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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方队：五次大阅兵
背后的故事》

书 界 动 态

新 书 推 介

书 林 撷 英

★作者：艾蔻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这部报告文学记述了1984年以来五次大阅兵背后，女
兵方队从选拔、组建、训练到受阅的艰辛过程，展现了女兵们
爱国忠诚、坚韧不拔、拼搏奉献的时代风采。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读《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感受
最深的是朴实、低调的文字，写出了传
主勤奋、精益求精的一生，其中蕴含着
曾孝濂老先生以“一生一世”之心绘自
然的情怀。

这些年，随着作品渐渐进入大众视
野，曾孝濂的事业和成就，或多或少被
人们所了解，而读这本自传，更能使我
们详尽地看到其求学、成长到成为一名
植物科学绘画师的人生历程。

曾孝濂的职业生涯，是伴随中科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中国植物志》的
编研工作开始的。他自幼爱画画，
1959 年高中毕业时因故没能上大学，
不过却意外地被招进中科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在分类室的绘图组以半工半读
的方式开始接触植物插图。他与同一
批入职的同事从植物学基本知识学起，
了解科属、辨识植物，为《中国植物志》
画插图。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也从侧
面反映出中国植物科学绘画在摸索中
发展的过程。

自传中提到，曾孝濂早年买不起好
颜料，在照相馆看到工作人员把黑白照
片染成彩色，用的是一种纸本的 12 色
透明水彩，把色纸撕下来，放在调色碟
里，加水后便能溶解，给照片上色。因
为价格不贵，他也买来画画用，颜色多
年后都不变。他也试过用非常规材料，
比如油墨。在“5·23”项目期间（1967
年 5 月 23 日，由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
后勤部牵头的研制抗疟新药的项目），
曾孝濂的画作大部分是在热带雨林中
完成的。雨林湿度大，水彩、水粉都不
适合，他便将印刷厂车间的油墨分装在
小玻璃瓶里，用松节油调和油墨作画。

近些年，他混合丙烯、水彩、水粉等多种
材料作为颜料创作，也尝试把木刻方法
运用到动植物黑白插画上。受到玉雕
厂工艺师的启发，他还发明了用电磨器
在水彩纸上提白提亮的方法，用来处理
植物的毛刺、鸟类的羽毛，效果是意想
不到的自然。

书中提到真菌专家臧穆与曾孝濂
的友谊。臧穆对真菌的偏爱达到了如
痴如醉的地步，一旦发现昆明植物园或
黑龙潭附近有鲜活的野生蘑菇，就会像
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跑来找他，俩人
带着绘画工具一起去现场写生。“我们
之间不唯有师道尊严，还有朋友情谊，
一幅幅带着环境背景的写生图，就是这
份情谊的见证。”

2018 年，曾孝濂被诊断为肺腺癌
中期，需要去北京复查。出发前一天，
植物所的老同事、著名植物学家李恒来
到他家。曾孝濂感觉不寻常，果然，李
恒有一篇论文准备投给《自然》（Na-
ture）杂志，缺一幅滇重楼的彩图，希望
他到北京后能抽时间画一下。“我知道

《自然》是国际生物学的顶级刊物，此文
一定非同一般。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下
来，李恒没说什么，留下必要的资料就
放心地走了。”到北京后，往返医院做检
查的 20 多天里，曾孝濂利用检查空隙
的所有时间，在入院前两天完成了作
品，没有食言。

《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布面的封
面设计质朴，内页用纸也很柔软，很好
地展现了曾孝濂画作的色彩和亮度。
细细读完，惊叹于他几十年来单凭手中
这支画笔，竟完成了这么多精细入微的
画作。从早年参与《中国植物志》的绘

图，到创作《云南百鸟图》和《云南百花
图》，再到设计多套邮票并获得国际奖
项，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设计所徽
等，绘画是他的职业、使命，也是他始终
如一的爱好，是他将内心对自然之美的
感受传达出来的媒介。

在随书附的一页手记中，曾孝濂的
一段话尤其值得回味——“在人生的旅
途中，每走一步都并非是预先设计好
的，要学会珍惜和把握生活中的不期而
至，看似偶然的相遇相知，或许会决定
你的志向、观念和人生。”如今，曾孝濂
在有余力时，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分
享绘画心得、指导博物画爱好者、教授
青年一代画师。自认一生都在坐“冷板
凳”的他，可以说把毕生的热爱，都奉献
给了植物科学绘画这项事业。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欧
阳婷

