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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与弘扬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细腻婉转的唱腔，情深意切的唱词，深得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昆曲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它产生的那天起，
就不但愉悦着人们的心灵，还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媒
介，承载着一代代国人对美的追求与思考。由戏曲专家
叶朗、顾春芳编定的《昆曲之美》，集结了国内众多昆曲
名家的相关论述，详述了昆曲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词
曲与唱段间的深厚意蕴，艺术化地呈现出昆曲雅俗共赏
的清丽之美。

昆曲最早产生于 14 世纪的元末明初时期，彼时，
昆山腔已经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在苏州昆山一
带盛行了。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人文底
蕴。后经魏良辅改革，昆曲成了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
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我国戏曲种类繁多，缘何独有
昆曲能成为“百戏之祖”？全书认为,昆曲艺术是一种
成熟完美的综合性艺术，它的遗产价值体现在极其广
泛的文化领域。首先，在文学界，昆曲的许多剧本，如
宋元南戏《荆钗记》《白兔记》、元杂剧《单刀会》《风云
会》、明清传奇《牡丹亭》《长生殿》，都是中国文学史中
的不朽之作。在表演体系中，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
步，也是其他所有剧种学习的对象。至于昆曲的唱腔，
更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
如川剧、京剧等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昆曲艺术在
2001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是我国首批入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昆曲界、戏曲界自身，而成为
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在书中，作者指出，昆曲是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一
门综合性戏剧艺术。它无论是在遣词造句方面，还是
在音律使用方面，都较好地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
的文学传统，堪称文学与戏曲的完美融合。在几个世
纪的发展演进中，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昆曲，也因此
造就出一大批戏剧家，其中梁辰鱼、汤显祖、洪昇、孔
尚任、李玉、李渔都是中国戏曲和文学史上的杰出代
表。值得一提的是，发轫之初的昆曲，昆山腔仅仅只
是南曲声腔中的一个流派，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海
盐腔。但经过一代宗师魏良辅和“吴中四才子”唐
寅、祝允明、文徵明等文人学士的共同努力，昆山腔

最终取代了海盐腔，一举奠定了在昆曲中的主流地
位。

清丽柔和、动听婉转的昆曲，有着恒久的艺术魅
力。主要表现在：腔调和语音的运用上，形成了一种浑
然天成的音律美。在此基础上，又经过魏良辅潜心多年
的创新求变，由此在音乐的表现力方面，拓展了曲调的
适用性。魏良辅为了增强昆曲的视听效果、进而提高整
个戏曲的观赏性，除了在词、曲、牌的运用上，追求精致
的美学效应外，还对传统器乐的使用进行了大胆变革，
不断完善了伴奏场面和乐队编制，终使昆曲这门高雅的
艺术品类，能从当初的曲高和寡，一跃为大众为之痴迷
的“国之重乐”。

全书对昆曲知识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告诉我们，昆
曲首先是一种戏曲声腔，是音乐化的语言艺术，这是昆
曲艺术的本质特征，也是昆曲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根本特
征。作者接着从“昆山腔的起源”、“魏良辅对昆山腔的
改造”、“昆曲演唱”、“经典戏文分析”、“昆曲传奇的人文
之美”等多方面，描绘了昆曲的美感特性，详细介绍了昆
曲演出历史、昆曲与晚明文化，分享了一些品判昆曲艺
术的鉴赏技巧，全方位地为读者普及了昆曲知识。此
外，书中还收录了 38幅昆曲剧目版画与影印本黑白插
图，以及 13幅精美彩插，于图文并茂中，带领读者穿越
到盛大的音乐殿堂，在书页飞扬间，去感受昆曲那余音
绕梁的旷世之美。

缱绻清音惹人醉，梨园佳话传至今。掩上书卷，不
由沉思：从昆曲的演进之路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个道理，
只要我们作好创造性转化、创性发展这篇大文章，就一
定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书写出中国
戏曲灿烂的篇章。

缱绻清音惹人
读《昆曲之美》

□钟芳

《昆曲之美》/叶朗 顾春芳
编/译林出版社/2023年5月

以湖南一代国术大师刘杞荣为人物原型的长篇
小说《国术》是湖南作家何顿酝酿 20 余年的沉思之
作。《国术》大开大阖，以现实主义为写作手法，用文
学的维度复现了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风貌。通过讲
述刘杞荣的传奇一生及其在时代洪流中的苦厄和奋
斗，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武术立传，勾连出了一幅
中国社会从近代到当代80年间的时代巨变图。完全
可以这样说，何顿的《国术》既是一部书写刘杞荣起
伏命运的小人物史，也是一部真实还原历史现场的
抗战史。

《国术》的主人公刘杞荣 1920 年出生在湖南沅
江，从小便体弱多病，直到8岁都不会走路。于是，为
了强身健体，刘杞荣在 8岁那年便走出家门，拜师学
武。刘杞荣在长期习武的时间里，始终都是刻苦勤
奋，只为不辜负母亲和表弟的期待。在武艺渐长后，
刘杞荣就和表弟来到了长沙讨生活。在数十年的岁
月里，刘杞荣每天都是以传承尚武精神和中国武术
为己任，最终凭借着他的体魄、毅力和精神成为了一
代国术大师。

