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宫六百年》

作者：阎崇年
出版社：华文

出版社
故宫无与伦

比的宫殿气象，历
经六百年风霜，依
旧熠熠生辉。故
宫的建筑、藏品、
人物三者以及其
他元素的互动、演
绎，成为故宫六百
年的历史。本书
共 100讲，分 6个章节，精选 200余幅图片，以
时间为线索，将明清600多年历史从头细细捋
来，分别讲述明代故宫、清代故宫、民国故宫
和新中国故宫四个时期的历史，从明永乐十
八年（1420年），一直到2020年，再现了故宫整
六百年的风云变幻。

《传家》

作者：姚任祥
出版社：新星

出版社
作 者 花 了 5

年时间写了 27万
字，拍了 10 多万
张照片，又花了 2
年时间对出版进
行了增订，最后集
结成了这套中华
文化的传承之书，
将妈妈的唠叨落
实在文字上。这套书分为春、夏、秋、冬四册，
从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展现了
日常生活的文化精髓。但也如作者所说，她
从不认为这本书可以涵盖中国的所有文化，
只希望各位读者可以从《传家》开始，打开一
道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门，相信只要有
心，人人皆可传家。

作者：郭园园等
出版社：接力

出版社
这套书遴选全

球对人类社会进程
具有重大影响的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经典著作，邀请各
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和极具影响力的专
家、学者、教授，参
照青少年的阅读特点和接受习惯，首次将这
些经典专著编写为适合他们阅读的少儿彩绘
版，佐以数百幅生动活泼的手绘插图，文字深
入浅出，生动活泼，易于理解。通过这套书，
让经典陪伴童年，让孩子从小熟悉这些经典，
从儿童时期就读到这些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曾
经产生过重要作用的经典著作。

（本报综合）

《少儿万有经典文库》系列

[文旅周刊·书香]
责编：金 霞 审读：刘 凤

13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版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日
前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
行。作为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该书展现了北斗系统从
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辛建设历
程，刻画了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
英雄群像。

《中国北斗》以北斗系统建设
时间为横线、以各分系统团队攻坚
克难为纵线，讲述了中国北斗人始

终秉承航天报国、科技强国的使命
情怀，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
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从而使我
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近日由山东出版集团、山东文
艺出版社在京举办的长篇报告文
学《中国北斗》作品研讨会上，专家
表示，这部作品以宏大视角、细腻
笔触，讲述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的故事，展现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精
神和家国情怀，诠释“自主创新、开
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
时代北斗精神。

“本书的采访与创作，是艰辛之
旅，也是感动之旅。”该书作者、湖南
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龚盛辉表
示，希望通过真实讲述，讴歌新时代
北斗精神，鼓舞人们走好攀登科技
高峰、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

(据新华网)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出版

讴歌新时代北斗精神

看到赵依的文学评论集《物
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四川人民
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的封面标
题，我不由得会心一笑。“物色”在
现代汉语中本义指寻觅和择选。
对于赵依的职业而言——此前她
是鲁迅文学院的教师，现在她又是
文学杂志《中国作家》的编辑，可以
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以
后，她就一直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
优秀人才与优秀作品服务，这些文
字标记了多种文学的维度，可见这
名字取得精妙。

同时，我发现这个名字也是赵
依在偷偷夹藏“私货”。为何如此
说？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有良好的
学历教养，青年一代的创作者如今
也多通晓西方理论。赵依在博士
学习阶段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但并没有因为大量西方理论话
语的涌入而误入某种人云亦云的
境地，而是一直延续着自己古典学
术修养的深厚功底，尤见本书编目
中的第三部分文章，主要是对古代
文论的爬梳和体悟，她的努力在于
以古典文学传统为根基的借鉴与
发扬。这就是她的文学评论中偷

偷夹带的“私货”。
“物色”取自《文心雕龙·物

色》，点出物和人随四时更替而变
化，“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
迁，辞以情发”。写作的发生机制
环环相扣，“物色”处于中间枢纽处，
上承时序之影响，再将此影响转接
至心绪情感上。由古及今，文章之
学都讲究发生论，用当下的文学批
评语言说，则是写作的来路、现场和
去处，这是赵依研究中最关键的检
视对象。因此，赵依有意识地加强
古今对话，并从持续的积极运用中
寻找融合的路径，对古代文论的美
学观念、思维方法的发扬，以及古代
文论价值的当代生成，在这部评论
集诸多篇章中显现。所以，读者总
能见出赵依笔下极富层次的对话
性，她直面作家作品展开论证，同时
将美学意蕴于“羚羊挂角”中勾勒，
潜行于言外，以灵动性恰如其分地
阐释居于变化的文学世界。

文学作为经验、想象、情感及
精神力量的独特见证，并未在当代
生活中缺席。理论评论作为阐明
文学要义的文体领域，以独特的视
角关切文学与生命世界的互证，这

就要求掌握学理、材料进行历史性
分析的同时，以生命化的审美直觉
架设文学与人生的通途大道。

学术化和历史化以及即时性
的审美诉求同样重要。因此，正如
赵依这部评论集所昭示的，对文学
维度和文学标识的“物色”，一方面
要借用文学史的权力进行深入的
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既然文学的
阅读可被比拟为“流连万象”，那么
大千世界则需要通过生命体验的灵
动话语进行感受性的表述。

知识记忆固然重要，行进中的
文学生产，生发的现象与思潮，铺陈
的事实面貌和经验形式及其当下
性，赵依有意识地进行了更多的捕
捉和介入，她企盼的是自己的纷繁
思索能够形成某种有效的对话。评
论集收录的文章中，有一些是典型
的文学批评写法，比如对阿来、金宇
澄、罗伟章、林森等作家作品的细致
评论，意在立足我们时代文学的多
重维度与未来走向展开思考和讨
论，这当然极为重要。但我更为看
重的，是这一代人自由的表达、反思
和实践着的青年写作及相关文学现
象的问题。这些既发生于又被写就
于赵依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间的
作品，赵依就现象与文本进行了细
致而及时的观察、分析与判断，而赵
依自己的写作——兼及学术层面与
创作层面，也汇入其中。大致说来，
既是知识体系的搭建脉络，古今中
外小说诗歌触类旁通，更是文学生
活和青春记忆的载体，年轻一代在
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切实的血肉
联系，而这是属于赵依和他们这些
鲜活年轻生命的“辞以情发”。

也因为此，这部评论集的意义
不可忽视，因为它和作者一样，都
是当代精神的书写者和见证者，是
一种灵动的文学人生的亲历者，它
表现为丰富的阅读和多角度的观
察，并透过多种话语来传递。它提
供一种与知识生产及材料考辨相
关的风格化研读模式，彰显属于年
轻人的文学视界。它让我们在解
读文学的同时总是期待更好的文
学，以及文学世界所提供的丰富人
生、丰沛情感和丰饶智慧。

（据新华网）

《物色》：灵动地阐释文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