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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新书

百草园书店提供

读书人语

夜读偶记

作家中短篇作品集。故
乡是作家肉体和精神的双重
源头，他用语言复述他的故
乡，深入到农耕记忆中，展现
出那些被人忽略的、消逝的，
甚至是不存在的东西，从而重
新构建历史的多重性和丰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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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不仅是小说作
家，也是我国近代神话学研究
领域里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
者之一。本书从其《中国神话
研究》《中国神话研究 ABC》

《北欧神话ABC》等神话研究
著作中提炼基本观点，就中外
神话理论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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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的陕西处于辽宋
夏金元百年战争的最前线，这
一时期的陕西史，实则是辽宋
夏金元各政权间的关系史和
战争史，更是一部各王朝的政
治史，他其实是把陕西作为中
国的一个缩影来写。

《
毕
加
索
：
伟
大
而
隐
秘
的
一
生
》

[

法]

奥
利
维
耶
·
毕
加
索

著
，

胡
博
乔

译

后
浪
·
湖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122

元

这是一本毕加索传记，作
为他的外孙，奥利维耶付出不
懈的努力，毫无保留地揭开毕
加索留给世人的种种谜团。
他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毕加索
的肖像：他的女伴、孩子和朋
友，他那独一无二的自大，他
的忠诚与不忠，他的幸福，以
及他时而喷薄而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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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园》：平民视角下的烟云漫卷

| 虹 全 文 |

喜欢老书

文学与历史的区别，远远要小于
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区别。同样
的人文学科的属性，同样的求真的诉
求，使得文学与历史紧密地粘连在一
起。历史虽然不采信文学的书写，但
文学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广度
和深度，则毋庸赘言。按照勃兰兑斯
的说辞，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灵魂
的历史。而灵魂寄于肉身之中，肉身
的翻转和甩落无形中会浸染灵魂的
颜色。

1936 年，生活·读书·新知书店
的邹韬奋有感于高尔基主编的《世界
一日》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他与作家
茅盾一道，在国内发起了“中国的一
日”行动，并刊出征稿启事，希望全社
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种职业的
人们，加入到记录“当下的一天”的行
动中来。这一启事迅即在全国激起
回响。来稿众多，编委会从中选取了
四百六十九篇，计八十余万字，四个
月后编辑成书，被命名为《中国的一
日》，堪为当年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作为一次全方位的记录和书写行动，
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当然要超过其文
学意义。

人对记录的着迷可以称得上始
终不渝，从古老的结绳记事，到后来
的碑刻、文书档案，再到新媒体时代
里手机上的记事本功能，无不显示了
这一点。然而在“沉默的大多数”这
一命题之下，唯有在特殊的历史机缘
下，在勇毅者的内心中，才会升腾起
记录的欲望。《秋园》就是这样一本勇
毅者的偶得之书。

如本书自序所言，这本书是厨房
创作的结晶，作者杨本芬，一个只有
中专学历且已退休的六旬老人，此前
并未经历过系统的写作训练，按照常
态的演进之路，表达的欲望很大可能
会终止于口语。然而，她还是提起

笔，并一发而不可收，为自己业已离
世的母亲“秋园”立传，同时记录下自
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秋园》的讲述是一种直接的、去
技巧化的讲述，文章本天然，天然之
道，方合乎本心。这本小开本的书，
以线性叙述的方式，描绘了秋园这个
普通中国女性辗转漂泊的一生。既
无长篇小说常见的草蛇灰线，也基本
不见伏笔和铺垫。总是一个事件推
着另一个事件，在时代和家庭生活的
双重涡旋中，作为女性的秋园只能跌
跌撞撞地前行。比如秋园与夫君归
根湖南湘阴故里的后面，既有着抗战
大背景下南京城的陷落及相关人等
的撤离，也有家庭因素的制约，源于
丈夫对老父亲的挂念。他们一家放
弃了去陪都重庆的举动，折转向南，
回到故里。在如此境况下，留给旧时
代女性的选择余地几乎为零，生存的
被迫性几乎跟随了这位女性的一生，
唯有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拒绝去孩
子身边，而是选择回到赐福山的老房
子居住这一事情上，方彰显出其罕见
的自由意志。

杨本芬作为秋园的女儿，按照时
间的顺序，直笔道出堆叠在母亲身上
的一生事件，比起大事记而言，它们
可能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秋
园来说，则庞大无比。也正是因为采
取了记事为主的方式，一方面，作者
对母亲及他人的刻画大多是一种形
象的刻画，而非性格的塑造，在具体
的事件中勾勒出一个人的基本面貌；
另一方面，作者在写到自我经历的
部分，采取了简化和省略的处理办
法。基于上述内容，《秋园》可以认
定为一部纪实作品，立足于个人，以
全面记事的方式记录主人公一生的
跌宕起伏。

