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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词中品味生活的诗情

诗与
人生

书 界 动 态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为什么是邓小平》

★作者：陈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该书不是从邓小平理论体
系和生平业绩的角度展开论
述，而是在对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概括的邓小平六种精神风范
深刻领悟的基础上，对邓小平

的人民情怀、精神境界、博大胸襟等“主体特点”，做了更加
深入的挖掘。

《信步山河》

★作者：余秋雨、梁实秋、汪曾
祺等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感念人间、岁
月、山河的名家散文集，诸多名
家记录了他们与一些地理坐标
的相遇，记录了一次次与世界
的真情相拥、一场场与自己的

温暖邂逅。本书呈现了引人入胜的“人间风景”，更展现了
一种自得、自适、自在的生命状态。书中收录了余秋雨的

《阳关雪》、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梁实秋的《忆青岛》等，都
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

《听漏》

★作者：刘醒龙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是刘醒龙青铜重器系
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小说以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
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
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

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
通过田野考古现场呈现丰沛的考古和文物知识，通过两
代考古人的命运纠葛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变迁，
通过对考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追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
任和担当，更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
的人心与伦理。 （本报综合）

7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评奖结果在京揭晓。

经评奖委员会评审，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审定，25部作品、5位译者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阿舍的《阿娜河畔》、马伯庸
的《大医》等获得长篇小说奖，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

（蒙古文）、包倬的《十寻》等获得中短篇小说奖，吉米平阶
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牛海坤的《让世界
看见》等获得报告文学奖，黄芳的《落下来》、金荣健的《鸟
声呖呖鸣冬山》（朝鲜文）等获得诗歌奖，北雁的《洱海笔
记》、柳客行的《青白石阶》等获得散文奖，艾布、朵日娜等
获得翻译奖。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参评作品范
围为少数民族作者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文字
创作、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陆
地区首次成书出版、符合评选体例要求的作品。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
委共同主办，自1981年创办至今，共计734部（篇）作品、
44位译者获奖，在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
业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光明日报》作者：刘江伟、饶翔）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揭晓

近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纂50年座谈会暨《古
汉语常用字字典》（第6版）、《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辞典》新
书发布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

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主办。《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
用现代语言学、辞书学理论和方法编纂而成的古代汉语
字典，从开始编纂至今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50
年里，这部字典进行了5次修订，累计印刷近200次，发
行量逾3000万册。1995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荣获
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6版）
修订工作于2021年启动。经过修订，第6版在科学性和
实用性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是一部贴近读者
需求、助力提升读者古籍阅读水平的精品辞书。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陈菁霞）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50年发行量逾3000万册

在古代，书信是人类交流、沟通、联
系的重要方式。“展信安，见字如晤，翻
一页纸，知三生事。”中国人自古最懂纸
短情长。

从前，车马慢，书信远。在那飞鸽、
马车、乌篷船的年代，昏暗的油灯前，有
人用一管羊毫、一块古砚、一纸花笺，
寥寥数语，却写尽了家国人事，儿女情
长……“鱼雁传书”“红叶传书”，书信跋
山涉水送到收信人手中，把思念送达，
让风回到了家。

齐白石早年就曾画信笺给朋友使
用。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一文中提道：

“那时，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
寺内迁出，迁到南泉冲黎雨民的家里。
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
分欢迎。其中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
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我们家
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
话，就是写诗的诗笺。两个诗社的社
友，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做成了诗，
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
在花笺上，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
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我
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
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
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地画上
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
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
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
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
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说起这花笺，
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

还不甚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黎雨
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
些信笺，逼着我给他写信，我就从此开
始写起信来，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
纪念。”

齐白石经常用自己画的信笺给朋
友写信，比如他会挑选具有纪年性质的
笺纸在当年给师友、徒弟写信，或会挑
选符合心境的笺纸信手拈来而用。

鲁迅收藏过大量的花笺，并以花笺
写信给其好友。他曾给新婚不久、已有
身孕的许广平用漂亮的枇杷笺和莲蓬笺
写信。鲁迅知道许广平素爱吃枇杷，莲

蓬并蒂又意为多子多福。妻子看到笺上
图案，就已心领神会丈夫的温柔情谊。

在去世前的两年里，鲁迅还使用过
大量彩印的中国古代笺纸，精心挑选给
朋友写信。胸部染有旧疴的他，在闷热
的上海租界地，笔耕不辍地战斗着。那
案头的诗笺、花笺，代表了他与知音好
友、年轻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沟通，构成
了他生命最后的绝响。他说：“譬如哪
怕是极其简单地收集几枚画有旧式图
案的笺纸，我们或许也能够从中观察到
其所在时代的风气、习惯以及社会的真
实面貌。”

