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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张炜先生以小说家

的身份为世人所熟知，但他却说，“自己的主要

文字不是小说， 而应该是诗” 。 实则从上世纪

七十年代初登文坛， 张炜从未停止过写诗，且

推出了《皈依之路》等现代自由诗集。 上世纪

九十年代，他转向古典诗歌，以一颗诗人之心

去碰撞历代诗人之心，即专题性研究中国古典

诗歌，从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到

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不时有研

究讲稿问世。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批讲

稿结集为六册出版，并正式命名为“张炜古诗

学六书” 。

《读 < 诗经 >》分上下篇。 上篇为《诗经》

五讲，分涉 55 个主题，“自然人文三横列”“娱

乐与仪式”“诗的有机性”“从根本出发”“腻

啖之后”“孔子的旁白” 诸标题，宛若 55 支灯

火，烛照出一条道路；下篇为《诗经》选读，注

释精读《诗经》中的 42 首作品。

张炜认为，若要走进《诗经》这部原典，就

要随着它的乐声，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或者

是温婉动人的咏唱，踏入堂奥，领略或深沉或

辉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这部书

中， 他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古人提供的一条

“经” 线，步入一个广袤而活泼的万物生长的

生命世界，这里面不仅有丰富繁茂的“草木鸟

兽虫鱼” ，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浪漫的情思、

自由的嚎唱，所有这一切纵横交错、相映成趣，

构成一个多声部的混唱， 这就是诗的国度，是

生命的交响。

《诗经》之后是《楚辞》。 对比《诗经》，

我们会发现由于歌者（创作者）已经发生变

化，《楚辞》的主观性和个体性要远大于“诗

三百” 。 张炜在《< 楚辞 > 笔记》一书中，从

中国文学史的嬗变，揭示了屈原所确立的美

学品格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崇高地位，同时

从屈原身处的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精神

格局讲起，为当代读者还原出可感可触的屈

原形象。 在作者笔下，《楚辞》是屈原独立于

世的吟唱：“他从群声中走出， 从庙堂中走

出，进而又从楚国大地上那些纵横交织的民

间吟唱中走出。 他将原来的忧虑和牵挂抛诸

一旁，自顾自地向前走去，目不斜视，只认准

一个方向，吐出一串心声，把看到、听到和想

到的都收入思想的囊夹，酿造之后又全数倾

出。 ”“他独立于旷野，仰望星空，在呼呼作

响的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变成了独立

的个体，各种各样陈旧的法度与规束悉数退

却， 心中的羁绊迅速解脱， 诗人像一个不管

不顾的思想的赤裸者，完全自由自在了。 ”

