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2022年8月3日星期三首席编辑：林夏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柯少鸥悦读

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刘昕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中国最佳科幻作品》
姚海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选取中华工匠技
术史上扇子、磨、罗盘、鼓
风炉、耕犁、轮子、马镫、火
器、烟具、漆器等十大具有
代表性的事物，讲述它们
在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下
进行全球传播、交往与互
鉴的曲折历史，展示了中
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
重要贡献，让世界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了
解中华文明。

《匠心致远》
潘天波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
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
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
汉语国际传播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全球范
围内经济产业合作的同时，也
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
件和广阔平台。本书从国际汉
语教师这个角度，从教师素质、
人才培养、传播方式等方面来
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外
汉语传播策略。

本书从 2021 年度数百篇
科幻小说中选出 13 篇最优秀
的中短篇作品，打造权威而具
深度和广度的科幻作品年选，
呈现 2021 年整个科幻小说发
展的态势。所选篇目中，既有
对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
与反思，也有面向未来的探索
与想象，在科技与人性、技术
与温情等方面也作出了深入
的哲学思考。一本年选，尽揽
年度科幻奇境；一本年选，镌
刻中国科幻坚实足印。

《秦汉：帝国兴亡》
朱良 著
华夏出版社

秦汉是中国大一统王朝
的开端，为两千多年的封建
统治奠定了基础。本书依托
史实，用生动的笔触勾勒了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东汉黄
巾起义间的帝国兴衰史。皇
权内外的斗争，诡计与谋略
的博弈，不同民族文化的交
流与碰撞，交织出曲折的历
史轨迹和宏大的人文气象，
各色人物命运穿插其间，描
摹出一幅鲜活的秦汉历史全
景图。

或者因为是女性，所以，比较偏爱女性作家
的作品。早期的是张欣、池莉、王安忆，后期则读
孙频、文珍。这样并不好。但是，阅读真的是一
种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纠正。

身为女性，在阅读过程中，总是能够敏锐地
在字里行间捕捉到一抹欲言又止、欲盖弥彰的伤
痛和隐爱。故事里，不是不爱，只是被爱的那个
人不懂。故事之外，有人在别人的故事里，流淌
着自己的眼泪。在阅读向梅芳在2022年出版的

《向家湾》这部作品时，王安忆说过的一句话一再
浮现脑海——“写作是掏心掏肺的，一面是揭开
伤疤，一面又是救赎。”对于读者来说，同理。

这部作品早在向梅芳创作的“南洋客”三部
曲之前就开始酝酿，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今朝试
锋芒”。在这十年间，这部作品在她的脑海里无
数次翻腾、打磨、沉淀，写到最后，作者一定是着
了迷，入了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向梅芳或是孙
舒雅，或者是向敏之。而这，正是写作的最好状
态，把自己融进故事里，跟着角色把爱恨恩怨、悲
欢离合都一一经历。这是回忆，也是重生。而
我，也在这些角色中，看到了向梅芳的影子，看到
了她与世界的和解，看到了自我的救赎。

据向梅芳说，《向家湾》这个故事源自于有
一年，她回到湘西老家，与族中老人闲谈时，说
起了家族百年历史，她当时灵光一闪，一个庞大
的故事框架在她的脑海搭建而成。成为一个作
家，首先要学会寻找故事。无疑地，这是一个好
故事，以采访的形式开始，讲述一个农民家族五
代人的奋斗坎坷和人生传奇。从抗战到改革，
自乡村至城市，用数代人命运的承接起伏，以具
有历史纵深感的情节，呈现中国式家族百年兴
衰。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广，有一定的难度。
当然，这难不倒向梅芳，在她的笔下，有时代的
变迁，有真挚的爱情，有民族的大爱，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有绵延的情深意长，还有氛围浓烈的
乡土风情，以及一首又一首岁月久远、朗朗上口
的地方童谣，令不少读者爱不释手，一读再读。

