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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类书”是我们文明

中的一朵奇葩，因为积
累的文献浩如烟海，所

以需要在集成的基础上
进行专业分类，《太平预

览》《册府元龟》这样的
巨著说明文明演进已经

到了非常高级的程度。

“志书”是一个地区或一
个部类的纵向信息梳理和集成，

在我国，地方志书几可延续自宋
以降的整个地方史，使我们对历

史的描述进入细节。
近年来，地方续史作志延续

文明香火，更有央视做了一大套
《中国影像方志》。摄影集的出版

是摄影传播的重要手段。不过已

有的影集基本是个人或主题性摄
影作品的集合。关于摄影的“类

书”有却不多，比如《中国摄影年
鉴》等。而摄影构成的“志书”就更

凤毛麟角了。已知印象深刻的只
有刘香成编的《上海，一座伟大城

市的肖像（1942-2010）》。

《北京城市影像志———新中
国成立 70年北京百姓生活变迁

史》是个上下两卷的庞大体例。北
京地位特殊，如果按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的布局来编志书也当
得起，不过不便操作。这部书好在

用巧，取老百姓衣食住行生活起

居的视角，又切在新中国成立七
十年的重大节点，于是构成既庞

大又精致的注史结构。
那个叫做“历史”的东西过去

基本上是一种文字的言说。在摄
影术发明之前，所有能够传承的

对过往的记录都在文字里，区别
的只有承载文字的介质：是泥板

还是纸莎草，抑或是龟甲。
图像最初是以文字的附属出

现的。老照片里的历史

信息之丰富是近年来人
们的发现。因为摄影术

的晚近，更因为其昂贵，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人

们利用它记录“存在”而
非记录“信息”。然而大

量当时存在着的没有被

文字记录的琐碎信息，
在对历史的发掘中越来

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
作用。

这便是 20 年来
“老照片”为出版界和

学术界关注的缘由，是
影像类书刊热销的缘

由，也是影像类志书存
在的必然。

《北京城市影像志》
里透露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在

这些影像中留存了过去时代的生
活方式、行为方式、衣着服饰、城

市环境的信息，这类在文字言史
中很少涉及的“数据”在摄影（而

且只有在摄影中）被记录了。历史
因为有了这些形象的记录而变得

鲜活生动起来。

这段因为照片变得可触摸的
历史，在这部图集中随手可以举

出：“1949年解放军从东交民巷进
城”“1956年 8月 21日第一批 38

辆解放牌汽车在天安门广场”
“1980年东单街头的二锅头广告”

“1984年的西单菜市场”“1993年
廊坊头条的个体餐馆”等。正是这

些当年在市井中捕捉的瞬间，使我
们在今天能够感受新闻事件之外，

还能感受到那些曾经的城市氛围，
盛夏广场上的相聚，西单大菜场里

再也嗅不到的摩肩接踵的气息。正
因为它们再也不见了，才尤其显得

“历史”的珍贵。
这部书从几十万张图片选出

200 多位摄影师的近千幅作品。

单独看，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
事；整体上，正是这些有温度有刻

度的瞬间，集合成了北京城三千
年历史中变化最激烈的这 70年

里那些永恒的瞬间。
一幅影像一块“砖”，一部志

书一堵“墙”。

    “如果我能穿越，我愿意

回到宋朝！”宋代经济和文化
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近年来颇

受当下“宋粉”的推崇。而同

时，如何更全面、客观和辩证
地看待评价宋朝这一重要时

代，也是公众和学界的期盼。
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的

新著《南渡君臣———宋高宗
及其时代》，从政治层面剖析
了宋高宗在位 36年的政治

生态，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北宋良性的
政治体制在此出现重大颠覆，这就是

宋高宗和秦桧联手打造的“绍兴体
制”，它打破了北宋时期君主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的治国模式，使得宋朝政治
从绍兴年间开始，逐渐确立了君主与

权相结合的独裁格局。

在“绍兴体制”这一概念提出之前，
日本学者寺地遵曾有“绍兴十二年体

制”等概括。而本书作者在第一篇《绍兴
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中认为，寺地遵

所说的这一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
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

