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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武康路113号》：品读文学大家
巴金的人生故事和文学成就

武康路113号是

一代文学大家巴金长

期生活过的地方。本

书作者为巴金故居常

务副馆长，他以简洁而

生动的语言、精美而细

腻的图片，直观而清晰

地展现巴金一家在武

康路113号的故事。包括巴金沪上旧迹

寻访、生活世界探究、女主人萧珊、藏书家

巴金藏品小记等专题，对巴金故居的重要

馆藏、故居所在文化局域之文化特点也作

了画龙点睛式的介绍。读者漫步于此，可

以品读一代文学大家巴金人生故事，感受

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贡献。

《影响人生的书单》：136位北大
教授细数优良著作

大师身旁宜聆教，未

名湖畔好读书。《影响人生

的书单——来自百位北大

教授的推荐》结集了百位

北大教授的读书分享与治

学感言，以期呈现北大人

的思想精华、学术风采。难能可贵的是，

136位北大教授细数优良著作，推荐影响

其人生的书目，围绕“治学”“阅读”“人生”

等话题，将治学感悟、读书经验和人生阅

历凝练成句句箴言。教授们凭借深厚的

学识学养旁征博引，依托丰富的教学经验

妙语连珠，带给读者一场阅读盛宴。

《教你读莎士比亚》：孩子也能看
懂的莎翁经典

《教你读莎士比亚》

作为一本莎士比亚戏剧

的入门书，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展示、解析了莎

士比亚戏剧的精华，而

且是原汁原味的语言，

这在国内现有图书中十

分罕见。

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很

会讲故事，他的戏剧作品包含了过去400

多年间精彩的写作手法。他是一位卓绝

的语言大师，作者肯 ·路德维格将莎士比

亚戏剧作品中最负盛名的25段英文原文

放入书中，带领读者以诵读的方式，逐一

领略莎翁对文字的妙用。如果想培养英

语语感，不妨读一读莎士比亚。莎翁的惊

人创造力，惠及了400年来无数作者和读

者，也将惠及阅读本书的你我。

《玩泥的男孩》：了解中国陶瓷文
化，感受器物之美

《玩泥的男孩》是一本以景德镇陶瓷

工艺为背景，表现制瓷大师成长故事的精

装绘本。在老街中穿行的男孩，走过四

季，走过历史；身边的风景在变，不变的是

最初被瓷器俘获

的心。破碎的，

必定被修复；被

修复的，终将被

超越。这座千年

的瓷都里永远都

会有一个玩泥的男孩向着远方用力奔

跑。绘本文字沉静含蓄，写实又富含诗

意；绘图细腻柔和又韵味无穷，就像一幅

天青色烟雨图，安静唯美。作家彭学军希

望通过该绘本让孩子们对中国陶瓷文化

和制作过程有一个了解，从书中唯美诗意

的画作中感受到器物之美，同时感悟到传

统工艺传承绵绵不尽的厚重文化的积淀。

《桑贝：一个画画的音乐家》：漫
画大师笔下的音乐盛宴

桑贝是法国国宝级

漫画大师。他和音乐的

不解之缘，可以从童年

家里那台收音机说起，

他通过电台发现了神奇

的爵士乐，以及那些有

趣至极的爵士乐手。即

使父母吵得不可开交，

他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在他想象的世界

里，他成了爵士乐队的一员，走南闯北到

处演出。他用音乐来抚慰自己敏感的心

灵，摆脱并不幸福的童年生活。

桑贝后来成了漫画家，音乐给了他无

数灵感。他如数家珍说起那些至爱的音乐

家，他回忆起第一次弹奏格什温的《爱人》，

第一次发现神奇的唱片竟然可以把“整个

乐队装下”，第一次请《小淘气尼古拉》作者

戈西尼上家里听歌。书中收录了桑贝大量

没有发表过的音乐主题的作品，并附有一

篇长达三万字的访谈稿。这本书是桑贝

对音乐的最高敬意。

《海上碑林里的红色

记忆》是一部汇编上海地

区“红色”碑记的文献集，

其所收录的碑刻文献均

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

新中国建设史有关，读者

从这一部书中可以了解

记载在碑石上的“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作者汇编碑刻记文的同

时，对记文中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解读，阅读该

书，既是一次接受党史知识、理想信仰、革命

精神乃至艺术修养等方面红色文化的熏陶，

也是对上海地区革命遗址、红色景点的游览

与学习。

这是上海地区第一部以“红色碑刻”为主

题的碑刻文献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党早期的一些重要工作机构设立在上海，

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均在上海召开，党的许

多领导人在上海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上

海的红色革命遗址遗迹有千处，并刻立了众