在作者看来， 屈原的抒情是对自我的全

方位加强，这种毫不犹豫的大胆放言、吟唱，

开拓了后来抒情诗的音域。 全书分上下篇，上

篇为《楚辞》笔记 ，分涉 21 个主题；下篇为

《楚辞》 选读， 注释精读屈原传世之作 《离

骚》《九歌》《天问》《九章》。

《陶渊明的遗产》一书，作者从“魏晋这片

丛林” 说起，将读者带入陶渊明身处的弱肉强

食、“丛林法则” 盛行的魏晋时期。 我们由此触

摸到陶渊明挣脱官场、投身田园与农事所蕴含

的丰厚意义：在“文明法则” 与“丛林法则” 之

间，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坚守。 本书还

通过与高更、梭罗、荷尔德林、彭斯、维吉尔、托

尔斯泰、 蒙田及屈原、 庄子、 王维、“竹林七

贤” 、孟浩然等诸多艺术家的对比，将陶渊明置

于广阔的价值参照系中。

在张炜看来， 陶渊明是一个活在残酷的

“魏晋丛林” 边缘的书生，一个在顽强的挣扎

中最终“挺住了” 、保持了自己尊严的人。 何为

风度、何为尊严，诗人用生命做出了回答，也是

留给后人的最大一笔遗产。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 ，两

位天才诗人以其旷世的创作力与魅力， 成为

后世艺术家、诗人们的榜样。 李白和杜甫一生

坎坷，性格迥异。 大概谁也不会将两个形象混

淆，因为他们气质差异很大，在漫长的阅读史

中， 人们已经把两人一些有代表性的元素提

炼出来了：一个狂放，一个严谨；一个在天上

高蹈，一个踏着大地游走；一个借酒浇愁，动

辄舞唱，一个痛苦锁眉，低头寻觅。在《也说李

白与杜甫》一书中，张炜通过时代和生活的细

节，走近李白与杜甫：诗人的家庭 、身世、游

历，诗人对实现政治抱负的渴望，诗人与女性

的关系，诗人与炼丹、嗜酒的关系，诗人观念

谱系的构成，诗人受前代诗人的影响，诗人的

性格特质与生命韵律……通过这一番解读，

作者用现代性的文字， 为李杜二人勾勒了一

幅当代的画像。

当然，缠绕在李白、杜甫身上的，还有中国

诗学领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分，“史诗”