民国时期，很多文人画家都会自
己绘制笺纸，并到南纸店定制画笺。
知名画家张大千也醉心于此，他不仅
有为南纸店定制的笺纸，还有自用画
笺的绘制，并且会登广告宣传自己的
笺纸。

张大千也曾使用自己画笺为友人
写信。如他写给姚云江就用了自己与
溥心畬合作的山水笺。此外，还有他写
给上海画坛名家王师子的信，使用了荣
宝斋制的杏花笺和荷花笺。

斗转星移，时移世易，文人趣味的
转变，绘画风格的变迁都会在一张小小
的笺纸展现。笺纸正如一面镜子，折射
出丰富的精神世界，也道出了文人们没
有在文字中表达的情意。然而，在网络
时代，消息的传递，逐渐由信件、电报、
座机，变为了短信、微信等强调即时的
通信工具，写信似乎已经成了一件奢侈
的事情——我们被忙碌的生活裹挟着
向前冲，时间显得珍贵——写一封信然
后等待回复的时间太久了。

有人因此得出结论，人心不古，现代
人早已忘记了浪漫的情怀，也忘记如何
去珍重爱人。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又或许，中国人对于“信笺”的追求
与热情从未减弱——手机上设置的聊天
背景，发邮件时设计的背景，也可以说是
笺纸的另一种物质转换形式，只是以电
子的形式呈现，而不再是物质性的了。

（摘自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纸短
情长：中国笺纸里的艺术故事》，据《文
摘报》作者：张楠）

鱼传尺素的浪漫

新 书 推 介

《北平荣宝斋诗笺谱》张大千笺
画原稿 （资料图片）

《荣宝斋制诗笺谱》草虫笺 齐白
石 1935年 北京画院藏（资料图片）

精 彩 书 摘

通过诗词，走近诗人诗作，走近
诗人背后的时代与人生，今天的年轻
人是可以从中汲取养分的。

领略平淡之美
感悟生活之诗

在似乎毫无诗意的地方，品咂出
浓郁的诗意，这也许是唐代诗人孟浩
然最大的本事。

十几年前，我让学理科的儿子重
温《春晓》和《过故人庄》，他不以为然
地对我说：“有什么好重温的，《春晓》
不就是春天睡了一场懒觉吗？《过故
人庄》不就是到老友家里吃了一顿饭
吗？”我批评他：“你春天懒觉可没有
少睡，平时饭也没有少吃，但从没见
你作出诗来，你甚至感受不到这两首
诗歌中的诗味。”

只有心灵充盈着诗情，才能处处
感受生活中的诗意；只有具备细腻的
感受能力，才能在别人觉得乏味的地
方发现诗趣。同样的，只有处处感受
生活中的诗意，心灵才会时时洋溢着
诗情；只有不断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
趣，感受能力才会日益敏锐细腻。

有人说，日常生活无非就是柴米
油盐，它们往往会冲淡诗情，甚至会
消磨诗兴，又如何能领略日常生活中
的诗意呢？

不妨以《过故人庄》为例。此诗
写的是孟浩然到老朋友家做客，

标题中“过”的意思是拜访、探
望。初读感觉不到他是在

写诗，倒像是在和老朋
友聊天，而且聊的不

过是访友、吃饭、
家常，还有临

别 时 答 应
要 常 来

常

往，这一切再稀松平常不过了。
细读你才会发现，诗人对访友有

全新的体验。诗一起笔就出手不凡，
以“故人具鸡黍”发端，老朋友先备好
鸡黍，再请他去做客，是为了突出主
人的盛情。古人把吃鸡肉和小米饭，
当做农家很隆重的款待，即使今天也
显得质朴又温馨。颔联“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绿树“合”字已经够
好，“田家”全在浓荫掩映之中，而青
山“斜”得更妙，好像青山依偎着城郭
的肩膀，连画家都画不出这般景致。

“开轩”则“面场圃”，“把酒”只“话桑
麻”，看到的是农家景，吃的是农家
饭，谈的是农家话。两个老友莫逆于
心，离开时，诗人主动说以后不请自
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家，一顿
平平常常的饭菜，却激起诗人浓浓的
诗情，也带给读者无穷的回味。诗中
平静的语调、朴实的语言，与淳朴的
农家气氛，构成了高度和谐。如今我
们身边许多人，也都喜欢到郊外去吃
农家菜，可往往忽略过程中的美感，
难得从容欣赏、细心体会，更少有怦
然心动。哪怕再美的游览胜地，如果
没有感悟美的心灵，没有感受美的心
境，只会“到此一游”便作罢。培养对
美的感受力，是诗词在今天为我们所
需的重要原因。