多的记碑，一篇篇记文是我党一段段的红色

记忆。该书作者通过对140多篇记碑的走访

和考证记载，把碑林中的革命红色密码读译

出来，通过碑文展示出党在上海的一幕幕革

命与建设场景，丰富的石刻文献再现党在上

海的历史丰碑。书中记碑文献是经过作者多

年实地走访采集拍照，并进行相关资料考证

后编著而成，涉及遗址遗迹、烈士陵园、纪念

塔碑、历史事件、党史人物、革命诗文、建设业

迹等，从中可以看到党初创时点燃革命火种

的艰难，可以领略党秘密战线的刀光剑影，可

以感悟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信仰，可

以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幸

福获得感。无论是高耸入云的纪念塔，还是

静卧于地的无名英雄碑，上海红色碑记文献

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这本书具有一定文献价值，是上海红色

文化研究中的一项特别成果。书中另附几份

拓片，通过照片和拓片可以欣赏到碑刻上的

书法艺术。

1843年，55岁的叔本华完成

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意欲

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他对第2

卷赞誉有加，认为第1卷的全部

意义只有通过第2卷才能显现出

来，第1卷超过第2卷的是青春的

火焰和初获信念时的热诚所能提

供的东西罢了，第2卷以思想的

高度成熟和深刻胜过第1卷。

也许因为国内只有这部书第1卷的

中译本，所以许多读者以为它是一卷本。

2022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启

昌先生翻译的第2卷中译本。第1卷中译

本是1982年出版的，40年后，第2卷中译

本终于和第1卷团聚了。

叔本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第2卷

是一幅着色的彩绘，第1卷只是一幅草草

的速写。第2卷中有许多点睛之笔，比

如，他用3万多字详细阐述了“性”在意欲

哲学中的核心意义，而这是“前无古人

的”。如此直言不讳地在哲学著作中谈论

性，并把性作为意欲哲学的基石，显示了

他非凡的哲学天赋和前瞻性。性时刻存

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这个公开的秘密在任

何地方都不能被清楚地说出来，但它在所

有地方都是大事，也是意欲的焦点。

他从生存意欲的角度思考了死亡，人

是形而上学的动物，人对死亡的担忧与生

俱来，死亡必然降临，人因无法逃脱死亡

而无助无望，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抗争。

诞生与死亡既是生存意欲显现的现象，也

是生命。他以一种诚实的对真理忠贞不

渝的朴实态度，以轻松的语调为人类提供

了精藉。死亡是真正激励哲学、给哲学以

灵感的守护神。

叔本华是资深的乐迷，由此他发现了

音乐的哲学价值，因为音乐比其他艺术更

能传达真理，具有与哲学相同的传达真理

的能力。他认为，音乐是艺术皇冠上最熠

熠生辉的明珠，也是全部意欲的直接客体

化和写照。他试图从我们熟悉的、自身的

感情和奋斗来解释音乐的意义，同时从自

然界的现象和音乐的不同内容进行了多

方面的类比，用语言的形式唤起

了音乐带给人的愉悦。哲学史上

没有哪个哲学家把音乐放在如此

重要的位置，他的音乐理论吸引

和影响了许多音乐家。

叔本华对艺术有极其深刻而

丰富的认识，他的美学思想历来

受到美学史家的尊敬。他能欣赏

多种不同形式的艺术，从建筑到不同风格

的绘画，从诗歌、戏剧到音乐。在第2卷

中，他深刻揭示了艺术独有的生命力，艺

术提供的是解脱和静谧，是生活这座火焰

山上的清凉之地。艺术呈现的是人生纯

洁无罪的一面，是人生的花朵。他认为，

审美是一种特别而超常的体验：悲伤与忧

虑消失了，时光似乎静止了，心灵平静与

安宁了。唯有艺术才能帮助人类片刻解

脱无尽的痛苦，享受苦难中的轻松、清凉

和芳香。

一部具有长久的审美价值的艺术杰作

往往是天才的作品，叔本华所说的“天才”几

乎专指艺术家或伟大的哲学家。他毫不掩

饰地认为自己就是天才，他对天才的深思熟

虑也促使他思考精神失常，因为天才本身就

近乎精神疯狂。天才经验到的现实比常人

经验到的现实伟大，精神失常者经验到的现

实不如常人经验到的现实伟大。

叔本华对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很敏感，

他对噪音的认识也别具一格，即一个人可

以轻松承受的噪音量与他的智力成反比，

这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智力的标准。制造

噪音者是没有教养的、粗鲁的，杜绝噪音

才是文明开化的人。

叔本华把第2卷比喻为精神的货真价

实的滋补品，自德文版出版177年后，中国

的读者终于可以读到它的中文版——细

细品味这个享有声誉的精神盛宴了。

想想1831年叔本华从柏林出逃躲避

霍乱，写下了《霍乱之书》，他的“眼中钉”

