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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 精 选 公 开 课 。
800 余张碑帖高清图片，
记述甲骨文金文篆书行
书楷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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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上海生活志”
这个题目基于上海鲁迅
纪念馆既有的学术研究
成果，从鲁迅的日常生活
出发，记录鲁迅及其家人
在上海的生活概貌，展示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融
入上海的生活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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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记载魏晋名士言行轶事
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一直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相关研究和版
本层出不穷。近期，刘强教授的《〈世说
新语〉解注全译本》由果麦文化和三秦
出版社推出，刚拿到新书，便觉眼前一
亮。

此书为“三件套”的函装本，上册是
原文解注，下册是白话全译，加赠阅读
指南“白皮书”，翻阅起来，极为便捷。

粗看下来，本书特色有三，且容我
一一道来。

首先，双色印刷，标注新颖。相信
读过《世说新语》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共
同的感受，就是书中人物众多，称谓不
一，极易混淆，又加名物繁多，费解处不
少，所以看正文时，不得不参考注释和
白话今译，常常使阅读中断。本书则充
分考虑到这一问题，直接在人名上方用
浅蓝色蝇头小字标出本名；遇有生僻
字，则径直在上方标注读音，如“掇”字
上方标“音多”，以简释繁。这让读者可
以很快“入戏”，阅读过程一气呵成，不
至受到反复查阅的干扰。

其次，注解翔实，眉清目秀。与一
般译注本不同，本书各篇条目采用西
文序号，简洁明了；同时，注释则省略
序号，径直出注，依旧是浅蓝小字，注
解清晰而准确，文字清通而又雅致。
如“谢公在东山畜妓”条中“妓”注释为

“表演音乐、歌舞的女艺人”，用词平允
且无贬低之意，可见注者之学养与态

度。
第三，评点得当，雅俗共赏。本书

最让人心仪的，是置于 36 门之前的赏
读评析文字，作者随意点染，涉笔成趣，
可令读者移步换景，曲径通幽。与作者
所撰《世说新语新评》（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22 年版）古雅隽永的评点风格
不同，本书的36篇导读，皆以白话文出
之，清新幽默，文采斐然，传说中的“魏
晋风流”，几乎要从纸墨间溢出。如“德
行”篇导读，在介绍“孔门四科”之后，特
意阐发魏晋之际“名教”与“自然”的博
弈，实为解读魏晋士人心态找到了一把
思想史的钥匙。当你稍感难度时，作者
又及时建议，读此书就如读微信微博，
不必太拘泥于姿势，斜倚平躺，一任自
然可也，因为《世说新语》本来就是最早
的“微型小说”和“段子文学”！这样轻
松俏皮的解读，一下子就拉近了读者与
书本的距离。

第四，本书还有一个很好的“创
意”，即将正文注释和白话今译一分为
二，这样可以让读者直接进入文言情
境，涵泳文本，流连光景，“尚友古人”；
读完正文，如有疑窦，再去打开下册，在
白话全译中互相印证。可以说，这样一
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卷帙设计，
充分考虑到今天的读者过分依赖白话
翻译的弊端，增加了今人与古人“同频
共振”的可能。尤其是，下册开卷还有

“彩蛋”，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明代文徵
明《兰亭修禊图》的四折彩画，描绘的是

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等名士兰
亭曲水流觞的风雅故事，千古之下，令
人想见其为人。全书的白话翻译文字，
精准优美，每一则都是精彩的小品，令
人爱不释手。

最后要说的是，本套书赠阅的“阅
读指南”，简装但不简单，虽仅75页，内
容却极丰富，举凡索引、小传、世系简
表、品级表、古图等，应有尽有，堪称一
本研读《世说新语》的工具书。其中人
物索引便于读者按图索骥，查找每一位
人物在全书的出处；小传则搜求极广，
参考《晋书》《三国志》《后汉书》《南史》
及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文整理，参校

《晋书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后
精心撰写的书中人物小传，仅此一项，
就省去读者查找之烦琐。

刘强教授研究《世说新语》二十余
年，为推动“世说学”的学术研究和大众
普及不遗余力，相信这部耗费四年心血
精心编撰的全新读本，定能赢得广大读
者的喜爱。作为一个“世说迷”，我深感
此书不仅“颜值高”，而且“信息多”，很
有“现代感”和“亲和力”，每一处设计之
巧，文思之妙，都须读者细细体会。会
心处或如作者在前言所说的：“读之解
颐，心生欢喜，所谓‘法喜禅悦’，怕不过
如此吧。”

《〈世说新语〉解注全译本》，刘义
庆 著，刘强 解注，三秦出版社2024年
7月出版，定价：138元

智慧、性情与趣味
刘强《〈世说新语〉解注全译本》读后

自看了鲁迅最后十年写的几种文
集，我对他在上海的写作环境一直很感
兴趣。不久前，我终于成行了。

在上海火车站转乘地铁 3 号线三
站路，到虹口足球场下，沿鲁迅公园旁
的四川北路，随着阳光照耀下的人群往
故居行进。公园满眼绿色，我心情大
好，这一路的景致真心不错。山阴路的
鲁迅故居开间三四米，分前后房，上下
三层，在里弄靠里的第二间，很安静，几
乎听不到外面马路上的喧嚣声。鲁迅
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常年伏案于二楼
南窗下大床边的书桌上写作。这房间
也是鲁迅许广平夫妇的卧房，他们并没
有专设书房用于写作。

