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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刘醒
龙，代表作有小说 《天行者》《圣天门
口》《蟠虺》《凤凰琴》等。

新著《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刘醒龙30年散
文精选，选录了游记、乡土、亲情、个
人经历与感怀、文化漫谈这五大方面的
文章。刘醒龙生命的根在乡村，所以他
写了那座叫“小秦岭”的小山，写了那
条总有一堆牛粪在中间的小路，写了那
一开起来就漫山遍野的“燕子红”。他用
不加修饰的笔触，表达了他对文化的独
到见解以及对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的爱。

刘醒龙看来，世间最珍贵的是亲
情，父母养育下一辈，下一辈再生育教
养下一代，生命由此传承，世界因此而
精彩。在 《抱着父亲回故乡》 一文中，
他讲述为父亲守灵期间发生的事。重新
踏上了回归家园的真切小路，记忆都被
唤醒了，鱼丸、炊烟、包面，散发出慢
慢“寻到根”的感觉。被潮湿小径、寂
静小垸所唤醒的家乡在刘醒龙的描述中
露出了本初的模样。抱着父亲叶落归
根，是温情背后无限拓展的家园情怀。
整篇文章表面看上去不动声色，深处却
暗流涌动，读罢让人潸然泪下，一个外
表刚强内心温情的父亲跃然纸上。

刘醒龙质朴的语言，让人细细咀
嚼。例如他写：“随心所欲的小路，随心
所欲地穿过那些新居与旧宅。”“只有小
路，才是用来寻找的；只有小路，才是用来深爱的；只有小路，
才是用来回家的。”刘醒龙说这是他的“分解”，“文学是用每一个
字，每一句话，最大限度地发现和还原生命的真相。”就像老舍的
茶馆、王安忆的石库门，在刘醒龙，小路意寓故土。这条“用来
回家的小路”，也是心灵回归栖息的小路。

刘醒龙认为，故乡的内涵是庞大、复杂和深厚的，有着永不
衰竭的活力。每个人对家的渴望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他说：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展示厅，是人类的意志和欲望的集中体
现。而旷野是自然和造化的天下，是物竞天择的生态场。”旷野是
宁静的，城市是喧嚣的。乡土在城市和旷野之间，等待着我们的
回望和思索。“一个人无论走多远，乡土都是仍然要走下去的求索
的路。一个人学识再渊博，乡土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打开重新温习
的传世经典。一个人生命有长短，乡土都是其懿德的前世今生。”

刘醒龙是从普通水利工人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家，他用一贯的
现实主义目光，审视20世纪前70年的中国大历史，审视小人物的
历史命运，写出他心目中的历史真实。例如在 《走向胡杨》 中，
他写建设美好新疆，栽种胡杨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将胡杨
与兵团人结合起来，来说明兵团人的可贵精神：“一种树为了天
地，长在它本不该生长的地方。一种人为了历史，活在本不该他
生活的地方。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有尽头。一种人和树的沙漠
戈壁没有尽头。”这样的文字既有诗一样的美感，同时又显得格外
的质朴、深沉和凝重。

正如刘醒龙自己所言：“好的散文一定要懂得心痛，一定要发
现仁爱，一定是从灵魂深处喷发或者流淌出来的感怀情愫。”也只
有这样，散文才能触动、震撼读者的内心。这本散文集有效地调
控着读者阅读的情绪与节奏，或荡气回肠，或唏嘘扼腕，或沉思
默然。而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作家的人格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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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名著，所有人脑海里都会
展开一长串书单。读名著，为很多
人初识人文世界扣上了第一粒扣子。

当下，读名著是否依然有时代
价值？在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对本
报记者表示，名著是经过时间过滤
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文字作品，
是经过岁月淘洗仍不褪艺术光泽的
经典论著，阅读名著仍然是提升个
人素质水准、提升民族精神境界的
最有效途径。

名著，永远
不会过时

阅读是一件需要
时间成本的事。当下
的图书如浩瀚书海，
我们该如何最有效地
阅读？读名著，便是
一条捷径。

中国出版集团原
总裁聂震宁认为，大
凡经典名著，都经历
了时间的洗礼、众多读者的
检阅，经年累月的发酵终成
经典，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
力和影响力。

