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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妈妈相信你》

这是一本极具生活气息的家教读物。作者认为教不好孩子
的重要原因在于父母不懂得如何给予孩子真诚的信任：一边说
相信孩子，一边只盯着成绩栏上的数字；一边说尊重孩子，一边
对孩子的梦想妄加斥责；用呵斥代替鼓励，用专断代替引导；用
焦虑代替耐心，用放弃代替坚持。

在作者看来，每个孩子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孩子的问
题都是父母的错。要想改变孩子，先要改变自己。

★作者：金玟暻等（韩）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独自上场》（修订版）

1月25日，李娜获得澳网女单冠军，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其
自传《独自上场》再度引发读者关注。随即出版方宣布将推出《独自上场》
（修订版），新增3个章节4万字的内容，细述李娜伦敦奥运会以来的精彩
故事和心路历程。

李娜一路走来，荣耀不断，其背后是她超出常人的付出和努力。也许
正是这个时刻保持真实自我，坚持不懈追逐梦想的李娜，让读者和观众，
都想越过赛场和媒体，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李娜和她的网球人生。

★作者：李娜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跟总理学经济——
读懂中国经济未来走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往何处去？“李克强经济学”对
每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从企业家、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将
会迎来何种生活变化，谁将成为下一轮财富大潮的主角？路大虎
带您走进李克强的经济学世界，深度观察、分析中国总理在想什
么，说什么，做什么。对总理讲话、报告中频繁出现的21个关键词
及其背景深度剖析，洞察未来中国10年最棘手的难题、最关键的
领域和最深刻的变革。

★作者：路大虎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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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

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
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
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
活捉汉奸44万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
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
有外因，也有内因。

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
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
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
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
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
的作用。

板垣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
有关：1916 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
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 年任中国
驻军参谋；此后任云南、汉口、奉天
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
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
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他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
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军事
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
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
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
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
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
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
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他曾在关东军大本营对关东军
演说，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
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就在九一八事
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
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
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
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
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
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
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
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

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它并没
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
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
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
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
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
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
但它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
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
他们各个击破。

这是板垣在 1931 年 8 月讲的。
到了 1931 年 9 月，日本发动了九一
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
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
础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
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
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
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

“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
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
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
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
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
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
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
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
着日本人干的，都受有板垣的影响。

策动九一八事变

牡丹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
现，是在 2400 多年前的《诗经》里。
当时，它作为爱情的信物被提及，从
此牡丹就被誉为爱情之花。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
集。它是西周至春秋中期流传在长
安及河洛等地民间和王室里的歌
谣，经孔子编辑修订而成。在《诗
经·郑风·溱洧》中有相恋的青年男
女“赠之以芍药”的诗句，芍药无疑
是爱情的表达。这说明，那时美丽

的牡丹已不仅仅被人们观赏，而且
在传递着爱情，成了爱情的象征。
但是，这里明明说的是芍药，怎么又
说牡丹是爱情之花呢？

古时，芍药与牡丹是不分的。
秦人安期生在《服炼法》中说：“芍药
有两种……然牡丹亦有木芍药之
名。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根如木，故
得木芍药之名……牡丹初无名，故
以芍药以为名。”就是说牡丹与芍药
的区别在于，牡丹是木本植物，芍药
是草本植物。两者花型相似，花期
相近，牡丹先开，芍药后开，花期相
差15天左右。古时人们喜欢把它们
栽在一个园子里，一个原因是两者
次第开放，看罢牡丹看芍药，延长了
观赏期。另一个原因是只种牡丹，
不种芍药，牡丹的花开不好。芍药
不是活生生地变成了牡丹，而是因
为《诗经》里所说的芍药其实就是牡
丹。可是，有人问两者花型相似，花
期又相近，怎见得《诗经》的芍药就
是牡丹？

