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心存敬畏到“哭了一场”
我大概是11岁的时候就读过《红楼梦》，看的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排印版。当时我可能是年龄
太小的原因，没怎么看懂这部书。就记得里面男男
女女，整天说来笑去的，一群人在一个大宅子里生活
着，说话、吃饭、怄气、小心眼什么的。最后，那个人
人拿他当宝贝的贾宝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竟然
离家出走当了和尚，实在是不明就里。但老师和父
母都一口咬定，这是一本名著，跟《三国演义》《西游
记》《水浒传》齐名，是四大名著之一，必须要看，而
且看了还要说好。所以，我虽然没有怎么看懂，还是
不敢出声，对这部书心存敬畏。

在我10岁左右，当时给我带来阅读快乐的，还
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我也不怎么喜
欢。像《西游记》里面有个孙猴子，敢于大闹天宫，实
在令人向往。而我那个时候就是过于调皮，我妈老
是说我就像一个孙猴子。《三国演义》我最先看的是
48本一套的小人书，一本接一本地看，如饥似渴，不
知疲倦。然后读原著，懵懵懂懂看完了，心里也喜

欢。等到后来上了大学中
文系，20岁的时候我再读
一遍《红楼梦》，在武汉大
学的樱花大道下面的草坡
上被花树掩映的小亭子里，
我竟然哭了一场。这一次
是真的读懂《红楼梦》了。

后来，每隔十年，总是
要再读一遍《红楼梦》。过
了三十岁，认识了几位藏书
家朋友，开始购藏一些《金
瓶梅》和《红楼梦》的各种线
装影印和排印本、汇校本的
版本了，也互相交流藏书心

得。毕竟我是个小说家，在中国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
里，我后来最喜欢的，已经不是《西游记》和《三国演
义》了，而是《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积累了十多
年，收藏了不少这两部现实主义世情小说杰作的不同
版本，线装影印本、排印本、翻译本、图画本，等等。

对二书的版本研究
前些年，因距离《金瓶梅词话》正式刊行400周年

的2017年即将来临，我和藏书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研究专家张青松相约合写了一本《金瓶梅版本图鉴》，
本打算在2017年问世的。结果因为各种原因，这部书
到2018年秋季才得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等于是纪念了《金瓶梅》问世401年，也罢，也很好。

《金瓶梅版本图鉴》出版之后，短时间就加印了，
很受读者的喜欢，因为经过了十多年时间的购藏和
研究，我和张青松对《金瓶梅》在问世400年间的传
播，基本上是研究得比较清楚的。所以，这本书的信
息量很大。我们自己手里收藏的版本又比较全，写
起来没怎么费工夫。

2018年的11月份，张青松告诉我，他有个业余
的藏书家朋友，叫陈守志。这位陈守志先生和我们
俩一样，是个“红迷”，业余也在研究收藏《红楼梦》，
花了很多年收藏各种版本，并且写了一本《红楼梦版
本述略》。他看到我们出版了合著的《金瓶梅版本图
鉴》，很希望我能把自己藏的翻译版本的《红楼梦》这
部分图书的情况加写一章，补到他已经完成的这部
书稿里。因为对于《红楼梦》翻译版本的研究，我一
直在进行，且收藏了 20多种语言的近百种翻译本
了，有五百多册，装了满满一个柜子。张青松说，你
不能再藏于密室，而应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吧，那么，就让我贡献出这些《红楼梦》译本的
资料和信息，让喜欢《红楼梦》的广大“红迷”们更加
了解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的对外传播情况吧，也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

内心里的极大喜悦
于是，我就应陈守志先生的邀请，给他的这部书

稿加写一章关于《红楼梦》翻译版本的情况综述；又
请张青松到我家里，我们俩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
我的那些《红楼梦》翻译版一本本、一套套地拿出来，
逐一拍照。利用过年有几天放假时间，我就写完了
这一章的内容。

