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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时光机·春节刷边版》

荐阅 书单

《枯荣两甲子——重庆近120年
城市空间变迁纪事》

《我父母的灵魂在雨中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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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时光机·春节刷边版》的
通贩版其实是一本老书，刷边版本
来应该去年下旬就出来的，奈何成
书的效果总不如意，于是几经返
工。

书里用600多幅图画描绘了
中国70年来的社会变迁，记录了大
量中国传统习俗和百姓的日常生
活。

这一类型的书已经越来越少，
再过几年十几年，我们的孩子就长
大了，或许连这些我们民族最传统
的习俗都没听过了。

看这套书的时候，很多童年的
旧忆放电影一样“唰唰唰”地过，有
情怀的朋友可以入手一套读一读。

《我父母的灵魂在雨中升腾》
的作者帕特里西奥·普隆，被视为

“博尔赫斯的接班人”。
普隆展开了一次对回忆和罪

恶的动人探索，面对历史毫不胆
怯的探索。这是一本通过个体生
命揭露一代人的痛苦的佳作，教
人们直面恐惧，战胜恐惧。

“孩子不断追寻，去弄明白父
亲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到底
想要什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儿
子。”“他希望他的儿子能明白，即
便这世上满是误解和失败，我们
还有一场仗要打，这场战争还没
有结束，就是为真理、为正义而
战，是囿于黑夜的人们为光明而
战。”

书里父亲和儿子争论的核
心，就是集体记忆和历史创伤。
这对每一个曾饱受苦难的民族来
说，都不应该忘记。

《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作者：陈伟军
版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时间：2024年1月

《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少年
■ 仇士鹏

《宋词赏析 诵诗偶记》：

一个焕然一新的宋词世界
■ 白羽洁

《宋词赏析 诵诗
偶记》
作者：沈祖棻
版本：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时间：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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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14年张仪筑城算
起，重庆迄今有近2400年的建城
史。囿于资料原因，本书重点研
究 1891 年重庆开埠后的城市空
间变迁。从1891年到2011年，刚
好 120 年——两个“甲子”的跨
度。以1949年为界，大致又分为
前后两个“甲子”。第一个甲子
中，重庆在屈辱中开埠，经历了
军阀混战、国府西迁、重庆大轰
炸、国府还都等一系列事件；第
二个甲子中，重庆在欢呼中解
放，经历了城市接管和改造、三
线建设、改革开放、成立直辖市、
西部大开发等重要事件。重庆
的城市变迁就是中国社会变迁
的缩影，即前“枯”后“荣”。第一
个“甲子”，有高潮，最终走向民
生凋敝；第二个“甲子”，有低谷，
正在走向民族复兴。通过纵向
比较，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今天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来之不
易。这也许就是历史的魅力，也
是本书的价值。

（杨道 辑）

《宋词赏析 诵诗偶记》收录于《沈祖棻全
集》。《宋词赏析》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作
为底本，《诵诗偶记》以河北教育出版社本为底
本，二者都对底本作了增订。增改后，新版书籍
古淡简约的设计风格为读者进入沈祖棻教授的
宋词世界定下基调，翻开书页，一个焕然一新的
宋词世界将呈现在读者面前。

沈祖棻（1909年—1977年），字子苾，别号
紫曼，我国现代女词人、诗人、文学家。她兼擅
新旧文学创作，尤以词名，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朱
光潜先生评价她：“易安而后见斯人”。缠绕在
沈祖棻身上的身份有多重，她首先是女性，其次
是一位学者，再者更是词人。因此，这三重身份
无意间成为我们走近作品的锁链，从词的选取、
词的分析，再到个人经验的融入，无一不与这三
重身份密切相连。

女性的细腻敏锐贯穿她的创作始终。一方
面，作品选录的宋词多为婉约词。婉约词作为中
国古代词学流派之一，修辞婉转、刻画细腻、含蓄蕴
藉，“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和主要特质，它以
情动人，以情道尽人间的喜怒哀乐，《宋词赏析 诵
诗偶记》选取的词人如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周
邦彦等都是著名的婉约词人，彼此之间也有传承
关系。同时，收录的作品大多是这些词人最具代
表性的婉约词作，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
露》、晏几道《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秦观《满庭
芳·山抹微云》……女性独有的细腻感对于解读婉
约词而言无疑有令人惊喜的效果，因此在另一方
面，作者的女性气质不仅作用于她对作品的解读，
更作用于读者对其解读的接受认同。

学者的博学多闻使得作品回味无穷。沈祖
棻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与
丈夫程千帆教授合称“程沈”，并被师友赞为“昔

时赵李今程沈”。作为对诗词颇有研究的学者、
教授，沈祖棻以新颖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连类而
及”的赏析方法展开评析，同时多年的教学经验
使得语言平易自然，深入浅出，字约文丰，诠释
深刻。《诵诗偶记》部分评析的内容超越了诗词，
杂剧、元曲、古代文论都成为作者思考的对象，
譬如谈论《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这一章节，由
于面对的群体是学生或者普通大众，沈祖棻教
授通过第一节对比兴说作了总括，并指出对此
方法的理解应从创作和赏析两层入手，同时区
分了比兴手法在运用程度上的深浅。具体分析
作品时，又辅之以《词辨》《词选》《白雨斋词话》
等说服力强的评论集当中的定评，因此不论读
者学问深浅，都能从书中获得启发，常读常新。
在此过程中，词作的意蕴得到新的阐释，传统的
鉴赏理论得到系统而又精妙的理解。

