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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博物馆系统工作，见到
不少植物标本展，曾好奇那个缤纷
的世界，但因专业的隔膜，却不能
说出什么道理。后梳理鲁迅抄录的

《南方草木状》《释虫小记》《岭表录
异》《说郛》等古籍，曾叹他的博物
学的感觉之好。那文本明快的一
面，分明染有大自然的美意，让深
隐在道德话语里的超然之趣飘来，
很少被人关注的传统就那么复活
了。花草进入文人视野，牵动的是
人情，慢慢品味，有生动的东西出
来。在大地的草木间觅出诗意，深
知风物岁时之美，作家中有类似修
养的，不多。今人汪曾祺，要算其
中一个。

眼前这本《古典植物园——传统
文化中的草木之美》，让我很惊喜。
作者汤欢是研究古代戏曲出身的青
年，竟写出如此丰饶、美味的书
来，以文章学的眼光看，已是耐人
寻味。汤欢沉浸于此，不只是趣味
使然，还有学术的梦想，除一般自
然名物的素描，本草之学的拾遗，
也有自己独特行迹的体验。梅兰竹
菊，河谷间的丛莽，本是五光十色
的自然的馈赠，与我们的生命不无
关系。由此去看历史与文化，自然
有别样的景致。沿着这条路走下
去，曾封闭的知识之门也就打开了。

古人袒露情思，不忘寄托风土
之影，已成一个时隐时现的传统。
大地上的各类植物，在古人眼里一
直有特别的诗意。《诗经》《楚辞》
已显露先人感知世界的特点。借自
然风貌抒发内心之感，是审美里常
见的事。但中国人之咏物、言志，
逃逸现实的冲动也是有的。六朝人
对于本草之学的认识已经成熟，我
们看阮籍、嵇康、陶渊明的文字，
出离俗言的漫游，精神已经回旋于
广袤的天地了。《古诗源》所载咏物
之诗，散出的是山林的真气。唐宋
之人继承了六朝人的余绪，诗话间
已有林间杂味。苏轼写诗作文，有

“随物赋形”之说，他写山石、竹
木 、 水 草 ，“ 合 于 天 造 ， 厌 于 人
意”，将审美推向了高妙之所。所
以，这是古代审美的一条野径，那
气味的鲜美，提升了诗文的品位。

汤欢是喜欢六朝之诗与苏轼之
文的青年，在自然山水间，与万物
对视间，觅得诸多清欢。趣味里没
有道学的东西，于繁杂的世间说出
内心感言。《古典植物园》是一个让
人流连忘返的世界，作者在东西方
杂学间，勾勒了无数古木、花草，
一些鲜活学识带着彩色的梦，流溢

在词语之间。打量不同植物，勤考
据，重勾连，多感悟，每个题目的
写法都力求变化，辞章含着温情，
又不夸饰。看似是对各类植物的注
疏，实则有诗学、民俗学、博物学
的心得，文字处于学者笔记与作家
随笔之间。汤欢有不错的学养，却不
做学者调，自然谈吐里，京派学人的
博雅与淡泊都有，心绪的广远也看得
出来。在不同植物中寻出理路，又反
观前人记述中的趣味，于类书中找到
表述的参照，伶仃小草，原也有人间
旧绪，趣和爱，就那么诗意地走来，汇
入凝视的目光中。

花草世界围绕着人类，可尘俗
扰扰之间，众生对其知之甚少。偶
从其形态、功用看，知其是我们生

活不可须臾离开的存在。饮食、药
用、相思之喻和神灵之悟，在那古
老的传说里足以让我们生叹。文明
的交流史、地理气候的变迁，都能
够在这个园地找到认知的线索。在
大千世界面前，我们当学会谦卑，
拒绝人类至上主义，才会与万物和
谐相处。

古人许多著述，对于今人研究
博物学都是难得的参考。《淮南子》

《齐民要术》《楚荆岁时记》《尔雅注
疏》《本草纲目》《清稗类钞》 等所
载内容，不可多得，也是民俗研究
者喜爱的杂著，因为在儒学之外的
天地，人的思想能够自如放飞，不
必蹙眉瞪目，于山川、江湖间寻出
超然之思。

汪曾祺曾感叹吴其濬 《植物名
实图考长编》 对于自然现象的敏
感，其植物图录里有许多科学的成
分。这类研究与思考最为不易，需
有科学理念和自然精神方可为之。
何况又能以诗意笔触指点诸物，是
流俗间的士大夫没有的本领。

