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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与弘扬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今年已 99岁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一
生痴迷中国诗词，为之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可
谓是最富诗情的女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
中，叶嘉莹一直致力于中华古典诗词的研究与
传承。她始终认为，学习中华古诗词，要赓续好
诗歌的吟诵传统，并以此为抓手，在一场场声情
并茂的吟诵里，深入领会每一首古典诗词的韵
致，进而在不断启悟参透中，深刻把握中华传统
文化的人文旨趣。《迦陵各体诗文吟诵全集》是

叶嘉莹最完整的一部吟诵合集，充分彰显出她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拳拳挚爱。

1924年出生于北京书香世家的叶嘉莹，童年
时代就与中华古典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祖
父和父亲的悉心调教下，她从《四书》入手，以《唐
诗三百诗》作为学习的重点，针对每一首脍炙人
口的唐诗，在理解背诵的基础上，力求逐字逐句
大声吟诵出来。之后，这种学习古诗词的好方法
和好习惯，她一直保持至今。

许多人认为，研习古典诗词，或借助口耳相
传，或通过字典等各类工具书，把握其字义和字
里字外的思想蕴涵，也就基本达到了治学的目
的。可叶嘉莹却有着新的理解，在她看来，古代
文人雅士在创作古诗词的时候，通常是边写边
吟，有时候，反复的吟诵不仅能强化写作者的思
想感情，而且，还能由此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在
一咏三叹中，提笔写下隽永深刻的绝句佳词。即
便后人在赏析中，不时以这种抑扬顿挫的吟诵方
式细细品味，也能借助音律、节奏上的变化，体会
和揣摩出作者的情感律动，最终在感同身受中，
较为准确地领会整首诗词的精深要义。

基于此，叶嘉莹极力主张恢复传统的吟诵
方式。在她看来，品鉴古诗词也好，传承古老
的诗学文化也罢，仅了解词赋的字面意思是远
远不够的，还要运用好吟诵者声音上的婉转起
合，用极富动感的音律之美，去感悟古诗词的
博大之美。秉持这一文学初心，叶嘉莹不但借
助写作《迦陵各体诗文吟诵全集》，阐释吟诵之
于古诗词的内在勾连，分析其对于传承中华文
化的独特价值。而且，还纲举目张精心讲解
320 篇经典诗文的内在意蓄，且每首诗文，都配
有她极富韵致的原声咏诵。读者只要扫一下
书页中的二维码，就能第一时间，穿越跌宕起

伏的声音甬道，感受古诗词的无穷魅力。而书
中遴选的仇英、陈洪绶、石涛等古代画家之传
世作品，更是在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里，呈现
出从视听到文字再到心灵的三重愉悦。

全书共分上、下两册，所选 320篇经典篇目，
涵盖中国古典诗、赋、词、曲、骈、散文等多种文
体。它们中既有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展
现汉魏六朝民歌为主的《乐府诗》，运用乐府旧曲
来补作新词的《拟乐府》。也收录了一些有代表
性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以及五言律诗、七言律
诗等众多名篇。虽然叶嘉莹的吟诵未必字正腔
圆，但她的这种有声演绎，却巧妙地利用中国汉
字的平仄变化，演绎出她对古典诗词的独到理
解。这种咏诵，既融入了叶嘉莹深沉缱绻的情感
共鸣，又汇入了她九十余载笑看风云的豁达大
度。从中，我们不仅能读出古诗词的遣词之妙，
感受它的藻饰之巧。而且，还能从叶嘉莹心意相
通的吟诵中，读出众多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心
灵追求和家国情怀……进而在亘古悠长的人文
探寻中，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宏阔之美。

被称为“古典文学”摆渡人的叶嘉莹，多年
来先后荣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中华
诗词终身成就奖、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多项殊
荣。面对众多的鲜花和掌声，她淡看名利，却
始终对古典文化的教育事业情有独钟。谈及
中国古典诗词，她深有感触地说：“咏诵是体会
中国各体古典文学意蕴之美的一个重要途
径。”言为心声，叶嘉莹以文字和声音作为媒
介，以其择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和执着，奋力叩
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厚重之门，也助力着我们
以新的方式和新的作为，为传承中华文化增添
了生动的注脚。

大兴安岭地区岩画作为欧亚北部森林狩
猎岩画的重要分布区与环太平洋岩画带上的
重要一环，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在林深叶茂
的兴安岭腹地，发现了近 60 处岩画地点，单体
岩画达4000余幅。2022年，由黑龙江省社会科
学院庄鸿雁研究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成果《大兴安岭岩画与环太平洋岩画带研究》
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
一部系统研究大兴安岭地区岩画的学术专著。