概念的辨析等问题，作者一一予以评析。

在《唐代五诗人》中，作者择取王维、韩

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

人，从历史 、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

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

界，打通古今 ，完成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

观照。 在作者笔下，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

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

此。 他的痛与喊 ，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

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

生命的风火轮 ，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

一道道烧灼的痕迹；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

其艺术上的机会， 说到底是一体的。 淡漠，

平静无为，反而有另一种进取的可能 ；白居

易的人生过得如艺术般高超 ， 犹如其名作

《琵琶行》一般 ，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

术磨砺之后， 才能掌握 ； 杜牧 “定格于青

俊 ” ，作为宰相之孙 ，其诗章之外那些纵论

天下大势 、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

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 ，这些都让我们联想

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 ，他的自我认

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李商隐是一个情急做

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 仕途之

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难以依

从，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 ，一次又一次

入幕。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 诗人的道德

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

础。 诗歌，是古人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

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

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反映了他们

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 诗人写下的诗

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

自身的故事。

如果要挑选一位最受现代人关注的古代

文学家，非苏东坡莫属。 作为中华奇人，从享

受尊荣到跌落谷底，人生奇绝陡峭，千年热议

不绝。 苏东坡是北宋第一高产作家，著述可谓

汗牛充栋。 张炜的《苏东坡七讲》将苏东坡丰

富曲折的一生分成相对独立的单元，从“不自

觉的强势 ”“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 ” 到

“从娇客到弃石 ”“煎耗养颓 ”“直击沦落

客”“异人三视” ，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

坡”“走不出的迷宫” ， 读来好像跟着一个导

游，循着诗人的生命轨迹寻觅，阡陌纵横迂回

逶迤。

在作者笔下， 东坡先生的文字和其人生

一样，实在有难以概括的芜杂与繁复，仿佛雄

浑的和声、复调的鸣奏，是多声部。 我们从中

可以听到的实在太多，豪放 、婉约 、深沉、低

回、慷慨、灵趣、诙谐、冷幽、火热、险峻，等等。

如同人生之多幕和多面，终是诠释不尽的。 他

审美上给我们的快感不可抗拒， 他的起伏与

新异，如同诗人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生死之

险、荣辱之期，各种各样的华彩与悲凄乐段相

继奏响。 他是一个繁杂而单纯的合成体，一个

矛盾而和谐的整体。 纵观苏东坡一生，我们会

发现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书写了许多寻索和希

望，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生的挣脱、一生的挣

扎和抵抗，是奔向自由而不得。 他们一次次寻

找这条路， 希望用生命写出一部世所罕见的

“大自由书” 。

总之，“张炜古诗学六书” 最突出的特点

便是“以诗解诗” ，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与中

国古典诗人们的伟大交流， 是诗与诗的交流，

是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张炜古诗学六书” 结集出版：

以一颗诗心碰撞历代诗心

“张炜古诗学六书” 结集出版：

以一颗诗心碰撞历代诗心

“张炜古诗学六书” 书封。

科幻小说《我要上学》由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讲述了一

个贫穷少女成长奋斗、 从流浪孤儿

成为宇宙英雄的故事，她虽身处逆

境，但迎难而上，努力学习科技知

识，勇敢追逐人生梦想。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

中心等主办的《我要上学》作品研

讨会上，专家们表示，该作品将科

幻元素与文学想象高度融合，通过

刻画女主角卫三勇敢、 坚韧、 不屈

不挠的女性形象， 探讨生命价值、

自由意志、科技进步以及道德伦理

等，发人深省。

江西省作协主席李小军认为，

《我要上学》 赋予女主角新的特

质，不同于女性小说惯常的言情倾

向， 作品故事主线的星际机甲设

定，展现科技在推动人类进步的同

时，也能弥合男女生理力量上的差

距， 折射出女性自信从容的风采。

新华

《我要上学》：

开启女性星际探险之旅

《我要上学》书封。

新书

速递

《郑欣淼文集》日前在故宫博

物院发布 。 全套文集共 21 册 22

种，系统展现了郑欣淼先生的学术

历程及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成就。

《郑欣淼文集》作者郑欣淼为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2003 年首倡

故宫学， 将故宫研究纳入更加完

整的学术体系。 《郑欣淼文集》收

录了郑欣淼先生自 1965 年至 2022

年期间所撰写的中文论著，分为故

宫学研究、鲁迅思想研究、政策科

学研究、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和诗词

研究等 5 大类，近千万字。 文集中

收录故宫学研究著作 10 册， 从不

同方面对故宫进行深入研究，为故

宫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构建了学术

框架。

杨湛菲

《郑欣淼文集》：

为故宫学提供理论依据

《郑欣淼文集》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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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西方艺术两千年》：

写给大众的西方艺术通史

凭借西方艺术史博士的背景，作家祺四走

向了艺术史科普的创作路子。 她著述的《八卦

艺术史》《珠宝传奇·中世纪》 系列及学术图

录《纸上风华》，率先在国内掀起“艺术史科

普风” ，而“乐趣” 二字则是她所有作品一直

以来的主题。 最新出版的《趣说西方艺术两千

年》也不例外，从古希腊到印象派，两千年 12

个艺术时代、15 个历史事件、35 位历史人物、

80 位艺术家的艺术生涯与成就、218 件艺术珍

品，在祺四的笔下轻松解读。

与此前著作不同的是，《趣说西方艺术两

千年》除了“趣说” 之外，还兼顾“艺术史” 这

一关键词。所以，如何在保证趣味性的基础上，

全面且系统化地把艺术史知识阐释出来，是这

本书不同于作者过往作品独有的挑战。

以“时代” 划分艺术历史的发展阶段是必

需的。 可若只按照传统叙述方式，把艺术史上

所有的承前启后都杂糅在一起， 照本宣科，读

起来不免会对读者造成困扰，且实在是有些乏

味枯燥。 作者最终决定，把各个知识块拆分开

来，进一步“分解” 艺术史。

事实上，只要拆分开，这世上再复杂的东

西都是简单的。所谓“艺术史” ，归根结底也和

其他种类的历史一样，无非是由“人” 与“事”

组成的。 这本书的构架也以这两项为基础，分

为四个类别：时代简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艺术家与艺术成就。 这四块内容搞明白了，艺

