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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书法展暨《马识途文集》发布会日前在北
京举办。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著名作家王蒙、陈建
功、阿来，以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四川
新华发行集团副总裁柯继铭等先后发言，纷纷盛赞马
识途的文才和书道。铁凝在致辞中对马识途的书法
和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王蒙当场向马识途送
上了自己创作、书写的对联——“识过人间风雨书生
志气亦文亦武，途经天下坎坷老马胸怀能饭能书”。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马识途文集》现
场发布。本文集共18卷本，是马识途一生创作的集
中展示。马识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高龄作
家，曾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他少年出川，随后便
积极投身革命，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他根据
亲身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深受读者欢
迎。后来，他还相继创作了《夜谭十记》《盛世微言》

《马识途讽刺小说集》《马识途诗词抄》等25部作品，
以及大量的散文、诗词和随笔。这些文学作品集中
收录在《马识途文集》中。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左志红）

18卷《马识途文集》出版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耗费10年
心血的研究力作《中国新诗史略》日前在京发布。该
书内容涵盖整个中国新诗的写作历史，图文并茂。

发布会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
出版社、北大培文联合主办。中国新诗的发展开启
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新篇章，《中国新诗史略》着眼
于百年新诗演进的脉络，从历史场景的梳理及理论
意识、学科观念层面，对“新诗之为新诗”做出了重新
厘定，在宏观意义上为当代文学学科注入了活力，也
充分体现了谢冕先生对新诗独特的感受与判断及其
全局把握能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新诗史略》有着气壮
词雄的文风、深切的历史情怀和现实关注，将对中国
新诗及其研究有重大推动作用。在发布会上，“北大
培文创意写作名家讲坛”“培文慧写作平台”“北大培
文诗性教育”同时启动。

（据《人民日报》作者：赵婀娜）

《中国新诗史略》发布

日前，纪录片电影《二十二》捐千
万元票房收益，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
助”项目专项基金。中国是二战中遭
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蹂躏最严重的
国家，日本军国主义所设置的慰安所，
绝大多数在中国。然而，长期以来，由
于相关史实一直未被重视和揭露，使
得历史真相长期无法得到还原和充分
阐释。由苏智良、陈丽菲、姚霏合著的

《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一
书是作者团队历经 25 年实地调查研
究的最新力作，为纪念这段不可忘却
的惨痛历史，还原历史真相，伸张人类
正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同时，正如作者指出的“上海曾是
日军慰安所存在时间最长、最集中的
城市”，这段历史也是上海城市集体记
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慰安
妇”问题的历史真相长期被有意遮蔽、
扭曲和遗忘，本书的意义在于“激活”
这一历史记忆，“激活”其实就是和遮
蔽历史记忆作斗争。

正如作者苏智良所指出的，“慰安
妇”制度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
到第二例的特异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
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
虐”。作者及其团队经过数十年艰苦卓
绝的寻证工作，迄今为止，已在上海地
区寻找到172个慰安所遗址。本书的
资料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分别是战争时
期形成的书籍、报刊资料，档案资料；当
事人回忆录；资料集和研究著作。

在文献以外，自 1993 年起，作者
苏智良教授对上海日军慰安所进行了
长期实地调查和探访，被公认为是国
内“慰安妇”研究的第一人。在作者及
其研究团队长期不懈的努力下，为厘
清这一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作者及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对“慰

安妇”幸存者进行了长期查访调研工
作，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实录，“这
使得本书更加具有真实性、科学性甚
至是唯一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
对每个慰安所的叙述中，不仅引用了

“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以及亲历者
的叙述、回忆录，也不时地穿插相关官
方档案史料予以互证，更有作者对慰
安所遗址现有居民的现场查访与交
谈，这无疑给予了读者一种亲历历史
的现场感，作者希望能带领阅读者设
身处地去感受当时的氛围。

该书的上述研究成果是作者及其
研究团队经过长达25年的调查探访和
史料研究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证
据。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多少年来，尽
管我们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做了一些有
益的研究，但深度和广度尚远远不
够”。并且“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也曾受
到干扰，“真相与细节，至今还有不少无
人知晓，对此，我们需要拿起学术利器，
学术创新，深入调查，多向思考，本着对
历史负责的精神，努力推进，拿出更多
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成果，留给后人，也
促进日本社会的反思”。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承认过去错误
的过程会使一个现代社会更加强大，
也会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妇女
的平等权利和尊严是“慰安妇”问题的
核心，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讨回公道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解
决过去所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有助于
改善当下妇女的处境，同时有助于防
止此类国家暴行的重现。因此，“慰安
妇”问题的解决将不仅是中日韩等东
亚国家，更是全世界男女平等过程中
历史性的一步。

