
然后用钢笔写在他平常爱用的
缘缘堂信笺上，简单装订成册，
名之为《小故事》。丰子恺挑选
的都是一些有关学习态度、为
人处世、治国平天下道理的篇
章，浅显易懂但又寓意深刻。

该书被誉为马原的一部精
神自传体小说。作者讲述了主
人公“我”在云南南糯山姑娘寨
隐居时，在普洱茶厂、乡村小学
和原始山林中的各种奇异见
闻，其中交织着哈尼人的英雄
故事与历史传说。作者以渐趋
传统的语言、先锋派小说的叙
事笔法娓娓道来，超越现实的
场景构筑，无视时间的事件叙
述，并杂以浓郁的哈尼族风情，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异而壮丽
的边地世界。

植根沃土 传承薪火 ——读《小榆林纪事》

□王 淼

在网络阅读时代，纸质经典
阅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人
生体验。在轻阅读、快阅读、消
费式阅读等的包围下，如何重返
纸质经典阅读，已成为越来越多
人思考的焦点问题。由余世存、
李克主编的 《我们的经典》（化
学 工 业 出 版 社 2018 年 7 月 出
版），便是一套引领读者解读十
三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丛书。
丛书对 《易经》《尚书》《诗经》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老子》《庄子》《荀子》《墨子》
《韩非子》《管子》 等 13 部传承
千年的经典读物，从世界文明发
展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
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
的解读，各分册均包含原文、语

译、和解三部分，以新颖独
特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一条
进入经典的有效路径。

一般读者解读经典的方
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经注
兼释的注释；另一种是汇集
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语言和思
想的解释，断以己意，以助
读者理解。《我们的经典》
丛书在原文和语译之外，又
加上了“和解”的部分。所
谓“和解”，按照编者的说
法，即是对经典的注解并不
依从于经典自身，而是扩展
视野，连接古今中外，在一
段经典的话语下，不单纯以
传统的方式作注释，而是打破时
空与地域的概念，广泛参照中外
名人的同类话语，进行多角度、
全方位的诠释。在书中，我们既

能看到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
又能看到老子和亚里士多德相互
辩难。这样处理，不仅能将经典
话语解释得更加清晰，又注入了

现代涵义和时代精神。正
像 编 者 余 世 存 所 说 的 那
样：“在某种意义上，本
书 既 是 传 统 图 书 的 新 成
果，又鲜明体现了网络时
代 的 精 神 ： 万 物 相 互 连
接。”

当下是一个阅读碎片
化的时代，手机、电子书
和网络阅读占据了人们的
大量阅读时间。在碎片化
阅读中，读者读到的大多
为片面的、浅显的、缺乏
营养的内容。如何跟上时
代步伐，使更多读者爱上
纸 质 阅 读 ， 重 回 经 典 ？

《我们的经典》 丛书无疑是一次
有益的尝试。丛书以华夏经典为
经，以其他文明经典为纬，以网
络的共生精神去打开封印的古代

文明，打开古代与现代、东方与
西方的分界线，构建“万书之
书”的格局，为读者阅读经典提
供有效的“轨道”“舟车”。

编者曾经有过在国外旅行生
活的经历，对很多酒店房间放置
经典的做法很欣赏，也从中获得
了阅读之乐和教益。而关于国民
阅读的倡导是近年中国社会的热
点话题，其中既有国民对经典文
化的疏离问题，也有国民人均图
书阅读量较为低下的问题。对这
些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让大家从
纷繁复杂的世界和生活中解脱出
来，使浮躁的心得以安顿？显
然 ， 阅 读 经 典 乃 是 便 宜 之 道 。

《我 们 的 经 典》 丛 书 有 着 编 辑
“再构建”和“重新发现”的用
心，体现的既是一种视界，也是
一种胸怀。

□胡艳丽

文化世家的如烟往事，在历史
风云中变幻无常，他们的家世与人
生，是百年家国变迁的缩影。在《百
年风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1 月出版）一书中，资深媒体人刘
宜庆，选取陈寅恪、黄炎培、张君劢、
费孝通、钱玄同、邓稼先、朱希祖、胡
适等八个江南名门望族，讲述他们
在百年激荡历史风云中的家族悲
欢，讲述这些名士的养成、锤炼以及
在历史变局中的坚守与突围。

