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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书中青
年男女用青春和生命铸

就的史诗，其中的“十二
钗” 更是贯穿小说主线
的重要人物。本书从《红
楼梦》 一百二十回文本
出发， 在比较多个版本
的基础上， 结合清代的
批语和今人的研究成

果，围绕《红楼梦》正副十二钗等人物，运用传记体的
叙事手法和古诗词的意境，以从容、平和的心态，深
入细致地剖析了人物的身份、面貌、才情以及命运结
局。 增订本侧重从整体性、时代性和动态性三个视角
对人物的评传加以修订和增删， 并对后四十回中的
积极因素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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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要写了三代

女性的家庭和婚姻生

活。 通过封建传统的婆
婆和被压抑了一辈子直

至寂灭的吴爱香， 以及
五个性格不同的女儿各

自的姻缘， 尤其是她们
对婚姻、爱情、生育的认
识和再认识， 写出了传
统观念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自我认识和抗争。 如一
份中国女性的生育报告， 一场子宫自主权益的探讨。
最温暖的堡垒，也是最无声的眼泪；最明亮的欢喜，也
是最深切的盼望。 就在这里，我们了解她们；也在这
里，她们拥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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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980》是一
部书写八十年代初爱

情和青春的长篇小说。
青年学生梁正文和毛

榛从认识到久别后重

逢， 二十年的时间里，
两人从爱恨纠葛的情

人变为彼此生命中的

匆匆过客。小说以爱情
为线索，塑造了很多八
十年代初的典型青年形象，有光芒无限的正武、风流
多才的老柴、 拥抱生活的谭力力、 执着追求的扁豆
等。 小说留给读者的是关于生存、理想、情爱的追问，
在物质尚且贫乏的岁月里，关于爱情的奢华和放纵，
都像一场梦境。 （综 合）

张怡微《新腔》带你重拾文学经典

《红楼十二钗评传》

上海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
文系讲师张怡微最新的抒情文

艺论集《新腔》由山东画报出版
社于 2018 年 8 月出版，书名“新
腔”取自于黄庭坚的诗句“时时
能度曲，秀句入新腔”。

在《新腔》中，从琼瑶、张爱玲、
村上春树到苏童、严歌苓，从话本
小说到文艺电影、 热门连续剧，张
怡微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视角对经

典文学、 旧文往事加以重新诠释。
书里的爱情为什么变成了历史？戏
台上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成为萦绕

我们心头的深情往事？
第一辑“爱情为什么变成了

历史”，重读王安忆、张爱玲、白

先勇、苏童、毕飞宇、严歌苓、金
宇澄、蒋晓云、琼瑶、威廉·特雷
弗、村上春树等经典作家的经典
著作，爬梳情与史的辉映。 第二
辑 “往日闲愁今日止 ”，从话本
小说与古代戏曲中重探中国文

学的情理因缘。 第三辑“戏台与
枷锁 ”，细读经典影剧 ，打捞通
俗剧中世情练达背后的纹理。

与文艺评论有所不同，这些
散落在文集里的作品，成为心绪
的一种，是某种境况下的抒情容
器。文本中若隐若现的人情世故
全由一个“情”字串联始终。

跟随张怡微对经典的解读，
慢慢去窥探人生百态、五味杂陈。

张爱玲《半生缘》曼桢和世钧“再
也回不去”的悲哀，不是命运的捉
弄，而是曾经爱过的人“实在叫你
灰心”；毕飞宇《青衣》告诉我们
“命运才是性格”；斯蒂芬·金《尸
体》弥漫着“世事就是这样，有的
人会沉沦下去”的沉重；村上春树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的男主角
“一边检测轮胎里的气压，一边泪
洒干燥的路面”，在看似风平浪静
的余生中保持失意。