当前，“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彻
底解决仍然悬而未决，形势依然错综
复杂。随着“慰安妇”受害者的相继离
世，人数日益减少，解决有关问题更加
刻不容缓，日本政府需要公开道歉并
正式承担责任。国内学术界的当务之
急则是继续深入梳理、抢救证据和历
史资料，特别是做好证人、证言的记录
留存工作，为“慰安妇”问题最终能伸
张正义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如本书
写作过程中那样不断搜集有关“慰安
妇”问题证据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它
们可以用来对抗掩盖罪行的行为，并
证明日本政府曾犯下的国家暴行。

相信《证据——上海 172 个慰安
所揭秘》所展现给公众的历史证据和
研究成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为“慰安
妇”问题的彻底解决，为人类正义的伸
张奠定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从而促
进亚洲的和平与友谊，使得下一代人
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性暴力和性奴役
的世界。

（据《解放日报》作者：江文君）

谁写日记也不会打算让他人
看，所以难免随心所欲，流水的东西
也会很多，好像一片海，远望汹涌澎
湃，但就近一看，有砂砾，有鱼虾，也
有海蚌，而我关注的是那些能给我
启迪的“珍珠贝”。

在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中，
寻找金句良言，不是难事。

他对诗的看法，先知先觉。“我曾
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
的。散文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
只有徐志摩试用韵律。不过这在中
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
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我觉得
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
乐成分。”如今看来，离开了韵律感的
诗，的确是仿若朽木刮铁皮。

他是大师，真知灼见，难免俯拾
皆是。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读着
读着，豁然发现，大师的文字里，居
然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平凡。

他说自己写东西，也曾有明显
的功利性。“我老早就想到阅报室里
去，因为我老希望早些看到我的文

章登出来。每天带着一颗渴望的
心，在一方面说，虽然也是乐趣，但
是也真是一种负担呵。”

他说：“我最近很想成为一个作
家。一方面也想在国内培植起个人
的名誉，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
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以翻译或者
创造，作经济上的来源。”这些想法，
不是和我们一样吗？

他作文时也遭逢柳暗花明：“说
来有点奇怪，写到某一个地方，本来
自己以为已经穷途末路了，但又不
甘心就完结了。自以为写得很好，
而且当时还幻想着说不定就成了中
国小品文的杰作，但是拿到屋里再
看的时候，热气已经凉了一半，虽然
仍然承认写得还不坏。”那篇《心
痛》，他抄来抄去才发现“写文章真
不是易事。当初写着的时候，自己
极满意，后来锁在抽屉里，也颇满
意。现在抄起来，却又不满意”。

他也需要激励。当《枸杞树》刊
登后，他写道：“我真有点飘飘然
了。”“倘若这篇文章不登，我大概以
后写文章也不会起劲，也许干脆就
不再写。”

在他所有关于作文的日记中，
我发现他也觉得写文章困难，下笔
前，脑子里轮廓打得非常好，自以为
成了文章，“纵不能惊人，总也能自
己满意”，然而一拿笔，脑袋里立刻
空空甚至头痛了，于是“想到了鸡的
下卵”。

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未必都
是金砖银瓦；一向高山仰止的伟
人，并非每日都惊天动地。这恰恰
是我所喜欢的，尤其是读了《清华
园日记》，我感到，我们很多看似庸
常的人，甚至说不定在勤耕不辍的
某一天，忽然就变成了令人欣喜的
不平凡。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雷穿云

大师的文字里
有和我们一样的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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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羡林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 苏智良 陈丽菲 姚霏
★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在雨天，牛乳色的轻雾给
每件东西涂上一层淡影。这苍
黑的枝干更显得黑了。雨住了
的时候，有一两个蜗牛在上面
悠然地爬着，散步似的从容，蜘
蛛网上残留的雨滴，静静地发
着光。一条虹从北屋的脊上伸
展出去，像拱桥不知伸到什么
地方去了。这枸杞树的顶尖就
正顶着这桥的中心。不知从什
么地方来的阴影，渐渐地爬过
了西墙。墙隅的蜘蛛网，树叶
浓密的地方仿佛把这阴影捉住
了一把似的，渐渐地黑起来。
只剩了夕阳的余晖返照在这苍
老的枸杞树的圆圆的顶上，淡
红的一片，熠耀着，俨然如来佛
头顶上金色的圆光。

以后，黄昏来了，一切角隅
皆为黄昏占领了。我同几个朋
友出去到西单一带去散步。穿
过了花市，晚香玉在薄暗里发
着幽香。不知在什么时候，什
么地方，我曾读过一句诗：“黄
昏里充满了木犀花的香。”我觉
得很美丽。虽然我从来没有闻
到过木犀花的香；虽然我明知
道现在我闻到的是晚香玉的
香。但是我总觉得我到了那种
飘渺的诗意的境界似的。在淡
黄色的灯光下，我们摸索着转
近了幽黑的小胡同，走回了公
寓。这苍老的枸杞树只剩了一
团凄迷的影子，靠了北墙站着。

——摘自《清华园日记》

——读季羡林《清华园日记》

还原历史真相 伸张人类正义
《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