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让我收藏的《红楼梦》20
多种语言、近百种版本、几百册的书籍把我团团围
住，我完全被困书城，那种感觉很奇妙。这些书我几
乎都看不懂，但我又知道它们写的是什么。手里有
各种版本的实物，是我写这一章的兴趣所在。我一
遍遍翻阅这些译本，内心里涌现的是极大的喜悦。
同时，我也参阅了不少资料，尤其是西南交大外国语
学院的唐均先生的《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一文，在
关于《红楼梦》的译介方面的研究，他是做得非常好
的，甚至详细绘制了《红楼梦》翻译和传播的世界地
图，带给我们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翻译交流的全
景观图像。

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这两位明清小说家，一个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另外一个是没写完自己的
一本书，而且他们还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拿到，可都写
出了旷世名著，为什么？大家想想，写作的初心，文
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已经
用他们的行动回答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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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
出版社先后启动书评人大赛，重金悬赏优质书评，
书评人的春天到来了吗？

近些年来，书评创作群体的影响力似乎日益扩
大，2013年全国首个华文书评人联盟成立，但紧接

着首届华文领读者大奖书评人奖项却爆冷空
缺。行业中人反思，书评的阵地少，质量参差

不齐。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认为，“中
国书评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缺少建设
性的批评意见，缺少有分量的批评。”

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是否还需
要书评？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书评？书评
如何才能真正迎来春天？羊城晚报记者
专访了著名书评人维舟——

碎片化阅读时代□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众议 好书评的标准是什么？

后记

在《金瓶梅》《红楼梦》
研究中感悟文学初心

□邱华栋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开始书评
写作的？

维舟：2004年我开始写博客，
2006年陆续给各报刊供稿，近两年
投得比较多的是《三联生活周刊》
《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等，
一年大概写三十多篇，去年写了34
篇。

其实我原来一直有本职工作，
业余时间才会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写的文章里面有一半是书评。国
内我几乎没有听说有专职的书评
人，2013年到深圳参加首届华文书
评年会，评了十个中国年度书评
人，被这么一颁奖仿佛真的成了书
评人，本来都是玩票性质的。

写书评给我的阅读和写作带来
不小的影响，我逐渐学会如何跟作
者对话，在这个基础上输出自己的
观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思维
训练。

羊城晚报：是否有您不想接的
书评约稿？

维舟：一般来讲，媒体都挺尊
重我，不想写就不写，最不想接的
有一个，2007年刚开始写，没有经

验，有一家出版社问我可不可以给
他们的一本书写个书评，我说可以
读读看，接到书没多久对方就开始
催，问我读完没有，什么时候给他
们写，还强调他们赠书也比较难，
如果我不想写的话就不要随便要
书。当时我就很生气，直接说把这
本书快递回去，还给出版社。他们
的做法仿佛我是给他们写软文的
下家，我当时自己也有一种傲气，
因为我不是以写书评为生，而且有
感想才写。

羊城晚报：写书评赚钱吗？您
之前说做职业书评家是会饿死的。

维舟：写书评不足以养活自
己，我一年差不多写30多篇，算高
产的，一篇1500到2000元，一年也
就四五万元，职业书评人很难，就
算你能够写100篇，也没地方发，因
为有书评版的就那么几家媒体。

写书评肯定质量第一，如果你
写的东西没有什么质量，一个是自
己会写得很痛苦，第二个你写出来
的东西没有意义，写得不好无论是
读者还是媒体都不会理睬，没有质
量的书评连商业属性也没有了。

羊城晚报：如果给书评下一个
定义，您认为什么是书评？

维舟：书评的核心还是要“评”，
开头难免要讲一些关于书本身的主
要内容，比如这本书有哪些亮点哪
些不足，但是主体部分一半以上都
要有自己的评论，不然只是原书的
介绍，不能说是一个评论，达不到批
评的层面。但是书评也没有到文学
批评的程度，文学批评已经形成自
己的文学体系，有其独立性，有脱离
于文本的独立价值，不用依附于书
籍本身。比如苏珊?桑塔格、王德威
等人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具有价值
的原创思想作品，即便王德威文学
批评对象是晚清二流的小说，但他
的文学评论本身是一流的，人们也
会愿意去读。