《大兴安岭岩画与环太平洋岩画带研究》
（以下简称《研究》）全书共计九章，三十万字。
第一章“绪论”从岩画的基本概念入手，并对大
兴安岭岩画的研究现状予以综述，并简要阐释
了其与环太平洋岩画带的联系。第二章对大
兴安岭岩画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及
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古气候与发达的细石器文
化进行了概括性论述。第三章是作者所积累
的文物普查和亲自调查，对分属内蒙古自治区
与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岩画点的基
本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著录。第四章从宏
观大视野着眼，对大兴安岭岩画的文化特征、
功能与系统归属进行了论述。第五章立足于
当代岩画科技研究的最新动态，对大兴安岭岩
画的年代进行了概述，并结合分子人类学、体
质人类学等研究成果，探究了岩画的作者和族
属。第六章致力于对各类形态的岩画图像进
行文化解读。第七章将大兴安岭岩画与中国
北方古今民族的宗教信仰相联系，探究了部分
岩画的精神文化意涵。第八章将大兴安岭岩
画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即黑龙江左岸及下游沿
岸的岩画进行了比较研究，梳理了二者之间千
丝万缕的复杂联系。第九章对大兴安岭岩画
与环太平洋岩画带，特别是与北美西海岸地区
岩画的关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并就人面
像岩画的传播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创见。

笔者拜阅之后，感到此书对大兴安岭岩画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资料收集与整理
上，全书以详实细致的岩画基础性数据，支撑
起了对大兴安岭地区岩画区域特征及其内在
意涵、关联族群文化互动的系统阐释和论证，
对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境内所有已知大
兴安岭岩画点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著
录，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材料。

其次，在学术理论建构与阐发上，《研究》
一书对人类起源领域、特别是有关中国东北及
俄罗斯远东地区人群起源、美洲原住先民与亚
洲蒙古人种的关系，岩画主题文化区系分布、
人面岩画的传播等深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
大学术理论问题予以了详实的学术史梳理，同
时对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玛雅文化连续
体”等学术观点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和回应，
反映了《研究》一书对重大且热点的学术理论
动态的良好把握。其三，在研究方法方面，《研
究》一书是我国学界首次运用萨满文化理论对
大兴安岭岩画进行系统研究，征引了丰富的古
代文献史料和现当代民族志中的相关内容。

笔者认为，在学术视野方面，《研究》一书
兼具了时间上的厚度与地域空间上的广度。
在时间上，《研究》广泛征引了关涉鲜卑、突厥、
蒙古、满等古今民族的史料文献。在地域空间
上，《研究》一书立足大兴安岭，放眼环太平洋
地区，对上述区域材料的梳理上用力颇深。

总之，《研究》一书不仅填补了欧亚东北部
和环太平洋岩画带岩画研究的空白，具有重大
的学术史意义，同时也为这一区域的历史学、
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宗教学、生态
伦理学等领域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图像材料和
解释学参考。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
原、民俗专家王尧编著的《俗世俗
民》是一本用散文笔法，纵论民
俗、节俗的文学读本。书中，辑录
了汪曾祺、林斤澜、黄永玉、莫言、
贾平凹、冯骥才、韩少功等著名作
家描摹民风习俗的作品，这些文
坛大咖们满怀着诚挚的情意，以
其风格各异的遣词，悉心勾勒着
人世间的温暖镜像。

《周礼》云：“俗者习也，上所
化曰风，下所习为俗。”中国是古
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文化历
史悠久而传统沿袭不断，孕育了
众多民族特有的民俗习惯，形成
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
人生的独特价值观。近年来，伴
随着假日经济的兴盛，相关的民
风习俗话题，不断成为大众热议
的焦点。这些民风习俗是传统文
化中的重要部分，有的沿袭了上
千年，却在濒临消失的边界努力；
有的在生生传承中又不断注入新
的时代内容，业已成为现代人生
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
何看待这些俗世中的纯朴民俗？
翻开《俗世俗民》，从中不难找到
答案。

传统的节庆民俗在汪曾祺的
眼里，是幸福祥和的。在其力作

《故乡的元宵》中，汪曾祺以素描
的方式，描摹了一桢桢温情浪漫
的过元宵节场景。在他的眼中，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没
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
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
有花担子、茶担子。很多地方兴

