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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录

上架新书

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在重
编全唐诗及其研究过程中的重
大创获。所收篇章涉及唐代诗
歌总集、别集、选集，对唐代诗人
生平及创作的探索无不论出有
据，考订精审，无论是对唐代诗
歌的个案研究，还是对一代文学
史的考察，都有发覆启蒙之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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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中锦》是著名作家陆春祥笔
记系列的第六部新作。作者用今人
视角，带领读者探秘古人精彩的笔记
世界，不仅详细解构了《搜神记》《酉
阳杂俎》《武林旧事》《南村辍耕录》等
经典笔记中的趣事，还分享了古人笔
记当中易被忽视的冷僻知识，帮助读
者加深对汉魏至明清以来的社会历
史风俗的了解程度。

笔记在中国古典典籍中为数众
多，而笔记本身也是诗词小说以外的
重要文学体裁。笔记包括了古代文
人对社会事件、典章制度、鬼怪传说、
诗文书画的漫谈，是了解当时真实社
会状况必不可少的资源，有广阔的研
究空间和重大的阅读价值。但根据
陆春祥的叙述，我国历代笔记在当今
的传播却不容乐观，除了像《世说新
语》这样著名的文人笔记有较为完善
的译本和注解以外，绝大多数的笔记
都只被用来做专业研究，大众读者阅
读笔记的文化心理的养成任重道
远。笔者以为，《袖中锦》给读者提供
了一个接触历代笔记经典的绝佳路
径，陆春祥将文人笔记中极有研究价
值的东西挖掘出来，并用风趣幽默的
语言作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打通古
今，读者可以轻松感受到笔记中的妙
趣。《袖中锦》给了我们诸多的阅读妙
趣，大致有三。

首先是人物的个性显现。在《袖
中锦》里，作者挖掘出了很多个趣味
十足的故事，涉及为人处世、婚姻恋
爱、做官入仕、军旅战争等各个社会
生活层面，其中几则的主角令人印象
深刻。《孙氏的曲折爱情》中，作者演
绎了宋代作家刘斧的笔记《青琐高
议》中“周生切脉娶孙氏”的故事，一

个名为周默的小官，在救治完邻居孙
氏后多次写信挑逗对方，却被孙氏以
各种理由驳回而无奈放弃，三年后周
默重回故地做官，听说孙氏的丈夫已
经去世，终于和孙氏喜结连理，而孙
氏在婚后发现周默喜欢占小便宜，再
次用自己的智慧帮助周默戒除毛
病。文章绝大部分都在叙述周生如
何爱慕孙氏，但很妙的是陆先生取的
题目是“孙氏的曲折爱情”而非“周生
的求爱始末”，这在我看来很值得揣
摩，好像若有若无地暗示读者去了解
孙氏幽微隐秘的女性心理，让一个单
向的求爱故事多了深厚的解读空
间。而理解孙氏这个人物时，除了显
而易见的知书达理和贤惠聪颖，还可
以感受到她对自我感情的隐忍克制，
而这些都让孙氏的形象趋近于一个
完美但异常真实的女性形象。除此
外，《一对绣花鞋》中的程氏夫妻、

《“灰姑娘”叶限》中的叶限、《刘道原
的人生检讨书》中的刘道元，都有相
当广阔的解读空间。

《袖中锦》的第二重趣味在于潜
藏其中的现实性。陆春祥说：“那些
笔记作家，在用毕生的经历，告诫我
们，谆谆教导。因此，历代笔记里，现
实的影子、甚至我们自己的影子也无
处不在。”确实，任何伟大的作品归根
结底总要包含一种观照到人类生活
常态的目光，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帮助读者规避现下的问题。在阅
读本书时，我时常觉得陆先生讲述的
并非古人笔记，而是和当下生活有所
勾连的故事，比如《小概率事件》，文
中一共列举了“烤肉上有头发”“鞋带
散了”“鞋子丢了”“官帽挂了”“帽戴
歪了”这五个小概率事件，但偏偏就

是这五个小概率事件让人丢官甚至
遭遇祸患，而在当今这种由小概率问
题引发的大祸患事件又何尝不多，一
方面让人感叹命运的偶然性，一方面
也启示我们要重视细节。

《袖中锦》的妙趣还体现在作者
对名物的细致考据上。考辨考据是
历代笔记作品当中的重要内容，文人
常常会在作品中细致描绘当时的事
物风俗，并抒发一些自己的独特理
解，而将这些散落在各部笔记角落的
相关信息串通起来，这不是简单的组
合，其实需要功夫。如在《粥的故事》
里，《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齐东
野语》《坚瓠集》《梁溪漫志》等笔记中
对“粥”的描绘，都被作者归整起来，
各种各样文人与粥之间的故事读来
趣味横生，特别是范仲淹划粥吃块的
勤勉和鱼公拉绳喝粥的艰难令人动
容，东坡喝粥养生和陆游喝粥心满意
足又颇富趣味，一碗清清淡淡的粥背
后，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实在
让人惊喜。