刘宜庆的文字有种不露痕迹
的复古之风，字韵铿锵，话语简
洁，多用短句，形容修饰一步到
位，绝不重复。对于百年流变中
的风云人物，他存激赞之心，在
文中常常溢于言表，不吝赞颂；

而对一些人物少年时的狂放，或
大动荡时期思想的左右冲突，也
是直笔而书。此外，该书的特别
之处在于,对名人背后的女子，不
是捕风捉影，而是以真正的赞美
之心，讲述这些奇女子的生死爱
恋，以及在痴爱背后那些默默的
惊人付出。很多时候，是她们的
坚强隐忍成就了一代名流。

陈寅恪家族的故事，是该书
开篇的第一章。晚清，社会形势
发生剧烈变化，随着洋务运动的
兴起，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被
西风熏染。甲午战争战败后，思
想开明人士呼吁维新变法。陈宝
箴 、 陈 三 立 父 子 在 湖 南 推 行 新
政。他们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
备学堂、算学馆、南学会，使湖
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

运动的中心之一。戊戌变法失败
后 ， 陈 宝 箴 、 陈 三 立 父 子 被 革
职，湖南新政被废弃。1900 年，
陈宝箴在庚子之变的滔天巨浪中
病逝。陈三立从此无心于仕途，
葬父于南昌西山崝庐旁。义宁陈
氏经此国难、家难，带有杜鹃泣
血的悲剧色彩。故每念于此，陈
寅恪常常难以释怀，“家国旧情迷
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等诗句
实在是因家族的经历有感而发。

追寻义宁陈氏的百年往事，可
以照见一个家族的来时路、一个国
家的发展路。从陈宝箴到陈封怀，
爱国、爱中华文化，是家族精神的
内核，犹如一盏薪火相传的明灯，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书中像陈氏家族这样的例
子，并非孤例，比如川沙的黄氏家

族，父亲黄炎培为中国教育家、实
业家、政治家，毕生奉献于中国的
职业教育事业，其家训“理必求真，
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影
响着一代代黄氏后人。其子黄竞武
同样是一位孤胆英雄，为同胞利益
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投入民主
革命运动，最终惨遭国民党特务杀
害。“求真求是”家风影响下的黄氏
家族人才辈出，他们的个人遭际和
历史命运，正如作者所言“不仅仅
是光阴的故事，更是百年中国的家
国沧桑”。

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一
批学人面对家国突变时的勇敢抉
择，不仅筑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
地，更会成为家国沧桑中生生不息
的文化精魂，为后人带来诸多思考
与启示。

□李敬泽

四年前，出一本书，名叫《致
理想读者》。所收的是有关文学的
文字和言谈。然后接着谈、接着
写，晓行夜宿，雪落桃花开，四年
来又零零碎碎攒下一本书，名字
是《会议室与山丘》。

本来是想叫《知难集》的。语
出《文心雕龙·知音》：“音实难知，
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
乎！”章学诚《知难篇》申说此义：

“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
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
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
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
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刘勰、章学诚，千载同慨，说
的是，知言难，知心更难，知言知
心而又知人与人世者，又比更难
还难。

这说的都是批评之难。或者
说，做一个理想读者之难。从刘到
章，反复申说一个“难”字，是在反
复提醒我——我们这些以评论家
或批评家自命的人——毋妄、毋
欺，审慎、精进。成为他人之知音，

成 为 天 下 之
知音，这是何
其难的事，难
到 近 乎 不 可
能，批评生涯
就 是 在 不 可
能中修行，求
一线可能。

年 来 饶
舌，在很多场
合说到，我已
是一个“前批
评 家 ”。这 其
中 就 有“ 知
难 ”之 意 。是
自知，作为一
个批评家，我
其实所知少、
所见浅。我当然不至于写不出小
说就宣布小说死亡，写不好批评
就宣布批评无意义。批评意义重
大，已经有很多锐气方张、身强力
壮的才俊投入其中，驽钝如我，确
实做不好，就该知难而退。所以，
我真正想要的名字是《而退集》，
我喜欢其中的一份诚实。

