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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新华网悦读频
道、全民阅读官方网站联合发起的“2018年度影
响力图书推选”结果揭晓，青岛出版集团出版的

《我们的汉字——任溶溶写给孩子的汉字书》榜上
有名。

本书是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写
给孩子的一本汉字启蒙读物。在这本书里，任溶
溶从文字的起源、汉字的演变，一直讲到拉丁字母
注音、简化汉字，系统地讲述了汉字发展的历史，
面对小读者作汉字文化启蒙。这本书自2018年
11月上市来，先后入选“中国好书”2018年11月
榜单、获新阅读研究所 2018 年度中国童书榜

“最佳童书奖”。 （据《中华读书报》）

《我们的汉字》获评
2018年度影响力图书

我喜欢上读书，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从懂事起，每逢农忙季节，父亲带着我们干

农活时，就给我们讲故事——岳飞、李逵、秦琼
等英雄人物，我就是那时知道的。我问父亲怎
么知道这么多，他说：“从书上看到的！”这句话
吸引着我，我暗下决心：一定做一个像父亲一样
知识渊博的人！

最初读书，是从读连环画开始的。说是读，不
如说是看！因为认识的字有限，就看着图画理解
意思。父亲每次回家，总是带回好多连环画让
我读。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就是这样，我从中
获取了不少知识。

上学后，我学会了拼音。用拼音读书，不知不
觉，又认识了好多字，学到了好多优美的词句，知
道了好多的故事。也因此，我的作文总是被老师
作为范文讲评。那种成就感，就像文章被报纸刊
登了一样兴奋和自豪！从那时起，我开始想象着
自己成为老师，讲评作文时神采奕奕。成年后，我
真的做了一名语文教师！我知道，这都得益于读
书这一爱好！

小时候，口袋里不敢有钱，有钱就想买书。有
一次，通过好长时间积攒，口袋里有了8分。在当
时，8分钱是可以买一个鸡蛋和一支带橡皮的铅
笔呢。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新华书店，在柜台前挑
书，好不容易挑中了一本，定价偏偏是9分。书没
买成，我感到很委屈，眼泪差点掉下来，无奈、失落
和痛楚，以至于好几天不思茶饭。

现在买上几本想读的书，已经不是什么大事
儿了。我也总是隔三岔五地给孩子买书看，也用
父亲影响我的方法，影响着孩子。

读书需要博览，需要坚持。大量的阅读，得到
的东西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在循序渐进、潜移
默化中让人成长。

读书，最美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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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里感受人生五味

李白是个诗仙，更是个酒仙。他的诗和酒之
间的关系，杜甫说得最清楚：“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
中仙。”酒最能让李白兴奋起来，让他像战士一
样，和天地斗，和权贵斗，和人世间的一切渺小与
庸俗战斗。酒是他的剑、他的子弹，也是载着他
飞翔的翅膀。

《将进酒》原文：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古愁。
君不见：乐府诗常用作提醒人语。
岑夫子：岑勋，丹丘生：元丹丘，二人均为李白的

好友。
陈王：指陈思王曹植。

《将进酒》本来是汉乐府中的鼓吹曲，意思就是
劝酒歌。内容当然是劝人喝酒，但谈不上有多豪
放。但是，到了李白笔下，《将进酒》一下子就有如蛟
龙得水，一飞冲天了。

看前两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暮成雪。”这两句诗，在讲什么？讲人生短暂，光阴
易逝。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主题，但谁能讲出它的
气势？黄河东流大海，一泻千里。这一来一回之
间，明明是说一去不返的意思，却又构成一种回环
往复的咏叹，何等舒展，又何等壮阔！人生不也是