后的实际内涵已超出了政治、军事与外

交的领域，这表达了作者对之前学者相
关研究成果的思考，也是对如何准确表

述“绍兴体制”的一种开宗明义。
在具体阐述“绍兴体制”诸方面问

题时，作者从绍兴时期很多史实问题
出发，尽可能多方位、多角度地用事实

说话，让“绍兴体制”这一历史现象在
历史事实的阐述和论证中，被科学概

括和准确表达出来。
而在绍兴年间削兵权这一史实

中，岳飞之死又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事
件。作者也是通过这些文章，对削兵权

是否一定要杀岳飞、岳飞之死是否是
宋金和议的必然前提、岳飞懂不懂政

治，以及究竟是谁杀死了岳飞等问题，
作了详尽客观的分析与阐述。

关于秦桧的权相专政问题，是作
者论述和表达“绍兴体制”中的一个重

点。作者以《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
四重奏》等篇幅，阐述了秦桧权相地位

的形成过程、秦桧专政目的

为何、秦桧专政是否削弱了
宋高宗君权、绍兴更化是否

清算了秦桧专政，以及秦桧
专政的严重影响等问题。

作者对“绍兴体制”问题
的多角度论述，还体现在有

关“中兴官宣”这一比较特别

的视角上。这种史论与美术
的“紧密接触”，也是本书论
证方法上的一个明显特点。

书中采用了大量有关宋代时期的绘

画、碑帖、尺牍、刻本以及一些文物的
图像，这并非只是为了装帧美化图书，

而是起着重要的佐证作用。譬如，采用
秦桧的《别纸勤恳帖》及其在范仲淹手

书韩愈《伯夷颂》上的跋诗图片。前一
幅尺牍反映了秦桧第一次罢相时那种

哀叹与恐慌的真实心境，以及他对理

学和理学家仅止于利用的实际用心；
后一幅题跋则流露出秦桧对于宋金关

系已不复像宋辽关系、不能再像当年
那样应对的内心认识，足见秦桧题诗

时（绍兴四年）已抱定与金和议的观
念。这种通过反映人物隐微内心世界

的图像资料去考察和论证的方法，既
收到了从细节化视角洞悉历史真相的

实效，也展示了作者治学上对于一般
文献以外新领域的开拓与收获，值得

我们学习。

本书最后一篇《中国为何转向内
在》，是在充分论述“绍兴体制”之后，在

更高眼界和境界上的一种探索和思考。
作者在此把“绍兴体制”放在了中国大

历史的层面来观察，认为宋朝南渡以
后，无论政治生态，还是时代底色，南宋

都呈现出有别于北宋的特点，如正是在

绍兴时期，中国历史开始彻底转向了内
在，也即“绍兴体制”使得中国士大夫意

识形态从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外向特征，
转变为保守，从而关闭了变革之门。作

者这种“大历史”的观照和思考，对于有
关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规律的把握极

富启示价值，是正确史学观对于“宋
粉”的一次有意义的正面影响。

《雅尚逸品》书画百年作品集

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华诞之
际，《雅尚逸品》

书画百年作品集
出版了。

《雅尚逸品》

书画百年作品集

的前身是《大美术》，为更多更好地为

广大读者服务，特更名，得到中国美
术学院出版社及各省市美协、书协及

全国著名书画家的大力支持。全国著
名书画家近百人为它题字。

《雅尚逸品》书画百年作品集第一
辑主要介绍陈佩秋、于志学、王宏喜、

韩天衡、刘小晴、冯远、杨留义、何家英

等全国 17位书画名家作品。画集的每
幅墨迹皆是栩栩如生，山水空灵，幽石

竹抱，绿筱清涟，峭岭稠叠……摹古追
今，畅饮流霞；宠辱两忘，苍松对坐；

老鹤代琴，日新月异。在快节奏生活
中，品一本好书可谓美事一桩。读这

本书，品名家之作，如弹清远之音。

你我心中都
有一个莫扎特的

形象， 或单薄或
丰满， 或欢乐或

悲情。对于保罗·
约翰逊来说，他

或许能够更好地
理解莫扎特，这

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历史

学家， 还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多有契
合，更因为他们都热爱音乐和美。

保罗在 《遇见莫扎特———从神
童到大师的音乐人生》 一书中简要

梳理了莫扎特的生平， 包括作为神
童的青少年时期、 作为宫廷乐师的

萨尔茨堡时期以及作为自由职业音

乐家的维也纳时期； 他还结合莫扎
特音乐作品的主要体裁， 包括宗教

音乐、室内乐、歌剧、协奏曲和交响
曲等， 列举了其中的重要作品及他

的个人最爱作品。 对于一些历史聚
讼，保罗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尤其

是关于莫扎特的父子关系、 夫妻关
系以及他的财务状况等。由丹尼尔·

约翰逊撰写的附录则讨论了莫扎特
八九岁时在伦敦居留 15个月的经

历，并假想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莫
扎特当初选择定居伦敦， 音乐史又

将是怎样一副模样？

    洋洋百万字，再

现中国互联网发展
史；激荡三十年，展

现以信息技术互联
网产业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创业者的奋
斗历程。这是王强长

篇小说《我们的时

代》三部曲所要表现
的主要内容。

小说以来自山

西西北部大学毕业
生裴庆华的创业历程为主线，以理性

的思维、生动的细节、大开大合的故
事情节描述了中国互联网工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是新
中国三十年互联网科技发展的集中