牡丹专家为此引经据典作了一
个科学的解释。他们说：“朱熹在

《诗集传》上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
之辰，采兰水上拂除不祥……于是
士与女相与戏谑，且以芍药相赠结
思情之厚也。”郑国的三月上巳是什
么时间呢？就是阴历三月的第一个
巳日，魏晋之后改为阴历三月三。

郑国三月三采兰这个时间，是牡丹
还是芍药开花的时间？

他们还按公元纪年作了一些计
算，1991 年的阴历三月三是阳历的
4月17日，1992年是4月5日，1993
年是 4 月 25 日，1994 年是 4 月 13
日，2005 年是 4 月 11 日，在现实生
活中，这个时间开花的就是牡丹，
芍药尚未开花。郑州和洛阳的气
候差不多，这个时间开花的也是牡
丹。而芍药开花的时间是初夏，即
阴历四月，阳历的 5 月。在郑国的
上巳节上，男士与女人在即将分别
之时，主动赠送的芍药，其实就是
现在的牡丹，古时又叫“将离”，是
依依惜别的恋人相赠以解思念之
情的信物。

郑国之俗一直流传到现代，时
至今日，农历三月三在郑州一带仍
是民间隆重的节日。新郑的三月
三，有朝祖和庙会，荥阳的三月三，
有拍手定情节。这种风俗也影响到
全国各地，壮族的三月三是刘三姐
在河边会情郎的对歌会，黎族的三
月三是青年男女的“谈爱日”等。可
见，牡丹美丽的潜质使它理所当然
地成了爱情的使者，从此与爱情相
伴。它热情地奔走在青年男女之
间，既是牵引爱情的红线，又是催化
婚姻的红娘，哪里有爱情，哪里就会
有牡丹的身影。

22 牡丹初现
于《诗经》

据了解，作为研究东京审判最
核心的文献，庭审记录分别由英、
日两种语言记录，仅有海外少量机
构保存。日本和英美分别于 20 世
纪 60 年代、80 年代影印出版了日
语和英语的庭审记录，但这些出版
物早已脱销，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
很难利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东京审
判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
同努力协作，从海外收集完整东京
审判庭审记录的缩微胶片，在国内
首次影印出版了近 5 万页的《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

全 80 卷），真实、完整地再现了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 3 年庭审全记录，再
现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弥补了目
前国内尚无一套完整的可供研究的
庭审记录的缺憾，是国家历史档案
的重大回归。同时，为便于读者利
用、检索，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
兆奇主持编纂了《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3 册），由
全篇人名索引、证据索引、出庭人名
索引、重要事件索引和附录组成，成
为迄今为止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庭审记录最为详尽的索引类工具书
和辅助读物。

真实完整记录历史

“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断了”

“记得2006年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第
一次看到庭审记录时，曾经感慨，‘中国是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要参加国，也应该出版
完整的庭审记录’。7年之后，我的梦想成
真。”法国当地时间3月22日，在巴黎图书沙
龙上，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上
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

隆万，向来宾宣告自己圆梦。当日，由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80卷《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及3卷索引附录
卷（中文版）举行了全球首发式。作为本书
编辑委员会的名誉主任，73岁的向隆万详细
介绍了这本书编纂的背后故事。

“很多人以为，由于父亲的关系，我很
小就知道东京审判，然而那时候我还太小，
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唯一深刻的记忆
便是当时父亲在屋里敲击打字机的声音。”
向隆万告诉记者。当向哲濬开始为东京审
判奔忙时，向隆万才5岁。

二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
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
战犯开始进行国际审判。此次审判自
1946 年 5 月开庭至 1948 年 12 月宣判终
结，其间共开庭 817 次，庭审记录长达
48412 页，文字有近 2000 万字，419 人出
庭作证，出示法庭证据近5000件，判决书

长达 1446 页，宣读判决书达 7 天之久，吸
引了20万旁听者。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
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
审判。

