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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人物】

《蒋经国画传》
师永刚 方旭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蒋经国是共产党
员，也是国民党员；他用
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
统治，用美式民主结束
蒋家统治。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朱雀城》
黄永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无愁河
的浪荡汉子》为作者漂
泊一生的人生传记，计
划 写 作 三 部 。第 一 部

《朱雀城》描写的是作
者童年生活过的故乡
风貌。

【文学】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
一生》
林特特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把生活里的
拧巴、纠结一一融化在
淡淡的笔尖，写那些最
朴素的人、最朴素的生
活，却让你嗅到理想应
该有的味道。

《人人都是伪君子》
[美]罗伯特·库尔茨班
著
中信出版社

人的踯躅矛盾、优
柔寡断、知行不一、罔顾
道德和自我膨胀来自何
处？罗伯特从神经生物
学角度给出了答案：大
脑的这种“伪君子”特性
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
果，是人类的本真天性。

【经济】

《二维码营销》
张育绮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引用了丰富的
案例，从商务营销到企
业管理应用，给读者详
细讲述了二维码的具体
实操方法，并从中挖掘
出二维码技术的真正潜
能。

《邓文迪：我不是传奇》
青云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作者对邓文迪的婚
姻生活、社交生活、工作
状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展
示，潜入邓文迪内心世
界，让读者感知一位名
女人所经历的光辉和艰
辛。

《身边的江湖》
野夫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以大背景下动
荡年代的小人物命运为
切入点，记录社会发展
过程中那些不能轻易被
忘记的伤痛，并探讨当
代教育中的缺失、在台
湾仍然保留下来的民国
范儿。

《壹读》
2013年第28期

中国官员的婚姻，
从来不乏政治的影响。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官
员的婚姻与政治之间，
究竟有什么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35期

阅 读《 翻 越 富士
山》一文，可以发现，日
本人对待大自然的态
度相当特别，能从中推
测出日本的国民性。

【杂志】

《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艾伦·麦克法兰 主
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汇集剑桥大学
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
法兰四十年潜心于欧、
美、亚、澳等文明间比较
研究、索解现代世界起
源问题之创获。

【社科】

《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
[日]上田信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本书用一种非常轻
松的语言，以一位学者
的良知、广阔的胸怀、敏
锐的知性、哲理的思考，
从森林的角度，对数千
年中国文明史做了一番

“旅行”。

【历史】

【生活】

《皮皮鲁送你100条命：
儿童安全百科》
郑渊洁 主编
21世纪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郑渊洁
人生经验和阅读积累中
所有关于儿童生命安全
的知识点，也倾注了郑
渊洁对孩子们全部的
爱。

《太极，王者之道》
王占海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书作者为陈式
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
书中内容由太极故事
与太极拳拳法两大部
分构成，既有神秘的太
极历史，又有保健热身
运动、太极十二式、技
击技法十四式和女子
防狼术五式。

读小栋的诗，一遍遍读着，
奇怪的是总要走神，总要放下
来，等待思绪从很早以前、从自
己的那些诗歌梦想中飞回来。当
年我还没有写出一行其他的文
字，可是已经在读诗和写诗了，
并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的未来：
一个诗人，写出了美妙或动人的
句子，在一整页或更多页上排列
出美妙的短句。诗对于我，是人
世间最不可思议的绝妙之物，是
凝聚了最多智慧、最多思想能量
的一种工作，是一些独特的人在
尽情倾诉，是以内部通用的方式
说话和歌唱。我读了许多中国现
代诗和古诗、译诗，认为每一句
好诗都是使用了成吨的文学矿
藏冶炼出来的精华，是人类不可
言喻的声音和记忆，是收在个人
口袋里的闪电，是压抑在胸廓里
的滔天大浪，是连死亡都不能止
息的歌哭叫喊。

这是我向往至极的一条道
路。我一直往前走，朝着向往之
地走去，至今却没能抵达。展读
小栋的诗章，激越而后的迷茫
里，竟会觉得这就是自己亲手写
出来的，口吻之亲切，意象之熟
悉，仿佛就是我刚刚在纸上圈了
第一个句号。这种兴奋与欣喜引
起的错乱、忘却、移位和嫁接，并
不是经常发生的。其他许多时候
的日常阅读也许正好相反，那会
因为极大的陌生感而泛起极大
的排斥。所以我想，写作中有一
句话叫“古今文章一大抄”，有时