但最终，《而退集》也未用，编

辑担心，这老
气 横 秋 的 一

“ 退 ”就 退 得
没人读了。没
人 读 我 其 实
也不太在意，
但 又 有 明 白
人 说 ：声 称

“而退”，结果
还 写 了 这 么
一大本子，这
不 是 作 法 不
自毙、说话不
算话吗？想想
此话有理，所
谓 求 诚 而 得
不老实，遂放
弃。

现在的书名是《会议室与山
丘》。“会议室”好理解，无论在写实
和隐喻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批评
家，他的思想、言谈和文字都是在
一个个真实和想象的会议室里展
开的。他一直在参与讨论、与人对
话。没有什么独语的批评家，没有
什么作为自足的个人的批评家，他
自身就是一个会议室，他永远敞

开，永远在倾听、说服或者争辩。
然后呢，什么是“山丘”？那不

过是李宗盛的那首老歌：也许我
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
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
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
知地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
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
然已白了头⋯⋯越过山丘才发现
无人等候⋯⋯

那一日，在车里听着这歌，忽
然苍凉欣喜，不可断绝。当然我尚
未白头，估计因为遗传也白不了
头，当然我也不很在乎是否有人
等候，除了无人等候你还等候什
么？我只是觉得，生命中竟然是山
丘连绵，永无尽头⋯⋯

感谢我的读者。感谢我谈论
到的那些作家。感谢书中的各位
对话者。你们构成了我所在的会
议室或论坛，我之所说也许是浅
陋的，但从你们的声音里我获益
良多。

（《会议室与山丘》，李敬泽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 8 月出
版。本文为该书序言，题目为编者
所加。）

□楼听雨

小榆林不是一片榆树，是一
个村庄。《小榆林纪事》（中华古
籍出版社 2018 年 2 月出版） 不是
一本散文，也不是一本游记，而
是一部村史——衡水深州市榆科
镇南、北榆林村的村史。也许是
眼界所限，这样内容丰富、大气
磅礴的村史，我还是第一次读
到。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农村

发展史。当下，“寻根”是一种
时尚，而阅读 《小榆林纪事》，
不啻一次寻根之旅。我们从哪儿
来，我们的先辈怎样生活，改革
开放之前农村的光景如何，该书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景式记叙。
特别是近代以来，农村的社会管
理、传统文化、生产劳动、生存
状况，乃至婚丧嫁娶、村风村
貌、生活万象、人情百态⋯⋯在
书中都予以详细记录。它的容
量、它的厚度，它极具特色的叙
述，只有亲自沉浸书中才能深刻
体会。书中的语言生动活泼，不
单单是接地气，更是一种地气的
凝结。这种地气不是土气，不是
农民的局限，而是站在历史的高
度审视原汁原味的农村文化。农
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
扬光大。《小榆林纪事》 就是一
部记载与传承中国农耕文化的
宝典。

史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全书
秉笔直书，力求真实还原历史。
该书以时间为线索，以村庄各个
发展阶段的真情实况为主轴，从
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生产生
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展现了一

个普通平原小村近百年的历史变
迁。该书主编谢继忠曾在深州教
育战线工作多年，退休之后发挥
余热，和志同道合的乡亲一起全
身心投入到村史著述工作之中。
他们以农民的视角看待历史、书
写农民，反映农民的真实心态。
比如，对于当年农村搞集体经
济，书中既记录了农民对“吃大
锅饭”的不满、抱怨，也如实记
录了那个年代农村中令人感动的
事情。正是由于 《小榆林纪事》
真实地记载了农村的兴衰变迁，
即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通过阅读这本书也能够懂得老百
姓为什么拥护共产党，为什么赞
成改革开放。这也是这本书给人
最深刻的启迪。

发扬乡村文化，弘扬乡村文
明是这本书的主线。书中不仅记
录了村民收养孤儿、下井救人等
积德行善、见义勇为的动人之
举，也记录了他们“不以善小而
不为”、以恩报德、善事父母、
子爱利亲等优秀品质。《小榆林
纪事》 作为一部村史，所记都是
真人真事，叙述中始终坚持一种
态度：对于贤者、善者，一律写
出名姓，以宣表其人其事；而对

