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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在
母亲河尼罗河的哺育下，创造出了灿
烂的文明成果。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金
字塔、手持权杖的阿努比斯、泥板上
古拙肃穆的圣书体文字等，这些见证
了历史兴衰、深邃而又神秘的文物，
不仅形制精美，背后更有着言说不尽
的故事。

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想要系
统了解古埃及文明并不容易，不仅要
具备一定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还
要了解异域文化，跨越千年的时空阻
隔。化学工业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埃
及 博 物 馆 珍 宝 图 鉴》（下 称 《图
鉴》），就是一本带读者走近古埃及
文明的匠心之作。

作为图鉴，该书以图为主，辅以
文字说明，避免了冗长的论述和艰涩
的术语，让读者的感受更加直观。全
书选取近500件来自埃及博物馆的珍
贵文物，以超过700幅文物图片为统
摄，横跨公元前 4000 年的前王朝时

期到最晚的罗马时期，总计 12 个古
埃及历史阶段。每一时期，作者都选
取最为精美、也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加
以介绍，让读者能够以点带面，通过
这些文物，提纲挈领地了解这一时期
古埃及文明的整体风貌。书中的介绍
性文字，均出自法国卢浮宫、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国际埃及学会等专业机
构的权威专家之手。

书中提到的文物，有的灵感来源
于自然界。蜣螂本是一种很普通的小
昆 虫 ， 古 埃 及 人 却 称 它 为 “ 圣 甲
虫”。他们认为，这种身躯微小的昆
虫可以推动太阳升起，意味着重生。
渴望永生的古埃及人因而广泛地将它
们用作装饰元素。《图鉴》 展示了古
王国晚期的圣甲虫饰品。起初，圣甲
虫饰品由釉陶和石料制成。随着时间
推进，圣甲虫在古埃及文明中的地位
逐步上升。到了图坦卡蒙时期，法老
已经开始佩戴由黄金、玛瑙、青金石
等珍贵材质制作的圣甲虫贴身胸饰。

此外，《图鉴》 还为我们呈现了几枚
鲜为人知的“纪事甲虫”。古埃及人
会将重大事件镌刻在圣甲虫底部，把
它们当作带有魔法的护身符和实用的
印章。

《图鉴》 中的另一些文物，与古
埃及的丧葬制度密切相关。古埃及人
会将逝者制成木乃伊，以期在未来迎
来复活永生。在法老普苏森尼斯一世
陵墓中发现了一块十分精美的金板，
这块覆盖在逝者腹部下方刀口上的金
板，作用是抵御邪祟入侵法老躯体。
在金板正中央，是隼头神荷鲁斯的左
眼，表示守护之意。而眼睛垂下的泪
痕，表达了对逝者离去的哀伤。金板

两侧是荷鲁斯的四子形象，他们双臂
微微抬起，呈祈祷状，以示对法老的
敬重与缅怀。配以作者细致的解说，
我们还能了解到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
的步骤与隼头神荷鲁斯的神话传说。

《图鉴》 收录的文物，有些还与
古埃及的政治军事制度有关。书中展
示了两组木制军阵士兵人偶，每组
40 人，分为四列十行，可以称得上
是古埃及的“兵马俑”了。首先，考
古学家们通过士兵们手中的长矛、盾
牌和弓箭，可以推测古埃及的军事发
展水平。其次，这类军事人偶造型，
在中王国时期的王子墓葬中比较常
见。考古学家据此推断，这一时期的
法老王权发生了变化。不同于其他古
埃及历史时期，此时的王子们作为新
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拥有自己的武装。
墓葬出土的人偶，正是他们在宣示自
己新获得的自主权。

《图鉴》 中收录的文物，除众所
周知的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珍宝外，还
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埃及雕塑、壁
画和装饰艺术，它们来自吉萨、萨卡
拉和达舒尔金字塔建筑群，底比斯王
室墓地和卡纳克神庙等遗址。以这些
代表性文物为索引，读者可以“参
观”埃及博物馆，了解古埃及文明的
方方面面。

（作者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与其他戏曲鉴赏类书籍不
同，《中国戏七讲》（北京大学出
版社） 的作者李楯不是职业演
员，也非专业研究者。供职于清
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的
职业身份是法学家、社会学家，
却缘何对戏曲情有独钟？他写给
大众的戏曲普及读物又有哪些特
殊之处？

原来，李楯从小接受传统文
化熏陶，少时学戏，接触过姜妙
香、梅兰芳、俞振飞、侯玉山等
著名京剧、昆曲演员。他1962年
入俞平伯创办的北京昆曲研究
社，2004年至2017年任北京昆曲
研习社副社长。他爱戏、懂戏，
至今还登台演出，用他自己的话
说 是 “ 京 、 昆 都 演 ， 生 、 旦 、
净、丑都来，文的、武的都来”。
他讲戏，承袭齐如山、王元化、
刘曾复诸先生一脉，又有自己的
独特体验和感悟。