术史也就明白了。 就这样， 祺四采取 “分解

法” ，将每一位开山立派、承前启后的艺术家

一次性讲解清楚。

出乎作者意料的是，建立框架尚不是该书

创作最困难的地方， 而是框架搭建起来之后，

往其中填充什么。 因为，艺术史上有太多的艺

术家，每一位都有其闪光点，每一位都有放入

框架中的充分理由，这样一来，这部书可能厚

如一部“艺术版” 的《辞海》。 如何进行取舍？

最终，作者决定将实现最大的艺术教育意义为

优先目标，最后被选入书中的都是在西方艺术

史上不可回避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不仅是各

个代表风格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同时也具有

很鲜明的时代意义。 而那些艺术史上著名的小

众、不可复制艺术家们，如小荷尔拜因、委拉斯

开兹、格列柯等等，哪怕风格十分独特，却因为

没有形成流派而未能入选。

简言之， 本书是写给大众的西方艺术通

史，是适合大众和初学者了解、学习西方人文

艺术的入门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趣说西方艺术史两千年》书封。

戏剧，有久远的历史。 所谓“永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 ” 戏剧如何在贵阳落地

开花？ 曾经有多少剧团？ 演出过哪

些精彩剧目？ 有哪些知名演员？ 有

哪些演出场所？ 剧坛兴旺时期是何

盛况？剧坛沉寂有何过程？近读《贵

阳戏剧史话》， 百年贵阳戏剧历历

在目。

《地方志》是历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贵阳的戏剧历史，是《贵州地

方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图文

并茂、30 多万字的 《贵阳戏剧史

话》 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是作者孙凤岐、 莫洪军经

过多年收集资料、采访寻踪、查阅档

案、搜寻图片，动笔一年完成的。

本书不是干巴巴的贵阳百年戏

剧编年史，而是生动的、纵横交错

的故事性 “史话” ， 有许多老照片

印证，文图相得益彰，好看好读。

两位作者都是戏剧业内人士，

早先都从事戏剧工作，后又担任文

化团体的领导，而且笔耕不辍。 二

位作者有文化经历、有对戏剧的热

爱和对从业人员的感情，“敢遣春

温上笔端” ， 让整本书读来亲切感

人。 正如他们所说，完成此书，是了

却了一桩心愿。 我想，这是一种魂

牵梦萦不吐不快的戏剧情结和对

历史负责的赤子之心，让人敬佩。

细读全书，值得点赞之处甚多，

突出之点是编写体系条理清晰、脉

络清楚，让读者对贵阳戏剧的前世

今生、流传演变印象深刻。 全书分

为九章 ，《百年戏剧 前世今生》

《菊坛荟萃 诸戏杂陈》《推陈出新

好戏连台》《纸上谈戏 笔融情理》

《剧场春秋 流转演变》《演出形态

多元呈现》《戏剧改革 筚路蓝缕》

《戏剧名家 献艺贵阳》《艺苑群芳

百花绽放》等。 每章后又分有几小

节，把本章的精华进行概括，使读

者一目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章《纸上谈

戏 笔融情理》，堪称为“史话” 增

色。 中国历史典籍传统历来有史有

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就是

典型。 本章收集了《戏论》《剧评》

《艺事》35 篇， 里面的文章针对当

时菊坛上的大事加以评论、 探讨。

由此我们也能看到，贵阳戏剧百年

史，不仅是菊坛群芳的事，观众的

喝彩是一种参与，能行诸笔墨加以

品评也是一种参与。

还值得一赞的是该书为百名

贵阳戏剧有贡献者立传留名。 戏

剧是人演的，没有演员们对艺术的

追求， 也就没有戏剧的多姿多彩，

他们在菊坛上精彩的唱念做打，是

他们辛勤劳动创造的结晶，这也是

两位作者对同业人员深有感情的

体现。

岁月流逝， 往事如烟。 如果没

有有心者为岁月留痕，往事就真的

会烟消云散。 作者孙凤岐、莫洪军，

他们以一种使命感和担当的紧迫

感，不辞辛劳，给我们留下了这部

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贵阳戏剧

史话》。

新作

述评

喜读《贵阳戏剧史话》

彭石麟

《贵阳戏剧史话》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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