黑格尔却死于这场霍乱。190年后，在新

冠疫情再次肆虐德国的时候，《作为意欲

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中文版出版了，长

眠于法兰克福的叔本华是否有知？

李舫是学者、作家、文

艺评论家，她的作品不乏

阅读之外的深度思考。与

已经出版的《不安的缪斯》

《在响雷中炸响》《纸上乾

坤》等文化代表作相比，其

最新作品集《大春秋》多了

历史的厚重。在恢弘浩荡

而又沉郁深厚的历史与文

化场域中，作者漂泊、寻

觅、思索、叩问，眷念、批

判、热爱、忧戚，酣畅淋漓

地书写了一幅幅磅礴丰

沛、蕴思深刻、充满传奇与智慧的大

历史大文化景观。这是作者的一次

文化冒险，也是一份历史笔记。

“大春秋”里蕴含中国
文化根脉

《大春秋》可以说是一场文化

与历史碰撞交融的思想盛宴。这本

历史文化散文作品集，有春秋战国

时期孔孟思想的风云际会，有苏轼

一生的“十个关键词”，有文化高地

成都的不同面孔，有山区扶贫的真

情纪实……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

清，从千古名士到悠悠古城，从人文

胜迹到山川天地，李舫在这本书中

阐释了时间长河之下中国文化根脉

的传承与变化。正如书中《春秋时

代的春与秋》中孔孟两位中国巨人

的对话给我们的启示：历史告诉我

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

都不能离开理想和信念；也告诉我

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才能

够葆有理想和信念。

“春秋者，时也，史也。”“春种秋

收、春华秋实、春韭秋菘、春露秋霜、

春花秋月……典籍里的美好词汇，负

载着先人的美好期待，也收获着先人

的美好祈福。”春去秋来，四季轮回，

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浩浩汤汤。而

《大春秋》之“大”，意在其一点一滴都

力求尽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和精髓，这是对时间的致敬。

23首诗词串联文化基
因里的“士”“脉”“道”
《大春秋》分“士”“脉”“道”3辑

共23篇，叩问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

次伟大碰撞。

书中不仅收录作者具有代表性

的散文名篇，如《江春入旧年》《飘泊中的永恒》《春秋时

代的春与秋》等，还收录了其最新写作的散文佳篇，如

《千秋一扬雄》《霓虹》《觉醒》《跫音》《山河血》等，每篇

文章都围绕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故事展开。作

者将每篇文章都冠以一首经典中国诗词开篇，作为与

内容相关的阅读提示。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唐 ·王维）忆盛唐气

象、忆唐诗故里；《忆江南》（唐 ·白居易）书写“天城”杭

州的前世今生；《春夜喜雨》（唐 ·杜甫）展现千年时空里

成都的七张面孔……23篇大散文，23首诗词，民族文

华的历史基因在《大春秋》里以“中国式浪漫”尽显绵延

千年的诗情画意，每一首诗词的选择都是精华又具有

代表性，用心之妙令人赞叹。

穿越古今，风骨热血与平凡日常皆显
文化自信
《大春秋》里有家国情怀、厚重历史，也有可歌可泣

的平凡故事。李舫让笔触穿越古今，这里有屈原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植的“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也有如今山区扶贫采访纪实，平凡生

活和普通家庭汇聚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美好新时代。古

今呼应让这部作品更多了热血和震撼。

两千多年前，《诗经》中就有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梦

想的吟诵。如今，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这梦想在中国

大地变为现实——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

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觉醒》里，李舫在大

凉山见证轰轰烈烈的山区巨变，和彝族人民一起迎接

蒸蒸日上的新生活；《天堂》里，她将视野聚焦在壤塘，

还原伟大时间长河里的须臾和永恒；《霓虹》里的吉林

有七种颜色，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李舫

笔下的吉林低调务实，从不单调。

李舫曾说：“文学是历史的智者，历史是文学的富

矿。”时间的流动铸就了我们的今天，她书写历史，也记

录今天，《大春秋》是她的历史笔记，但其中浓缩的是美

好中国图景，是文化崛起的自信！

以
中
国
式
浪
漫
写
一
本
大
书

◆

符

琳

—
—

李
舫
《

大
春
秋
》
里
的
中
国
文
化
自
信

品读巴金、莎翁、桑贝……

让我们走近文学、音乐、绘画和陶艺
◆ 仁 吉

红色碑记
◆ 远 东

艺术是人生的花朵 ◆ 任 然

开学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