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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座高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记忆、思想观念、精神品质与审美风尚，具有超越时空

的强大生命力。

戴伟华《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一书，是作者继《唐方镇

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

之后的又一新作，旨在探讨唐代文化生态与诗歌创作之间的

互动关系，从社会、地域、风俗等视角，努力呈现唐代开放包

容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元的文学图景。

该书究理探微，时见新义。比如王湾《次北固山下》是唐

诗名篇，其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更是千古传诵。唐

开元十一年，名相张说将此联书于办公之所。作者还原历史

语境，解读张说借诗句表达对“开元”愿景的向往，这种向往

本身也体现了人物的社会理想与改革气魄。将社会背景与

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本书的特色。

长安、江南均是唐代文化重镇，但二者又存在南北差异

和强弱消长的变化态势。作者抓住安史之乱后文化中心暂

时南移这一特殊节点，以浙东诗人群《状江南》唱和诗为研究

对象，阐释大历时期的格局变动、文人分布、区域文化圈形成

与文学变迁之间的联系，揭示出中唐时期“江南”诗意书写深

广的时代内涵与突出的文化价值。特别是作者通过敦煌文

献的辨析以及律历的考察，分析了敦煌《咏廿四气诗》的写作

时间，在学术方法上给人以启发。

作为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文化生态与唐代

诗歌》的资料工作也具有一定意义。这集中反映在两方面：

其一是“新材料”的开掘。“新材料”既指新出现的材料，也包

括已存在但未引起注意的材料。在学术研究中，对后者的开

掘更见功力。如刘禹锡、白居易《春深》唱和诗是反映中唐长

安风俗的重要史料，其中“戎装拜春设，左握宝刀斜”一句颇

难理解，影响文本释读。作者利用陕西昭陵博物馆长乐公主

墓壁画《仪卫图》，说明这是藩镇戎装佩刀参加仪式时，用左

手握刀以示谦慎的一种礼仪，以此对诗句进行有效释读。其

二是常见材料的运用。相比于“新材料”，从常见材料中发现

问题、发明新见的难度更大。李白入京供奉翰林在文学史上

有一些疑点。书中所据主要资料是学界最常见的材料，采取

的也是传统的文史结合研究方法，却能较大限度发掘当中隐

含的信息，对李白供奉翰林的原因给出有说服力的分析。这

种对材料的敏锐剖析，让人印象深刻。

可以发现，诗歌既是文化的文学载体，又以其独特方式

参与文化建构，影响着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文化生态

与文学的融通性研究，使我们可以较全面地认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

值，也能更好理解诗歌所承载与塑造的历史文化。

对当代学人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学术研究赋能文化建设，进一步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古典文学不仅记录着中华民族

走过的辉煌，也是开启光辉未来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这有待古典文学学者

以笃学求真、严谨细致、守正创新的研究工作，搭建起联通古今、汲古润今的

坚实桥梁。 据《人民日报》

时光飞逝，一年又过去了。这一年我们看到了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听到了奋进中国的时代声音，我们

坚信新的一年会更美好。《远望中国发展：十大领域的

战略分析》选择了经济、科技、教育等关乎未来现代化

发展的十个领域，从十个指向进行具体的前景分析。

春节将至，这是每个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民俗专家

用《春节简史：每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带你进一步了

解春节。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用粤菜来读懂岭南，读

懂中国，别具风味。俗话说：说话要说到点上。那什

么是说话的“点”呢？我们又该怎么说到“点”上？《说

到点上》提升对话能力，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远望中国发展——十大领域的战略分析》深入

现实、直面问题、展望未来、倾力求解，本书选择了科

技、乡村、区域、制造、教育等关乎未来现代化发展的

十个领域，并从十个指向进行具体的前景分析，探索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

立足当下，既研究过去增长，又洞察未来发展，多

角度展现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问题典型

现实，见解独到深刻，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当前的中

国以及把握趋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春节，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凝聚着中