从主题来看，经典名著
多是代表古今中外文化精华
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的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问
题；从思想性来说，名著的
智慧光芒总能穿透历史，历
久弥新，承载着人类最重要
的文化记忆；从艺术性来
看，名著水平高超，令人百
读不厌，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因此，只要是经典名著，就无
所谓过时之说，经典往往是经过历
史选择，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典
范性、权威性，具有超越时空价值
的著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韩星这样说。

聂震宁指出，永不过时是经典
名著的重要特点。有些书只能流行
一两年或至多十多年，许多早期的
畅销书恐怕你连书名也记不起了，
也不会再有兴趣读它们，像这样的
书最多只能称为名著，而不能成为
经典。真正的经典名著不会因学说
更迭、舆论分歧而过时。因为人类
的基本问题代代相同，比如柏拉
图、孔子，人们从他们的著作里看
到的是人类对于幸福和正义、美德
和真理的持久追求，因而对人类社
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
室的欧阳韬曾参与过多部外国名著
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看来，伟大的
精神食粮是全世界人民都喜爱的，不
论是曹雪芹，还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大家都喜欢，因此，名著的力量是永
恒的。

“比如在我们出版社反复再版的
书单中，四大名著、《复活》《童
年》《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

《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都很
受欢迎，经久不衰。另外，经典名
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多人在
学生时代读过片断，有了印象后，
便想去看整本书，可见其魅力。”欧
阳韬说，上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大
批学贯中西的优秀文学翻译家 ，有

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诗人、作家，他
们的一些译著堪称典范，间接影响
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出
版社的“中国翻译家译丛”和“名
著名译丛书”就收入了这一类译者
翻译的文学经典。

读名著，体会的是精神

虽然大家都知道读名著有益身
心，然而，的确有部分人存在对名
著望而却步的现象。是这些名著不
合读者的胃口？还是阅读习惯上出
了问题？读历史传承下来的名著
时，我们究竟应该读出什么样的时
代价值？

根据一项读者调查显示，有部
分读者认为，一些名著中的人物太
多、名字难记、内容抽象、文化差
异大是导致“读不下去”的最主要
原因，还有的读者表示，在这样一
个生活节奏快、闲暇时间少的时
代，有人以阅读作为消遣就已经实
属不易，没必要深究读什么书。

但专家们指出，阅读经典名著
是事关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拒绝
阅读经典相当于拒绝了历史传承。

名著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
比如通过狄更斯的 《大卫·科波菲
尔》，读者能看到英国资产阶级自
私、虚伪和冷酷的本质，读果戈理
的《死魂灵》，能看到当时俄国社会
的种种弊病。韩星说，任何经典都
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必然具有其时
代特征。

因此，名著除了一般文学作品
所承载的审美体验功能，更有着丰

富而厚重的历史价值，其背后隐藏
着厚重的历史内涵供读者进行评
价。历史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完
全重演，要想走进那个远去的时
代，除了基本的史料记载，最好的
方式就是通过文学作品，跟随着作
家的心路历程，进行感悟与追忆。

经典名著还富于启迪性，在陶
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质、开拓
人的胸怀等多个方面，具有无可替
代的巨大作用。

“经典常读常新，我们可以从中
找到对我们现在有启示、有现代意
义的内容，可以找到应对当今社会
问题的良方和智慧，因此具有现代
价值。”韩星说。

“我们主张读经典名著，实际上
是指要读经典的精神，去体味思想
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提高文化上
的修养。”聂震宁说。

一位名为“云想容”的网友在
“知乎”上说，读名著初时不懂，
随着成长和经历的增多，突然发现
世界就是那个样子，道理就像书里
说的那样。就像吃天然的食物，语
言不一定华丽，却在咀嚼中越来越
觉得余味无穷。

名著选编和翻译要与时俱进

事实上，随着中国文化走向复
兴，在当下的中国，经典名著的阅
读状况越来越好，有极高的认同
度。各种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
起，各种经典普及讲座层出不穷。
比如在豆瓣上，仅仅一个名为“经
典短篇阅读”小组，截至目前已有

72万余人加入。
“确定名著，不

能光从名声大小决
定，也不能仅凭几
个 专 家 投 票 决 定 ，
应由社会各方面评
价和认定，特别是
经 过 时 间 的 考 验 ，
最后能够持续为人
们阅读和喜爱、重
视 来 确 定 。” 韩 星
说。

