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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悦读生活节上午在外滩源开启

在百年建筑前
赶一场文化集市

“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畏惧死

亡。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

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

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以畏惧

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辽金史、民族史

学家刘浦江先生离去已经十年了，

但他留下的话语却依然振聋发聩。

为缅怀这样一位赤诚而豁达的

学者，中华书局特将刘浦江的四部

著作整合为《刘浦江著作集》，在新

年伊始推出，并在日前与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联合主办《刘浦江著作集》

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全国史学

家汇聚北京，为这套辽金史研究高

峰之作的出版送上祝福。

垦荒的乐趣
1988年春，刘浦江调入北京大

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当时担任

中心主任的邓广铭布置给他的第一

项任务，是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

书的真伪问题。他把这部并不算厚

的书足足读了半年，逐条查找它的

史料来源。这是他接触辽金史的最

初契机。坐标的最终确定，是1992

年8月的事情。那一年，刘浦江31

岁：“那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

抉择，我越来越确信这一点。”

做辽金史研究，让刘浦江时不

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与唐宋史学

界那种风光的场面不可同日而语。

但他偏偏沉迷于旁人难以体味的乐

趣，沉潜其中。曾有人建议他请一

位前辈名流为《辽金史论》作序，被

他断然拒绝了。他的观点是，既然

是学术著作，何须来这种俗套？如

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即便有名家

捧场又能怎样？

这次的《刘浦江著作集》系将中

华书局出版过的《辽金史论》《松漠

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正统

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宋辽金史论集》四部著作整合再

版。除重新校对文字外，主体内容

并无更动，同时每书后皆附刘浦江

论著目录，以备读者检核参考。

学者的风骨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说起

老同事如此评价：浦江是如今世上不

多的理想主义者，更是孜孜以求的实

践者。他以自己53岁的一生，以自己

的学业成就、学术精神、学人气质，呈

现出“学者”二字的真切意涵。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姚大力

看到刘浦江的著作集，心酸和遗憾

瞬间涌上心头，“浦江走得太早了，

哪怕再有十年二十年，他的著作集

将会比今天看到的不知道还要丰厚

多少”，如今中国辽金史研究有了很

大进步，刘浦江和他的学生们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让姚大力感到

可以一定程度上告慰老友。

“只要这本书还有人读，它就将

把这种真诚传递给每一个读书人。”