鲁迅故居内我最喜欢的物件，是书
桌旁的那张藤榻，形状矮旧而平缓，很
能让人的形体得到放松休憩。鲁迅在
此间屋子，写出了《伪自由书》《准风月
谈》《且介亭杂文》等著名杂文集，完稿
了堪称神作的小说集《故事新编》。离
开故居前，驻足回望鲁迅的房间，那些
三更半夜吵到鲁迅的猫，约莫是沿着窗
下院墙行走着的；发出争执聒噪声的女
佣们，也许是前面一排人家的，前排后
房是厨房佣人房，隔个七八米正对着鲁
迅的写作之窗。

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故居左近的鲁
迅公园内，馆前有一鲁迅雕塑立像。展
馆在二楼，和当下多数文博展馆布置类
似，曲折幽深，博大高端。在影像厅，我
看了好长时间鲁迅去世时万人送行、人
群高举“民族魂”旗帜、名人扶灵等场景
的实录影像。迁葬现今鲁迅公园的影
像是第一次看到，众多现当代名人出

场，很有史料价值。
见时间尚早，遂想将巴金、钱锺书、

张爱玲的旧居也走马观花一遍。在高
德地图上比较了三家旧居的远近，决定
先打车去武康路巴金旧居。巴金旧居
这一阵在检修，不对外开放，很是遗
憾。我见过一张沈从文来沪上看望巴
金的照片，两人坐在旧居一楼连廊下，
前面是一片大草坪，颇为壮观。从外围
看着，旧居里有个尖顶大别墅，房屋旧
是旧了点，但真能掂量出上海大都市的
底蕴与厚重。1955年起巴金居住于此，
也终老于斯，编办《收获》杂志，奖掖后
辈作家，写作《随想录》。他的正直品格
向为人所景仰。

武康路现在是网红路。一路散见
各色人等走走停停，不时在别致街景旁
摆拍。也许是因为这里是中国现代都
市的发源地之一，周边云集大中小学
校、图书馆、医院、绿地，处闹市而又适
宜人居，这样的规划现在看来也不算落
伍。

张爱玲故居爱林登公寓，现在叫常
德公寓，就在静安寺左近的常德路边
上，是幢不满十层的老楼。这种临街房
子，如果窗户对着常德路，那是很吵
的。不清楚张爱玲当年和她姑姑住的
房间的朝向，她在这里开始创作生涯。
张爱玲上的香港大学因战事停办，未毕
业即回沪。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转校考
试，竟由于国文成绩欠佳只能降级上
学。未几她就选择辍学，在爱林登公寓
尝试写作谋生。

背后的更深层因素，是其时张爱玲
母亲出国联系不上，父亲出学费出得并

不情愿，姑姑投资又失败。可以说张爱
玲走上职业作家之路，就是缺钱被逼
的。她在此公寓写出了《倾城之恋》《金
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前期名作，
文运真的不错，足可见爱林登公寓是写
作者的风水宝地，至今也常引一众文学
爱好者来此打卡。

钱锺书上海旧居辣斐德路钱宅，在
现复兴中路 573 号，旁边就是复兴公
园，还有著名的思南公馆。现址一楼开
有一家奶茶店，店主讲现在房子楼上还
住有钱锺书的侄孙辈。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上海沦陷时期，钱宅这所临街的三
层楼弄堂房子，挤居了钱锺书父亲和叔
叔两大家。钱锺书从内地回沪没有工
作，携妻女住进了三层与二层之间的亭
子间，“销愁纾愤，述往思来”，写成了

《谈艺录》后半部，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
说《围城》。

这一点和张爱玲是一样的，他们
都是因战争受困，被迫靠写作来改善
生活境遇。就创作动机而言，都印证
了司马迁、李贽们的发愤著书说：“意
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那些辣
斐德路周围富人区有着大厨房、佣人
房带独卫的花园洋房，现今看来还显
时尚而隐秘，也不知道当时天天路过
这些豪宅、困居亭子间的钱锺书杨绛，
作何感想。

这一天访过的四位作家沪上旧居，
鲁迅故居市井气浓，巴金旧居高端大
气，钱锺书旧居文艺范足，张爱玲故居
俗里俗气。四个旧居有个共同点，这些
建筑的寿命都达百年，看着像是都还能
再耸立个一百年。

沪上访四作家旧居

本书是国内穆旦权威
传记，兼为穆旦诗歌评传，
系著名作家邹汉明历时十
七年心血之作。全书以穆
旦的生平经历为线索，结
合他各个时期的诗歌创
作，完整叙写了穆旦作为
诗人的一生，也写出了一
个在铁与火的岁月中成长
起来的青年，努力不懈、为
现代汉语的成熟而建立的
不朽功绩。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
当代著名作家。自1990年
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以
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
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
部戏剧、游记、散文集。三
度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
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
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
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
他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