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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正式上市的谢有顺新著《散

文中的心事》分为“散文的写法”“散文的神

态”“艺术实现的方式”“记忆书写的伦理”“散

文背后的人”“话语的精神基座”六章。

谢有顺认为，“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

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他把自己

当作散文的热心读者，又自觉地承担批评

家、理论家的角色，以点带面，以体探论，

探寻散文的理论内涵。他认为，笔墨是从

一个人的胸襟里来的。胸襟小，笔墨里的

气象就小；旨趣俗，文字里的味道也俗。

诗歌写作是这样，散文写作就更是如此

了。他认为，“今天的散文，境界一直上不

去，问题就出在人身上。人的胸襟窄小、旨

趣庸俗，再加上知识的负累、人格的伪装，

散文的精神命脉就断了。散文家是很容易

跟着潮流走的，但我总以为，散文家要把自

己的姿态尽可能地放低，不要被知识和史

料吓傻了，更不能落入流行话语之中，还

是要说自己熟悉的话、自己喜欢说的话。”

冬去春又回，最是读书好时光！过去一年，书如繁星，如何读一本好书，读一本怎样的书，各有经验。收藏周刊
特邀故宫博物院首席模搨官常保立，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朱万章，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
玲玲，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人民美术出版社期刊采编中心副主任谭国亮等专家学者分享阅读心得。

故宫博物院首席模搨官常保立：
循文见质方显根本

新出来的书我看得不

多，如果要推，我还是推巫

鸿。他的书近年出了不

少。巫鸿名气实在大，李

可染儿子李庚说，能左右

当代中国美术史的也就七

八个人，巫鸿是影响最大

的。巫鸿行文考证屏风、

武祠墓室，用了不少专业

术语或英文，但仔细看，会

发现他的措词中，带有中

古士人著书时，说事中带

有道理的特性。

巫鸿骨子里是一个非

常谦和的人，优秀的学者

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讲，

蹩脚的教授是把简单的问

题复杂弄。有一次，巫鸿

在网上做汉代博山炉的讲

座。足有一百多万人线上

听，时有弹幕，众听者无限

崇拜的阿臾盲目状态远胜

过关注其讲座内容实质，

提问的也多是为学术而学

术的拽文字句，为“一句博

山炉”查了三天三夜的《水

经注》，当场说出中原很多

座名山的注录名称，质问

巫鸿为何不具体，巫鸿笑

着回答，“我说的山是香炉

冒出烟后的山，是云山雾

罩的山。”一句话几个字就

把李零给否了。李零把巫

鸿简约的文学性叙述，当

成必须考证大干一番才显

身手，好像只有这样，才能

配得上学术二字了，巫李

二人学术，高下立见。

巫 鸿 在 另 一 次 讲 座

中，提到当下普遍过度解

释古文现象时却说怎样才

能避免在最接近问题实质

之前打住，这样的学术才

有价值，才有著书的必要，

换句话说，就是才能引后

人往深了弄，好接着往前

走，巫鸿说推动历史很难，

越来越难，能往前推几公

分就了不得了，巫鸿和我

谈到中央美术学院造型教

学笑着说，有学生画人体

形体太过准确，可能当医

学挂图更合适，而他自己

画小女两岁时的一帧小幅

油画，也就最小号日记本

那么大，甚是传神，可当特

别近看时，零距离看，什么

也没有，完全变成一片模

糊了，这和沈括在《梦溪笔

谈》中论说高层次的山水

如出一辙，所以，当不跟风

时，不看表述如何，循文见

质能找到根本，就看进去

了，有了独立思考，就会有

自己的见解，这才叫读书，

这也是我对当下青年学生

要说的。

《民国书坛点将录》是第一本全面介绍

民国书坛重要书法家的专著，尤其是以北京

地区的书法家为主，但也涵盖了康有为、梁

启超、王秋湄、叶恭绰、商衍鎏、容庚等曾在

北京生活过的广东书法家。它里面披露了

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还有对于北京书坛的梳

理、对书法史的补充和完善，都起到一个非

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本轻学术的专著，既不算纯学

术，也不是通俗读物，而是把学术问题深

入浅出地讲述出来，所以出版之后引起了

很大的关注。

从这本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角

度就是，民国书坛的很多书法家，并不是

专门的书法家，而是要么是政要，要么是

学者，要么是文学家或者画家，基本上没

有现在所说的专业书法家，某种角度也说

明，他们都比较多才多艺。现在通过书坛

作为切口，回过头看上世纪初的那个时

代，确实是人才辈出。

《广州博物馆藏近代名人手札精选》共收

录广州博物馆藏近代名人书信手札255通，涉

及近代名人 51人，皆为近代中国社会各界名

流，内容包括书信、便笺、文稿、诗稿、联语、批

语及奏稿等，大部分未公开发表，涉及中国近

代史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交往细节，具有丰

富而珍贵的史料价值、书法艺术价值。

第一卷为王国维、罗振玉致容庚书信集，共

27通，见证了上世纪20年代王、罗、容在京的交

往与学术交流，民国廿四年由容庚先生珍藏并

装裱成册，题名《王静庵罗叔言先生尺牍》。

第二卷集中收录梁鼎芬文稿，由顺德邓

华熙家族珍存多年后捐赠广州博物馆收藏。

作为晚清重臣，梁鼎芬生平往事尽是中国近

代社会的万象缩影，如《粤汉铁路章程草拟

稿》是近代中国路权运动的珍贵史

料，可见梁对于粤汉铁路事件中各方

权益的个人倾向。

第三卷辑录清末民初粤省内外人

士吴道镕、赖际昌、江孔殷、黎湛枝、区

大典、区大原等致溥仪帝师温肃的往

来信札。第四卷集中收录康有为、潘

飞声、黄诰与友人的来往书信。第五

卷辑录其他近代名人的书信手札，如

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

林则徐，晚清粤中学者朱次琦，岭南画派重

要代表人物居廉，岭南著名诗词大家黄节、

陈洵，清末民初书法家文章家朱汝珍等。

第六卷辑录馆藏近代名人诗词楹联稿，所

录信笺均不曾见诸作者本人的诗文集或其

他诗文之中，有文献补遗价值。

该书辑录近代众多文化名人、高官政

要的书信手札，真实记录了百年前中国时

事政论、学术交游、艺海探究，尺牍纸短，

内涵厚重，值得细读。

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编辑

出版的一套大型连环画套书，分为“三红

一创”“青山保林”《暴风骤雨》《英雄儿女》

四辑和《岳飞传》特辑。全书共 70 册，收

录了《红日》《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

延安》《林海雪原》等根据红色经典小说编

创的优秀连环画。它以生动的故事、艺术

的笔触、新颖的设计全面细致地展现了一

幅幅波澜壮阔的红色画卷，书写了一段段

气壮山河的动人故事，既是对经典的致

敬，也是对读者的激励。同时，本套图书

以连环画的形式展现文学经典名著，雅俗

共赏、图文并茂，生动展现了其中蕴含的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民族团

结精神。《火热的年代 火红的青春》入选

中央宣传部“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走进火热的年代，绽放火红的青

春。让我们重温经典，继承先辈们优良革

命传统，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朱万章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玲玲

《广州博物馆藏
近代名人手札精选》
尺牍纸短，内涵厚重

●人民美术出版社期刊采编中心副主任谭国亮

《火热的年代 火红的青春》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

会读散文，才能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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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书坛点将录》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民国书法家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