但是书评不一样，如果这本书
不好或者我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那
我就不想看这篇书评，相对文学批
评而言，书评缺乏其独立价值。

羊城晚报：目前国内的书评有
哪些不足？

维舟：国外的书评很长，国内

书评5000字基本就到顶了，国外书
评的学术性也更强，这个跟媒体的
特性、读者群也有关系，书评在某
些层面来讲，跟具体的环境有关，
在欧美有一些商业性质比较强的
媒体，他们的书评更接近文学评论
或批评那一端，国内的书评更偏向
于媒体的宣传，很多类似于对一本
书的简介，商业属性更强一点，这
个背后就涉及知识共同体如何看
待自己的评论。

羊城晚报：存在部分书评作者
为出版社写“定制”书评的现象，这
些书评受到读者诟病，您如何看待
这个问题？

维舟：这个现象的确有，现在
仍然如此，具体是否有所改善，我
不大清楚。我个人感觉，“独立性”
不是凭空而来的，这需要各方的努
力：媒体方作为中立的平台，要允
许对同一本书有不同声音；书评人
应有基本的底线，至少清楚商业化
的结果是自损公信力；出版社和书
籍作者也不要一味只求好评，给书
评人一些独立的空间。

羊城晚报：现在书评还有人看
吗？

维舟：书评还是有人看的，正
是因为看书的人少了，才有看书评
的人，现在跟以前相比更需要书
评。但是论影响力的话，书评肯定
不如影评。首先书肯定比电影多
得多，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国内
一年平均出版新书近 40万种，电
影也就几百部，一本书有十篇书评
就很多了，单篇的书评对单个的书
影响更大。但是从传播力来讲，豆
瓣上一篇书评几千个人看就了不
起了，影评动辄上千个赞，几万人
看过也不稀奇。在我看来，书评的
影响力体现在对新人新书的挖掘

上。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当下书

评界呈现一个怎样的生态面貌？
维舟：书评界当下的面貌在我

看来不容乐观。很多年前我们就讨
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就说国内书评
的阵地很少，来来去去也就那几个
媒体。当然网上也有一些地方可以
发书评，豆瓣、简书，但总而言之书
评的阵地不多。此外写书评的人也
不多，学界中有些人会写，但相对这
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书评的阵地、从
业的人员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很
多人在很认真地写，但是很多评论
都比较浅，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信
息，很难写出很好的书评。

羊城晚报：书评人要走出困
境，各方面还需要作出哪些努力？

维舟：国内文化领域有困境的
并不只是书评人，据我所知，艺术
评论、戏剧评论的处境甚至更不容
乐观，而从事翻译的困苦则更是讨
论多年。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企业
能投入一些钱做文化基金，推动这
些领域开辟多一些公共空间，最好
还能有一些业内对话的机会，会好
一些。但不管怎样，喜欢的人还是
会继续做，这个领域能不能好起
来，也急不得，最终这还是取决于
读者——读者有多需要书评，需要
什么样的书评，这可能才是最具决
定性的。

“点线面”展示各
特区地标景观

广东画院院长林蓝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画
《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
头、厦门经济特区》宽16米、高3
米，特邀粤港澳大湾区、深汕珠
厦经济特区国画名家与广东画
院全体国画家共同参与，其中包
括四位港澳地区美协主席，及四
位深汕珠厦经济特区美协主席。

记者了解到，该作以“点、线、
面”通构整体——以经济特区建
立40周年重大代表性建设成就
——港珠澳大桥为“线”贯穿全
幅，以深、珠、汕、厦四个经济特区

地图为元素横向延展成四大板块
作为“面”。深圳特区与珠海特区
居中，汕头特区、厦门特区分居左
右，并通过宏伟壮观的港珠澳大
桥与蔚蓝海洋背景串联在一起。

每一个经济特区的地图板块
均以该特区40年来的代表性成
就与经典人文景物拼贴组合成
形，以之为“点”，配以其城市规划
地图作底纹，虚实相间，寓意特区
成果在青蓝背景下如点点繁星，
交织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开拓出的一片璀璨星空。

