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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震动文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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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庞大与丰盛”之作

★作者 任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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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
左手汉字改革，右手儿童文学

河南作家李
洱的长篇小说新
作《应物兄》近日
面世，震动了文学
圈。这是一部85
万字、花费作家
13年时间创作而
成的书。据李洱
自己说，小说原始
版 本 为 200 万
字，13年来光是
电脑就用坏了 3
台，“我写完心境
非常苍凉，提笔时
30多岁，完稿成
了年近五旬、两鬓
斑白的人”。

《我们的汉字》是耄耋之年的任
溶溶老先生写给孩 子 们 的 汉 字
书。任溶溶不仅是翻译家，也是儿
童文学作家，还曾做过文字改革工
作，推广汉语拼音、简化汉字和普
通话，对汉字有深刻透彻的了解。

《我们的汉字》是一本关于汉字知
识的普及读物，从文字的起源讲到
汉字的演变，一直讲到拉丁字母注
音，系统地讲述了汉字发展的历
史，让小读者对我们的汉字有一个
具体而清晰的认识。

对汉字的基础含义、历史演变，
任溶溶说起来头头是道。讲汉字的
书很多，但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利用
自己广博的知识与见解，深入浅出
地讲述我们的汉字故事。他从世界
其他民族的语言入手进行梳理，使
我们更深入了解汉语的语言体系，

再从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等
造字法的角度，用有趣的语言、生动
的例证，恰当地阐释汉字含义的由
来和发展演变。汉字的历史中蕴含
的不仅仅是汉字的变化，同样有丰
富的中华文化内涵，而这些在本书
中都有涉及。从汉字书写讲到招牌
文化，从字词发音讲到文学技巧，从
甲骨文讲到历史知识，任溶溶一一
叙述出来，再传达给小读者。由浅
而深，中华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得
到了理解和传承。这无疑是难得
的。我们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
任溶溶讲述的汉字故事，同样也是
中华文化故事。

对民间故事、坊间趣闻，任溶溶
信手拈来。书中写到了一个个妙趣
横生的故事，既有古人学习汉字过
程中产生的误解与笑料，又有现代
社会多种语言交流碰撞出的火
花。这些与汉字有关的逸事有些
可能是小读者们从小耳闻的，也有
些是听也没听过的，生动有趣，让
人捧腹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汉字知
识的印象。由此也能看出任溶溶
是有意在书中贯彻自己的儿童文
学观的。他曾说过，没有一颗童
心，没有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是断
然写不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的。任溶溶葆有这颗童心，他一直
喜爱的儿童文学的“热闹”，在《我
们的汉字》这本书中也得到了展
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幽
默故事中不仅可以一窥任溶溶乐
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更说明他是一
位生活的有心人。他的文学坚持
不仅表现在他的翻译和创作中，也
表现在他的生活中。这些积攒起
来的小故事，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

的人才会留心的细枝末节。
对别国语言、方言土语，任溶溶

熟稔于心。他是我们熟知的儿童文
学翻译家，熟悉俄、英、意、日等多国
语言，翻译过众多经典的儿童文学
作品。他深知不同语言自身的特
点，所以总能说出不同语言之间的
联系与区别。这样宽广的视野给他
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很多便利，也
给小读者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架
构。例如，在许多语言中，爸爸妈妈
在口语里都叫和汉语中的“爸”“妈”
相近的音，这样的知识对孩子们来
说是必要的。任溶溶在广州度过了
愉快的童年，这给他后来研究广东
话打下了基础，他曾经编过广州话
词汇，出过广州话拼音方案。他又
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话也非常
了解。这些经历都融进该书中。书
中随处可见任溶溶用广东话、上海
话举例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广东话
中的“乜”字被废弃不用后，成为方
言的专用字，这帮助小读者们更深
入了解假借等造字法。

任溶溶觉得自己一生做了两件
事情，一件是文字改革，一件是儿童
文学。《我们的汉字》展现了任溶溶
多年的文字与文学知识积累，是一
本融合了方言、普通话、中华文化等
知识在内的汉字书。他也通过这本
书表达了对小读者们殷切的期盼。
汉字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
解、喜欢的，而用汉字来写诗做文章
更是我们都要掌握的文化技能。汉
字的文化博大精深，小读者们能通
过这本书燃起对汉字的热爱，将汉
字的魅力展示给世界，这是任溶溶
最期望看到的。

（据《文汇报》作者：王肖雅）

《中国新闻奖作品选》
最新版本出版发行

由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编选的《中
国新闻奖作品选》（第二十八届）一书，日前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八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揭
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媒体的 348 件作品获奖。
该书收录了本届新闻奖特别奖作品5件、一等奖
作品62件、二等奖作品98件，其中含本届首次增
设奖项的媒体融合类获奖作品26件。