体现，更是一代人殚精竭虑奋斗的结
果。这里有艰难的困惑，有辛酸的眼

泪，有挣扎的坚强，有荣耀的光环，

他们磕磕绊绊一路走来，开创出互
联网工业蓬蓬勃勃的火热局面。

第一部从 1990年写起。1990

年正是中国互联通信发展的起步阶

段，BP机方兴未艾，电脑还在依赖
进口，“大哥大”初露峥嵘。主人公裴

庆华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家研究
所，借住在同学萧闯家。裴庆华工作

三心二意，他与已经出国留学的女
友简英说好了，也准备留学。萧闯无

业，女友谢航在外企从事电脑销售
工作。就在裴庆华办好签证时，同事

谭启章、林益民鼓动他留下成立公
司，从事境外电脑代卖业务。

萧闯后来到深圳炒

股，倒卖股权证。萧闯掘
得第一桶金后，开网吧，

进而涉足网络，随后开
发网络游戏，事业风生

水起。萧闯与女友的感情也不断升

温。裴庆华与谭启章、林益民的华研
公司经过艰难创业阶段后，在谢航

的帮助下日趋稳定，但因不能出国
而与简英渐行渐远，结识了新女友

舒志红。这时候林益民准备售卖杂
牌机，被谭启章除名，林愤而出走。

裴庆华、谭启章的华研公司发展壮

大后，开始进军电脑组装业务，因违
规进口内存条而被林益民举报，裴

庆华主动承担刑事责任，在狱中度
过五年时光。

第一部主要写中国电脑产业起
步，第二部着力写中国互联网的发

端。华研在谭启章的经营下成为大
公司。出狱后的裴庆华与谭联系后

明白华研已经不属于自己，于是要
回自己的股份，招兵买马，创办汉商

网，中国的互联网购物、广告等业务

从此起步。其间，萧闯的互联网游戏
开发风声水起，谢航投身新雇主，舒
志红下海办了企业。在事业日渐好

转的同时，四人的感情生活却波澜

迭起。
第三部小说中，裴庆华、萧闯相

继成为业界翘楚。裴庆华、简英、萧
闯、谢航、谭启章以及谭启章的女儿

谭媛纷纷走上中国互联经济飞速发
展的舞台。网络科技带来的飞信、

QQ、微博、微信、快递产业等相继在

书中展现。小说故事结束于 2018

年，萧闯投资区块链虽然失败，但反

映出他在网络虚拟与线下实体经济
相融合中所做的艰难探索；裴庆华

执着于研发无人驾驶汽车。他们的
加入更有利于中国科技制造的崛

起。他们身后，年轻一代企业家在激
扬梦想中神采飞扬走来。在这中间，

裴庆华们对后辈的提携帮助体现出
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勇争先的传

统美德。作者以开放性结尾勾勒出
中国经济借助先进科技快速增长的

美好蓝图。
在书中，几位主人公有过争吵、

友情破裂、竞争，但最终冰释前嫌，

握手言和，携手共进。三十年间，小
平南巡讲话、香港澳门回归、共迎新

千年、加入世贸、“非典”、北京奥运
会、双十一等国家、民间大事均在小

说中得以体现。故事发生地在北京，

一方面突出了小说的地域特色，另
一方面让作品多了一些真实性，让

读者更容易进入故事。
结构方面，小说采取单线结构

的方法，以四个主人公的创业经历
来推进故事发展，让作品容易被读

者接受。个人以为，好的小说虽然篇
幅长，但不让人感觉枯燥，而是意犹

未尽，同时能引起读者共鸣。《我们
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塑造了

中国网络互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
物群像，他们如雕塑般屹立在中国

经济发展的道路上。

作者在挖掘人性方面也非常成
功，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商界的

尔虞我诈、残酷无情，同时看到裴庆
华们吃苦耐劳、百折不挠和激情澎

湃；我们看到人性的阴暗面，也看到
裴庆华们奔向光明的信心和决心。

可以说，《我们的时代》三部曲真实
展现了 1990年到 2018年间深化改

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互
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如何

在中国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为百舸
争流、惊艳世界，且深刻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

《我们的时代》三部曲聚焦中国互联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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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

《情怀 雷锋文化在上海》

上海， 海纳百
川的国际大都市，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 也是群

众性学雷锋活动的
一片热土。这里，当

年曾在全国率先发
表毛泽东、 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

题词；这里，在全国率先发起的南京
路军民学雷锋为民服务 37年花开

不败；这里，一大批“雷锋展馆”“雷
锋塑像”让人们时时见到好人雷锋；

这里，一所所“雷锋学校”培育着一
代代新人；这里，年过九旬的雷锋当

年老连长用生命传播着雷锋精神；

这里，无数“雷锋团队”和“雷锋传
人”传递着人间大爱……

《情怀 雷锋文化在上海》一书由
窦芒主编，16万字、八个部分，包括

一百余篇文章、近百幅图片。 书中大
部分为窦芒近两年采写的反映上海

半个世纪以来群众性学雷锋活动的
人和事，内容鲜活，生动展示了“积小

善为大善，善莫大焉”的平凡而感人
申城故事，展现雷锋文化深入在上海

大街小巷、 雷锋精神不断薪火相传、

学雷锋志愿者队伍不断的壮大。

《遇见莫扎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