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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

《去野外》

《第二本书》

作者： 伊内斯·特
谢拉·多罗萨里奥等

版本：广西科学技
术出版社

《去野外》是
2015

年博洛尼亚童书展金
奖作品。这不是传统的
绘本，它兼具百科书和
工具指南的性质：它告
诉我们探索自然的必
备工具，让孩子了解野

外的危险，提前学习自救知识，也有户外活动建议和观
鸟、看星星、制作植物艺术品的详细步骤。在书中，一个
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结伴探索自然，他们的所见所闻、

一图一文都蕴藏着自然生命的律动与美。

作者： 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

版本：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这本书是娜杰日
达关于丈夫曼德施塔
姆“回忆录三部曲”中
的第二卷， 书中收录
了若干零碎文章及对
曼德施塔姆部分诗作
的批注，呈现了

20

世
纪

30

年代苏联白色恐怖时代中这对诗人夫妇的遭
遇。 书的结尾是一封无处投寄的信，信中写道，“我
现在甚至不抬头看天了， 如果我看到一朵乌云，我
该把它指给谁看呢？ ”原来战斗民族的情书也可以
柔肠百转。 （据新华网）

《宛然如真》

作者：林谷芳
版本：北京大

学出版社
作者试图将

中国传统的
5

种
重要乐器与国人
特殊生命情性相
关联起来，在文化
与历史气象的相
形相契之中抓住
中国乐器最关键、

最性情的特质。 乐器与生命属性的此种连接，也就不
只反映了中国乐器独特的历史发展，更加地映照了中
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

品读杨绛：感悟百岁人生的大智慧

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曾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 ”

所谓“文如其人”，杨绛先生本人也如一道清茶。 不论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还
是“最坚韧的母亲”“ 最豁达的老人”，杨绛先生人生跌宕起伏，苦难不断，但她的文
字坚韧达观，处事平实淡定，她在文学之外，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智慧。

最 豁 达 的 老 人

晚年， 孤身一人的杨绛笔
耕不辍。

2003

年，《我们仨》出
版，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
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
中国人。 时隔

4

年，

96

岁高龄
的她又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
人生边上》， 探讨人生价值和
灵魂去向， 再一次扣中无数人
心弦。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
衣》，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
“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

隐于世事喧哗之外， 陶陶然专
心治学。

钱钟书去世后， 杨绛以全
家三人的名义， 将高达

800

多
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
母校清华大学， 设立了“好读

书” 奖学金。 杨绛与钱钟书一
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
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
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
日“避寿”。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
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 写下
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
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
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
备走了。 ” （综合）

最 才 的 女

杨绛，原名杨季康，著名作
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

她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开明的
知识分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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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杨绛一
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
系，但南方没有名额，只得转投
东吴大学。 后来东吴大学因学
潮停课，她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求学清华时， 爱好文学的杨绛
开始创作， 受到任课教师朱自

清的欣赏。

钱钟书在牛津大学攻读
时， 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
修文学，但名额已满，要入学只
能改修历史。 她于是决定不入
学院，而在牛津自修西方文学。

杨绛擅长于翻译、文学著作、戏
剧等。 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
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
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
子》、 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
《吉尔·布拉斯》等。

1953

年， 杨绛任北大文学
研究所、 中科院文学研究所、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
究员， 主要作品有《洗澡》、

《干校六记》， 另有《堂吉诃
德》等译著，

2003

年出版回忆
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
《我们仨》，

96

岁又成书《走到人
生边上》。

最 贤 的 妻

1935

年
7

月
13

日，钱钟书
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
了结婚仪式。 随后钱钟书考取
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 杨绛
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 陪丈
夫远赴英法游学。 满腹经纶的
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
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
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

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1966

年， 钱钟书和杨绛成
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
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

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 第二
天照常出门买菜。

1969

年， 他们被下放至干
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
近六旬。 白天负责看管菜园，她

就利用这个时间， 坐在小马扎
上， 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
东西。 在此期间，钱钟书写出了
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
锥篇》， 而杨绛也完成了译
著———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钱钟书的母亲曾感慨，这
位儿媳是“笔杆摇得， 锅铲握
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
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

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

最 坚 韧 的 母 亲

1994

年，钱钟书住进医院，

病榻前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
料。

1997

年，被杨绛称为“我平
生唯一杰作” 的爱女钱瑗去
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 那是怎
样的一种剧痛！ 杨绛怕钱钟书
受不了打击， 不敢直接告诉

他， 花了十天时间， 才将女儿
的死讯一点一点地渗透给钱钟
书。 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
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
放心，有我！ ”

当年已近
90

高龄的杨绛
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

她把钱钟书的遗著整理出版，

并把自己百岁人生的思考也付
诸纸上，笔耕不辍，更让人动容
的是，以柔韧、温暖的笔触“一
个人怀念我们仨。 ”

她会喃喃自语， “家在哪
里， 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
途。 ”她还说，“但我们仨都没有
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