于少数不肖者或势不得已而做了
错事者，则考虑时代和社会背
景，又以劝诫后人为怀，述其事
而将名姓隐去，足见村史编撰者
的良苦用心。

《小榆林纪事》 体例活泼，
为 其 他 村 史 的 编 撰 提 供 了 典
范 。 全 书 的 编 撰 既 有 一 定 之
规，又不拘一格，一切以记载
详 尽 、 表 达 充 分 为 标 准 。 譬
如，许多章节在“纪事”之后
还 有 “ 轶 事 ”， 纪 事 是 正 式 记
载，轶事则是补充。可恰恰是
这些轶事有人物、有情节、有
观点，尤为生动。该书最大的
特色是通过故事阐述道理。从
燕王扫北的故事到八路军抗日
的故事，从勤劳致富的故事到
孝老敬亲的故事⋯⋯这些故事
既 让 书 中 的 观 点 更 加 真 实 可
信，也增加了可读性和吸引力。

国有国史，村有村史。把历
史客观地记录下来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尤其是记录村史更为不
易。读了 《小榆林纪事》 后，我
深深感到编撰一部好的村史，其
难度不亚于编撰一部县志。从存
史资政的角度来看，县志村史各
有千秋。有了 《小榆林纪事》 这

样的村史，若干年后，如果有人
想要了解农民的生存状态，想要
知道执政者如何管理农民，就可
以 在 《小 榆 林 纪 事》 中 找 到
答案。

谢继忠说，全书以发展变化
为主旨。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发展
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发生
的发展变化，二是农民对发展变
化的追求。书中对客观变化的记
述让人心潮起伏，而农民对发展
变化的向往和追求，更让人刻骨
铭心。读了这部书，可以真切了
解农民的所思所盼，有利于我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准做好
农村工作。

这样一部全面、系统、详尽
记载一个村庄近百年历史的书
籍，由退休中学教师谢继忠，带
领村中若干志同道合的乡亲，历
时六年编撰完成。我敬佩他们严
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敬佩
他们倾情投入、锲而不舍的精
神，敬佩他们殚精竭虑、任劳任
怨的付出，更敬佩他们传承中华
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说
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有这样一批人在，乡村文明的火
炬就会熊熊燃烧。

为读者提供进入经典的路径 ——读《我们的经典》

百年风雅中的国魄家魂 ——读刘宜庆《百年风雅》

《亲亲自然图书馆》
（法）娜塔莎·施德豪尔·弗拉丹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年6月出版

该套图书共 8 册，分别是
《动物》《海洋》《恐龙》《四
季》《农场》《小虫子》《矮种
马》《动物宝宝》，内容精选自
畅销法国 30 年的少儿科普杂
志 《Wakou》。大象的长鼻子
有什么作用？哪里才能找到恐
龙化石？为什么会有不同颜色
的甜椒？在所有的牡蛎中都能
找得到珍珠吗？为什么树叶在
秋天会变颜色⋯⋯图书带给孩
子的不只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
广博的生命趣闻，在自然通识
教育的框架下，还带给孩子更
多 有 关 自 然 的 人 文 关 怀 与
反思。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 著

译林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该书是作家余华近年来所
发表的杂文结集。书中，余华
充满睿智又真诚地分享了他的
观察和思考，内容包罗万象，
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
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
创作心得。他生动回忆了他和
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
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各地时
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这些对人性宽广而丰富的探
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
活的深刻洞察。而命运无常中
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不仅连
接着我们的过去与未来，也最
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
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

《街上的耳朵》
钟求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该书是当代作家钟求是最
新中短篇小说集，收录《街上的
耳朵》《星子》《两个人的电影》
等十一篇小说。在这些文字
中，作者语调舒缓，寄寓忧郁的
深情。作品构思精巧，语言细
腻且注重表现力，呈现出一种
精致、唯美的样貌，有古典小说
的风范。在舒缓有致的叙述
里，还蕴含了作者对于这些受
困心灵的触摸和抚慰，令作品
带有了温润的暖光。

《历史的沸点II》
赵海峰 著

华文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两晋十六国是中国古代历
史的铁血时代，王朝更迭频繁，
使人眼花缭乱。时势造英雄，一
个个豪杰粉墨登场，展现着他们
的豪迈和悲情。该书描绘了两
晋十六国时期二十位各具特色
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既有司马
炎、苻坚、刘裕、谢安等帝王将
相，也有阮籍、陶渊明、王羲之等
文人雅士，通过讲述他们的人生
沉浮和命运悲欣，作者带读者走
进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一段段
扑朔迷离的历史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