《中国戏七讲》的7个章节分
别是“作为‘非遗’的中国戏”

“在过去那个年代，‘活在戏中’
的人”“戏，何以‘中国’”“中
国戏的质态：从可欣赏的技艺
看”“中国戏：表达及传承了什
么”“从‘社会’角度看与‘戏’
相关的‘人’”“放在大历史中去
看”。作者注重从社会学角度，结
合自己看戏、唱戏、演戏以及与
京剧名家和票友接触的经历，还
原中国戏产生的文化土壤，对其
主题表达、美学特质、历史沿
革、互动形态等做抽丝剥茧式的
解读，尤其注重中国戏与中国人
的密切关系。

作者认为，戏，是诗、词之
后“最中国”的抒情方式，蕴含
着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思维、记
忆、表达和交流、互动方式。本
真意义上的中国戏，要从中国戏

（以京剧、昆曲为代表） 的可追寻
处 （可听、可看处） 讲起，而非
停留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中以文字
钩沉；要突破舞台上占支配地位
的西方戏剧理论范式，用中国戏
曲自有的语汇去理解它的独特之
处；要突破艺术和娱乐的狭义层
面，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广阔空
间里，理解它何以成为中国人生
命的组成部分。

比如书中对以前的观众不识
字却能听懂昆曲这样解释：以前
的大村小镇、市井码头，很多人
都会唱昆曲，甚至在冀中一带的
农村都有三四十个昆弋班社，农
民对昆曲非常熟悉，老太太都能
看出演员偶尔戴错的盔头。清代
康乾年间，有个说法是“家家收
拾起，户户不提防”，“收拾起”
是昆曲 《千忠戮·参赌》 中的曲

词，“不提防”是昆剧 《长生殿·
弹词》 中的曲词。作者认为，七
八十年前，乃至更早以前，“戏，
是那时人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
染色体；人是‘活’在戏中的，
戏，是人生命的一部分”。在李楯
眼中，过去的人们看戏不仅是观
众，更是“参与者”，戏曲与他们
的整体生命经验息息相关。

对中国戏的文化主题，该书
做了如下概括：“百年身，千秋
笔，儿女泪，英雄血”。仅就“英
雄血”说，那是 《单刀会》 中关
羽面对大江滚滚而去，想到赤壁
鏖兵，想到那些风云人物，说的
一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是京剧 《霸王别姬》 中项羽说的

“天亡我，非战之过也”；是昆剧
《钟馗嫁妹》中的“沦落英雄奇男
子，雄风千古尚含羞”。这种文化
主题又给生活于浓厚戏曲氛围中
的中国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观点提炼和总结，《中国
戏七讲》 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对
京昆表演艺术家和著名票友生平
故事的介绍，有些来源于作者与
他们的直接交往。比如书中忆及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文史专家朱
家溍哪一出戏演得精彩，作者如
数家珍。因多次同台，作者深有
体会，在书中发出赞叹：“他会的
戏，和他的表演，可以说超过今
天专业剧团的很多人。”

《中国戏七讲》在结构上做到
了点面结合，史论互见，在各章
内部穿插了27出经典好戏的详细
品鉴，举凡 《打渔杀家》《长生
殿》《牡丹亭》《霸王别姬》 等经
典京昆剧目，都有重点赏析，以
帮助戏曲“小白”打开亲近经典
的方便之门。

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可
以在不同层面去读的书，可以随
便翻翻；可以从不同于论文的口
语中去发现、思考与传统中国
戏、与艺术、与社会有关的问
题；可以举一反三，开阔自己的
眼界，提升认知和思维的品性。”

作为 2023 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
动，“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8日
至 18 日在地坛公园举办。这是该书
市自 2013 年以来，首度重回地坛公
园。

本届北京地坛书市由中共北京市
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发行集团承办，
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协办，设
350 个展棚，展区展销面积 1.5 万平
方米，展销超过 40 万种精品图书。
书市开幕当天，尽管天空下着小雨，
依然有不少书迷撑伞在摊位前仔细翻
阅，选购图书，游客量达2万人次。

地坛记忆成为亮点

地坛作为千年古都北京的九坛之
一，是北京文化地标，也是与大众文
化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园景区，集历史
文化价值与公共服务价值于一体。上
世纪 90 年代初，地坛公园开设书
市，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多年来，地
坛书市已成为知名度、参与度很高的
群众文化品牌活动。