《名物研究十二题》

★作者：扬之水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本书深入研究了古代家具、花瓶、香品等器物的名称用
途及其历史演变，揭示了名物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功用，图
文并茂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独特魅力。

《扬兮镇诗篇》

★作者：许言午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的浙西小镇扬兮镇为背景，通过
对丁晓颜、张泳等小镇人物的细致刻画，描摹了人间世相的
凝滞与流淌、出走与回望、有常与无常，以及映照世人内心的
人性诗篇。

《爱情永远是年轻》

★作者：石钟山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技校毕业女学生艾红莓的成长、情感经历为主
线，讲述了一个满怀英雄主义情结、追求个人自我理想的青
年在时代洪流中抉择与坚持的故事。

《额吉的河》

★作者：许廷旺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小说以“三千孤儿入内蒙”为背景，讲述了三个上海孤儿
在草原阿爸额吉的悉心呵护下，重拾希望、茁壮成长的故事，
塑造了纯朴善良、乐观包容的蒙古族牧民群像。

（本报综合）

近日，《林长民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林徽
因研究专家陈学勇与林徽因外孙女于葵联手整理编注，是百
年来林长民作品的首次结集。

林长民，字宗孟，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教育
家、书法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力主宪
政，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并以一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檄
文唤醒国民。《林长民集》收录了迄今为止林长民全部可发表
的诗、文、日记、书信和翻译文字，这些内容承载 20 世纪初
中国内政与外交的生动细节，展现中国法治建设的艰辛历
程，折射一百多年前思想文化的风云变幻。

林长民是女儿林徽因一生中最亲近、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物之一。1920年，林长民赴欧洲考察，携长女徽因同往，这
段经历极大地开阔了林徽因的眼界。其间，林徽因结识了威
尔斯、哈代、狄更生、曼斯菲尔德等文化名人以及旅居欧洲的
徐志摩、张奚若、陈西滢等人，这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
深远影响。《林长民集》收录的林长民欧游日记，致林徽因、梁
思成等人书信，详细记录了林徽因早年的行迹、见闻、交游等
生活细节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真实面貌，
兼备文学性与思想性，颇具阅读和研究价值。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魏小雯

近百年来首次结集——

《林长民集》出版

近日，第十六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者在北京揭晓。曹丹
红凭借译作《事实与虚构：论边界》（弗朗索瓦丝·拉沃卡，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获得社科类奖项；施雪莹凭借译作《还乡笔
记》（埃梅·塞泽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
有限公司）摘得文学类奖项；而新人奖则由董子云获得，获奖译
作是《法兰西君主制度》（克劳德·德·塞瑟尔，商务印书馆）。

自2009年创立，傅雷翻译出版奖坚持每年评选出当年
的最佳法译中图书作品，以表彰译者的工作及法语译著在
中国文坛和知识界的影响。 （据《中华读书报》）

2024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获奖者揭晓

网络文学中的“故事新编”

近30年来，网
络文学诞生了超过
3000 万部作品。翻
阅不同时期、不同类
别的代表作，“故事新
编”都是网络文学的显
著标签。网络短篇小
说的代表作《悟空传》是
对《西游记》的解构性重
述，开创网络小说新类
型的《佛本是道》则嵌入
了《西游记》和《封神演
义》的基因。“故事新编”，
丰富了“故事”的文学和
文化意义，也拓宽了网络
文学的边界，由此形成了
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所谓“故事新编”，就是
对历史传记、历史故事、神话
传说、经典小说等进行重新
书写。在古代文学中，如

《三国志》是史传，而《三国
演义》作为它的“故事新编”
则是开创性的长篇历史通俗

演义小说。
近现代文学中的“故事新

编”仍然主要是对古代历史、神
话、传说、小说等进行取用，但其新

编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西学
东渐”的背景下，这个时期的“故事新
编”与古代文学史上的“故事新编”产
生了较大差异。如陈景韩的《新西游
记》（1909年）就是“借《西游记》中人
名、事物，以反演之”，目的是“以现
在事物，假唐时人思想推测之，可见
世界变迁之理”。

现代文学史上的“故事新编”，
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代表，鲁迅
在《自选集·自序》中明确说它是

“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文坛还出现了

“故事新编”热潮，诞生了《孔夫子去
沪》《潘金莲的出走》等作品。这些小
说的共同点是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

“故事”，使作家、小说人物都跳出了原
有的生存经验和集体记忆，形成了对
历史的重新审视。

在当代文学中，作家也热衷于“故
事新编”。除了基本的史传，作家还会
参考各类笔记、小说、诗文、野史等。
黄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通俗小
说《寻秦记》《大唐双龙传》等小说就
是结合民间传说等对秦史和隋唐史的
新编。