诗人的才情为作品的赏析增添了更多文人情
怀，感性情感与理性分析交织，作品的魅力更加凸
显。沈祖棻教授被文坛誉为江南才女，她在古典
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上有着极高造诣，亦对于中
国格律新诗的创建和完善有重要的影响。沈祖棻
年轻时即富文才，曾因一首词赢得“沈斜阳”之名。

沈祖棻的艺术与人生追求的自我写照，在
《致卢兆显书》中已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千帆论
及古今第一流诗人无不具有至崇高之人格，至
伟大之胸怀，至纯洁之灵魂，至深挚之感情……
悲世事之无常，叹人生之多艰，识生死之大，深
哀乐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夫然后有
伟大之作品。其作品即其人格心灵情感之反映
及表现，是为文学之本。”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
神清自不群。《宋词赏析 诵诗偶记》以一本小书
的体量，勾勒出沈祖棻先生女性、学者、词人等
多重身份组成的“多重宇宙”。

作家陈伟军的文字里，总是洒落着沙滩上
的阳光、湿润爽朗的海风，以及郁郁葱葱的草木
香，这也让他与孩子靠得很近。他的新书《我想
成为你的骄傲》便是一本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
的小说——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也能在大胆
地追梦中，闪闪发光。

某种意义上，书中主人公黎小北是陈伟军
的影子。同样都是普普通通，像是田间地头的
青蛙一样不起眼；同样都想成为作家，这种气质
比天鹅还要高雅，有着万丈光芒的职业；同样曾
被同学们取笑，仿佛这个理想比笑话还要荒谬
无厘头；也同样都在默默坚持，在命运一次次的
故意刁难中倔强地挺过来；最终，同样被那份翘
首以盼的光芒加冕，成为很多人，包括曾经嘲笑
声最大的同学的骄傲。

事实上，想要执着地追梦，必然要面临诸多
压力。陈伟军并没有避讳这一现实，在书中，父
亲黎响就曾对着黎小北咆哮，为什么要在毕业
考前写小说，为什么不能放在暑假和上大学以
后再写？这个问题，无论是何种选择，务实或务
虚都是正确的。

可是中考后有高考，上大学后要找工作，工
作后要养家，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专属的任
务。有多少人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望不
见曾经一抬头就能瞧见的那颗星星，中年的夜
空里，只徘徊着叹气与呛人的烟。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梦想是一粒种
子，代表着在未来闪闪发光的可能性。是不让它
发芽，选择一条再怎么努力，仍然指向平庸的道
路；还是另一条有兴趣引领的道路，虽然不知通
往何处，但必然有一个终点，种子长大，结出鲜花
与掌声？这是生活刚起步的读者需要思考的问
题，显而易见的是，后者注定会有更多的精彩。

而对我们这些生活已经定型的读者而言，
如果能选择重来，又会选择哪一条路？即使不
能重来，我们是不是能借着读书时的触动，重新
挖出那粒被遗忘在几十年的岁月之外的种子？
要知道，种子最大的生命奇迹，就是能在本已定
型的土地上钻出一条裂缝。这本书的封面，是
黎小北抬头仰望，天上，几只白色的鸟轻快地飞
着。某个瞬间，我觉得它们正掠过我的心头。

陈伟军在书中有个巧妙的设置，黎小北有个
弟弟，并且他的光芒牢牢地盖住了黎小北，这就
让小说不仅仅止于一本追梦小说。家家都有本
难念的经，而多子女家庭，这本经就更厚了，两个
孩子本就在各方面有所不同，当弟弟还优秀得被
称作是“别人家的孩子”时，家长自然难以一碗水
端平。同伴压力、家庭期待、自我否定……像是
套圈的环，套在了“平庸的兄长”这个身份上。

当然，父子之间有误会、分歧、矛盾，无伤大
雅，唯独怕两个人都藏着掖着，于是一个愈发敏
感自卑，一个愈发失望抱恨。

大声地说出来，能解决很多问题，这也是黎响
一直期望的。不管是抗拒、赞同，还是表达诉求，比
如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都要大声说出来，没有哪
一种骄傲是闷出来的。也只有说出来，才能听进
去，两个人之间断掉的链接才能续上，否则，一味地
闭口不言，遮遮掩掩，就会像书中说的，父子之间，
总有一种无法解释和描述的距离感。

近些年，原生家庭这个词常被提起，有人
说，在童年里受到的创伤，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那如何让家庭真正成为青少年成长时最坚实的
依靠和避风港？请把书名《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大声地喊出来吧，这是上半句，而把书名换一种
表述，就是下半句，也大声喊出来：“孩子，你就
是我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