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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创作的儿
童文学作品需要更多
人关注，比如

80

后诗
人池沫树写的这部关
于儿童与乡土中国的
散文集。 作者尝试重
新辨认被视若无睹的
寻常事物， 读之接地
气，染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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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诗集》中译本出版，书中收录了100多首法文诗歌

画家毕加索也有“诗意”的一面

画家毕加索， 还有一个鲜
为人知的“诗人”身份。 他热衷
于写长句子，像作画一样，纸上
挤满了奇特的意象。 日前，《毕
加索诗集》 中译本由译林出版
社出版， 书中收录了这位立体
主义大师创作的

100

多首法文
诗歌，及多张手稿的影印图片。

这也是毕加索诗歌的首次中文
出版。

用报纸、信封甚至树叶，狂

热地记录诗句

在毕加索生前， 人们几乎
接触不到他的文字创作， 直到
他去世

16

年后的
1989

年，他
的文学作品才首次公开出版。

2005

年，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

毕加索研究专家安德露拉·米
夏艾尔编选了毕加索创作的
100

余首法文诗歌，并附上了多
张手稿的影印照片，出版为《毕
加索诗集》，引起了巨大反响。

书中披露，

1935

年，

54

岁
的画家毕加索刚刚度过在造型

艺术上的危机阶段， 并且与妻
子分手， 准备开始全新的诗歌
生活。最初的一两年中，他几乎
每天都写诗， 后来仍断断续续
地坚持，直至

1959

年。 他会用
报纸、 信封甚至树叶来记录脑
中灵光一现的句子， 然后再把
这些文字复写到纸张上。 根据
目前已有的资料， 毕加索创作
的诗歌共计

350

余首之多，其
中法文诗歌占大多数， 其余的
均由西班牙语写成。除此之外，

他还创作了
3

部剧本。

诗如其画， 浓墨重彩的意

象扑面而来

这次中文版《毕加索诗集》

的译者， 是《世界文学》 前主
编、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导、 厦门大学讲座教授余中
先。在他看来，毕加索的诗歌是
一种“形态上的诗”，是画家将
他脑中的种种意象，从画布、雕
塑这些二维和三维的创作空
间， 灌注到线性的语言中去的

尝试。

“毕加索诗如毕加索画。 ”

余中先在译者序中这样形容，

“想象丰富， 词语奇怪， 形象
诡异，逻辑混乱，很有立体意
味。 在语言的线性流淌中，显
然引入了平面乃至立体的物
体意象。 ”

毕加索的不少诗歌一气呵
成，既没有标点分隔，也不分段
落小节，更谈不上押韵，而是用
碎片状的意象和色彩描写带来
冲击。除此之外，毕加索还会尝
试不同的断句， 甚至故意不按
照正常语法规则来写诗， 在反
复的实验中探寻文字表现力的
多样性。

当然， 如果纯粹从文学性
角度来评判， 毕加索的诗歌很
难被归入“优秀”的一类。不过，

正如米夏艾尔所言，“他的写作
贯通在他的所有作品中”。这些
个性化的文字， 为人们理解其
艺术创作的思路， 打开了另一
扇窗口。 （据人民网）

《钱钟书手稿集》全部出齐

历时15年，涵盖钱钟书的全部读书笔记，共72卷册

商务印书馆日前在北京宣
布，《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全部出齐。 这也标志着这套历
经

15

年、涵盖
72

卷册的《钱钟
书手稿集》终成完璧。

2000

年， 杨绛先生与商务
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钟书先
生的全部读书笔记汇编为《钱
钟书手稿集》， 分《容安馆札
记》《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

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已于
2003

年和
2011

年出版，而《外文笔
记》的篇幅相当于前两部分的
总和，是现存读书笔记中分量
最重、内容最丰富、价值最可
观的部分， 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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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笔记本，涉及英、法、德、

意、拉丁语、希腊语以及西班牙
语等七种外文，题材包括哲学、

语言学、文学作品、文学批评、

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众
多领域。

在《钱钟书手稿集》 的前
言中，杨绛回忆，钱钟书做笔
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
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图书不
能外借，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
笔， 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

只能边读边记。 “钟书的外文
笔记，除了极小部分是用两个
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
是手抄。 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
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

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
束，就肆意读书。 他的笔记常
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
笔记本很难编排。 恰逢翻译
《围城》 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
博士来到北京，我就请她帮我
编排。 ”

莫宜佳赞誉钱钟书的《外

文笔记》为“一项前所未有的世
界奇迹”，“像一座万里长桥，把
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著名学者陆谷孙表示，

钱钟书的《外文笔记》是大
学问家读书时第一手“实
时”的观感记录，其中有些
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
著作，但更多的可能未及整
理而散落至今。 应该说，出
版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对
后学爱书和读书方法方面
的启示也是巨大的。

据悉， 为了完整精确再现
原稿所有细节， 编校人员反复
确认每一处标记， 包括各种箭
头、连线、序号和小字批语等，

以及各种铅笔下划痕迹， 数千
张图片也经过补扫和修图的技
术人员的多次调试。

（据人民网）

《桔子小鸟》

作者：池沫树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

年
1

月

《他者中的华人》

作者：（美）孔飞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

年
3

月
这本书已经被宣传为

“孔飞力最后的绝唱”。汉学
家孔飞力通过他者的视
角， 来探究中国近现代移
民史， 这是他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发力” 的领
域。 他提出一个重要观
点———海外华人历史是中
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意，在
全球化时代，移民与本地人
互为他者的情况下，这尤其
需要审视和理解。

（据人民网）

这本书系再版，在
旧书网上， 旧版被卖到
500

元一本甚至更高。

杨步伟乃学者赵元任的
夫人， 所写食谱基于中
西文化差异， 兼介绍中
国各地传统习俗， 连胡
适都称赞“她的几百张
菜谱，是无数节俭朴素、

心灵手巧的男女思考和
尝试的结晶”。

《中国食谱》

作者：杨步伟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