无论顺境逆境
在诗中升华人生

可能有人说，今天社会的节奏太
快，人们面临各种压力，如何感受生活
中的诗意？我因为这些年一直在网络
视听平台讲解古诗词，与年轻人有很
多互动，所以理解人们当下的生活状
态。我想说，通过诗词，走近诗人诗
作，走近诗人背后的时代与人生，今天
的年轻人是可以从中汲取养分的。

成功欢乐能让人感受喜悦，挫折
失败能让人体验悲伤，尝过人生大喜

与大悲的人，更能走进生命的深
处，更有生命的耐力与韧性。杜

甫一生几乎与贫穷相伴，但
他从来没有被贫穷压垮，

贫困苦难反而凝成杜
诗的珍珠，形成了

他那“沉郁顿挫”
的 风 格 。 他

的《空囊》一诗，就以幽默调侃的笔
调，写自己无食无衣的苦况，表现了
诗人对穷困的蔑视，对苦难的超越，
诙谐而不油滑，幽默而又深刻。

北宋陈师道感叹：“世事相违每如
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南宋方岳似乎
有意附和：“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
人无二三。”“心想事成”属于美好愿
望，“事与愿违”却在日常生活中难以
避免。不妨以爱情为例，陆游《钗头
凤》大家耳熟能详。75岁那年，暮年
陆游重游沈园触景生情，写下《沈园二
首》，表达自己刻骨铭心的思念。近代
诗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价说：

“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年论，
不可无此诗。”爱情悲剧成就了爱情名
诗，这种“伤心之事”反而使我们更加
珍惜爱情，更加热爱生活。

元稹用泪珠写成的“曾经沧海难
为水”，苏轼满怀深情写就的“十年生
死两茫茫”，让后人体认到爱情的美
好，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可见，不仅
顺境能引发豪兴，逆境也能激起诗
情。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情
绪昂扬还是低沉，都不妨碍我们走进
诗歌意境，感受丰富复杂的情感，获
得人生境界的磨砺与升华。

读出自身个性
品出时代新意

我们要品咂出日常生活中的诗
情，就应在古典诗词中读出时代的新
意。常言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有一千
个陶渊明一千个李白。一个合格的
古典诗词读者，既应读出自身的个
性，也应读出所处的时代特性。

我们在一首古诗中读出的“意
思”，不必是作者的“意思”，清人谭献
在《复堂词录》中说，“作者之用心未
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更不
要搬用前人的“意思”，一首唐诗要是
宋人这样说，明人还是这样说，清人
又是这样说，今天我们跟着也这样
说，这一首诗就“读死”了。我们
说一首诗是不朽的经典，是
说这首诗具有超越时代的
魅力，它能引起每个时
代读者的共鸣，能
抚慰每个时代读
者 的 心 灵 。

诗人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又好像是
在倾诉我们的心声。

这就需要在古典诗词中读出时代
的新意。现代阐释学告诉人们，从一
篇文学作品中读出的“意思”，是文本
与读者视域融合的结果。从读者这一
层面讲，视域越广，思考越深，感受越
细，我们在诗歌中的所获就越多，对诗
歌的体悟就越透。因此，要读出时代
的新意，我们就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
养成时代的文化人格，具备时代的知
识结构，广泛吸收优秀文化营养，在文
化和精神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我在大学中文系授课，即使一年
能 教 200 个 新 生 ，10 年 也 只 能 教
2000个，100年才能教到2万个。而
今，在网络视听平台上讲解古诗词极
大拓展了我的教学空间，无论天南海
北、国内国外，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
以来视频网站上听课。很荣幸，“感
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颁给了我们
这些在网络视听平台“发挥余热”的

“银发知播”。我希望能尽自己所能，
在网络上打造一个诗性空间，让年轻
人亲近古典诗词，走进古代诗人的心
灵世界，以激发年轻人的生命活力，
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

我们“要”而且“能”激活沉睡的
古典诗词，我们不是古典诗词的旁观
者，而是参与了这些诗词在当下的再
创作，我们既是读者，也是诗人。让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古典诗词中
品咂现代生活的诗情，和陶渊
明一起种豆，和李白一起登
山，和杜甫一起感怀，和
苏轼一样超然……

（据《人 民 日
报》作者：戴建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