国人最浓厚的情感、最质朴的愿望。

对于现代很多人来说，春节也许已经简化成一

段假期、几顿家宴，然而，春节的意义不仅如此。《春

节简史：每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通过田野调查和文

献考证，指出春节源头所在，介绍春节期间各地的种

种习俗、仪式、活动、物品等等。通过本书，我们会知

道春节不单单是除夕阖家团聚和大年初一的拜年活

动，而是从冬至、腊八、祭灶、除夕、直到破五、人日、

元宵节的整个庆祝过程，期间的每一个节点都关联

着中国人2000年来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

《粤菜记》是一部纪录片式的粤菜全景散文。写

佳肴美食，也写世相人心；追寻粤菜故事，也折射粤地文

化；写粤菜行业发展变迁，更包含烟火温情与人间冷

暖。全书描写菜式超过三百种，关注经典，也关注家常；

关注“大菜”，也关注小吃。不仅包括传统的广府菜、潮

州菜、客家菜，还包括新派粤菜。作品情感与内容兼备，

文学性和历史性并重，生动细腻，韵味悠长。

有些人口若悬河，却只是表面热闹，成不了事；有

些人虽然话少，却字字珠玑，句句在点，令人信服。所

以不管口才好不好，掌握了技巧，都可以提升沟通效

果，让个人的能量得到放大，让事情朝着自己的想法

推进，拥有更舒适的人际关系，实现职场进阶。

在《说到点上》这本书中，作者王专基于自己的

长期培训实践和成长经验，总结出由“利益三角”“内

容三角”“表达三角”构成的“会说三角”沟通模型，用

幽默轻松的语言，将复杂的问题进行结构分解，明确

沟通的本质逻辑，并在具体的实战场景当中，帮助读

者解决实际问题。 据《广州日报》

经典童话陪伴着一代代人成长。我们跟随一说

谎鼻子就会变长的木偶匹诺曹历险，学会诚实做人

的原则；跟着小姑娘多萝西和没有脑子的稻草人、没

有爱心的铁皮人以及胆小的狮子踏上成长之旅，懂

得勇敢与自信的珍贵；随着只有拇指大的小人儿尼

尔斯骑鹅离家，看遍瑞典气象万千的美丽山河……

《木偶奇遇记》《绿野仙踪》《骑鹅旅行记》这些童

话经典曾让多少灿烂的童心飞扬。读图时代、新媒

体时代来临，经典还能吸引孩子的目光吗？丛书“世

界儿童文学经典”把现代插画艺术融入经典，以新的

灵感让经典焕发新生，给读者焕然一新的体验。在

这套丛书中，每部经典都被当代插画艺术家以不同

的方式重新诠释，插画风格、封面与版式设计都独具

个性，比如《木偶奇遇记》是浓郁的拼贴画风格，《骑

鹅旅行记》有北欧马赛克艺术纹饰，《小鹿斑比》的复

古花纹以春夏秋冬为主题，《绿野仙踪》使用了金属

光泽油墨。

新的诠释让经典穿越了时间和潮流。丛书中文

版艺术总监、法国新派插画的领军人物本杰明·拉贡

布说：“我们选中的艺术家与各自创作的原作品灵魂

高度契合，充满个性、想象和真情。每一本书呈现的

都是一个独特的小宇宙，而它们在一起又汇成了璀

璨的星河，交相辉映，充满了现代感。”

经典作品是经受时光长河冲刷洗涤后留下来的

闪闪发光的珍品，有着自己的模样。常译常读，温故知

新，这就是经典的模样。正如评论家简平所说，经典作

品的翻译从来就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一方面是翻译家

自身的努力，希求每一次翻译都有超越，都有新意；另

一方面，翻译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每次新译都追求更

加具有当代性，更加符合新世代的文学审美。

比如《绿野仙踪》不仅有全新的翻译，还对原著

作了全新的演绎，用细腻的稻草人视角取代了“上

帝”视角，用法式的浪漫哲思取代了美式的直率，更

加关注人的自我寻找，关注内心的建设与成长。

《小鹿斑比》的译者陈壮鹰也说，这是一部世界

著名童话小说，借助动物世界隐喻人类社会，将生活

中的亲情、友情、爱情、欢乐、悲伤和危险通过一幕幕

场景、一个个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小朋友们面前，

让孩子们体会到爱、成长和独立的魅力。对于即将

迈入大千世界的孩子及其家长来说，这样一部童话

无疑起着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良好作用。如果隐

去《小鹿斑比》里的那些洋名儿，这个故事可以发生

在中国任何一座大森林里，从而引发无数孩子和家

长的共鸣。

经典是流动的，是一条永不干涸的不断流淌的

河流，流到每一个新世代依旧鲜活。毫无疑义，作为

书籍，经典作品在经年的流转传播中，装帧设计已做

过许多的尝试，但由于新科技导致阅读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化，面对电子媒介的异军突起，纸质出版必须

再闯出新路，尽最大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在印制上

追求视觉冲击所带来的推陈出新。

儿童文学作家郁雨君这样生动地打比方：“打开

这套书，就进入了一座具象动人的故事花园，脑海里

的那些模糊的跳跃的童话形象、梦幻绮丽的场景一

个个、一帧帧定格了。”她说，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坐

着躺着，甚至可以倒立着看，随手打开每一页，每个

童话都会呼吸、会生长，纯洁而多元，率真而深刻，就

这样被卷入万花筒般的旋涡里，穿行在奇异淋漓的

童话幻境里，跟着匹诺曹、尼尔斯一起没心没肺地快

活，亦真亦幻又天衣无缝。 据《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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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辛弃疾，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著名的豪放

