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郦波
出版社：上海

人民出版社、学林
出版社

简介：本书通
过

52

位唐代诗人
的一人一诗，联成
一部雄浑壮丽的
唐诗简史。 在书
中，郦波带你去读
52

位唐代诗人的
浮沉命运。遇见发
愁的李白，和他一
起登上金陵的凤凰台； 品尝王翰的葡萄美酒，

在盛唐刚健的时代风貌里体会健儿们的狂欢；

跟随王维的行迹，走近“安史之乱”的事件现
场；借用罗隐的锐利目光，在唐代市井中观察
世间百态…… （据新浪视点）

[文化周刊·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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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文人故居》

作者：罗雪村
出版社：商务

印书馆
简介： 《我画

文人故居》分为四
辑：故居、书房、纪
念地、俄罗斯。《人
民日报》 高级编
辑、记者罗雪村带
着

20

余年的文
心、诗情、画意

,

亲
赴

50

余所中外名
人故居

,

文人画、

画文人。 这里有巴金、张中行、普希金、纳博科
夫等大家的书房，更有林徽因“太太的客厅”，

何其芳“世界上甭想找出第二个来”的家，萧乾
“一个再也不用搬的家”。 （据吉视网）

《唐诗简史》

《吃的误区》

作者：于康
出版社：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
简介：本书详

解了普遍存在于
老百姓饮食观念
中的

88

个误区，

比如吃茄子能吸
走体内油脂，吃核
桃补脑，葱姜蒜椒
治病抗癌，多多益
善等， 分

8

大类
25

小类， 全面涵
盖主食肉菜、油盐酱醋、水酒茶饮及生活习惯等
方面。 每个误区讲解后都有相应的正确膳食建
议，教大家如何正确地吃，充分发挥食材营养，

吃出健康好身体。 （据《燕赵都市报》）

《冷案重启》第二季强势回归

《冷案重启》系列小说是樊落的代
表作品。 故事多采用真实案件为蓝本，

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下将虚实相结合，演
绎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精彩故事。

该书最早出版的是繁体版，在台湾
等地区广受好评。 后在天涯论坛连载，

获得千万的点击量和读者好评，也为该
书的简体出版奠定了基础。 第一季上
市之初，先后获得《心理大师》作者钟
宇、天涯著名版主莲蓬和畅销书作家齐
州三爷等人的激赏推荐。

冷案，即旧案悬案。最早由著名的
刑事鉴识专家、 美籍华人李昌钰提
出。 刑事案件侦破均有黄金期限，超
过一个月未破获的案件均属冷案范
畴， 侦查工作距离案发时间越久，案
件侦破的难度就越大， 本故事以此为
灵感，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冷案科的热
血探案故事。

近几年，随着美剧、英剧在网络上
的热播，国内悬疑、推理类型故事也被
广泛关注， 不断涌现出超高评价的作
品，比如口碑爆棚的网络剧《白夜追凶》

《无证之罪》《法医秦明》等，先后获得了
不错的市场反响和口碑传播。

（据光明网）

读着让人“走神儿”的小说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与
下棋的棋手不一样， 艺术家自己
为自己创造法则。 ”艺术创作没有
一个模式。 谷文峰的长篇小说《苍
茫》 在写作上不仅利用传统小说
前有悬念、逐渐推进、层层剥茧、真
相大白的基本手法，而且还加入了
许多观念的陈述，两者结合，形成
了一部特别的小说。作者不仅在写
故事、写人物，更在意的是人物与
故事所传达出来的社会见解。古人
言“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文章是思
想的载体。谷文峰借用小说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多年来对社会、 对人
生、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

小说《苍茫》以扇型结构，由
刘记安的人生“外扇边”及文兴国
的经历“内扇边”组成。 两人的生
活轨迹恰好对应时代的大背景。

刘记安死了， 正在纠结是否辞去
经济学院院长一职的师兄文兴
国，收到刘记安死前寄来的包裹，

里边的信件、日记、手写资料引发
他对刘记安之死的原因回溯。 小
说以悬念开头， 立刻让阅读开始
了“在路上”的探秘。 这也预示着
故事的发展将以寻找不同的当事
人、 探访的不同时段等来结构刘
记安的人生。 于是，刘记安在老家
生活的母亲、曾就学的学校、工作
的食品有限公司、 经济学家蔡先
生、妻子子菡等，先后作为一个个
节点， 依次展示了他不同时段成
长的故事。 这些故事恰似一个个
扇骨， 继而再组成一个大的小说
情节扇面。 文兴国的印证和成长
轨迹是扇形的下边， 与刘记安相

互映照，又相互对应。 而扇子的背
面是刘记安的日记， 文兴国每每
听到讲述人对刘记安的陈述后，

便找出日记查阅他的心境和对这
件事的态度。 这样的结构很有意
思，也颇为耐人寻味。

作者意在以一个人的成长历
程展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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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经济变革过程
中， 整个社会的生态及人的变化，

尤其是物质对人性的异化。刘记安
由最初对人生的梦想至商界的人
生辉煌， 再到欲壑难填灵魂的毁
灭，上演了人性底线最后一寸失守
后的悲剧。作者没有直接写刘记安
因梦想破灭而选择决绝，却用“心
灵自杀了”取而代之，给读者留下
思考空间。 这样开放式的写作，呈
现出文学特有的张力与魅力。

小说中的刘记安由曾对社会
及外在环境的抱怨， 最终完成自
我反省———植物生长固然与环境
密不可分，但要长成什么，首先是
自己的基因起决定作用。 忏悔固
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却比继续
作恶，或一味执迷，而让我们看到
人生不幸中的那一抹暖色。 透过
刘记安的人生经历、内心徘徊、冲
突迷茫， 似乎听到了个人梦想与
时代进程的变奏曲。

一部好的小说， 是用人物说
话的。 《苍茫》在人物塑造上，可谓
用足力气。 无论是主人公刘记安、

文兴国，还是“扇骨人物”，形象可
感， 栩栩如生。 而其中细节的运
用， 也足以支撑起小说的构架及
人物个性。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得我

第一次读《宿命论者雅克》 的时
候， 我被它的大胆的不合成规的
手法所惊呆， 在这部丰富多彩的
作品里，思辨与故事并行，一个故
事套着另一个故事， 我被这无视
动作一律之规则的自由写作所惊
呆，我问自己：这美妙的混乱是基
于一个精心策划的精彩结构呢，

还是基于令人惬意的即兴发挥
呢？ ”我在阅读《苍茫》时也有同
感。 小说的故事中套着思辨和思
想的结晶， 常常让我为作者的语
言感觉所吸引。

虽然这是谷文峰第一次写小
说，但这种语言的感觉，帮他完成
了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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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字的写作长征。 作
家王安忆曾说：“故事与思想体量
相差，彼此无法迁就，那就全靠写
作的决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鲍勃·迪伦也曾说过：“不过我的
小说没有一般的故事线索。 它们
只是关于我在某时某地的感觉。 ”

两人都强调了写作的感觉。 谷文
峰即使没有小说写作经验， 但以
往的阅读积累， 诸多写作的感觉
成全了他。

这是一部耐读的小说， 尤其
是那些需要慢慢咀嚼的思想集
成，对读者来说，尚需耐心，尚需
边阅读边思考，甚至在阅读中“走
神儿”。 而这种“走神儿”也是作家
刘庆邦判断一部好小说的标准之
一。 否则，消化起来是有难度的。

从这个层面上说，作者这次“文化
苦旅” 何尝不是一次对写作难度
的挑战？ 这是令人充满敬意的。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