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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当代格律诗词的风景》

荐阅 书单

《彼得·卡门青德》

《类人意识与类人智能》

《发掘当代格律诗词的风
景》是诗评家英子的独家诗
评。此书聚焦当代格律诗坛
的优秀作品，以简洁明快的微
散文形式对当代306位古体诗
人共886首作品进行评鉴。点
评面之广、点评量之大，是目
前当代诗词点评书籍中所没
有的。全书点评方式因诗而
异，内涵深刻，文采斐然，极具
看点。评选题材丰富多样，点
评角度新颖独到，赏析文笔简
明扼要，点评精准到位，备受
读者欢迎，让您尽享“悦读”体
验。评者英子以清新的笔调
挖掘出作品蕴含的缤纷诗意，
奉献给读者一篇篇赏心悦目
的美文佳作，展现了当代格律
诗词创作的概貌，并呈现了诗
评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可作为
全国诗词爱好者的参考资料，
既实用又有美学价值。

作者张金英，笔名英子。七
零后，海南人。倾心诗词创作、
评论与理论研究，创办“英子评
诗”微信公众平台。曾获全国
首届诗词联鉴赏大赛一等奖，
多次担任全国诗词大赛评委。

《去唐朝：诗人和人
间世》
作者：常华
版本：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时间：2022年2月

《去唐朝：诗人和人间世》：

历史大势里的欲说还休
■ 刘英团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朝是诗的盛世。289年的
唐朝历史，留下2000多位诗人的5万余首唐诗。唐
诗写尽了唐朝的故事，唐诗也因这个朝代的更迭而
不断改变，从初唐到晚唐，诗歌表现出了不同的风
格，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诗人的心情。从大唐开国
到贞观之治，从废王立武到武周革命，从开元盛世
到安史之乱，从元和中兴到甘露之变，从大中之治
到晚唐衰亡，唐朝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不但“有
史为证”，更“有诗为证”。读唐诗，《去唐朝：诗人和
人间世》，“史”与“诗”的融合，“唐诗”与“唐史”的互
证，唐诗意境与历史情境的对照，平仄的韵律不仅
讲述了波澜壮阔的王朝兴衰，还解读了细腻笔触下
深沉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以及历史大势里欲说
还休的人生悲欢。

诗歌是历史的文本，诗歌是时代的文本。作为
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吸引着当时和后世今人
反复吟诵，刻苦研究。在《去唐朝：诗人和人间世》
中，中国唐史学会会员常华并不局限于唐诗兴盛
的背景、原因、渊源、特质、流派、体式、分期、发
展、演变、对后代的影响等问题做出系统的有新
意的论述，而是用情感丰沛的诗歌来表述客观冷
峻的历史，比较全面地运用诸流派的文学及学术
观点，诸如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唯美
主义、古典主义、颓废派、功利派等，既从时代人
格和诗歌内容（或形式）上考察、评价了唐诗隆盛
变迁等问题，又从唐诗的兴盛与衰颓中比较清晰
地勾画出唐朝政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全面揭示了
唐诗与诗人之间的人生、政治表达，见解尤为精
妙、独到，并富于诗情与哲思，显示出学者常华对

“史”与“诗”的关系、“唐诗”与“唐史”的演绎融合
具有高度而娴熟的把控力，达到了历史判断与文
学审美的统一。

诗以言史，史以入诗。史诗是一种文学体裁，
唐诗与唐史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在唐诗中读唐史，

与史相佐证，补史之不足。“唐朝，唐诗，一个是历
史，一个是文学，两条线索……始终盘根错节，相伴
而生，从来就不是两条平行线。”正如常华所言，唐
诗，唐史，诗者，史也。唐诗所代表的中国诗歌的最
高成就，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环境造就的结果，“这实
是历史的自然发展，在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的必然
结局，只是因为有了初唐统治者的‘大治’，并与历
史的脚步应和相伴而生的。”《去唐朝：诗人和人间
世》抛开纷繁的后记文史，仅从“原汁原味”的唐诗
中，就可以领略盛唐的人文精神，雄浑豪迈的高远
境界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看到当时社会的真实
状态。因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任何社会都会有其
代表性的文学，所以一部《全唐诗》，也是一部细致
入微的“全唐史”。

“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
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
诗。”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写在纸上的是诗，描绘
的却是整个唐朝。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诗唐”主要
是指：“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
是生活化了的。”那么，唐人“诗的生活”表现在哪
些方面？唐朝缘何产生出“生活化了的诗”呢？一
是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记录具体而真实的史实，触
摸华夏文明的精髓所在。二是以唐诗为载体，切
入历史的深处。唐诗紧扣时代脉搏，折射历史变
迁。三是以唐诗观照唐史，细听大唐社会角落的
喧哗众声，近看唐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在《去
唐朝：诗人和人间世》中，常华不为历史和现实所
定论，而是以一种独到的视角，多维度地铺展唐代
人文历史画卷。其中，既有杜审言、卢照邻、李白、
杜甫、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
牧、温庭钧等32位唐代诗人的浮沉命运和他们的
人间世，也最大限度地涵盖了唐代社会生活各个
方面、各个角落，深度揭示了唐朝精神文化史的特
征与唐诗的内核。