然而直到1997年向哲濬去世，作为他
最亲近的人之一，幼子向隆万对父亲向哲
濬参加东京审判的任何细节几乎一无所
知。据向隆万回忆，那时候，向哲濬每次从
东京短暂回家探亲，总是匆匆忙忙吃完饭，
就开始坐在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大半夜，“嗒
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直到
后来，向隆万才明白了父亲在这台打字机上
记录下的历史是多么沉重。

从一无所知开始

2005年9月，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进行
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

“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断了！”从那时
起，东京审判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
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开始意识到，自己有
责任让这段历史显现原貌。为了呈现历史
的真实面貌，向隆万和夫人蒋馥三次远赴美
国，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国
会图书馆等处搜寻资料。

这些资料最后汇集到了由向隆万主

编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
书，并于 2010 年出版，成为东京审判出
版工程的先导。2011 年年初，在向隆万
的奔走呼吁下，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东
京审判研究中心，聘请东京审判研究首
席专家程兆奇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向隆
万教授任名誉主任。

经过长达 3 年的搜集、整理、编校工
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其
索引、附录共 83 卷、近 5 万页终于正式出
版了。

不能让历史断档

近日，斥资5000万英镑、历经近4年修缮的英国曼彻
斯特中央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

曼彻斯特中央图书馆建于1934年，是英国除伯明翰图
书馆之外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藏书丰厚，包括莎士
比亚全集1632年第二对开本、12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下令编纂的《国法大典》手抄本等珍贵古籍。

重建后的图书馆内部焕然一新。主要通道“莎士比亚
入口”增添了绘有莎翁剧作著名人物的彩色玻璃壁画，还有
配备200台电脑和相应软件的多媒体大厅。儿童馆的设计
以本地作家弗朗西斯·伯内特的《秘密花园》为主题，装有可
以进行互动的数字屏幕和地板。 （据《文汇读书周报》）

曼彻斯特中央图书馆
重新对外开放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以及曹文轩儿童
文学艺术中心共同举办的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征稿
启动会”在京举行。每年一度的“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旨
在鼓励具有高文学品质的优秀儿童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
儿童小说创作，最高单项奖奖金为20万元，这也是目前国
内奖金最高的儿童文学奖项。

“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设长篇儿童小说“青铜”奖（6万
字以上）与中篇儿童小说“葵花”奖（3万字以上）两类。长篇
儿童小说“青铜”奖，1名，奖金为20万元。中篇儿童小说“葵
花”奖，设“金葵花”1名，“银葵花”2名，“铜葵花”3名，奖金分
别为5万元、3万元、1万元。 （据《中华读书报》）

国内奖金最高的
儿童文学奖登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重 磅 出 版 书 界 动 态

日前，由光明日报社与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的“在中国
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和“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
书籍”评选活动结束。经两国专家、学者评委投票及广大网
友投票评选，结果如下：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
《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茶花女》《悲惨世界》《高

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小王子》《基督山伯爵》
《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
《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水浒传》《西游记》

《骆驼祥子》《鲁迅小说集》《酒国》《家》 （据《中华读书报》）

法国书的中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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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是正
义对邪恶的审判。在审判过程中，中
国代表团提供了战争嫌疑犯名单、大
量人证和物证、参与起草判决书，但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原始资料在中国
已大部分流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真实、完整地再现了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2 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
审的全记录，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
备、检方与辩方立证、法庭判决等各
项法庭审判程序，为学界和公众提
供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珍贵
史料。

其中，493页关于“南京大屠杀”
的庭审记录，有力地驳斥了日方右
翼势力近年来对“南京大屠杀”的否

定和怀疑。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
卢沟桥事变、日本在东北等地的鸦
片毒化政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
略等内容，对研究 日 本 侵 华 战 争
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具有重要
价值。

国内专家对该书表示出高度的
关注和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其对于
历史研究及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建
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作用。国
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指出，东京审判
文献史料的征集整理，属于民国时期
文献保护计划的重要计划之一。《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对民众了
解真实的历史，并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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