本届地坛书市的主题“我与地
坛”，出自史铁生的散文 《我与地
坛》。这篇散文1991年发表后，享誉
文坛，传达了作家身残志坚、自强不
息的精神。今年的地坛书市紧扣地坛
文化内涵与史铁生精神追求，希望以
此给广大读者带来心灵启迪，营造书
香氛围，弘扬文明风尚。

本届地坛书市共设“主题出版展
区”“北京文化展区”“名社展销区”

“儿童阅读展销区”“实体书店展销
区”“进口原版图书展销区”“全民阅
读推广区”“特色文创展销区”八大
展区，参展商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钟书阁、上海三联书
店等208家。书市期间，各种文化活
动 异 彩 纷 呈 ， 主 办 方 组 织 了 2023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地坛文化讲堂
系列活动，举办“史铁生的读书与精
神涅槃”“史铁生之路——《务虚笔
记》 的寓示”“史铁生与地坛”等主
题讲座。书市期间，还将在周末开展

“一日一主题”系列活动，分别推出
十月文学月、京味文化、青少年阅读
成长等主题日阅读文化活动。

“我与地坛——文学与阅读、阅
读与人生”专题展区内陈列了《我与
地坛》《青春万岁》《穆斯林的葬礼》
等 39 种作品。“这些作品出自铁凝、
王蒙、舒婷、刘心武、莫言、路遥、
苏童等当代著名作家之手，囊括不同
时期图书版本。仅 《我与地坛》 一
书，我们就搜集了约19个版本。”中
国书店董事长张东晓介绍，“ 《穆斯
林的葬礼》《青春万岁》 等作品都有

初版本展出。”
为了提高参与度，让大家更好领

略地坛文化，该专题展区还设置了现
场互动环节，开展打卡盖章、“写给
未来的自己”等体验活动。新老书迷
围在桌子前，在“我与地坛”北京书
市地图上盖章，可一次性集齐十几种

“我与地坛”印章。此外，书迷们还
可通过现场手动压印，感受传统印刷
方式的魅力。张东晓表示：“希望互
动体验能激发大众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热情，推进全民阅读向更深
层次发展。”

深植北京传统文化

作为 2023 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

动，本届地坛书市紧扣“传承·创新·
互鉴”论坛主题，以文化元素为切入
点，力求创新。“北京文化展区”呼
应近年的“传统文化热”，融入地坛
历史、非遗技艺与京味文化元素，结
合地坛历史文化底蕴，展现古都文化
之美。现场可以看到故宫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北
京人民出版社等展示展销的各类北京
地理文化书籍，还能见到北京燕京八
绝博物馆等带来的燕京八绝传统技艺
以及老北京风车、糖人、糖画等文化
产品。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副总经理李
颖介绍：“我们带来了 《京杭大运河
光影实录·北京卷》《北京一得阁墨
汁》《蓝雅白韵：中国蓝印花布纹样
研究》《药香制作技艺》 等为记录和
保存北京文化、非遗文化而出版的精
品图书。希望广大读者能借此走近传
统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主任孙楠则表
示，书市对于国学与古籍的推广很有
帮助，“这几册大字本古籍，原是当
年供毛泽东主席晚年阅读的，我们也
是机缘巧合将其收藏，借此机会向公
众展示。”

正阳书局是一家专门经营北京古
籍文献的特色书店，此次展销的“北
京中轴线立体影像”特色文创产品，
每套包含 16 张中轴线上的老照片。
观众可以将纸折叠后，通过左右两个
小孔看到老照片的立体效果。现场还
有展现从清末、民国再到现代北京的
历史地图一套9张，读者可以优惠折
扣收藏。

除了传承本土文化，书市还首次
设 置 进 口 原 版 图 书 展 销 区 ， 展 销
5000 余种外文图书、1000 余种外文
音像制品，包括古典音乐及国内发烧
音乐 CD 等，满足读者多元文化需
求。

全民参与趣味盎然

为扩大受众面，覆盖各年龄层读
者需求，书市设置特色文创展销区和
儿童阅读展销区。特色文创展销区将
文学、文化与文创串联为一体，中山
公园文创、潘家园礼物等特色文创产
品琳琅满目，使“淘”好物的范围不
止于图书。儿童阅读展销区既有儿童
绘本、青少年读物可供选择，还专设
经典诵读区、益智娱乐区、皮影互动
区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区域。