陆春祥曾经说过：“我读的笔记，
只是历代海量笔记中之一粟，但各种
碎石和金子，迎面撞击，有时竟有喘
不过气来的感觉。仍然兴奋，因为里
面有‘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
芒’。”确实，每一本笔记都有它的独
到之处，都有属于它的前世今生，读
者可乘一艘夜航船梦寻西湖，也可于
南村辍耕后围炉夜话，从太平广记中
信步而来，悠然穿行在历代笔记经典
的广阔天地中，攫取潜藏其中的无限
妙趣。

《袖中锦》，陆春祥 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今年，江阴老作家王荣方所著的传
记文学作品《听党话，跟党走——蔡友
洪传》出版了。这部长达28万字的传
记文学，记述了九十高龄的无锡市劳动
模范蔡友洪平凡而伟大的人生故事。
作品虽是个人传记，却是在国家民族风
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徐徐铺展开
来的，“国”与“家”两条线索并行发展，
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中起起伏伏，最
终，蔡友洪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一生，
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相互呼应，让作
品的主题更为深刻和耐人寻味。

《蔡友洪传》这部作品采用的是史
家笔法，语言风格朴实庄重，颇具时代
感。情节基本上围绕蔡友洪一生中的
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如抗战时期、
土地改革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
开放时期等。虽然没有惊涛骇浪般的
大起大伏的情节，但每一章节都有详
实的资料和具体的事件与标题相呼
应，读来真实感人。特别是作者为了
重现事件发生的真实场景，在人物对
话时，采用了江阴的西乡方言，让作品
显得更加亲切和风趣，人物还原度高，
很有画面感。

与书名相呼应，这部传记文学所
记述的无锡劳模蔡友洪的形象，便可
以用“听党话，跟党走”六个字来概
括。蔡友洪幼年时亲眼目睹了日军投
掷炸弹轰炸江阴城、在城中烧杀抢掠

的情景，十一岁时还遭遇日军机枪扫
射，身中数弹，幸亏大难不死，被医生
救活。此时，他虽然还不懂什么是共
产主义，但对于日本侵略者有了切身
的仇恨，所以后来才会对赶跑侵略者、
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感恩。
小学教员谢平济先生则是蔡友洪生命
中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路人，是他对蔡
友洪的思想进行了启蒙，让蔡友洪初
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所说的“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要坚定地相信
共产党，跟共产党走”，对蔡友洪的一
生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蔡友洪更是在
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中，都践
行了“听党话，跟党走”的诺言。蔡友
洪生性耿直、头脑灵活，他特别善于捕
捉时代发展的讯息，抓住发展经济的
机遇。同时，他热心帮助有困难的村
民，把集体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来做，
办好回收站利村利民，并且一向秉公
办事，从不徇私，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
己对党的忠诚。特别难得的是，蔡友
洪一生中几起几落，他不但在事业发
展顺利时坚定地跟着党走，当自己处
于人生和事业低谷，遭受委屈时，也从
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依然保持着对
党的信任和敬仰。例如，他由于“中
农”的成分，一直到五十多岁才正式被
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他的青年

时代，从来没有因为不能入党而对自
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五十多岁入党
时，仍然激动得泪流满面。这种坚定
的信仰与可贵的忠诚，令蔡友洪的形
象显得分外高大。

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于蔡友洪
的形象塑造得十分生动丰满。蔡友洪
在事业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同时在
生活中也是个有情有义、性格生动的
人。作者也写到了他生活中的许多细
节，例如月夜抱着夜啼的孩子出门散
步，带领外甥们去菜场买菜，陪妻子认
回亲生父母等，这些细节很接地气，展
现了蔡友洪生活中的宽容和智慧。

“以小见大”，可以说是《蔡友洪
传》这部传记的主要特色。蔡友洪并
不是大人物，但他身上体现出了一位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感，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直到
九十高龄，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
动摇；蔡友洪是中国人民中的普通一
员，但他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折射
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所
以，作者写蔡友洪的一生，也就是书写
时代的大风云与大发展。这正是这部
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听党话，跟党走——蔡友洪传》，
王荣方 著，文汇出版社2019年4月
出版，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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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苏大中文系八四级
师生作品合集。本书有一种由
聚会而合集的雅集范本性，体
现了一种难得的“文化自适”。
不仅能引起那个年代经历者的
共鸣，还能引起当代年轻人对
于八十年代的兴趣与探究。

若要用一两个字来形容
《鹅笼记》这部小说，“狂”和
“异”再适合不过，这也适合评
价杨典本人。他好像不是在写
小说，或者不是写人人都能看
得明白的故事，经常在宗子国
的覆灭、太平天国的覆灭、越南
占婆王朝的覆灭等宏大历史背
景下讲述一件荒诞的逸事。

作家中短篇小说集，由“罗
镇轶事”“幻想故事集”和“旷野
集”三部分组成。张柠在小说
中重构了一个生机勃勃但又暗
潮涌动的民间生活，探讨了当
代青年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
的自我怀疑和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