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 2013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六

编辑：曲鹏 美编：晓莉青未了·书坊

【小说】

【传记】

《一蓑烟雨任平生》
王学泰 著
重庆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学者王
学泰撰写的带有自传性
质的散文与随笔集。文章
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
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
养和对社会、人生与世界
的深刻观察。

《独立知识分子》
何怀宏 著
重庆出版社

本书是何怀宏教授思
考和评述古今中外知识分
子品行、思想、精神的记
录，传递了“独立为知识分
子第一义”这一基本观点。

【社科】

《〈新青年〉图传》
熊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以《新青年》杂志
的历史为入口，描述了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
的画卷与知识分子的心迹。

《一朵桃花倾城开》
顾七兮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小说主人公桑悠悠被
老妈逼着到处相亲，情急
之下，她只能胡乱拉个男
人假扮情侣，杀退情敌。在
鸡飞狗跳的相处中，爱情
慢慢萌芽……

《白虎之咒：预言中的少
女》
[美]柯琳·霍克 著
晨光出版社

作者以极具想象力的
奇幻手法，讲述了一位美
国少女和两位印度老虎王
子之间的惊天冒险历程和
爱情故事。

《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
月》
郑鸿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的母亲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 90 年代这 60 年
的洋裁岁月，正是台湾女性
在政治变动、经济发展与城
乡变化中，如何在服饰打扮
上自我实现的历史。

《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
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
[英]埃文斯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1 年，英国泰晤士报
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
给传媒巨头默多克的新闻
集团。本书是曾任《泰晤士
报》主编的埃文斯与默多克
为新闻自由博弈的回忆。

【历史】

《顾准历史笔记》
顾准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十年动乱”期间，经
济学家顾准阅读了大量
历史作品，同时也写下了
大量读史笔记。

《大国作手：清末政改与
革命中的 40 人》
萨苏 雪珥 著
金城出版社

本书从海外史料重
新解读晚清 40 人，挖掘历
史深处被忽略、被遮蔽的
世态人心，透视朝野上下
众多政治强人、历史推手
的真性情、真面目。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
的时代》
冯筱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重建虞洽卿这
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
商人的经历，对中国 20 世
纪上半期的政商问题进
行了贯通性研究。

《中国金：在蒙特里湾区
的中国人》
[美]桑迪·莱登 著
花城出版社

这本书讲述了早期华
人到美洲新大陆拓荒及其
后代进入美国社会的曲折
历程，展现华人在美国现
代发展史上的地位。

【政治】

【随笔】

《有些事，这些年我才懂》
小野 著
译林出版社

从研究分子生物学的
学者到作家再到编剧，小野
的人生路多番转折。他在书
中回顾往昔，以前发生的事
到现在才想通，发现人生原
来就是这样。

突破人文学科壁垒，建设性
地回归传统的文史哲学融通的
学术，这种研究路径在目前学术
界颇具感召力。

作者刘培撰写的《两宋辞赋
史》一书，全面揭示了宋代辞赋
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
位。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
了解到辞赋在宋代文化生活当
中所处的位置和在文人心目中
的地位，让读者对宋代文坛和宋
人心态的嬗变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书作者想说明：宋赋开拓了一
片新的艺术天地，进一步丰富发
展了辞赋这种文体反映生活、表
现心灵、展示汉语语言之美的功
能，在宋代文坛和文化生活中扮
演着独特的角色，在辞赋发展史
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个
事实：宋代“一代之文学”的桂冠
并不是天然地生长在“宋词”的头
上，在宋人的自我评价中，他们的

“一代之文学”是“宋文”。宋人看
重经术和性理，看重情理兼备和
吞吐纡徐，宋文包括辞赋正是适
合这种文学观念的重要载体，而

“词”在当时则被视为末技，处于
文学的边缘。在元明清时期的大
多数正统文人看来，宋文仍然是
宋代的一代之文学，“词”则逐渐
被一部分非主流、非正统文人所
看重。宋文与宋词地位的消长原
因复杂，不才不敢雌黄，但有一点
值得注意，即，“宋文”之“一代之
文学”地位的逐渐丧失，其实是古
代正统学术研究的偏移或者断
裂，其幕后是礼乐教化和个性解
放的角逐。但是，连同正统学术一
起旁落的还有融通文史哲学的治
学精神。今天，如何建设性地回归
传统学术，如何树立具有中国气
派和中国特色的治学精神而又具
有深挚的人文关怀和普世之精
神，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这个
意义上讲，该书的探索是相当有