不 过 ， 专 家 们
也认为，要考虑到

时代变迁，与时俱进，
从经典选编到翻译应该
考虑到当下社会的发展
进行创新性的传承，以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精神需求。

一方面，经典选编
要与时俱进。

“应当把经典放进历
史及思想学术史的脉络
中认识，同时注意不同
经典、不同学派之间的
思想汇通，还要注意经

典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阐发，与
时俱进，返本开新，在继承中创
造，在创造中发展。”韩星说。

另一方面，翻译经典名著的译
本也需要跟随时代有所更新。

欧阳韬举例说，上世纪初叶读
者所习惯的译本，从行文和表述上
可能就不符合现在读者的习惯，因
此，有必要推出一些名著的新译
本。

“很难说哪个译本更好，在多元
化的时代，有的读者会喜欢这个风
格的文字，有的则会喜欢另一种。
有的译文对一些年轻读者来说稍难
理解，我们请中青年译者重新翻译
也未尝不可。”欧阳韬说。

“ 或 许 在 你 牙 牙 学 语 的 时 候 ，
并不能理解母亲一遍遍在你耳边呢
喃的风儿轻月儿明，但终有一天你
会在某个夜晚开始怀念那静谧而甜
美的时光，也终于理解了那歌谣中
岁月静好的祈愿。名著亦是如此，
持续阅读下去，或许总有一天你会
在某个时刻的心理变化中找到一个
契合点，便是那书中早已为你铺垫
下的感受。”名为“王博文”的网
友在“知乎”上这样说。

如果说好书是一盏明灯如果说好书是一盏明灯，，那么古今中外的名著那么古今中外的名著，，就是最璀璨的灯火就是最璀璨的灯火，，照亮无数人的心灵照亮无数人的心灵。。但在电子阅读但在电子阅读、、碎碎
片化阅读的今天片化阅读的今天，，读名著似乎成为一件艰辛的事情读名著似乎成为一件艰辛的事情———古典名著与当代生活脱节—古典名著与当代生活脱节、、节奏拖沓节奏拖沓、、语言晦涩……当今语言晦涩……当今
时代时代，，还要不要读经典名著还要不要读经典名著？？怎样确认经典怎样确认经典？？我们该怎么读我们该怎么读？？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悦读空间悦读空间””推出推出““今天如何读名今天如何读名
著著””系列系列，，和读者一起思考这一问题和读者一起思考这一问题。。 ———编者—编者

经典名著的精神跨越古今
本报记者 叶晓楠

···““今天如何读名著今天如何读名著””系列之一系列之一··

◥欧阳韬 ▲聂震宁 ◤韩星

书的腰封写着：“大师的‘吃货哲学’。”我并不认同这句
话。叶灵凤算不得大师，他写的文章若冠之以哲学，也是过于
超拔了的。他是小文人，但小未必就不好，自有其佳妙处。

这本《荔枝蝉》（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他58篇饮
食散文，大多千字左右，最长亦不过两三千字。文章是小的，
格局、气象也是小的，就如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那幅图片：一
双筷子一只碗。简单至极，平常至极，生活不过如此，饮食不
过如此。

叶灵凤原籍江苏南京。金陵故都，人间繁华，关山万里，
夜阑想必常入梦。他说：“樱桃又上市了。”他吃着樱桃，首先
要想到自己的家乡，以出产樱桃著名的玄武湖，然后笑自己

“俨然已经将所有的樱桃，认为都是来自玄武湖的了。”他絮絮
叨叨，细说 《家乡的食品》《家乡的过年食品》《岁暮的乡
怀》……他是散淡的，漫不经心写他的美食小品，江南的水汽
在字里行间氤氲。食物的往事追忆，如熟悉的老歌，总能勾起
相似的思绪。

行一程，写一处。叶灵凤年少时求学镇江，京江的蹄肴、
鲥鱼、酱菜和白汤面就在他的心底笔端勾抹了痕迹；茶淘饭是
沪上日常，我从前读潘向黎的《茶可道》，内里就有一篇，我
知道车前子也写过，似乎汪曾祺和苏童也爱茶淘饭，有空一并
找来看看；荔枝蝉则是广东的特产，说起来广东人真的很能
吃，连荔枝树上的小虫儿都成了佳肴。他晚年寓居香港，文章
里就吹拂了海之味，间或些许甜汤，且不时隐现市井俚俗风
情。