宏大叙述与个性
表现良性结合

作品重点展示40年经济特

区建设中对于国家长远发展具
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的成就内
容。作为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
最闪亮的成果，深圳在作品中被
重点展现，如“南方明珠”盐田
港；“深圳改革打响第一炮”的前
海、蛇口自贸区；华为、腾讯等代
表性企业建筑大楼；深圳平安金
融中心、深圳会展中心等城市建
筑地标；深圳市改革开放博物
馆、深圳博物馆、关山月美术馆、
城市雕塑《开荒牛》、《深圳人的
一天》等文化艺术地标及经典；
海 洋 建 设 工 程 成 就“ 蓝 鲸 1
号”……

珠海经济特区板块则重点
选取了港珠澳大桥、横琴自贸
区、珠海大剧院、珠海海洋科学

馆与城市雕塑《珠海渔女》等城
市景观。汕头经济特区板块选
取汕头港、妈祖雕塑、北回归线
标志塔、海关钟楼等元素。厦
门经济特区板块选取“双子塔”
世贸海峡大厦、集美大学及南
薰楼、厦门大学及群贤楼、演武
大桥、鼓浪屿等厦门地标性景
观。

林蓝表示，广东画院的职责
在于出作品、出人才，历来大作
纷呈、名家辈出。本次主题创作
力求以堂皇大气的现代构成形
式，丰富细致的传统材料创作，
历史的真实性与主题创作的艺
术性，创新地完成经济特区 40
年宏大纪实叙述与个性艺术表
现的良性结合。

艺述 献礼深珠汕厦经济特区40周年

闽粤港澳画家共绘《南国的风》□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9月15日，广东画院
大型主题性集体创作《南
国的风——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在
广东美术馆展出，这是庆
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美术创作献礼项目。该
项目于5月27日开始启
动，经历文本搜集、图片
汇总、初稿拟就等过程，
其中正稿绘制用时 26
天，至日前送裱，合计用
时105天。

《南国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中国画）
尺寸：1600cm（宽）?300cm（高）
创作人员：
广东画院：林蓝、李东伟、黄国武、黄唯理、周正良、陈映欣、陈迹、杜宁、关坚
特邀艺术家：司徒乃钟（香港）、黎鹰（澳门）、林天行（香港）、李得之（澳门）、

陈湘波（深圳）、古锦其（珠海）、许自敬（汕头）、林涛（厦门）、刘明（广州）、杨星
（汕头）、林淼（深圳）、罗小颜（广州）、陈煜璧（汕头）

▼维舟，
本名沈茂华，
上海崇明人，
1999年 毕 业
于 厦 门 大 学
新闻传播系。

写书评养不活自己AA

力戒“定制”书评现象BB

好的书评要“借题发挥”DD

书评界能不能转好取决于读者CC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一个优
秀的书评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维舟：首先是视野开阔。书评
人跟作者不一样的是，书评可以把
一本书放到一个脉络中去看。比
如评论《红楼梦》，你可以把这本书
放到中国的小说史中，也可以跟日
本的《源氏物语》进行比较。通过
这种比较你才能看出《红楼梦》到
底什么地方特殊，为什么这本小说
有鲜明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特色，这
就是评论的眼光。你通过这种脉
络化的方式去判断一本书的价值，
这本书到底什么地方有共性，它为
什么好，只有基于这种开阔的视野
才能提供个人的判断，还能够和公
众对话。

其次就是加强专业性。读书
现在是一个分化的现象，上世纪八
十年代一本书出版大家都在读，变

成一种社会现象；最近十年读书市
场出现大量分化，大家读的书不一
样了，很少说哪一本书大家都读
过。这种细分和碎片化的读书时
代，对书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你必须更专业才能深入各个领域，
从而起到和公众对话的作用。

羊城晚报：书评的写作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

维舟：从书评本身来看，每本
书都不一样。有的书只需要一笔
带过，不需要详细介绍那么多，有
的书专注某个点即可，书评不是一
定要刻板地介绍书籍，而是要围绕
某个观点呈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和
创新的看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志伟
的书评集《借题发挥》很值得参
见。他的书评确如书名所言是在