刘门弟子至今还记得老师在1998年

的夏日子夜写下的这句文字，他们

也依然相信，在未来更多的十年里，

会不断有人在这部著作集中收获真

诚与感动。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摄制组自驾十万八千

里，深入探访中国近百个

乡村。1月7日晚，由上海

广播电视台真实传媒秦博

工作室创作的系列纪录片

《田野之上》正式播出。该

片国际版去年已在亚洲、

中东及非洲的众多国家率

先亮相，立体展示了中国

乡村振兴实践中的新做

法、新经验、新成果，带领

世界各国观众跨越国界，

领略中国在乡村振兴中所

取得的成绩，深入了解中

国乡村的肌理，见识最真

实的中国面孔，感受来自

中国乡村的独特魅力。

这部纪录片共6集，历

时3年创作完成，拍摄期

间，总导演秦博带领11个

摄制组进行了为期近一年

的驻村体验，他们捕捉到

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变

化，同时，也用镜头记录下

中国乡村振兴的人物故

事。谈起拍摄这部纪录片

的缘由时，秦博表示自己

小时候曾在河南农村生活

过，如今在上海工作和生

活了十多年，他发现自己

的家乡和中国其他乡村都

在旧貌换新颜，“互联网的发展，使

得城乡之间物理上的距离在缩短。

但城市里的人除了看到短视频里的

农村外，很少能看到真实的乡村样

貌。”秦博于是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乡

村振兴的纪录片，以年轻人的视角

去探访乡村。

整部纪录片通过“农业、生态、

文化、产业、人才、人的全面发展”六

个角度，为观众带来直观

的新时代乡村影像，呈现

了中国乡村大地和生活在

那里的人们的新风貌。在

片中，观众可以看到科技

给乡村带来的变化，东北

郭家村的李云凤凭借对生

态养殖的热忱，深入钻研

技术，成功打造出高效环

保的发酵床养殖模式。在

片中，观众还可以看到乡

村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90后的许烨是福建永泰

人，他一路考学到了荷兰，

学习美术设计后去了北京

的广告公司工作，最终他

决定回到村庄，用漫画把

寨子里的故事画下来；人

大农学博士、清华社会学

博士后石嫣创办了北京分

享收获农场……秦博希望

通过纪录片让观众看到当

下年轻人的选择以及他们

与乡村的关系,“他们提供

了另一种生活的答案”。

前不久，在上海东方

明珠塔下，摄制组还曾精

心筹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实验性展览。展览用视频

和照片回望了这一路上的

点点滴滴，共同串联起纪

录片的核心主题。摄制组还将那些

记录着乡村故事的照片，当场打印

装框后赠予拍摄对象。这不仅是一

份饱含诚意的谢礼，更是对那些默

默耕耘在乡村土地上、平凡而伟大

的普通人的崇高敬意。

该纪录片在东方卫视、福建东

南卫视、腾讯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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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一辈子“冷板凳”

去世  年后 他的书“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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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源新年集市现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上海外

滩源的人潮又涌动起来。来自黑龙

江的小沈一早就来了，他说马上就

要离开上海回家过年，今天到外滩

源百年历史建筑前再拍几张照片带

回去与家人同学分享。中午的一声

锣响，新年集市在此拉开帷幕。今

年，作为新年集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悦读生活节以其独特的魅力，

打造了一场文化与阅读的聚会，吸

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目光。

以蛇文化为主题的三个超过6

米高的巨型装置之下，新华悦读生

活节在熏风乐社带来的新国风民乐

音乐会中启幕。在接下来一个月的

时间内，“摩登江南”评弹雅集、二胡

独奏音乐会、亲子爵士乐团音乐会、

不靠谱乐队新年音乐会等众多精彩

的舞台演出亮相外滩源，将艺术带

进市民的日常生活圈。

不仅舞台被搬到户外，“电影

院”也被搬到了户外。此次新华悦

读生活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作，

推出了“户外放映厅”，《邋遢大王奇

遇记》《雪孩子》《黑猫警长》《天书奇

谭》等一系列动画电影都将在户外

放映厅中为大家呈现，勾起80后、

90后的童年记忆。这里还有为孩

子们打造的“乐乐趣：儿童科学秀”，

以及无障碍电影体验，让各类人群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新华悦读生活节期间，还特别

设置了新年书市，汇聚了众多出版

社和书店的精品图书，涵盖了文学、

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这

里，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享

受阅读的乐趣。同时，书市还设置

了多个购书优惠活动，让读者在享

受文化盛宴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优惠。

集市以中国蛇文化为灵魂，结

合传统文化IP，创造出一系列蛇文

化形象。新华悦读生活节的展区同

样以“画蛇添福”为主题，寓意着在

蛇年为大家带来好运和祝福。展区

的设计充满了年轻化和时尚感，色

彩鲜艳、视觉冲击力强，吸引了不少

年轻人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看

到各种与蛇年相关的文化产品，如

蛇纹图案的文具、蛇形书签、蛇年纪

念册等，每一件产品都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和创意。活动遵循“宠

物友好”的理念，“毛孩子”也可以和

主人一起前来玩耍。

除了文化产品外，新华悦读生

活节还为大家提供了人气美食、缤

纷特饮和文创集合，涵盖传统非遗

内容和现代网红小吃、文

创，吸引市民和游客在这里驻足。

写春联贴“福”字，是中国人过年的

重要习俗。1月25日，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国家高级美术师茆帆

还将在活动现场写“福”送“福”。

据介绍，此次新华悦读生活节

是新华传媒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中国”方面的一次尝试。接下

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华悦读生

活节将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喜欢阅读的文

学爱好者，还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的市民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

自己的乐趣和收获。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刘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