《彼得·卡门青德》是一
部关于青春的成长小说。主
人公彼得·卡门青德是成长
于瑞士山野的少年，从小与
大自然为伴。他渴望离开家
乡，到城市里寻找更广阔的
世界，于是来到了苏黎世念
大学。都市生活并不那么顺
意，卡门青德饱尝了单恋的
苦楚、挚友的离世，每一次打
击之后，他都不得不逃离城
市，去大自然里找寻慰藉。

赫尔曼·黑塞（1877年—
1962 年），德国作家，1946 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
风靡世界，受到几代年轻读
者的喜爱。 （杨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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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系列绘本》：

“胡思乱想”里的创新嫩芽
■ 任蓉华

涂画摊位前，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孩子把树叶涂
成了蓝色，把小草涂成了粉色，这种有悖常识的做
法遭到了家长的训斥：“你又瞎画，快改成绿色！”生
活中，类似的情景并不陌生，毕竟人们都希望自家
孩子懂事并且讲规矩。然而，此举却可能扼杀孩子
的创造力。

《“了不起”系列绘本》把视角对准孩子的“胡思
乱想”，讲述了一个小女孩立志创造世界上“最了不
起的东西”，与助手小狗捣鼓出各种怪模怪样的物
品，并在得偿所愿后，继续寻找灵感的故事。该系
列绘本笔触简单流畅，画风诙谐有趣，其对发散性
思维的形象体现，或会带给家长反思，激发孩子们
的好奇心。

“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儿和她在这世界上最好
的朋友。不论做什么事儿，他们都在一起。”《了不
起的杰作》中，女孩儿又拆又装，敲敲打打，量来量
去；而她的助手小狗则扑过来、跳过去，一会儿呜呜
低吼，一会儿又嚼个不停……每做完一件东西，他
们总会发现：这根本算不上了不起，也说不上好，甚
至连马马虎虎过得去都算不上。完全错了！女孩
儿把它丢在一边，决定重新做一次。然而任凭她如
何持续打磨、拧紧、调整，哪怕助手不断转圈、拉扯、
摇晃，作品越来越多，可没有任何一个是了不起
的。愤怒过后，是垂头丧气，“这个我一点儿都做不
好。我不干了”。

这时，助手建议她出去散散步。刚开始，她不
觉得散步有什么用。可是没过多久，她开始感觉不
一样了。渐渐地，她脑袋里的怒气一点点散去。溜
溜达达，她无意中走到自己第一个失败的作品跟
前。事实上，那些失败的作品里，有些地方是相当
不错的。她又开始动工了。这一次，她做得很慢，
很仔细，装拆、敲打、拧弯、刷漆……助手则在一旁

确保她不受干扰。终于大功告成，虽然比预想的重
了一些，颜色上还能再下点儿功夫，但这真就是她
想要的——一辆可以载着朋友兜风的新型滑板车。

而在续篇《了不起的主意》里，女孩儿发明的东
西愈加丰富，有些甚至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杰作。她
的大脑是一台“主意制造机”，满满的奇思妙想，搞
得双手都有些忙不过来。可是有一天，她忽然不知
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她可以做风铃，但已经做过四
个了；也可以帮邻居做点儿猫咪玩具，但她上周刚
做了一整箱；她可以做个堡垒，做个给狗狗爬的台
阶，做个书架，或者做个用太阳能加热的鸟屋。”但
这些都是老主意，她需要一个新的主意。她把笔记
本从头翻到尾，和朋友讨论，去伟大的作品里寻找
灵感。她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仍然不见主意
的踪影。

“要是我再也想不出主意，该怎么办呀？”没有
了满满当当的主意，女孩儿的脑子里全是伤心。直
到一只猫咪闯进了她的视线，那是一只经常跑出家
门，让年迈的主人到处寻找的猫咪，“我有主意了！”
这个主意越长越大，充满了她的脑子，再也没有地
方留给伤心啦。她飞奔回家，动起手来，认真做了
一个独属于猫咪的封闭式游乐园。第二天早晨，她
的“主意制造机”又在全速运行。也许不是每天都
能有新主意，但她相信，最终总会有新主意冒出来。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曾说：“不要把孩子限制
在你的知识范围。”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成年人的
思维多了些惯性，反观孩子则不然，他们可以无拘
无束地去探索发现。“天马行空”也好，“异想天开”
也罢，谁能说孩子不切实际的想象日后不会实现，
甚至成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呢？或许，培养孩子的
创造力并不难，而尊重他们的“胡思乱想”，便是呵
护其创新意识的嫩芽。

《“了不起”系列绘
本》之《了不起的主
意》
作者：【加】阿什莉·
斯拜尔
译者：陈赛、何雨珈
版本：重庆出版社
时间：2023年11月

本书是一本探讨意识起
源、勾勒人工智能未来图景
的学术性科普图书。

在人工智能热潮涌现的
今天，本书作者直面人工智
能研究乃至众多前沿科学研
究都绕不过去的关键课题
——意识难题。在本书中，
作者追溯生命起源，指出触觉
在意识的产生中起到重要作
用，并从物理系统、意识系统
和信息处理系统三个维度理
解生命系统来认知意识与智
能，提出了意识的模型和智能
的度量方法，实现了新一代人
工智能基本理论的突破。理
论探讨之外，作者还给出了相
关的实际应用案例，为各领域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新的
思路。人工智能时代呼啸而
来，本书为普通读者了解人工
智能和立足新时代提供了坚
实的知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