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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尘灭：宋词与宋人》

荐阅 书单

《邓小平：照片背后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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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青年作家李
让眉继《所思不远：清代
诗词家生平品述》后的又
一部新作。

作 者 选 取 李 煜 、晏
殊、晏几道、苏轼、李清
照、陈与义、姜夔、陆游、
辛弃疾、吴文英、文天祥
等宋代重要词人，从他们
作品的丰富内涵入手，以
词证史，对词人跌宕起伏
的人生和细腻的主观感
知进行精致的推敲和琢
磨，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描
写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
崭新画卷。

作者文笔雅致，推理
绵密，文章兼有学术性和
可读性，是一部不错的文
化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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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覆盖的山路》
作者：文博
版本：南方出版社
时间：2024年7月

《光阴覆盖的山路》：

树木花草为疗伤开了药方
■ 耿占春

“这就是艺术”系列丛书：

折射人类历史哲思的镜子
■ 章锦雯

“这就是艺术”系列丛书
作者：海莉·爱德华—
杜雅尔丹
译者：欧瑜
版本：浙江摄影出版社
时间：2024年6月

《我们的作家：拉美
文坛十圣》

《我们的作家：拉美
文坛十圣》是拉美著名的
文学评论集，也是“文学
爆炸”的一份重要证言，
它充分说明，水准高超的
文学评论，必然与繁荣的
文学创作结伴而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
了寻找“最具典型性”的
拉美小说家，智利文学批
评家路易斯·哈斯踏上了
漫长的旅程，寻访了十位
代表，与他们面对面地长
谈，并记录了他们的文学
思考和心路历程。

这10位作家是：卡彭
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博
尔赫斯、吉马良斯·罗萨、
奥内蒂、科塔萨尔、鲁尔
福、富恩特斯、加西亚·马
尔 克 斯 、巴 尔 加 斯·略
萨。 （杨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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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几近自然行为，每个
人的生命都曾经有过抒情的时刻，被什么所
感动，爱或怀念，欢乐或忧伤，天真或世故，都
会让一个人置身于抒情时刻。书写下这些情
感体验，则介于人的自然行为与诗歌写作之
间。

见到文博的时候，我知道他属于天性上
的抒情诗人。从《光阴覆盖的山路》中不难发
现，他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依然保持着生命
的天真，在理性认知中保持着情感的温度。
文博是海南本土人，他的诗歌中密布着那些
我略有所知或走过的地方，他为自己的故乡
写下了《昌化江颂》《赞百花岭瀑布》等诸多自
然颂歌，也写下了《八所工业城》《田园城市
——琼海》《逐梦自贸港》这样的现代海南赞
歌。正如文博对城市的抒写构成了乡村的对
应主题，与自然主题对应的则是诗人对文化
传统的抒写，诗人在《老码头》看到“东坡先生
的《别海南黎民表》\从历史的深处漂泊而来”；
置身“忧国怀乡”的《五公祠》，感受“无边无际
唐风宋韵袭来”……文博行走在故乡《光阴覆
盖的山路》上，遍览城乡与古今之变，抒写着
自然的赞美诗和传统文化的颂歌。

在赞美诗的基调上，诗人抒写着的是绵
绵无尽的乡愁，在文博笔下，“乡愁，是一条光
阴覆盖不了的村路\延伸着，悠悠的心事\让故
乡长成了山路两旁稻穗响动\其中有父母喊我
乳名的声音……”（《故乡不曾走远》），唯有童
心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逝，
故乡似乎是不曾远离的一次次重逢。诗人文
博的家在东方，在海岛的西部，如他诗中所描
述，穿过村子的路一头通向山麓，一端通往大
海，文博有志于《重拾海子的诗》也许根源于
此：他的家“比海子那一所更贴近大海\认大海
为亲人，认海岸为邻居”，可以说，大海的涛声
就像是一种乡音。

充溢在文博诗歌中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故
乡的爱，他的心中不仅时常听到父母呼喊其
乳名的声音，以至于诗人感到，“我听到燕子
斑鸠的叫声\它们夹杂着乡音的尾巴”。在这
首《乡音》中，诗人说：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无法

用母语的内核
写过一首故乡的颂歌
然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短短三年

里，文博就用饱含内核的母语写下了一首首
故乡的颂歌。对文博来说，故乡，乡音，母语，
总是牵动着母亲与父亲的身影。

诗人从未忘却自身来自何处，没有忘记
生命的根在乡野和泥土。而文博对故乡的
爱、那些美好的乡愁总是与伤痛的记忆混合
在一起。在《故乡》一诗里：“那时，村子住在
陶渊明的诗里”……一个诗意的情境是“晚归
的牧童\在山径上，吹着竹笛”，与之并存的却
是另一种情境：

