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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莫迪亚诺：
童年阴影贯穿了全部作品

书 人 书 事
书界动态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已故南怀瑾先
生之子南小舜诉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
出版社）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涉案索赔金额近千万元。
其诉状显示，南怀瑾生前著有70余部作品，作为法定继承
人，原告享有相关作品继承权。

据悉，南小舜于2013年11月发现，复旦出版社与老古
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签订的《南怀瑾著作
再版合同书》中约定，将本该由南怀瑾享有的24种著作和

《南怀瑾选集》的版权费，直接付给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
公司。复旦出版社分别于2008年5月、2009年1月、2010
年1月与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南怀瑾著作再
版合同书》约定版权费，南怀瑾除收到2008年版权费外，再
未收到复旦出版社支付的其他版权费。2014年7月，南小
舜于上海书城长宁店购得《南怀瑾选集》一套，得知该作品
已于2013年5月印刷出版了两次，但他未收到过版权费。

南小舜诉复旦出版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上海书城长宁店侵权，要求判令
三被告赔礼道歉、停止侵权、向原告支付合理开支30余万
元，复旦出版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
近千万元经济损失。 （据《人民日报》）

复旦出版社等涉嫌侵权
南怀瑾之子索赔近千万元

对二里头文化如做二分
法的观察与描述，那么二里头
第一、二期和第三、四期，就分
别被归并为二里头早期和二里
头晚期。这早、晚期之间还真有
显著的变化。在二里头都邑，可
以用走向全盛来概括。从遗存
的分布范围和内涵看，二里头
文化三期持续着二期以来的
繁荣。总体布局基本上一仍其
旧，道路网、宫殿区、围垣作坊
区及铸铜作坊等重要遗存的
位置和规模几同以往。但与上一
期相比，这一阶段的遗存也出
现了若干显著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宫殿区的周围增筑了宫城城墙。二里头二期时的
大路本来就宽，一般10余米，局部地段达20米，发掘同仁
戏称其堪比现代四车道。宫城城墙就建在这“井”字形的四
条大路的内侧。好在墙不宽，约2米，墙外的道路仍继续使
用。宫城城墙围起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纵长方形，与磁
北的“二里头方向”仅数度之差，里面宫室林立，有带门楼的
南大门。它的总体面积虽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这
是36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兴建于这一时期。在宫城南
大门中轴线上，一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庭院式宫殿拔地而
起，这就是著名的1号宫殿。它比占地7140平方米的国际标
准足球场还要大一圈。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1万平方米的
大型宫殿凸现于东亚大陆的地平线上，它的象征意义和历史
地位都是难以想见的。

迄今为止，在二里头宫城内共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
上面说的宫城南大门门楼及其内的1号宫殿位于宫城西南
部，另一组建筑则坐落在宫城东部。宫城东部在二里头二期
时本来有并列的两组建筑，由前后相连的多重院落组成（3
号、5号基址）。三期时3号基址被彻底平毁，新建的2号、4
号基址另起炉灶，采用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压在被夯填起来
的3号基址的遗墟上。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异，同时又基
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

随着宫城城墙与一批新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兴建，宫城
内的日常生活遗迹，如水井、窖穴等在数量上显著减少。这
一现象似乎昭示了宫殿区的特殊功能，它成为一处为统治
阶层所独占以从事特殊活动的、更为排外的场所。

公共空间的阙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北京大学唐
晓峰教授指出：“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
大特点——‘金銮宝殿’固然了不起，但看不见，它只属于同
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
物。”看来，这一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二里头时期甚至更早。

在围垣作坊区的北部，有一处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
米的区域被用作绿松石器的生产，发现于贵族墓中的嵌绿
松石铜牌饰以及其他绿松石饰品，应当就是这类作坊的产
品。与此同时，铸铜作坊开始生产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

除了青铜礼器，贵族墓中也开始随葬大型玉礼器，其奢
华程度较二期时又上了一个台阶。联系到大型宫室的营建，
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认为，真正的“朝廷”与“宫廷礼
仪”应是发端于这个时期的。

4242 走向全盛

每日连载

瑞典文学院9日宣布，将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这位“为人低调”的文学
巨匠在获悉得奖消息后感言：“与我仰慕的人比肩感觉
有些不真实。”

书名：《暗铺街》
简介：叙述者是位患了遗忘症的私

家侦探。为了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解自己前半生的经历，他孜孜不倦地寻
访可能是自己的那个人及其亲友的踪
迹，他们出生或生活过的地点，甚至
远涉重洋，来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
个小岛寻找青年时期的友人。他的
调查对象中有俄国流亡者、无国籍的
难民、餐馆或酒吧的老板、夜总会的
钢琴演奏员、美食专栏编辑、古城堡
的园丁、摄影师、赛马骑师等等。这些
调查把读者带到作者情有独钟的年
代。再现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
某些侧面。