为植物写图谱，一向有不同路
径。汤欢似乎最喜欢闻一多的治学
方法，于音韵训诂、神话传说和社
会学考证诗经名物，能够发现被士
大夫词语遮蔽的东西。在那些无语
的世界，有滋养人类的东西在，而
发现它，也需诗人的激情和学科的
态度。我们素常喜欢以诗证诗，以
文证文，不免走向论证的循环，汤
欢则从物的角度出发，因物说文，
以实涉虚，在花花草草世界，窥见
人类历史的轨迹、审美意象的流
脉，澄清了种种道德话语的迷雾。

早有人注意到，这种博物学式
的审美，也是比较文学的话题之
一。这一本书提示我想了许多未曾
想过的问题，发现自己过去的盲
点。我特意翻阅手中的藏书，古希
腊戏剧里对于诸神的描摹，常伴随
各种花草、树木。阿波罗之于桂
树，雅典娜与棕榈叶，都有庄重感

的飘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写到了
此。弥尔顿 《失乐园》 描述创世纪
的场景，各种颜色的鸢尾、蔷薇、
茉莉以及紫罗兰、风信子，被赋予
了神意的光环，圣经里的箴言和神
话中的隐语编织出辉煌的圣景，与
作者的信念底色关系甚深。我年轻
时读到穆旦所译普希金诗歌，见到
高加索的孤独者与山林为伍的样子，
觉得思想者的世界是在绿色间流溢
的。这些与古中国的文学片段也有
神似的地方。诗人是笼天地之气的
人，生长在大地的枝枝叶叶也有心灵
的朋友。那咏物叹人的句子，将我们
引向了一个远离俗谛的地方。

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作家凡驻
足谣俗与民风者，不过两条路径，一
是目的在于研究，丰富对于自然的理
解；二是作品里的点缀，乃审美的衣
裳，别带寄托也是有的。周作人是前
者的代表，汪曾祺乃后者的标志之
一。独有鲁迅，介于二者之间，故气
象更大，非一般文人可及。

汤欢是一个有心人，他学会了
前人审视世界的方式，也整合了古
代笔记传统，又能以自己的目光敲
开通往自然的大门，且文思缭绕，
给读者以知识之乐。玩赏的心境也
是审美的心境，法布尔 《爱好昆虫
的孩子》，将在田地间观察花草的孩
子看成有出息的一族，因为被好奇
心所驱使，认知的空间是开阔的。
由此看来，万物皆有灵，天底下好
的文章，多是通灵者写就的。对比
古今，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我妈妈有上万册藏书，想送给
凉山的孩子们！这是她的遗愿。”近
日，市民王先生向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求助。他的母亲叫王亚萍，退休
前是东恩中学语文老师。2002 年 8
月，在柳锦社区居委会、市图书馆和
东恩中学支持下，她创办的“宁波市
青少年希望书室”免费向社区居民开
放。老人积攒了上万册图书，她知道

“孩子喜欢什么图书”，知道“什么图
书适合孩子”，多年来采购和收集的
图书，都是课外辅导资料、小说、儿
童读物、工具书、科普读物、人物传
记、绘画集等。

社会上给中小学校捐赠图书的爱
心举动很多，值得点赞。然而笔者发
现，不少捐赠并不“精准”，而是爱
心人士或上级图书馆打包批量处理，
以致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孩子读不懂”。这些图书
有的老掉牙，有的深奥难懂，有的是
专业书，中小学生即便勉强读完，最
终也是稀里糊涂，不知其意。

其二，“孩子不喜欢”。虽然书封
上也标着“少儿读本”，可借阅的孩
子只看了几页就不读了，因为它们并
不是孩子喜欢的，编辑出版时“一厢
情愿”，选材和行文不对路。

其三，“孩子不适合”。不少中小
学校园图书馆不仅有理论高深的书，
还有如何致富、如何化妆的书，不能
说这些书完全不好，但孩子不需要，
也不适合他们阅读。

倡导少儿阅读，需要社会爱心捐
书。但有好心，还需要把事情做好，
要做到捐赠“孩子喜欢”“适合孩子
阅读”“孩子能读懂”“有积极健康意
义”的图书。就像宁波这位去世的老
人一样，留下“适合孩子的图书”，
捐赠给中小学校，才能让孩子进行有
效的阅读。

同时，中小学校图书馆也要严格
把关，对捐赠图书认真查验后再上
架，不让不适合的图书鱼目混珠，败
坏孩子的阅读兴趣，在他们尚无鉴别
能力的时候混淆认知。

殷墟 54号大墓是一座在考古界
声名显赫却被大众忽视的古墓。

不久前该墓出土的牛尊上了央
视的 《国家宝藏》，很多观众才惊
呼：原来这是一座有故事的大墓
呀！的确，在殷墟考古人眼里，亚
长墓，也即 54号大墓，是可与妇好
墓进行比较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宝
藏，这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在殷
墟博物馆里一直摆放在重要的位置。