莫 言 曾 经 评 论 过 王 安 忆 的《红 豆 生 南
国》——“仿佛在观察一匹织锦或丝绸，打开漫
长的画卷，上面图案一会儿是牡丹，一会儿是凤
凰，图案在变化，具体针法不变……千针万线，
一丝不苟，一条跳线都没有。”我在阅读《向家
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总是不由自主地
被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写实打动。“一楼的
大客厅足有七十平方米，进门是一道高大的棕
色屏风，墙壁上很有匠心地挂着字画。中间是
一个舞池，螺旋形的楼梯前面置放着宽大豪华
的七件套真皮沙发，自带整套茶具的茶几是日
常接待的地方。”……写服饰、写环境、写摆设，
不急不缓、娓娓道来，就像作者手持的是一支马
良神笔，一针一线，一枝一干、一淡一墨，像一幅
画一样，呈现眼前。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亲眼所
见，满满的真实感与真切感，足以窥见作者深厚
的文学功底与笔力，以及对文学的执着和耐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近日举行的“文艺创
作交流会暨《向家湾》研讨会”上，有不少读者
说到一个问题——作品中的人物众多，初读
者容易被其中繁杂的人物关系绕糊涂。甚至，
有认真的读者还因此画出了一幅《向家湾》主
要人物关系图，我一数，惊叹地发现人物竟多
达 26 人。对此，我也有同感，甚至生出了一个
小小的想法，狂妄之处，还望见谅：略去第一章
节不说，第二章节讲的是“老祖宗”孙朝秀与向
业春的爱情经历波折后，终修成正果，在接下
来的章节中，也就是第三个章节中，若是能以
向业春为一条主线，承接上一个章节的故事铺
开来讲。当然，在这个章节中，有一个“功课”
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把下一章节的人物巧妙
地安插其中，然后，到下一章节里，上一章节安
排的某个人物又成为了这个故事里的主角……
这样的话，整部作品就会呈现出一条环环相
扣的人物线，而故事情节也会更为紧凑。这
一点点遗憾，期待在向梅芳下一部作品中得
以圆满。

从女性角度读《向家湾》
■ 张燕

青色，可谓是 2022 开年流行色。央视虎年
春晚国风舞蹈《只此青绿》让国人见识到了青色
所展现出来的高级质感。

近日，“诗词中国”总策划包岩作品《青色极
简史》由现代出版社推出。

《青色极简史》是一本探索青色色彩文化的
书，讲述了中国青色的文化寓意演变发展历程，
分析了青色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提出了“青色是
解密中华传统文化的颜色密码，是中国文化的色
彩符号”的观点。

青色能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联系
吗？作者包岩认为，在中国，没有哪一种颜色比
青色的覆盖面更为广泛，文化寓意更为丰富、复
杂；没有哪一种颜色比青色的历史文化变迁更为
腾挪跌宕，了解中国的青色，是了解东方文明和

中国式审美的重要途径。
《青色极简史》从不同维度地解释为什么青

色是中国文化的底色或者说是背景色。
一是来自各种典籍文献的青色家族的成员

和命名，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二是带“青”
字词语的语义变迁所带来的对青色文化寓意的
影响是持续的、深远的；三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对青色文化寓意的浸润，这部分几乎已经成为青
色的色彩文化基因；四是从中国绘画等艺术创作
的演变，看青色的文化含义变迁；五是把先秦汉
魏南北朝、唐宋元明的中国古代诗词合集中的青
字使用情况做了一个数据统计，从而发现青色在
古代文学中的渗透无所不在；六是分析青色文化
寓意变迁的脉络及成因；最后是比较中国的青色
和欧洲的蓝色在文化寓意上的差异，从而发现青
色在中国文化当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含义。

青色历史悠久，中国的青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艺术与世俗应用极为广泛。中国的民间审美
趣味是围绕着福、禄、寿、喜这几个核心的。民俗
文化很重视红色、金色、翠绿等鲜艳的颜色，特别
喜欢五彩斑斓，追求吉祥、喜庆、平安。比如杨柳
青年画，就体现了这种民间审美趣味。这种审美
包含了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愿望。

但是青色很不一样。它在色谱中覆盖范围
很广，主体部分是属于冷色的物理属性，给人以
安静淡泊的心理感受，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
审美趣味。青色可以反映士阶层对高尚情怀的
向往、体现儒家的礼治秩序和君子的正心修身，
体现玄学家眼中的洒脱自然、空灵清透。它是超
越了俗世追求的。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赋予了
青色以更多含义，反过来，青色对中国人审美趣
味的影响也是精神浸入式的，它体现的是中国人
对精神世界更深层次的思考。 （吴波）

《青色极简史》
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颜色密码

《青色极简史》包岩 著 现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