抗战时期，当看到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刘杞荣
心中的尚武精神不允许他坐视不管，于是，他便积极
投身抗战，组织了一队抗日游击队，后又远赴安徽担
任武术教官，为抗日进一步献力。抗战结束后，他便
自创武术门派，除暴安良，弘扬中华国术和尚武精
神。

何顿是湖南的本土作家，他总喜欢在小说中融
入一些专属于湖南的文学元素，因此，他的小说往往
都是一些地域文化色彩浓重作品。在何顿以往的小
说创作中，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出地道的湘楚风情。
新作《国术》也不例外，延续了何顿以往运用“湖南方
言”和“湖南市井”的创作传统，将湖南方言作为叙事

语言，再现了老长沙的日常生活场景，让人读起来有
一种静水深流之感。

虽然《国术》的故事是由咯、呷、冇、何解、么子等
湖南方言讲述的，但读起来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读《国术》这种方言语言的小说，不仅不会觉得晦涩
难懂，反而还能从小说里读出些许乡土的韵味。在

《国术》中，我们能看到刘杞荣波澜壮阔的一生，能看
到中国抗战的艰辛历程，也能看到长沙味浓郁的老
长沙生活。如闲时在茶馆喝茶听戏、站在机帆船上
眺望湘江、品尝臭豆腐和糖油粑粑等等。这些味道
十足的元素是老长沙生活中的日常，同样也是老长
沙的芸芸众生。

读罢《国术》，感慨万千。《国术》一书，广阔而又
深刻，厚重而又真实。我们从中既可以读到国术大
师刘杞荣不平凡的一生，也能读到中华民族在抗战
历史上的坚强不屈。

国
术
之
中
有
大
义

读
长
篇
小
说
《
国
术
》

□

郭
忠
实

《
荔
枝
依
旧
年

年
红
》\

肖
复
兴\

北

京
联
合
出
版
公
司\

20 23

年4

月

《
国
术
》\

何
顿\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2 02 3

年2

月

《从梭磨河出发》
阿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从梭磨河出发》是茅盾文
学奖得主阿来的诗歌集。这些
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
叙事展现了辽阔寂静的高原生
活，抒发了阿来对祖祖辈辈世
代生活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
畏与热爱。

《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
们的纺织考古之路》

王亚蓉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7月

本书梳理了从东周、战
国、汉、唐、宋到元、明，3000多
年中国纺织品文物的演化发
展历程。配有300多张珍贵图
片，体现了中国纺织品千年传
承不断的辉煌成就和灿烂的
服饰文化。

《窑变》
李清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6月

《窑变》以时间为线索，以
钧州翟家五代人对钧窑的痴
迷为主线，讲述钧瓷的历史传
承和现代变化，同时更试图讲
述中国近现代史中人物命运
的变迁。

《幽暗》
韩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幽暗》是韩东重返中短
篇小说写作后的首部回归力
作。七篇小说保持了韩东一
贯的写作风格，冷峻、严谨、入
木三分的故事技巧与惊人的
洞察力。每个人都可以在《幽
暗》的故事中，找到一部分闪
亮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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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凌宇先生撰写的《沈从文传》，百感交集。2022年适逢
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同年10月出版发行了《沈从文传》典藏本，极具深
意和收藏价值。细读这本传记，行文非常小说化，譬如写到沈从文创作

《边城》或《长河》的诸多细节时，索性大段引用小说原文，并结合凌宇本人
的小说化叙述，达到浑然天成的契合效果，实为难得。

沈从文先生于 1988年去世，享年 86岁。彼时，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用
晋人小楷写道：“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寥寥四语，精炼
而深情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

凌宇的这本《沈从文传》是关于沈从文的第一本传记，集学术性和文学性
于一体，堪称上乘之作。

全书可归纳为四部分来读。从“写在断墙残碉上的历史”到“卖马草出身的
将军和他的后裔”，可视为第一部分。详实而客观地介绍剖析湘西的历史与过
往，以及沈岳焕（沈从文儿时的姓名）的家族故事和童年经历。这样考据充分地
介绍湘西，对于其后我们理解沈从文的大量文学作品，具有基石作用。

从“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到“权衡与抉择”，凌宇用12章内容详述沈从文从
私塾到小学又在15岁去当兵的行伍生涯，可当第二部分。从学习《幼学琼林》，而
后《孟子》《论语》《诗经》等，到他阅读《史记》，又到行伍期间读了狄更斯的《贼史》

《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潜移默化开启着沈从文的文学梦。与
此同时，在行伍军旅中，他愈来愈深刻认识到那些杀人或被杀的荒唐和愚蠢。年
纪轻轻，沈从文便时常面对生死无常。譬如他在保靖当兵时，好友刘云亭被处
决，以及文颐真、沈万林、陆皘等人在灾难中的猝然死亡，都深深刺激着沈从文，
也使他暗下决心：尽快离开行伍，今生远离政治。