月光落在父亲墓碑下的青草上
落在我灵魂的深处
抚慰泥土历史的伤疤
仿佛在叙述古韵新风的故乡
记忆中的乡村被相当完整地呈现出来，

愁苦的日子、父辈艰辛的劳作与令人感念的
乡愁并存于文博的诗篇之中。

文博诗歌中抒写的乡村与乡愁，不仅是
故乡的风景，也是内心的风景，他的谦卑即在
于，在品味了焦虑、挫折与平庸之后，他“知道
自己的内心多么荒芜”，这是如此诚恳的一种
自白，这一自觉让诗人更为谦卑、平和并得以
规避志得意满的平庸。

诗人在诗里将“树木花草为我疗伤开了
一个药方”公布于世，而且将疗愈之路指向故
乡于童年的方向。外部世界的时间是直线流
逝的，而人的内心时间则是可逆性的，对诗人
来说，光阴覆盖下的山路就是通向自然之路，
通向童真之路。在抒情诗领域内，在关于故
乡、母爱、童年和乡愁的抒写中，在人与自然
万物的共生状态，文博以他的真挚和质朴，从
老生常谈的边缘挽救了这一历史悠久的抒情
主题，并赋予其时代性的情感内涵。

时至今日，文博似乎依旧凭着他的抒情
天性和自然情感写下这些随意挥洒的诗歌，
似乎他暂时并不打算以更“专业”更“现代”的
修辞方式“提升”他的诗歌，似乎对文博而言，
写诗就像是挥霍他的欢乐，仅仅是他抒情天
性的一种自然流露。

谈及西方艺术，想必不少人会联想到贮
藏着人类文明瑰宝的法国，洋溢着古城文化
艺术的意大利，曾创造出辉煌文明的罗马帝
国……翻开“这就是艺术”系列丛书，触摸色
彩的纹理，跟随点线的跳跃，便能轻松踏上超
越视觉的艺术之旅。

“这就是艺术”丛书，突破传统的艺术史
叙事，以“重新发现”为切入点，由新生代、艺
术史跨界时尚史的学者海莉·爱德华——杜
雅尔丹，遴选艺术史上至为关键的人物、画派
以及别出心裁的主题，用文字语言与视觉语
言共同书写这套独具特色的艺术普及丛书。
丛书分别以最具传奇色彩的天才艺术家——
达·芬奇、一位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现代艺
术家”——格列柯、现代人的小型精神避难所
——猫，以及构成艺术视觉的基本元素颜色
——黑色为主题，各自成册，精选40幅佳作及
其细节图，辅之以地图、路线轨迹图、年代表
等丰富的信息注解，让串联起的艺术史动起
来、活起来，读来趣味盎然。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全才的代表。
这套丛书中的《达·芬奇》一册将达·芬奇的名
言“越了解，越喜欢”作为基调，并没有将内容

仅仅限制在他的艺术表现力上，而是展现了
这位全才对艺术与其余学科的完美结合。他
研究解剖学，从《猫、狮子和龙》到《飞禽解剖
图》，在满足他无穷好奇心的同时，不仅依靠
解剖知识，通过勾勒年龄相仿的骨骼、肌腱与
肌肉，完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设计了一些
机械飞行装置，推动了直升机的出现。他还
是出色的政治家，在米兰宫廷，达·芬奇负责
组织派对和节庆活动，并借助这些机会，创作
了音乐作品和服饰，以及精巧的戏剧用机械
装置……

格列柯常常被描述为一位狂妄自信的西
班牙天才，而《格列柯》一册书则从生平、经典
作品以及出人意表之作三个方面架构全书，
特别聚焦于格列柯在西班牙这片信仰沃土上
的激烈创作。

《猫》这册书则不仅仅局限于绘画作品中
的猫，还将对艺术的体验投向文学、文化等其
他艺术领域。

谈艺术、谈作画，其实谈的也是生活、一
种思考方式。“这就是艺术”丛书就像一面镜
子，折射出人类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的所思
所想。

一张照片，一个瞬
间 ；一 则 故 事 ，一 段 人
生。本书以时间为序，以
珍贵照片和翔实史料记
录了世纪伟人邓小平光
辉灿烂、跌宕起伏的传奇
一生。

立足时代背景，深挖
历史细节，《邓小平：照片
背后的故事》多层次、全
方位地梳理了邓小平同
志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
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不同阶段作出的重
要举措，生动展现了他信
念坚定的崇高品格、高瞻
远瞩的战略思维、开拓创
新的政治勇气以及热爱
人民的伟大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