在文学史上，“故事新编”往往伴
随时代的重大命题、作家的自觉追求
而诞生。其往往意味着文体的改变和
跃迁、文本的延展与丰富、立意的更新
和提升。

文学创作向来是变动不居的，新
编的文本又会成为新的故事，再被新
编，“故事”就在经过新编之后产生多
重新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文
学中的“故事新编”登上舞台，为中国
文学带来了新的面貌。

网络文学是网络“故事新
编”的先行者，率先回应了世
界范围内的“故事新编”潮流，
推动了玄幻、奇幻、仙侠和历史
等小说类型的成熟，从《悟空
传》（2000 年）到《夜幕之下》

（2023 年），众多新编作品满足
了读者对经典故事的阅读需求。

当然，网络文学“故事新编”
的流行，与其高效的文学生产方
式密切相关。对于长篇网络小说
来说，人物关系及命运、情节的起
承转合和世界观的设定等都对网
络文学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有
效降低创作难度的办法之一，就是
从已有“故事”中直接寻找有关人物、
情节、世界观的资源，这也是鲁迅所

说的“旧书上的根据”。不少知名网络
作家的前期作品往往都是“故事新编”

或具有明显“故事新编”的色彩。
从深层创作动机来讲，“故事新编”

就是以创作者自己的方式，借助对经典故
事的重构，回应其业已深切感知到的大众
情绪。茅盾曾指出，鲁迅《故事新编》的艺
术追求是“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
所应憎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
融”，这句话放在网络文学中同样适用。

网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特
征，就是将大众情绪迅即投射为网文写作
的情感模型，一部引爆潮流的作品，往往
是把一个时期一个人群的情绪赋予文学
的形状。比如说，短篇网络小说中的“故
事新编”倾向于用“无厘头”的方式来传
递关于学业、爱情、职场中的感受。此
外，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社会阶段，网络
作家也会对经典故事进行不同角度的解
读，如同样是对《封神演义》的新编，2006
年的《佛本是道》和 2019 年的《我师兄实
在太稳健了》就完全不同，前者将现代社
会的竞争法则投射在小说中，后者则
突出体现了“Z世代”崇尚平和的互
联网精神。

网络文学“故事新编”的类型主要有
历史、神话和民间传说、古典文学经典三
大类，它们互相融合，交叉出现。

网络文学对神话的新编集中体现在
“世界”和“英雄”两个设定上。“世界”指
的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神话中关于世界起
源、人类诞生等内容构建出网络文学文
本中的神话世界，网络作家力求在文本
中对世界的起源、神话人物的谱系进行
明确的划分或规定。“英雄”是神话的主
要元素，也是网络文学中重要的人物形
象。神话中的英雄是部族首领（权力）、
发明创造者（智慧）、超能力拥有者（能
力），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作为文学符号
被迁移到网络文学文本中。网文中很多

“代入感”和“爽点”，就是通过神话中的
英雄形象来制造的。

对文学经典进行新编是网文中常见
的类型。据笔者统计，“四大名著”中，

“新编”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是《红楼
梦》《西游记》和《三国演义》。这些文学
经典不仅具有丰富的原始文本，而且还
衍生了较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网络作
者可能同时对两者进行新编，比如，《悟
空传》就融合了原著《西游记》及根据原
著新编的电影《大话西游》中的情节。

如今，“故事新编”已是网络作家立
足本土开展创作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
程中，“故事”很有可能被赋予新的经典
价值。比如《封神演义》因为存在着“天
命论”等艺术缺陷和处理忠孝关系时“顾
此失彼”的伦理困境，在古典小说中的成
就和地位远不及《西游记》。但在网络修
仙小说兴起之后，《封神演义》因为其恢
宏的背景架构、庞大的仙魔体系、丰富的
法宝名器等一跃成为“神书”，和《西游
记》共同开启了网络小说“洪荒流”类
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传记等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
网文“故事新编”正焕发出新的活力，而
对于正在创作和将要出现的“故事新
编”，由于“故事”被赋予了当代性，它们
之中很有可能产生新的经典作品。

（据《光明日报》作者：朱军）

《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
作者：曾孝濂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故事新编”为中国文学带来新面貌

网络文学流行“故事新编”

网络文学“故事新编”
三大类型

以“一生一事”之心绘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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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之下》

根据根据《《悟空传悟空传》》改编改编
的同名电影剧照的同名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