第三部分，从“学路茫茫”到“灵魂的迷乱”，凌宇用 22章内容叙说沈从文离
开湘西远赴北京并开启文学之路的历程。一个来自偏陬之地的“乡巴佬”，从燕
京大学的旁听生，从“窄而霉小斋”，从 1922年岁末，直到近 30年后蜚声中国文
坛，成为西南联大教授，是何等传奇与不易。期间，沈从文得到过郁达夫的帮
助，得到过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赏识。自成大家后，沈从文不仅与老舍、巴金、萧
乾、郑振铎、丁玲、金岳霖、闻一多等名家成为挚友，还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他
们。从1924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的北漂生涯
经历过无数饥饿、艰辛和绝望。期间，《福生》《在私塾》《船上》《我的小学教
育》《老魏的梦》等早期作品，都颇为写实，湘西独有的神奇民俗以及传奇故
事成就着青年沈从文。

1934年返回湘西凤凰探望病危的老母后，沈从文写下小说《边城》，意
味着他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时
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沈从文精心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和自
主自为的三种基本生命形态。直到后来的《长河》《龙朱》《神巫之爱》

《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作为一个系列，大多以苗族或南方少数民
族的生活习俗为依据，达到乡土文学的最高峰。再到《柏子》《萧萧》

《贵生》《虎雏》等，奠定了沈从文的文坛地位。
从“生命的复苏”开始，到“在大洋的彼岸”结束，凌宇用11章

内容，介绍了沈从文后三十年的博物馆工作经历以及一些文物
考证详情。

沈从文用三十年精力，成就了下半生的专著《中国古代
服饰研究》。同时也相继出版了《唐宋铜镜》《战国漆器》

《中国丝绸图案》等专著。从蜚声文坛，到戛然而止，
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再到潜心研究，完成考证专
著，沈从文不凡的一生，却尽在他消失般低调沉
静的生活里。《沈从文传》，以小说方式传递给
我们一本人物传记，值得一读。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读《沈从文传》
□李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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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好时节
读《荔枝依旧年年红》

□胡胜盼

《荔枝依旧年年红》收录肖复兴56篇经典之作，囊
括亲情、友情、爱情、美食、旅行、哲思六大主题。文章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写到2021年，感怀故人亲友、描摹
人间烟火、书写生命智慧。别为过去遗憾，无需烦恼未
来，生活就在当下。闲逛赏花，翻书饮茶，三餐四季，各
有各的乐趣。即便是庸常琐碎的日子，也可以过出属
于自己的优雅来。

散文集沿袭肖复兴一贯的行文风格，从各种细节
中体会人世间的情感，不去刻意拔高主题，语言平实
自然、通俗敦厚、余韵悠长。肖复兴写生活，又分析
生活，认识生活。他以全部的热情观察、体验、捕
捉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又满腔热情地表现、描绘我
们脚下的大地、共有的蓝天。在《佛手之香》这篇
中，作家似乎能从“佛手”中嗅出丝丝禅意：“它却
还像当初一样，依旧香如故。但看看它的皮，从
青绿到鹅黄到柠檬黄到芥末黄到土黄，到如今
黄中带黑的斑斑点点了，而且已经发干发皱，
萎缩了，像是瘦筋筋的，只剩下了皮包骨。想
想刚买回它时那丰满妖娆的样子，但让我感到
的却不是美人迟暮的感觉，而是和日子一起变
老的沧桑。”

肖复兴爱自己的亲人，那份纯净而深沉的
爱穿越时空，又深深温暖着读者的心房。《荔
枝》以“荔枝”作为线索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
令人动容。“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
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甲盖划破荔
枝皮，小心翼翼地剥开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
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

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本以为能让去
世前的母亲吃上自己买的荔枝，是对母亲

善良忠厚一生的回报，没想到母亲
根本没有舍得吃，而是给了

孙儿。荔枝依旧会

年年红，但是母亲已经不再。《清明忆父》回忆的
是父亲的一份教导。“我”偷钱去买新书受到父亲责
罚，但父亲还是把“我”还回去的书又买了回来。在

《姐姐》里，远在包头的姐姐就像那根永远扯不断的线，
牵挂着两个弟弟，她缝制的坎肩，寄回的钱，还有寄回的
自行车，都是对这个家永远割舍不断的爱。

有人说，肖复兴是最会写“人间小确幸”的作家。“皮
薄核小，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肉蒙着一层细细的
水珠，仿佛跑了多远的路，累得张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小
脸。是啊，它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
逢。”“童年的友谊，虽然天真幼稚，却也最牢靠，如同老红木
椅子，年头再老，也那么结实，耐磨耐碰，漆色总还是那么鲜
亮如昨，而且，有了岁月打磨过的厚重包浆，看着亮眼，摸着
光滑，使着牢靠。”肖复兴的文字是有一种魔力的，虽然没
有华丽的辞藻，但入情入心，仿佛每一个字都被亲和力所
浸润过。书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作
家还写到了众多老师对自己的影响，《花荫凉儿》写到了
自己在中学时受到高老师帮助的经历。肖复兴把一个
质朴而又真诚的道理传递给了喜欢他的读者，尤其是
小读者们：只有懂得对生活的感恩和敬畏，才能发掘
出生活中的真、善、美。

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