饮食文章要写得好，所描写的食物，最要紧就是能引出口
涎。偶见网友阅读本书后的短评：“饭前略翻几篇，食欲大
增，因此多吃了半碗饭。”我会心一笑。

港岛食客颇多，蔡澜鼎鼎有名。蔡澜胜在乐活，荤素不
忌，饮食男女胡炖一锅。叶灵凤大抵是温雅隐士的风格，他以
藏书家著名，以爱书家自居，吃的虽是乡野清供，写出来则自
带文魅加持的良效。叶灵凤早年在上海时就藏书万卷，抗日烽
烟之中不幸散佚，后到广州，再居香港，一住就是 30 多年，
至 1975 年离开人世时，他又攒了几屋子的书，并留下百万言
的随笔文章。这个人，活在书里头，物质精神两相宜。饭香、
书香，孰能分清？

叶灵凤有很深的文学修养，精炼、讲究。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蚕豆食谱，姜之种种，有典故、有人事，徐徐道来，纷
纷而至。大概又经了香港文学的世俗化熏陶，他的后期文字亲
近平易，那一派优雅、敦厚，气定神闲的笔触，让我想起知
堂。“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
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
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他们灵犀相通，带着几分闲适
感和静观万物的睿智。

我最早读叶灵凤，是他的《读书随笔》。三联书店1988年
的版本，已经跟随我 20 年，除了书页泛黄，一切均好，甚
慰。犹记得，彼时我是穷学生，省俭了饭钱，买下一眼相中的
这本书，从序言了解到叶灵凤从前不受待见，我心里很诧异，
因我直觉这是个谦谦君子。如今我长了年纪，有了些见识，大
约明白，时代大潮嘈嘈扰扰，像叶灵凤这么一个生于 1905 年
的民国文人，怎能一心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真真不合时宜。
但时至今日，当初合了时宜的许多文章，如同大浪淘沙，早已
不知去处了，叶灵凤终究也摘了“帽子”，很多人渐渐发现，
原来他是那样耐读的啊。

过好小生活，大抵也是人心皆向往吧。

中国学者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
研究中心主任） 的新作 《超级中国》
日文版，由富士山出版社推出，12
月中旬在日本发行。

急速发展的中国，究竟会变成什
么样？作者认为，“中国将成长为成
熟、有责任、有魅力的超级大国”，
提倡不单单追求本国利益、不走霸权
主义、坚持和平的发展道路，帮助读
者了解将成为新兴大国的中国的现
在、过去和将来。

书中通过各种数据分析了中国发
展的轨迹，并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应
该达成的目标，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
作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对本书也
十分期待。

翻译本书的小森谷玲子女士，北
海道大学毕业，3年前开始在日中翻
译 学 院 中 文 日 译 高 级 班 深 造 。 她
2016 年翻译的日文版 《中国确保实
现百年目标——“十三五”规划》受
到各界好评。

（南泉）

12月16日，《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首批城市分卷发布会在
京举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丛书顾问柳斌杰等
出席会议并讲话。

柳斌杰在致辞中表示，地理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国家的空
间，承载着丰富的文明内涵。每一个店铺、每一条河流、每一个
人，都有其历史上的地理位置。中国有600多个城市，表现这些城
市，就能够呈现出中国文化在沃土上成长的大多数场景。年轻人
尤其需要加强国土意识、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今后的丛书
出版，要增强科学性、人文性和特色性，激活地理，反映我们历
史的丰富、人文的久远。

该丛书被列入“十三
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
它依托第一次全国地理
国情普查和数字城市、智
慧城市建设的大数据资
源，紧扣人文、地理两个
主题，由中国地图出版集
团组织实施，其中首批 7
个城市分卷——北京（门
头沟）、大庆、景德镇、铜
川、黔西南、广元、伊春正
式首发。计划分批次出
版 100 个 城 市 分 卷 。

（刘秋杉）

《超级中国》在日出版《超级中国》在日出版

小生活，亦佳妙
林 颐

《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丛书点亮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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