书名：《夜半撞车》
简介：深夜，一名孤独的青年在巴

黎街头漫步，被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
轿车撞倒了。他与肇事车辆的车主，一
位名叫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一
起被警车送往医院。等他清醒时，却只
身躺在一家诊所，那位女子已不见踪

影，而他得到了一笔钱。为了弄清事
实，他按照一个不确切的地址，开始寻
找、调查……寻找过程又是一个回忆的
过程。

书名：《环城大道》
简介：是关于儿子寻父的故事。一

张发黄的旧照片勾起叙述者对往事的
回忆，他重新回到占领时期兵荒马乱的
年月，并终于在黑市奸商，诈骗犯，替德
寇卖命的奸人和受追捕的犹太人中间
找到了失踪的父亲。

书名：《缓刑》
简介：记述了年少的“我”和弟弟寄

居在这栋属于三个女人的别墅里的故
事。周遭的成人世界充满了谜题：房
子为什么没有男主人？阿妮为什么整
夜哭泣？“我”在看，“我”在听，“我”在
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该书以儿童
视角，通过“我”(10岁男孩)的感受，看待
周围的一切，展现了既真实又充满疑问
的世界，同时也折射出作者对生活的深
刻理解。 （据人民网）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年7月
30日出生于法国上塞纳省的布洛涅—
比扬古，母亲路易莎·科尔皮金是比利
时弗拉芒人，演员，1942年到巴黎。父
亲阿贝尔·莫迪亚诺是意大利托斯卡纳
一犹太人后裔，四岁便成了孤儿，年轻
时喜欢投机倒把，走私石油，“德占”期
间他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一次警
察的大搜捕行动中成功脱逃后转入地
下，从事黑市交易，累积了大量财富，与
路易莎·科尔皮金相识后，两人在巴黎
孔蒂滨河路安顿下来，出入于“下流社
会”，直到1945年法国光复。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正是在这一年
出生，但一生下来就由外公外婆照顾。
1947 年，他的弟弟鲁迪出世，1949 年
兄弟俩被母亲扔给奶妈抚养。1957
年，十岁的弟弟病逝，给莫迪亚诺造成
巨大的心灵创伤，后来他把自己 1967
年至1982年间出版的所有作品都题献
给这个早夭的弟弟。

1956年至1960年，莫迪亚诺被送
进寄宿学校，1960年至1962年转到圣
约瑟夫中学。1961 年 7 月，他母亲从

西班牙巡回演出回来后，
发现他父亲跟一个年轻
的意大利女子生活在一
起，由此两人分居。由于
母亲没有生活来源，他只
得经常到父亲那里讨钱维持生计。从
1963 年夏天起，为了帮助穷困潦倒的
母亲，莫迪亚诺开始到一些特别的人家
或者图书馆偷书卖给一些书店的老
板。1965 年，母亲再次打发他到父亲
那里去要钱，父亲并没有帮他，反而向
警方告发，说他是“流氓”。1965 年返
校季，为了延缓服兵役的时间，他在索
邦大学文学院注册，但没上过一节课，
经常出入拉丁区，结识了混迹于此的形
形色色的人，并于1966年在一个熟人
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作品。

莫迪亚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
承：“我的童年让我感到恐惧，有一些
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
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可以
说，莫迪亚诺动荡不安的青少年时代
给他的心灵产生的震撼贯穿了他的
全部作品。

人生轨迹：青春动荡不安

莫迪亚诺创作时，常常借用自己生
活中的细节，其作品大都以第一人称来
叙述。莫迪亚诺借给他作品中叙述者
的东西有时是他本人的年龄，有时是他
的出生地，有时是他的职业和家庭状
况，以及他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细节，譬
如童年时父爱的缺失、母亲总在巡回演
出不着家、弟弟的早夭等。

在《青春咖啡馆》中，读者会感觉莫
迪亚诺既是那名大学生，又是那个逃跑
的露姬，是露姬的情人罗兰，是私家侦
探盖世里，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作者的影
子，他把自己少年时的恐惧和游荡放到
了雅克林娜身上。“我十二岁到十五岁

时，由于父母亲关系不好，我就经常从
家里出逃，放任自流地在巴黎闲逛，我
去了许多危险的、我那个年龄的孩子不
该去的地方，有些街区一直让我感到恐
惧，那种冲击非常强烈，我在这本书中
就表达了这种冲击。”他认识了很多人，
比方说那个经常来照看他的年轻的女
邻居。“那时我八九岁，我的父母亲常把
我托付给这个非常善良的女邻居，那是
一个二十岁的学美术的女孩，她有时帮
我编一些借口让我逃学，带我到一些奇
怪的地方……有一天，我知道她的一位
女友自杀了。”这名自杀女子即是露姬
的原型。