一条长河吗？黄河
一去不回，人生又
如何呢？

…………
生 命 如 此 短

暂，怎么办呢？李
白有自己的解决方
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既然人生
短促，那就及时行乐吧，一定不要让金樽空对着明
月呀！这一句，是李白的经典表达，他不是还说过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吗？可是，李
白真的得意吗？要知道，这首《将进酒》是李白晚年
的作品，他已经经历过大半个人生了。当年御手调
羹、龙巾拭吐的时候他得意过，可是旋即又陷入深深
的失望中：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会写诗的弄臣，可
他偏要做帝王师，最后只落得一个赐金还山的命
运，这哪里算得上得意！但是，李白不是怨妇，他不
会躲在角落抹眼泪，也不会拉着别人诉衷肠，他会
把失意过得和得意一样，他会把激愤化作豪迈，这
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莫是否
定，空还是否定，双重否定，意味着更强烈的肯定，
所谓“莫使金樽空对月”就犹如《金缕衣》中的“莫待
无花空折枝”，充满着怂恿，充满着号召。

精 彩 书 摘

唐代诗人杜甫有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
上情。”这体现了诗人与时代、与大众休戚与共

的崇高境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表示：“一个
诗人除了有责任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所见所闻、所感
所想，还应该对这个时代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有及时和
有效的把握与反映，应该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的提
升能力。这是当下中国诗人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这是
一个历史的标准，也是时间的标准。”

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没有考虑接通

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需要把诗歌从缥缈的云端请回
坚实的大地。

“脱离时代的呐喊，只能是喃喃自语；远离生活的激
情，只能是无病呻吟。没有艺术性，诗歌可能滑向打油
诗；没有思想性，诗歌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学者刘笑伟
说，优秀的诗人是戴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蹈，在探索的路
上达到优美的平衡。这就需要将鲜明的艺术特性和强烈
的时代气息融为一体，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诗歌作品。

注重对外国优秀诗歌的吸收借鉴，是推动新
诗奔流向前的重要动力。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
诗受英、美影响较大，艾青、李金发等人的诗可以
看出法国诗歌的影子，冯至等人的诗受益于歌德、
海涅等德国诗人，宗白华等人的诗与日本近代诗
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诗坛重视对外国诗
歌、诗人的研究，也存在食洋不化的现象，连外国
诗歌为照顾韵律需要的分行都照搬过来，对译文
进行生硬分行、断句。更让人担忧的是，很多诗人
是根据学习和模仿译诗进行新诗创作的，而译诗
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

“在百年新诗的发展中，我国翻译介绍的外国
诗歌不可谓不多，但在文本选择、翻译水准上堪称
上乘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有些作品甚至人们读起
来都不知所云。”学者蒋登科认为，在诗歌翻译方
面最好的译者可能是精通某种外语的诗人，他们
既熟知原作的文化背景、艺术特色，了解诗人的整
体创作、艺术个性和艺术影响，又熟悉汉语尤其是
新诗的独特表达方式。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诞生之后不
久，美国芝加哥的《诗刊》就译介过中国新诗。
1936年，英国出版了由阿克顿、陈世骧编选和翻
译的《中国新诗选》。但是在过去，新诗和外国诗
歌的联系多是单向的，主要是围绕引进开展工作，
很少考虑新诗的输出。业内人士认为，跟外国诗
歌的引进相比，新诗的输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范
围、影响上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一方面跟新诗创
新不足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可供推广
的优秀选本，对优秀诗人及其作品很少进行全面
推广，只是在一些交流活动中进行介绍。因此，遴
选优秀的诗人和新诗作品，组织优秀翻译家对这
些作品进行翻译，向国外的读者系统推广新诗，是
助力新诗发展、实现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据《中国文化报》作者：党云峰）

书 海 观 潮

新诗百年
洛阳13岁女孩邓雅文凭借丰厚的古诗词储备，在《中国诗词大会》第四

季舞台上，连续4场夺得擂主。在近日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
大会开幕式结束后，市委书记李亚与她亲切握手交谈，点赞她的精彩表现。
这让我们再一次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洗礼。

我国诗歌历史悠久，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诗歌在不同的时代
都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新诗一直肩
负解放思想、启蒙观念等重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背景
下，如何歌咏新时代、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成为摆在诗人面前
的共同课题。