派词人。但这个标签只能说是他的一个侧面，辛弃疾

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文武双全的奇才，素有“文能提笔安

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美誉。率五十骑敢死队奇袭

敌后捉拿叛徒是他孤勇坚毅的充分证明，创作《稼轩长

短句》数百首词篇挥洒深情是他文学才能的淋漓写

照。他毕生历经浮沉，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旷达豪迈

的赤子之心，尽在《辛弃疾新传》的记述之中。

《辛弃疾新传》让大家看到一个丰富的辛弃疾。

数百年来，他与苏东坡并称为“苏辛”，为豪放派词作

的两面大旗。但与生平资料浩如烟海的苏东坡相

比，辛弃疾生平事迹、著作背景方面的资料却比较匮

乏，以往辛弃疾传记对其一生事迹的挖掘和对其全

部作品的认知就尚显肤浅。《辛弃疾新传》里展现辛

弃疾的词作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豪放慷

慨，“屹然别立一宗”。虽然被归类为豪放派词人的

代表，但他的文学造诣并不止于豪放一派，在他的笔

下，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

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豪迈，也有“青山意气峥嵘，

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的细腻婉约。

《辛弃疾新传》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辛弃疾。《辛

弃疾新传》下笔之初，作者辛更儒便立志以足够的事

实、完整的理据作为支撑，希望充分反映历史的真实。

这本书淋漓尽致地书写了辛弃疾的非凡人生，驳斥别

有用心者诬陷辛弃疾的不实之词，还这位投笔从戎、文

武兼济的书生本来面目。比如，辛弃疾23岁时，率兵

马五十骑，深入敌境六百里，不惧敌人5万兵力之巨，

生擒叛徒张安国，一举震惊朝野。而他在湖南任职期

间，不过几年就训练出一支飞虎军，“非特弹压蛮猺，亦

足备御边境，北敌破知畏惮，号‘虎儿军’。”

《辛弃疾新传》让大家看到一个广阔的辛弃疾。

辛更儒先生曾师从邓广铭先生，数十年来从事辛弃

疾、宋金史和古典文献的研究，硕果累累。为写作此

书，他不仅参考了数百种诗词、笔记、方志等文献，深

入爬梳、坚实考证，还沿辛弃疾毕生的经行路线进行

了大量实地考察，遍访塞北、江南、上饶云洞、博山雨

岩等地。

在生平线索之外，本书特别注重词作线索。在

叙述生平事迹的同时对其内情进行评点，穿插辛弃

疾的经典作品细致鉴赏，去触摸辛弃疾的喜怒哀乐，

带领读者体悟辛弃疾的卓越才华、深邃思想和心路

历程，以窥宋史的幽深一角。本书过去曾以《辛弃疾

研究》的书名出版，此次再版，作者大力增订了近年

来挖掘到的辛弃疾及其后人生平的新史料，扩充叙

述了数十项此前不为人知的辛弃疾事迹，《辛弃疾新

传》之“新”尤见于此。

有人曾问叶嘉莹先生平生解读了这么多人的诗

词，最想和谁做朋友，答案是：辛弃疾。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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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新传》：提笔安天下，上马定乾坤

插画融入经典 穿行童话幻境 《历代名画记》

本书为一部研究梁启超与近现代中西

思想文化之关系的学术著作，全面梳理其一

生中学术思想的流变过程、研究进路，展现

了其丰富而深刻的学术探索和精神世界。

作者以梁启超为研究对象，对其阳明

学、墨子学、西方哲学、中国史学等方面的学

术研究作深入分析，并聚焦于其学术研究

对近代中国转型的影响，旨在以梁启超对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来呈现清

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过程。此外，

作者还阐释了梁启超如何以新的概念、新的

方法来解析各种议题，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

探索中国的独特性，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并

最后归结到“新民”“新国”与“铸造国魂”的

现实关怀。 据《海南日报》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
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十大领域探索发展路线图

更全面地了解春节文化

追寻粤菜故事与文化

教你实现职场进阶

唐代书画家兼鉴赏家张彦远所著的《历

代名画记》，是一部比较完备研究画史的论

著，具有贯通古今的绘画通史性质，同时也

阐发作者的观点和褒贬意见，具有史学家客

观公正的学术意识，被后世学者称为“画史

之有是书，犹之正史之有《史记》”。

纵观全书，《历代名画记》几乎涵盖了古

代绘画艺术在当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叙源

流、论技法、谈师承关系的渊源、书画收藏装

裱的知识、记录各地寺观壁画、著录历代的

珍图秘画等等，还有采用夹叙夹议的评论方

式介绍各时期画家的经历、风格及其作品，

既有引用前人评论，又融合个人独到的见

解，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更加丰富、立体的艺

术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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