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理学新说》

作者：李泽厚
出版社：人民文

学出版社
本书为李泽

厚四部伦理学论
著之合集，系统地
阐述其“伦理学新
说”：一是伦理与
道德，并“由外而
内 ”讲 道 德 的 起
源；二是道德内作
意志、观念、情感，
认为理性为主，辅以情感；三是道德外作传统宗
教性与现代社会性，主张以“情本体”的中国哲
学来解决当代既人欲横流又理性跋扈的问题。

《“百工百衣”风尚图考》

作者：黄智高
出版社：中国

纺织出版社
“百工百衣”

是一种中华特色
鲜明、体系完善、
功效突出，可植入
当代职业生活方
式的服饰风尚，它
有着自己独特的
以儒学为核心的
服饰构建思想体
系。本书作者黄智高，是首项男装领域国家
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主持人。为了撰写这本
图书，他历时多年进行了深入调研，收集了大
量历史实证图像与文献资料。所采集的图例
广泛且精美，细节展示丰富，信息表达多元，
对每个行业类别均做了前后多代的考证，呈
现了“百工百衣”这一黄河流域服饰文明奇葩
的跨时空魅力，可以让读者近距离、多视角地
感受宋代服饰文明绵延不尽的历史价值。

作者：段 渝
出版社：中华

书局
《发现三星堆》

由中华书局出版发
行，该书局创建于
1912年1月1日，迄
今建局 110 周年。

《发现三星堆》这本
书是新题材，包含
很多成果，2021 年
三星堆第二次发现大量文物，引起轰动。如
今大家都很关注三星堆，市场上也出版了一
系列关于三星堆的图书，同时三星堆以及金
沙遗址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受到持续
关注。本书在三星堆研究上非常有特点，作
者段渝是著名学者，亲历现场，为大家提供了
大量的图片，希望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

（本报综合）

《发现三星堆》

[文旅周刊·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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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度只在建筑和文化圈立
名的梁思成、林徽因，近年，时常以
特殊的方式进入大众视角，与之相
关的传记夺人眼球、琳琅满目，或是
刻意重塑或是选择性放大着另外一
对似是而非的梁林夫妇。而这本

《梁思成与林徽因》则独辟一径，梁
林之女梁再冰的口述、孙辈于葵的
执笔，不仅真实回应了那些夺人眼
球的传闻轶事，更让我们得以走近
那对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和百废
待兴的新中国建设时期，仍然执着
坚守着理想和信念的“山河之子”。

“建筑师”是梁林夫妇一生最
为珍视的标签。从林徽因随父出
访欧洲接触建筑学，到梁林二人共
同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从回国组
建东北大学建筑系，到加入中国营
造学社奔波于各地考察古建；从重
回北京定居提出首都建设“梁陈方
案”，到参与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
纪念碑……梁林夫妇对建筑事业
的矢志不渝，用梁再冰老人在书中
的话来说，可谓是“热忱终生”。也
正因为此，梁林夫妇借用了中国第
一本建筑规范书《营造法式》的作
者“李诫”的名字，为幼子取名“梁
从诫”，意指要永生追从建筑事业。

在林徽因逝世后，梁思成亲手
将“建筑师林徽因”这几个字铭刻
在了林徽因的墓碑上，而事实上，

从抗战爆发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昔，
林徽因已经 10余年没有真正参与
和建筑相关的工作了。面对梁思成
常年奔波在四川、山西等地考察古
建，她总是不得不退居“幕后”，心甘
情愿当起“煮饭婆”，一人承担所有
的家务，就连从昆明西迁徙宜宾李
庄半个多月的旅程，也是林徽因一
个人拖家带口独立完成的。就如同
书中节选的林徽因与好友的信件所
写：“我每日一起床就开始洒扫……
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
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
着上床，这就是一切。”