“抄”是必要发生的，那是喜爱和

内心的吻合达到了一定程度，于
是才会因共鸣而学唱，因学唱而
忘情，因忘情而忘却，然后就将

“他作”当成了“自出”。
怀着纵情言说的巨大野心，

我们选择了诗。诗人是最机智的
愚公，最聪慧的傻子，最无聊的执
著，最寂寞的喧哗。读小栋之诗，
不由地会想象他在那一刻、那一
瞬的生命形态，他的睿智与顿悟、
禅性和机心，还有冶炼词语的痴
迷匠气。正是由于诗意的锤炼，一
个民族的语言才开始走入神奇的
状态，它们似乎不可理喻又振振
有词，四六不通却又沁人心脾。诗
人既是操弄语言的大师，又是语
言的奴隶，人成了诗奴，诗又被语
言所绑架。当词语之链在诗人手
里狂舞的那一刻，整个世界的固
有秩序也就给打乱了。言说的秩
序是一切条理的根源，而诗人就
是破坏这种规范的无法无天的
人。没有这种人，我们的世界就会
凝固僵死，不再生长枝干和抽芽
吐绿。而一个人只有进入了这种
非常之态，才有可能发出感魂动
魄的吟哦。小栋显然是完全自如
地出入此境，并在语言和生活的
两极之间自然地游走。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山东
省作家协会主席。此文是为戴小
栋诗集《冷香》作的序言)

《冷香》
戴小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出版

《冷香》：
纵情言说的巨大野心
□张炜

2002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
们坐在一起谈论转型时期的中国
文学及其研究，说着说着就说到
浪漫主义的问题，提及这个话题，
我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也有一
些感慨要发，因为在我们的文学
史与文学理论的视野里，浪漫主
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思潮，
但在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
中，似乎已经被研究者们忘记了，
很少有人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
做出特定浪漫主义的解读。我们
觉得，这很遗憾，也很费解———

是转型时期中国文学中没
有浪漫主义创作吗？显然不是。
熟悉转型时期文学的人都能深
切地感受到如朦胧诗、政治抒情
诗、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
中扑面而来的浪漫主义气息，谁
都不会否认张承志、张炜、江河、
杨炼、杨志军、邓刚等人的浪漫
主义创作是转型时期文学世界
的重要构成部分；浪漫主义文学
是转型时期文学一道亮丽的风
景，是一种激情四射、高亢雄浑、
充满阳刚正气的景观，无它，转
型时期中国文学将会是另一种
境界和格调。

是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浪漫
主义吗？显然不是。我们生活在
充满世俗气息的时代，科技理性
渗透到各个角落，并且左右着人
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
被琐屑的、卑微的、机械的、程式
化的、灰色的事物纠缠着，失去
了创造的激情和生命的活力，远

离了理想、美好和诗意，遗弃了高
雅、神圣、崇高的审美精神及其境
界，而我们的文学也因此丧失了
自身的想象力、创造机制与人文
精神，进而沦为制作和复制；这对
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很悲哀的，我
们需要浪漫主义，需要浪漫主义
文学，以张扬个体生命的激情、民
族的旺盛的创造力与对现实的超
越精神，恢复文学的生命力，强化
民族的前进动力——— 正像诺瓦利
斯所说，“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
通过浪漫化，“把普遍的东西赋予
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
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
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
归无限”；“通过浪漫化”，“低级的
自我”可以“与更高、更完美的自
我统一起来”。

转型时期中国文学浩如烟
海，其研究卷帙浩繁，我们驾着
浪漫主义的轻舟，在海洋里遨
游、沉思、探究；分析转型时期中
国浪漫主义理论的特质、构成、
形态及其意向，考察转型时期中
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研究现
状，解读转型时期中国的浪漫主
义文本，我们辨析、归类、比较、
分析、概括、抽象、思考……我们
的生活又多了一些浪漫和诗意。

《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
究》
石兴泽 杨春忠 著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转型期的浪漫主义文学
□石兴泽 杨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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