“借题发挥”，借用书中某个点在历

史学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展开议论，
从学术范式、治学理念、问题意识
和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很多新
见解。其实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书
评了，而是他自己学术观点系统性
的阐发，我读了也非常受启发。

当下很多人写书评也会结合
热点，但是书评不一定要紧跟时
事，热点是柄双刃剑。这篇书评好
不好关键还是放几年后是否还有
人看，它有没有超乎时效性的价
值，对于我们的公众生活有何帮
助，别人看了以后有没有启发，是
否能增进对某个领
域的兴趣……这些
是评价一篇书评好
坏的重要尺度。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
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

关键在于本身的质量

不管是不是碎片化的阅读时
代，书评都是整个阅读体系里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体制非常灵
活，所以对读者的影响可能更大。
比如说豆瓣上有很多短小的书评，
我觉得很多就写得特别好。

无论是书评还是学院派的文学
批评，评价它们实际上只有一个标
准，就是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
地去理解一个作品、去理解一个作
家。判断其价值不在于体系或者
篇幅，而在于它本身的质量，好的
书评和好的学院派批评一样重要。

陈培浩（青年文学批评家）：
要有个性和学术视野

什么样的书评是好的书评涉及
书评的分类，我们最常见的有学术
性的书评，也有媒体性质的书评，
两者的标准不太一样。书评以书
为对象，属于文学评论中的一种，
聚焦对象在一本书上。书评的对
象不是一个作家或者某个文学思
潮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学，其切入点
较小，体量不宜太大。

媒体性质的书评首先要有个
性，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第二要
言之有物，不仅仅是对书内容的复
述，要有创造性的见解。学术性书
评对于学术性严谨性则会有更高
的要求，要求一个作者评价一本书
的时候有能力把这本书放到某个
学术谱系或脉络中进行，如果有这
样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写出来
的书评才有价值和指引性。

阿乙（作家）：
它不是一个寄生虫

一篇好的书评是要去了解作者
的思想背景，了解作者的习惯，了
解作者为什么这么写，不是说凭自
己的血气方刚，直接就开始写。如
果你血气方刚地去写，也没有问
题，但你要说你的真心话，不是为
了人情稿，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好的书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有出处、有来历，引用谁的话，或
者引用谁的观点，或提出这个观
点的时候受了谁的启发，我觉得
都要交代。我不认为书评是寄生
或者附着于文学上面的，它不是
一个寄生虫，书评本身就和诗歌、
散文、小说是一样的，是并列的一
个题材。

张经纬（书评人）：
应是经验的分享而非归纳总结

仅从我差不多十年书评人的经
验来说，好的书评大概有这样三条
标准。

一、对知识脉络的清晰把握。
一部作品不仅是一个灵感或是一
段独特经验的产物，而有着其背后
巨大的时代背景和知识脉络。一
篇优秀的书评，应该能帮助读者将
书中的经验，还原到其背后的信息
洪流中加以解读。

二、不黑不捧。很多时候书评
难以摆脱评论者与所评作品、作者
之间的羁绊。那么，做一个“对书
不对人”的“理客中”，就是对好书
评难能可贵的基本要求。

三、经验的分享，而非归纳段

意。好的书评不用面面俱到，而在
于通过书评人与作者之间共有的
经验上的联系，让阅读者获得一种
可以“共情”的心灵上的触动。

云也退（书评人）：
要与原书的作者形成对话

有价值的书评，无法确定它
的样子，但写者要与原书的作者
形成对话。对话可以涉及作者提
出的观点、描述的场景和画面、表
达的情感与冲动、写作灵感的来
源和写作时的状态，与一个更大
的写作传统（如果能够辨识的）的
连接及其在其中的位置。对话不
是单一的发问，而要能思考作者
可能的回答，也要发现作者提给
读者的问题，或是或显或隐的驳
诘。

超越时效性的价值
书评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