如此辛苦操劳家务的林徽因
与流行文化里大家闺秀的浪漫小
姐大相径庭，在最困难的时期，林
徽因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广大知识
分子的普遍命运。在《梁思成与林
徽因》中，梁再冰多次提到父亲的
好友“童寯伯伯”，而在童寯孙媳张
琴记叙的《长夜的独行者》中，也提
到了一段相似的经历：“童寯曾经
为自己刻过一枚私章：童寯建筑
师。然而去世时，他放弃建筑师的
职业已 30多年。”但即便是忍痛割
舍了最钟爱的事业，转而以柔弱之
肩扛起繁重家务，林徽因也总是能
够“苦中作乐”，就像收录书中的一
系列弥足珍贵的照片，无论是躺卧
在病榻还是寄居在清苦的农舍，林

徽因几乎都是满含微笑，就像汉学
家费慰梅在她所著的另一本《林徽
因与梁思成》中写到的——是巨大
的幽默感支撑着他们的勇气。

无论是梁思成还是林徽因，渊
源的家学都是塑造他们独特人格和
人生履历的共同特质。跟随梁再冰
的叙述，如果没有16岁那年随父亲
林长民出访欧洲列国，可能就不会
有林徽因“接触欧洲文化并深受影
响”，也不会有他对英国人普遍爱好
的“下午茶聚”的浓厚兴趣，以及在
之后的人生旅途中，无论多么艰难
多么困顿，都几乎从未停办过的“梁
家下午茶”和“星期六下午茶聚会”。

同样，作为维新变法领袖的梁
启超，在教育梁思成等子女时，也无
时无刻不传承着他的中西文化融合
思想，一边是每晚六点半梁启超总
会对孩子们侃侃而谈他的国学研
究，还会亲自开办“家庭国学讲堂”；
另一边是他“鼓励年轻人走出国
门”，也“一直有送儿女们出国留学
的计划”。特别是每每到了人生的
关键节点，梁启超的书信总会有如
一盏引路明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为他们拨云见日。之后，梁思成作
为中国第一代建筑教育家，一直奉
行“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尝试着将
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融合”，究
其源头，自然是离不开梁启超对子
女在青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正因
为此，梁思成化用父亲梁启超“饮冰
室主人”的号，为作者取名“再冰”，
既是纪念先人，当然更是寄希望梁
启超“博采中西”的先锋精神，能在
后世儿女中绵延发扬。

一方面是以“亲述”的口吻还
原梁林本相，另一方面，对于坊间
猎奇的梁林往事，梁再冰也以毫不
回避的姿态作了回应。比如，关于
林徽因和徐志摩，梁再冰写道：“妈
妈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式的

‘老师’……但是她始终没有对这
位当时已经娶妻生子却不满自己
婚姻的青年的追求作出回应。”

俗话说：“大浪淘沙始见金”。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喧闹和浮华
的都将被洗尽，淳朴而本真的则必
然得到沉淀。正如梁思成和林徽
因，历史当然不会因为奇崛八卦而
遮蔽他们对建筑事业、旧城保护和
建筑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也必将
铭记住他们那些曾经灿烂、曾经艰
难、曾经弥足珍贵的生命痕迹。

（据新华网）

《梁思成与林徽因》：时间在悬空时暂挂

近日，由中国航天一线青年科
学家团队打造的原创立体书《繁星
作伴好还乡：空间站全景立体书》
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用
立体工艺为读者真实还原了中国
空间站的内外构造，将系统工程思
维与科学逻辑融会其中，通俗易懂

地讲解了航天器的科学原理，展现
了大国重器的力量。

该书共 8个板块，全景展示了
火箭升空、宇航员训练、空间站结
构、舱外工作、宇航员生活和空间
站的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系列硬核
知识，可以说是一本空间站的立体

小百科。书的前后封是立体结构
的一部分，没有固定书脊，可两边
开合，拉伸即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站
模型。随书附赠的手工包，可以拼
装出一个“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对
接，给读者带来直观的科普体验。

(据新华网)

《繁星作伴好还乡》：

用立体书诠释空间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