价值的。
从文本的整理而言，这部专

著是目前对宋代辞赋最为深入
全面的整理研究。几乎目前能见
到的古籍、碑志、石刻甚至目前
仍以崖刻状态存在的作品，作者
都注意到了、讨论到了，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宋代文学倾向于破
体为文，许多不以“赋”名篇的作
品其实就是赋，是对赋体杂文的
发扬光大。这些作品，作者广泛
收集、阅读古籍，做了非常深入
细致的钩稽工作。

融通文史哲学，其实就是深
入当时的社会，深入当时的学术
文化。从文化史的角度着眼，这部
专著揭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化
现象，诸如宋初的治平心态、耕读
传家传统的形成、歌颂文学与极
权专制的关系、理学对历史的筛
选与改造等，给人颇多启示。

走文史哲学兼容的治学之
路，必须把扎实的功底和开阔的
眼界结合起来，不然很容易陷入
故纸堆中不能自拔；或者蜻蜓点
水，浅尝辄止。本书征引繁博，辨
析清楚，材料得体，钩稽深入，尤
其是注释部分，作者对一些重要
的篇什、历史事件、文化现象等，
详加辨析梳理，这就巧妙地回避
了因考辨而带来的正文文气滞
涩。通过正文与注释的恰当配
合，作者对许多历史文化事件、
学术思潮、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
考证，如对梅花意向的论述，就
非常令人难忘。同时，作者对目
前的前沿理论也相当了解并能
够准确把握，如这部专著的总体
架构，其实是从社会文化学着眼
的，而对作品的分析始终依托着
文学接受理论和文学心理学。

《两宋辞赋史》
刘培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出版

文学研究
与文化研究的融通
□张丽

智效民的新书《长袍与牢
骚》近日出版。长袍的意象来自
张澜，新中国成立时，他曾任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因为经常穿
长袍，被称为“长袍先生”。此书
谈到胡适、闻一多、林森、张君
劢、蒋廷黻、萧乾、柳亚子、茅盾、
饶毓泰、赵丹、张伯驹等人，近年
引起关注，出现了“民国范儿”的
流行说法。但我觉得，本书的特
色所在，是排在最末的四篇文
章，即《蔡家崖的斗牛大会》、《开
明绅士刘少白》、《我所了解的冀
贡泉》、《与辛亥革命同行——— 父
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这四篇
文章，叙述了四位山西民主人士
的命运，即牛友兰、刘少白、冀贡
泉、智力展。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许多
民主党派人士陆续出现在中国
政治舞台上，其中多数人物已经
逐渐被淡忘。十年前章诒和的散
文横空出世，重新引起公众对民
主党派中央级头面人物的兴趣，
但地方民主人士仍然湮没在岁

月的风尘之中。智效民的这几篇
文章，力图钩沉地方民主人士命
运，使之进入公共视野，具有填补
空白的意义。现在，牛友兰在晋绥
土改中的惨烈悲剧已经得到高度
关注；刘少白、冀贡泉更为独特，
他们的公开社会身份是民主人
士，其实刘少白是中共秘密党员，
冀贡泉则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
们可以说是党内民主人士，他们
以自己的社会影响，为中共夺取
政权做出过特殊贡献，但土改和

“文革”风暴袭来之时，却受到折
磨，以至毛泽东事后给刘少白回
信致歉。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子的
说法对他们来说，别有意味。智力
展是智效民的父亲，儿子写父亲，
不同于纸面上爬梳历史，笔下带
着体温。历史学是一门人学，有体
温的叙述是最有意思的。

《长袍与牢骚》
智效民 著
凤凰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我看《长袍与牢骚》
□丁东

【婚恋】

《爱的历史》
[英]西蒙·梅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这本独特的小书
中，哲学家西蒙·梅重新
审视了关于爱的永恒的
追问，探究爱这种情感的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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