歌咏时代 灼灼其华

走出自我，与时代同行

新诗诞生之初，很好地继承了中华诗词现实主义
的优良传统，其精神是入世的，既有《女神》对创造的
讴歌，也有《死水》对社会的嘲讽，还有《大堰河》对民
众的同情。在朦胧诗出现之后，新诗越来越远离古典
传统、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
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
庸常化，造成的后果是，诗歌越来越远离时代、远离人
民，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学者汤养宗说：“只有

捍卫汉语特有的语义结构，我们才有自己，才有世界
性，才真正算得上继承和发展了汉语诗歌的优秀传
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穆旦的《春》、郑敏的《金
黄稻束》等诗歌中的意象精彩而生动，富有较强的艺
术表现力。在新时代，新诗在继承托物言志、寓情于
理的同时，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在意象的公共
性和私人性之间寻找契合点，不断培养和提升读者
鉴赏新诗的能力。”

继承古典，助力文脉延续

借鉴外来，实现文化走出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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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之后，《中国诗词大会》评
委、隋唐史学者蒙曼老师“品读最美唐诗系列图书”的第二部
作品《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与读者见面。该书收录了
30余首唐诗并进行解读，以“喜、怒、哀、乐、怨”5种人生情感
为切入点，带领读者体会唐诗里的情感和人生况味。

从“四季”到“五味”

“品读最美唐诗系列图书”的创作初衷是希望将唐诗的精
神情感与现代人连接起来，为读者展现唐诗虽经千年却永不
过时的恒久魅力。在“四时之诗”后推出“人生五味”。那么，
四时和五味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蒙曼说道：“人的一生，从纵
向看，是四季；从横向看，是五情。人生四季，我觉得应该是少
年、青年、中年、老年，就犹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样。五情是
什么？喜、怒、哀、乐、怨。对应着人心，就是那些回环往复、起
伏不定的心情，都和人密切相关。”

“喜、怒、哀、乐、怨”这些感情构成了我们人生中最真实的
色彩。而本书要与读者分享的是具有情感属性的内容，就是在
唐诗中讲人生的处境、人生的境遇、人生的问题和人生的应对。

在为新书选诗时，蒙曼不仅希望其能够忠实地表达各种情
绪，还希望能够展现足够的诗意，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随它们
一起经历“五味”，继而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生活。

从“俗务”到“诗意”

《中国诗词大会》播出以来，引发了诗词类节目的热潮，同
时也提高了人们对诗词的关注度。蒙曼自 2016 年起担任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评委，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探幽入微、幽
默风趣的点评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蒙曼认为，诗词不仅是中国人心灵的公约数，也可以成为
全世界汉语言文学爱好者的精神的公约数。蒙曼透露，在录
制《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期间，有来自国外的选手说，当他们
了解到“床前明月光”之后再回家乡去再看到月亮的时候，心
情都会不一样，他们会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人以那样
富有诗意的方式思考月亮，理解月亮，感悟月亮。

从俗务里抽身，感受生活的诗意，这是一种美好。蒙曼
说，有一首诗特别好，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
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希望大家对诗一直保持这
样一种青梅竹马的爱恋之心，这种心是那么自然、那么纯洁、
那么有魅力。 （据《广州日报》作者：孙珺）

此书作者历时5年，走访130余人，以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和敏锐思考，全景式地记录了港珠澳大桥
从论证到立项、从动工到开通的全过程。作品中故
事鲜活生动，情节跌宕起伏，叙事机智而具有现代意
识，语言流畅且富有诗意。该书在记录这一重大工
程的同时，亦为读者架起了一座建桥者与大时代相
通的精神桥梁。

□崔光杰

本书讲述了一个平凡家族里小人物寻找“身
份”的故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道出了一种身世
浮沉雨打萍的沧桑与悲凉，写尽了几代人的生存
现状与隐约心事；以一种看似轻松戏谑的黑色幽
默的“轻”的方式，审视着个人在历史中命运的不
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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