小说世界：富有自传色彩

象征手法的运用是莫迪亚诺作品中
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作者擅长通过某一
形象表现出深远的含义。在《青春咖啡
馆》中，小说一开始写道：“那家咖啡馆有
两道门，她总是从最窄的那扇门进出，那
扇门被人称为黑暗之门。”“门”在这里就
富有象征意义，它既是“窄门”，代表进
入天堂的门；又是“黑暗之门”，代表地狱
之门，这黑暗之门又与雅克林娜的光彩
照人形成反差。小说的末尾，雅克林娜纵

身一跃跳窗而去，是去了天堂、地狱，还
是地狱的边境呢？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在莫迪亚诺的处女作《星形广场》
中所表现的“生活像场梦游”，在第二部
小说《夜巡》中“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
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
灯火”等象征，在《青春咖啡馆》里也得
以延续。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赋予作
品深邃的寓意，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
余地。 （据《新京报》）

作品特征：擅长运用象征手法

莫迪亚诺主要作品简介

从纸质走向数字，从看书走向读
屏，从个人电脑走向手持终端，从书房
走向地铁……人类的阅读方式正迎来
新的革命。

早在印刷机被发明的时候，人类面
对越来越多的信息就曾经有过不堪重
负的焦虑，如今，数字媒介的迅猛发展
让此前的焦虑有了新的“变体”。

——当 6000 本经典名著刻进光
盘，读书的“神圣感”哪去了？

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
霖认为，把6000本经典名著刻成光盘，
大多数人会觉得它“变质”了，因为经验
告诉我们，好书该用纸张去呈现。没有

了纸张的触感，数字阅读便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阅读的“神圣感”。

——为什么我离开手机就不安，总
看手机却又觉得浪费时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认为，“数
字阅读”时代，人们大多拥有“两面性”：
一方面，面对海量信息的巨大“诱惑”，
人们迫切需要通过移动终端获取最新
资讯，快速浏览、再快速抛弃；另一方
面，人们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忠贞不渝”
的东西，认为唯有读纸质书才是“正经
事”。这其实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

“阅读焦虑”。
——哪些书能立即用来指导实践？

作家刘醒龙说，“数字阅读”让人们
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于是“立竿见影”
成为部分人选择阅读内容的标准；然
而，能够立即指导实践的书都没有必要
读，有价值的内容永远不是“看得见疗
效”的成功学抑或厚黑学。相反，让人终
身受益的书可能正是那些早年读时“无
感”，中年想来却又“越品越浓”的书。

那么，纸质阅读量的下降，是否等
于文化水平的下降？

很多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
纸质阅读量的下降不代表人们对文化的关
注度下降，更不代表全民文化水平的下降。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纸

质阅读的下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一种正常现象，大可不必惊慌，因为
将来还有可能出现反弹。事实上，近来，
中国人纸质书的阅读数量已经出现回
升。此外，他认为，“数字阅读”并不应被
排除在“阅读率”的计算范围之外，人们
摄取知识的渠道应是数字阅读与纸质
阅读的总和。

香港知名学者梁文道说，阅读的介
质、工具、载体正改变着我们的所写、所读
和所想，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纸质世界”
可能逐渐在我们眼前崩溃，但是那又怎
样？人们对知识内涵的追求永远不会堕
落，无非是呈现方式还未完全适应罢了。

“数字阅读”，一个怎样的时代？
□孙丽萍 王琳琳

读家之言

《专注的孩子不简单》

★作者：谢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看似简单的下棋，却蕴含深刻的教育意义。孩子是不是下棋的料？应该
选择什么棋？怎样训练最有效……翻开本书，国际象棋女子特级大师、世界
冠军谢军为你一一解答：下棋不仅能开发孩子智力，训练耐力和韧性，提高
逻辑思维能力、判断力，还能训练专注力。此外，下棋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
素质，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和规则意识，丰富生活，扩大社交，享受竞争带来的
快乐。

2014 年 10 月 2 日 7 时

55 分，在宜阳县兴宜大道与

骏马大道交叉口处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 ，致 驾 驶 紫 色

北京现代牌电动自行车的驾

驶员死亡，死者：男性，55 岁

左右，上身穿蓝色上衣，下身

穿蓝色裤子，身高 1.70 米左

右，如有线索，请与宜阳县交

警大队张警官联系，电话：

0379-68820122
13803798622
宜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认尸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