秋园生于1914年，2003年离世，

作为一个世纪老人，她见证了太多的
时代转折。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再
到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及成分划定，
再到大集体生活及物品短缺，还有后
来迫于生活而远走他乡，以及再后来
的恢复高考及改革开放。如同这几
年常被言及的一句话，时代的每一粒
灰尘，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一座
大山。读《秋园》这部书，会让我想起
冰心、巴金等世纪老人。作为文化名
人的他们，身后会被不断言说和阐
释，也面临不断地重估。他们过于挨
近上层建筑，因此，身后事必然折叠，
这是幸运所在，也是苦难之舟。而对
于秋园来说，作为女儿的杨本芬讲出
她的故事，则很大可能是一次性的讲
述，不过，这种真实性的讲述，会使得
这种一次性演化成一种范本。秋园
这位女性，其实就是世纪暗夜里微弱
的灯火，关于她的记传，既囊括了她
的一生，也折射出我们的祖辈起落的
身影。

秋园被一个接一个的苦难所裹
挟，有亲人的死亡，有他者的欺骗，有
风暴吹击，有人情冷暖，有劳作的艰
辛，有恶邻的骚扰，等等。还有少年
的丧父，中年的丧夫、丧子。但这些
苦难，皆被承受和消化，直到晚年，终
于拥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她也没有
憎恨那些苦难，她的平凡和善良如同
缓缓前行的河流，时间和过往虽然粗
粝，然而清水终归可以化尘。鲁迅在
萧红小说集的序言里曾说过：“北方
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却往
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
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
和新鲜。”其中生的坚强句，放在秋园
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秋园》，杨本芬 著，北京联合出
版有限公司2020年6月出版，定价：
38元

念高中的时候，我迷上了作家冰
心的书。但彼时所能找到的冰心著
作，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数
几本选集，如《冰心小说散文选集》

《樱花赞》《再寄小读者》。我读书的
城北中学，是一所老校，图书馆藏书
丰富。一次下乡劳动，我被留在学校
帮助整理图书馆，发现里面还有一间
上了锁的书库，藏着的都是新中国成
立前出版的老书，可惜尘埋网封，从
未开放。那天，负责图书馆的程永霞
老师破例为我打开书库的门锁，我找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冰心出版的不少
著作，如《往事》《闲情》《冬儿姑娘》

《关于女人》等等，欢欣感激之情至今
铭记。也许正是从那时候起，我有了
一种习惯，凡是喜欢的作家，一定要
尽可能找到他所有的作品来品读。

并非是说读书非要全面不可。
我只是觉得，滴水固然可以映日，但
是一滴水毕竟太有局限，惟有在众多

的比较之中，才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
东西。因此，每当我看到一位作家在
他的不同作品中重复甚至雷同的地
方，总会非常开心，并常常从这些地
方学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样
不经意的反复，正是一位作家心里最
难忘或最渴望书写的东西，或者是最
得意的表达习惯，是情不自禁的反复
吟唱，流露出的是他们情感和思想深
处最真实的一些东西，如同一支乐曲
总会有动人的旋律在往返流淌。因
而，这些重复的地方恰恰是读书时最
值得细读之处。

中学时候，我还迷过屠格涅夫，
曾将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找来，不管读
没读懂，一股脑读完。我还迷过中国
的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也曾找过和
买过他出版的全部作品。这种习惯
一直延续到现在。我顽固地认为，读
书和交友一样，好的朋友，不可以只
是匆匆一晤，而是需要长期亲密的接

触，要多了解他的方方面面，方才能
知己知彼，方才能够走进他的生活和
内心。相交日久，自然了如指掌；潜
移默化，方可真正受益。

年龄老了，对坊间热炒的一些新
书就常常怀有警惕，情不自禁地喜欢
读一些老书。其中很爱杜甫和陆游，
便找到这样几套书，一是常熟虞山人
钱仲联校注的陆游《剑南诗稿》（上海
古籍出版社），一是清代学者无锡厚
桥人浦起龙点注的《读杜心解》（中华
书局出版社），一是明末清初著名学
者宁波人仇兆鳌注的《杜诗详注》（中
华书局出版社）。目的还是和以前一
样，希望尽可能多地知道杜甫和陆
游，从中学到东西，获取相交弥深的
那种会心的发现。有的时候，如能捕
捉到他们习惯性的缺点或漏洞，还会
如同小孩子发现大人的一点短儿，一
种恶作剧般的快感油然而生，这也算
是读书一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