20 年前参与考古发掘的何毓灵
写了本《亚长之谜》，原原本本介绍
了当年曲折的考古故事以及考古人
破译出的墓主人的人生。

这 是 一 座 险 遭 盗 掘 的 大 墓 。
2000年 12月，为配合花园庄基本建
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
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座商代墓
葬。因天寒地冻，考古队决定等春
天土地解冻时申报发掘。但没过两
日，参与殷墟多项考古发掘的安阳
本地老技师何建功发现，墓葬周边
疑似有盗墓贼活动。大家意识到事
态严重，当晚便安排专人看护，并
决定立即开始考古。

考古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盗
洞、盗沟密布，让大家的心情起起
伏伏，一度以为大墓已惨遭毒手。
但越往下挖，盗洞越少，整齐的夯
土建筑，整齐的墓口，显示这是一
座保存完好的墓葬。

直至 2001 年 1 月 23 日将最后一
批文物运输至库房，40 天过去了。
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灿烂耀眼的
烟花环绕在回家路上时，他们才意
识到那一天是旧历的除夕。

相比枯燥的考古简报，从书中
可以了解到更为详细、生动的真实
考古过程——墓内一椁一棺都已腐
朽，与填土及墓主人、随葬品压在
一起，剥离起来很考验人。椁壁板
在四角处采用榫卯方式结合，棺盖
髹红漆，花纹精美，以夔龙纹和鱼
纹为主，棺盖的四周饰有金箔——
这几乎是殷墟墓葬发现金箔最多的
地方了。青铜礼器主要放在棺椁之
间，鼎全部放在北端，方尊、方
斝、方彝、觚、爵等多放南端。青
铜兵器大部分放在椁内棺外的东西
两侧……考古人员第一时间给每件

文物贴好标签，注明编号、名称、
质地、保存状况、出土位置、与其
他器物的组合关系以及器物表面有
哪些附属物，相当于发了张身份证。

抢救性考古后是长达 4 年多的
整理、修复、研究。这本书暗暗致
敬了安阳工作站的“技师天团”。
牛尊刚出土时，腹部、四肢已碎成
多块，甚至有部分缺失，通体锈
蚀，挤压导致多处变形，经“最强
修复师”王浩义寻找残块、校正变
形、复制缺损、焊接修复、做旧等
一道道复杂工序，才有了今天完整
的模样。

殷墟考古一直都有最先进的理
念与最强的科技考古团队：荆志淳
教授最早建议用近红外光谱仪对玉
器的制作工艺进行检测分析；清华
博士刘煜用变频 X 射线探伤机对青
铜器进行扫描，了解青铜器内部构
造和损伤程度，还意外找到了铭
文；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发现陶罍
中有残留的梅子果羹，铜簋内有烹
饪的谷物，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
腐的花椒，揭示了古人生活的秘密。

考古学追求透物见人。大墓的
主人是谁？身居何职？因何而死？
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有答案。但何
毓灵他们是幸运的。54 号大墓出土
的青铜器中，131件上有铭文。出土
的 7 件青铜钺 （殷墟墓葬中出土青
铜钺最多） 中，6件铸有“亚长”字
样。专家认为，“亚长”就是墓主人
的身份标签。“亚”指带兵打仗的武
官，“长”是墓主人的家族姓氏。墓
主人是一位来自“长”族、带兵打
仗的将军。可以推测，他的身份极
为显赫，其军事权力甚至不亚于武
丁的王后妇好。

做体质人类学分析的王明辉从
残存的头骨、四肢骨等分析出墓主
人约 35 岁左右，身体共有 7 处创
伤，6处集中于身体左侧，多为刀斧
类锐器砍伤。可以想象，战斗中，
亚长右侧先受伤，又将身体左侧暴
露给了敌人，被蜂拥而上的敌人一
顿乱砍而丧命。

商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还特意葬在宫殿的附近。考古人将
墓葬面积、殉人殉牲数量、随葬青
铜礼器与玉器数量等多种指标与其
他墓葬对比分析可知，亚长的等级
仅次于著名的女将军妇好。

何毓灵坦言，听说他在殷墟做
考古，别人总会问他，你家肯定有
很多文物吧？考古与盗墓没啥区别
吧？国家花那么多钱考古有啥用
啊？“以前，对这些质问我们总是一
笑了之，但现在意识到，我们有义
务传播正确的考古学常识，比如写
一写自己经历的考古故事。”