这些获奖作品均为2017年报道精品之作，如
特别奖获奖作品文字评论《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
新时代》、文字通讯《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
战》、电视专题《将改革进行到底》等，一等奖获奖
作品文字消息《习近平首次沙场阅兵 号令解放
军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调查性报道《甘肃祁连
山：问责风暴下的生态突围》、电视直播《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特别节目》、融媒体移动
直播《“天舟一号”发射任务VR全景直播》等。

（据新华社）

这是一部大开本、厚600多页、重达近7斤的
大“砖头”。书中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用最直
观而准确的方式告诉孩子们，我们生活的地球是
怎样的丰富和多姿多彩。全书分为“有生命的地
球”“矿物、岩石和化石”“微生物”“植物”“菌物”

“动物”六大板块，用DK公司标志性的高清实拍
图片和文字说明展现地球上几千种生命体和非
生命体的形态、细节，不少动物图片的细腻逼真程
度，让人翻到时几乎以为它会跃出纸面。

算起来，在《花腔》《石榴树上结樱
桃》之后，足足有13年时间，李洱几乎
没有再发表过作品，连中短篇的写作
都停止了。

著名评论家王鸿生说，这些年李
洱忙工作、忙孩子、忙着替人做嫁衣、
忙着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又处
在文学圈的漩涡里，这个人承受了多
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
不知道。一边在日常消耗里谈笑风
生，一边默默运斤、吐丝结茧，他是如
何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分裂？我
们也不知道”。

至于为什么写了这么久，李洱答
道：“马尔克斯说，小说有多长，它的注
释就应该有多长。小说写一部，作家
为这部小说所做的文案工作，应该20
倍于它的正文。可能其他作家太有才
华，但平庸如李洱者，小说写 13 年是
应该的。”他说，他跟很多西方作家对
话的时候，会问对方这部小说写了多
久，“坦率地说，一部小说写十年、八年
都是最正常的”。

对于这种慢节奏的写作，评论家
李敬泽认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小说都
属于急火火的，我有一个故事，一把抓
住你，你可别走。这本小说是什么？
是个大园子。走走停停，兴之所至，自
然得趣，这就是这部小说庞大与丰盛
之处”。（《北京日报》作者：路艳霞）

光人物就写了70多位

《应物兄》以儒学家应物兄为轴心人
物，上下勾连、左右触及所有的相关者，记
述了70多位鲜明生动的当代人，是一部百
科全书式的小说。

《应物兄》是李洱继《花腔》《石榴树上
结樱桃》之后第三部长篇小说。全书围绕
虚构的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展
开，跟随主人公应物兄一起出场的，还有乔
木先生、程济世、葛宏道、栾廷玉、费鸣、文
德斯等，他们或是当代大儒，或是跨政界学
界的儒官，或是怀揣启蒙之问而上下求索
的学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希求与失落、
闪光点与缺陷，在筹建儒学研究院的一场
大戏中各就各位，兢兢业业地负重而行。

值得一提的是，《应物兄》尽管人物遍
布政、商、学、媒体、寺院、江湖、市井，但主
体仍是三代学院知识分子，老一代知识分
子，除了程济世，都是新中国历史实践的参
与者、见证者，其中不乏“文革”时期在桃花
峪蹲过牛棚的过来人，从而生动刻画了知
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人格特征与精神面貌。

对此，作家周大新评价说：“这部书是
当下我看到的最精彩的表现知识分子生
活的作品，可以和《围城》一比。”他认为，
李洱的叙述非常细微，细微到像显微镜观
察东西的地步，给读者一种新鲜感和美
感。作家金宇澄评价，该作是升级版的

《围城》。

翻开书就意味着巨大挑战

在一部小说里，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
引号与书名号，书中涉及中外典籍500余
种。评论家张生甚至认为，普通读者可能
会很吃力，读不懂，翻开书就意味着一场文
学挑战。

《应物兄》借对话、讲演、讨论、著述、回
忆、联想，所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有
数百种。通过《诗经》《易经》《道德经》《论
语》等经史典籍，以及《理想国》《诗学》《五
灯会元》《梦溪笔谈》《周易本义》《国富论》

《哲学史讲演录》等大量中外名著，大致可
看出作者的思考背景和阅读范围。书中或
展示或引用或杜撰或调侃的诗、词、曲、对
联、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影

视、民谣、段子、广告、脱口秀等，更是密集
出现。

在书中，读者可以再一次体会到当年
《花腔》卓越的叙述才能带来的惊艳之
感。此外，作者在生物学、历史学、古典
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流行文化等
领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其所积累和触
碰到的知识量堪称浩瀚。

这部作品细致地描写和提到了数十种
植物，近百种动物，还有器物和玩具，如鼎、
觚、爵、钟、鼓、羊肠琴弦、玳瑁高蒙心葫芦、
铃铛、拨浪鼓；食物方面，则对仁德丸子、套
五宝、鱼咬羊、羊腰子、羊杂碎等，给予了不
厌其详的生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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