‘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
静静的。”之所以静，是因为在汪
曾祺的家乡，过元宵节通常以赏
灯为主，乡人们往往从正月十三
就开始上灯，而“正日子”是十五，
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七才落灯。
每到元宵佳节，一到夜幕降临，年

幼的汪曾祺就会跟随大人们一起
去观街上的走马灯。走马灯种类
繁多，有兔子灯、绣球灯、马灯、西
瓜灯、虾蟆灯、鱼灯等等……不一
而足，只看得人目不暇接。灯箱
上除画满了花鸟虫鱼的图案外，
还绘有《西游记》中众多神仙妖魔
等形象。此外，人们还会放孔明
灯、看围屏，围屏的镶绢上描绘的
都是《封神榜》《三国》里的众多人
物故事。汪曾祺以其温情的笔
墨，将故乡的民风节俗与传统文
化相勾连，描摹出俗世民俗中最
为恬淡、温润的一幕。

中国的民俗文化纷繁多元，不
仅体现在万家团圆的岁时节令
里，还彰显在民间日常生活的安
逸时光中。贾平凹的《弈人》，用
近乎白描的手法，刻画了吾国吾
民余暇下棋时的盎然场景，可谓
写活了社会各阶层嗜弈者的众生
群像。有意思的是，围棋和象棋
虽都被称为“国粹”，可后者的普
及度和受欢迎程度，显然更盛。
贾平凹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洞
悉城乡对弈的文化差异和内在表
现，把棋理与为人、处世，乃至体
育等方面联系到一起，精辟分析
了国民对弈时的文化心理，对这
一沿袭了千年的百姓娱习，予以
了妙趣横生的解读。他文中所提
到的“以棋会友、眼观全局，胸有
韬略”等字句，将看似简单的棋盘
相争与俗世民俗相提并论，并以
纹秤论道的释理方式，巧妙地上
升到修为、治国、理政的高度予以
阐发，进而揭示出中国人高蹈的
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从中，也
不难发现传统民俗中所蕴含的强
大正能量。

而在冯骥才看来，赓续千年的
民风习俗，除了以随乡入俗的方
式，代代相传之外，还更多蕴藏在
民间艺术的广袤天地间。从 2005
年开始，冯骥才有意识地走进田
野，他走山东、过山西、进湖南、入
河北，徜徉在十几个民俗文化大
省里，既做民间文化的普查和认
定，也做古村落的调查与保护。
在本书的《守望在田野》一文中，
冯骥才以非遗文化挖掘者与保护
者的身份，畅谈了对传统民风民
俗的理解。他认为，湖南隆回花
瑶少数民族丰收时跳的舞蹈，舞
姿蹁跹中，热切展现出了劳动人
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情。至于
河北武强旧城村的屋顶秘藏古画
版，以及山西后沟村的村民，用贴
对联、贴门神、打年糕、酿酒、扭秧
歌等多种庆贺方式，迎接二十四
节气的更迭，更是以古朴灵动之
美，让华夏民族的民风民俗，如沐
春风般地深慰着人们的心田，以
此激发起了人们对美丽家国的依
依眷恋之情。

悠悠民族风，暖暖中华情。合
上以文学为经、以文化为纬的《俗
世俗民》书卷，让我们跟随文坛大
咖们的指引，步入了一座精彩纷
呈的民俗百花园，在一睹尘世芳
容的同时，一并感受千年中国风
情的恒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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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魂》
梅钰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长篇小说《大河之魂》以作
为新时代新农民的“我”成立苹
果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新故事，反映一以
贯之的黄河精神、大河之魂。

《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作者在书中将中国建筑发
展历史分为上古、两汉、魏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清、清末及民国以后共七大时
期，涉及阶基、勾栏、斗拱、雕
饰、门窗等几乎囊括了中国历
史上所有的建筑类型。

《流年》
连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流年》由《再婚记》《寻亲
记》《成婚记》《求医记》《亲缘
记》五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合
成一部有关李老汉祖孙三代
的长篇。

《大台宫戏》（上下）
王和平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小说中的情节在充满着
老北京市井烟火气的背景中
展开，小说侧重描写了老北京
梨园行伶人生活中的故事和
百年老班金麟班几代人物的
命运。

深情吟诵中华文化之
读叶嘉莹《迦陵各体诗文吟诵全集》

□刘小兵

《迦陵各体诗文吟诵全

集》（全二册）/叶嘉莹/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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