他说，他最想写的故事是 《商
王的一天》。我们期待着。

“备案审查”，陌生的词汇，却
关乎法制的健全。

审查对象是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审
查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一项
重要职权。

某县下发鼓励优先选用县内工
业产品的规定合乎法律规定吗？某
市颁发的建筑市场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办法中，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一
项超出所在省的规定，可以吗？

当前，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
各地方各部门立法数量快速增长，
立法体系内部不协调、不统一、不
衔接、不一致等问题日益凸显。某
一地方或部门出台的法规是否合法、
合宪？这要求备案审查工作对其进
行全面“法治体检”，“有件必备、有备
必审、有错必纠”，严格制发“身份证

明”，确保其不逾越上位法的“底线”
“红线”。所以说，备案审查制度是国
家法制统一的“压舱石”。

今年 3 月出版的 《备案审查研
究 2021 第 1 辑》（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是国内首部备案审查研究方
面的专业连续出版物，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指导、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心主办，
为关注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理
论研究者、实务工作者提供了专题
研讨平台，有助于促进理论与实务
的互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备案审查制
度研究中心是首家全国性的备案审
查制度研究机构和专门智库，聘请
宪法学、行政法学、立法学领域的
权威学者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司法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共 30
人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北京市档
案馆推出 《中国共产党北京 （平）
党组织活动纪实》 丛书。书中选取
了1919年6月11日至1949年2月25
日期间反映中国共产党北京 （平）
党组织的创立及领导人民开展革命
运动的档案 32 组 349 件，内容包括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被捕及获释、上
世纪20年代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革

命群众在北京的革命活动，1927年
吴平地、李大钊等人被捕、英勇就
义以及1927年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受
破坏、一二·九运动、北平和平解放
与接管等。

丛书采用原件全文高清数字化
扫描、彩色影印方式出版，如实呈
现档案原貌。书中收录内容近一半
为首次公布。为活化利用馆藏资
源，北京市档案馆还将拍摄制作系
列融媒体产品《北京红色档案》。

本报电 （任睿明）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
快速发展，使得拉美研
究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拉丁美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是江时学从事拉
美研究 40 年间发表的
一部分科研成果，广泛
涉及拉美政治、经济、
外交和社会等领域，从
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拉美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
行了睿智的分析和研
究，回应了一些热点问
题，展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给
研究拉美的专业学者和对拉美感
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丰富、
有趣而精彩的材料。

本报电 （赵 青）“六一”儿童
节将至，中译出版社为中小学生推
出了全新的《希腊神话全书》（典藏
版） 套装。

这套原版为希腊教育部认证、
已被翻译成10余种语言出版、全球
销售超过 100 万册的图书，由莫奈
劳斯·斯蒂芬尼德斯著，雅尼斯·斯
蒂芬尼德斯绘，共分 8 册：《诸神
记：十二主神》《人神记：众神与
人》《英雄记：赫拉克勒斯》《远征
记：伊阿宋与金羊毛》《古城记：雅

典王忒修斯》《命运记：俄狄浦斯
王》《木马记：阿喀琉斯之怒》《归
家记：奥德修斯之旅》。

套书全面涵盖了希腊神话中的
核心故事，刻画了几百位个性突
出、形象鲜活的神、人和英雄的形
象，讲述了众神、神与人、众英雄
之间曲折动人的故事，展示了古希
腊人睿智、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
幸福的追求，包含了希腊先民对宇
宙起源、人类诞生以及各种自然现
象和社会奥秘的理解。

本报电（随 山） 5月20日，由
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衢州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衢州学院、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主办的 《孔氏南宗文献
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

南宋初年，孔子第 48 世嫡长
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扈
跸南渡，寓居浙江衢州，重建宗
庙。此后近 900 年历史中，逐渐形
成了以衢州孔氏家庙为重要物质
遗存、以衢州孔氏为核心、支派
遍布江南地区、由孔子后裔组成
的特殊宗族——孔氏南宗。

孔氏南宗继孔子之德教，以诗
书传家，自南宋初年至民国时期的

820年间，有50多名著述者、逾100
种著述类文献见于记载。孔氏南宗
著述是孔子世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由于长期处于平民地位，加
之支派分布广泛，文献散佚情况相
当严重，可谓二不存一。

由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
中心编纂的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
共48册，搜集整理收录孔氏南宗族
人的著述41种，记载孔氏南宗的著
述 2 种，不仅厘清了孔氏南宗内在
的发展脉络和机制，而且对江南学
术的梳理、浙学的研究、宗族史和
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构筑了孔氏南宗研究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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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构筑孔氏南宗研究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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