张怡微将许鞍华导演的两

部电影《女人，四十》和《男人四
十》放在第三辑“戏台与枷锁”的
前后两篇文章，用一种互相观看
的视角，讨论女性与男性的差异
和沟通。

“谁若年轻一岁，那他就不
会明白。 ”在生活重压的面前，四
十岁的女人“如何优雅地双手提
菜？ 如何优雅地背米？ 如何优雅
地扇鱼耳光？如何优雅地剪牛蛙
头？ ”当读到张怡微写的这段话，
让人只想优雅地痛哭一场。 “如
果我是老师的话，我就可以每天
看到她正面”，当男性步入四十，
那些美好似乎都已经被中年带

来的危机吞噬，突然发现“做人
本来就是一场考不完的会考”。

新腔一曲，低唱闲愁。 正如
张怡微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
言，“也许是旧文新读，也许是故
事新解；是时间的游戏，也是心
事的重省”。 （据新华网）

科学的养育在家庭
如何科学养育一个孩子？相

信这是令不少现代人感到手足

无措的一个问题。父母辈或许会
有些不解：“没有科学养育，你们
不也顺利长大了吗？ ”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教育”二字在新一代
父母的心中分量加重。他们往往
并不吝啬支付高昂的费用，把孩
子送入各种早教班、 培训班，只
为了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希冀能尽早地、完善地开发孩子
们的大脑潜能。

因参加脑力竞技真人秀节

目《最强大脑》而走红的北京大
学教授魏坤琳有一句名言：“科
学是我评判的唯一标准。 ”魏坤
琳主修运动控制学，主要研究人
脑的工作方式， 教学研究之余，
致力于脑与认知科学知识的传

播。 自从两个女儿出生后，他与
一群科学家朋友共同发起了“科
学养育计划”， 希望用多样化的
方式，为新一代父母普及科学养
育知识，其最新代表作是《魏坤
琳的科学养育宝典》。

什么是科学养育？ 魏坤琳在
书中指出， 它并不是指对孩子传
统学科能力的培养———不是为了

发展数学思维就去报数学班，为
了培养创造力就去报美术班。 其

实，最好的科学养育就在家庭里，
在和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的大事

小事中。 本书围绕智力脑、 语言
脑、情绪脑、运动脑、创意脑“五
脑”养育体系，还原各种家庭中的
常见场景， 相当于是在教父母如
何在这些场景里把科学养育知识

运用起来，打破“经验主义”。
作为一个未婚女性，阅读这

本书的感受是熨帖的，因为能感
到它的视角与孩子平视，而不是
以成年人“俯视”的角度去教学
幼儿，甚至有时连“引导”的做法
它都在刻意避免，处处体现出了
对儿童个体的尊重。

比方说，我们很多人从小都
被教育过要学习 “孔融让梨”的
精神，先人后己。但魏教授认为，
家长要理解孩子“排他性”的执
着，尊重他对自己物品分配的权
威，“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分享”。
这是因为， 即使孩子年龄还小，
但在两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已经
拥有了物品的所有权意识，一旦
明确谁是物品的主人，他就会捍
卫主人的权利。

另外，据观察，如今已有越来
越多的家长明白， 要培养孩子的
阅读兴趣须得“以身作则”：自己
首先就要爱阅读， 才能带动孩子

一起参与进来。 这是很好的现
象，但仅有示范作用显然还是不
够的。 在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方
面，引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
是买一堆书的话，对其阅读能力
的提升作用不大，陪伴和互动才
是关键。

在《魏坤琳的科学养育宝典》
的最后一章中，它强调了“育儿育
己”的概念：养育孩子的过程，也
是家长成长的好机会。 其中主要
讲解了家长应该如何给孩子提供

高质量的陪伴、 如何控制自己的
情绪、如何面对孩子的攀比心理、
如何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等。 给
我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是 “如何让
爸爸参与带孩子”这一节，念及当
今社会上流行的对“丧偶式婚姻”
“丧偶式育儿”的批评，倡导爸爸
们多参与带孩子无疑有着积极的

意义。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对孩子
的社会、行为、心理健康和认知能
力也会有正面影响。

本书涉及的知识并不深奥

复杂，而是具备一定的基础性和
实用性：父母可以从中学到不少
好的养育方法，立刻将其应用于
实践；未曾做父母的读者也可从
中窥得几页教育的“心经”。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