书市的另一创新是新增全民阅读
推广区，设置政企阅读服务区、全龄
段阅读服务区、“芸窗—新华城市阅
读”社区阅读服务车和芸窗阅读活动

区。“社区阅读服务车是为打通阅读
‘最后一公里’而设计的，有两种功
能。其一是把书送到读者家门口，相
当于把公共图书馆挪到了社区；其二
是便民服务功能，会结合季节与社区
具体情况调整。”北京发行集团战略
发展部政企文化服务负责人权晓林表
示，设置全民阅读推广区的意义还在
于，通过展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实
例，为各大社区推广全民阅读提供参
考，使便民服务措施真正落地。

惠民便民举措体现在书市的方方
面面：免门票进场、各类打折促销、
发放惠民文化优惠券包……“书市的
特色就在于群众性，希望大家一起来
书市选书购书，读书话书，以书会
友。我们将全力以赴把本届书市打造
成高知名度、高参与度的群众文化盛
事。”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徐威说。

作为一名阅读爱好者，地坛公园
副主任岳欣表示，本次活动的举办，
在电子书阅读盛行的当下，具有特殊
意义。“书市开幕以来，游人如织，
这反映了读者的纸质书阅读需求，纸
质书与电子书难以相互替代。”

一些经常线上购书的网友也表
示，逛书市有别样的乐趣。有网友去
过地坛书市后，在微博上发文说：

“线下‘淘’书也太有意思了，你会
在漫无目的浏览中发现被自己遗忘的
兴趣，碰到一个大爷竟然带着手电筒
找书。”

地坛书市如同一条纽带，让人们
在这个初秋以书为名，相聚地坛。一
些读者表示，书市为他们的生活注入
了阅读热情。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凌芙一直是各
类书市的“常客”，她对阔别十年的
地 坛 书 市 重 新 回 归 感 到 激 动 ：
“《我与地坛》是曾让我偷偷抹过眼
泪的文章。史铁生在地坛获得了内心
的平静，我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
国。”

在北京生活刚满两年的江女士也
发出感叹：“现场大家参与度很高，
除了逛书市‘淘’书，新潮的集章活
动和文创 IP 也很有吸引力，我特别
希望能扩大此类活动的知名度与曝光
度，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全民阅读
中。”

截至9月12日，微博话题“北京
地坛书市重新回归”已有 457.1 万阅
读量，书市开幕后首个周末 （9 月 9
日至10日） 有近12万人次入园。

“虽然时隔十年重开，但在地坛
书市我能明显感受到人们的热情，这
对我们出版行业从业者是非常值得欣
慰的，也坚定了我们多出好书的信
心。”李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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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

领略古埃及文明之美
范天培

市民拿着地坛书市游览地图交流。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市民在中国书店展棚前挑选书籍。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本报电（董世捷） 近日，由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
会等主办的“‘里斯本丸’沉船往事
新说”杨怡芬新书《海上繁花》分
享会在沪举办。该书取材于二战
时期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了中国
渔民勇救沉船上的英军战俘，并
冒着巨大风险保护他们的故事。

1942年10月，日军征用“里
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
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由于
没有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
旗帜或标志，“里斯本丸”号船于
10 月 1 日凌晨被美军鱼雷击中。
危急时刻，目睹沉船的舟山青浜
岛等 3 个小岛的渔民迅速实施营
救。据统计，3个岛上的198位渔
民参与救助，直至当天午夜，先
后出动渔船46艘，来回65次，共
从海上救起英军官兵 384 人。英
军官兵和英国政府对此深表感激。

《海上繁花》正是基于这一真
实历史事件，力图展现二战时期
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
厚情谊，展现中英两国人民世代
友好的坚定决心。书中这样描述
一名英军获救时的想法，当看到
渔民们驾着船，在日军眼皮底下
一趟趟往返救人时，他不由地

想：换作自己，会来救援吗？杨
怡芬说：“我想通过 《海上繁花》
告诉世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勇
敢的、不狭隘的民族。”

《海上繁花》是一部致力于重
返“历史现场”的小说，作者根
据人物身份的差异，采用不同叙
述笔调和视角，力求呈现真实全
面的战时环境。为了写好香港沦
陷一章，杨怡芬花费大量时间寻
找可供参考的文本资料，最终在
项美丽的 《香港假日》 里找到了
最为贴合的战时氛围和生活细
节。此外，《海上繁花》中对“里
斯本丸”号被鱼雷击中后，船体
哪个部位先进水、哪部分先下沉
等进行了详细描述，增强了小说
的可信度和现场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评
价：点点滴滴的细节，杨怡芬一
概没有错过、敷衍，我把这些细
节理解为小说的“物质外壳”。对
于作家来说，要通过对历史材料
的“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
度之，以揣以摩”来进入历史空
间；对于读者来说，唯有触摸到
坚实的“物质外壳”，才能为阅读建
立起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

展现超越国别的人间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