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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本书由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为父亲编著，共分两

卷，上卷《父亲与民国》，下卷《台湾岁月》。全书以白崇禧戎马

生涯为主线，记录从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的军政活动，澄清

白崇禧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分分合合的历史事件，以及1949

年后在台湾17年的交游、信仰、弈棋、狩猎等暮年活动，展现白

崇禧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生活点滴。书中精选珍贵照片500

余幅，记录诸多历史时刻，其中白崇禧北伐时期领兵攻入北京

等一组影像弥足珍贵。

（白先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普京政治》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就像俄罗斯套娃，层层叠

叠，扑朔迷离。本书试图剥茧抽丝，解读俄罗斯现代政治谜

团。作者从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关键人物的分

析介绍开始，为我们讲述苏联解体的内幕：戈尔巴乔夫为什么

选择改革？他与叶利钦的关系为什么恶化？然而，最终的核心

人物是普京，他是如何进入权力核心并被叶利钦任命为总理

的？当普京进入高层后，他是如何处理车臣危机的，又是如何

驱逐经济寡头的？二十年的俄罗斯民主历程，代价几何？俄罗

斯的未来将会怎样？且看本书一一为你解读。

（李鸿谷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

《属国与自主之间》

本书是关注近代东亚历史状态的一本专著。作者立足于

对立的东西世界秩序，将叙述时期限定为 19 世纪中叶至甲午

战争，以清朝与朝鲜宗属关系为主轴，凸现当时东亚的焦点问

题，并将其放入多国间交涉的背景当中，捕捉近代东亚构造的

变迁过程。

（［日］冈本隆司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出版）

《民国古琴随笔集》

自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在中国推广至今，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与艺术观念日益向西方倾斜，传统的民族音乐也经历着被弱

化、迎接挑战和建立起符合本民族艺术特征的蜕变，古琴便是

其中一例。本书收录民国时期以白话文写成的、非学术性的散

文随笔，包括陈西滢的《听琴》、李济的《谈古琴的运命》、辛丰年

的《古琴》、李恩绩的《郑琴师的妙奏》、周作人的《国乐的经验》

等，记述人事，论说琴乐。由于散落各处，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未

为古琴爱好者及研究者所知。小集子以陈西滢文章始，以知堂

文章终，其间的曲折山水、幽明襟抱，令人感慨遥深。

（严晓星 编 海豚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重塑真善美》

本书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家、心理学大师霍华德·加德纳

2011年的最新力作。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等人的倡导开始，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持续了2000多年。

近年来，现代社会及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真、

善、美”观念的广泛质疑。在这个真与假难以辨识、美与丑模糊

不清的社会中，人类的终极美德追求将何去何从呢？在本书

中，加德纳首先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出发，

探讨当今人类社会在“真、善、美”观念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及

由此产生的困惑，然后提出了自己定义的当代“真、善、美”的新

概念，以及解决目前存在的有关困惑和问题的方法。

（［美］霍华德·加德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本书是“王安忆·非虚构”系列的第一本，该系列将收录王

安忆除小说以外的所有作品，共收录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你要做什么呢？”》、《我为什么写作》等53篇散文佳作。系列

的每一辑都有一个有趣的主题，分别从作者的童年经验、成长

经历和寻根家族史等方面展示出一个读者从未见过的王安忆，

并从女性角度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对社会及生活本质进行了探

讨，美丽隽永，况味悠长。

（王安忆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晚

清 名 臣，在 当 时 政 坛 举 足 轻 重。

他们常年驰驱戎马，去家万里，辗

转于全国各地，与家人聚少离多，

遥寄家书成为他们教诲子女的首

选。而这一封封表达真情实感的

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风气和他们教育子弟的观念。

“今日戏场，明日酒馆，
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
是为下流种子。”

晚清时期，吸食鸦片竟成为

腐朽的上流社会一种流行的休闲

方式，“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

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

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

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鸦片含

有毒素，一旦吸食上瘾，身体就会

衰弱下去，精神萎靡，而且不易戒

绝，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同时，赌博之风也日益严重，

特别是租界出现以后，各种洋式

赌博大量引入，各地几乎没有一

块净土。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

地区，赌博越是厉害。参赌人员

“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

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

对于这些问题，曾、左、张几

位名臣早已耳闻目睹，他们纷纷

斥责并嘱咐子女不可效仿。如左

宗棠在给其子的信中写道：“数年

来，军事倥偬，未暇教尔。吾过宁

津时，无意中见两张姓……均云

是尔同年，在都时曾为尔代购人

参者。吾观其鸦片瘾甚大……尔

已长大，尔所学所志如此，吾无望

矣！”左 宗 棠 深 知 鸦 片 的 巨 大 危

害，当得知其子有朋友吸毒时，立

即写信让儿子与这些人断交，切

记不可沾染鸦片。

在另一封信中，左宗棠又一

次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对其子

说：“至子弟好交结淫朋逸友，今

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

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种子。”左

宗棠视嫖赌、吸毒的纨绔子弟为

下流之人，对之深恶痛绝，并告诫

儿子万不可与他们交往。在给侄

子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同样的

要求：“侄移居省城，迥不若从前

乡居僻静，切宜从严约束，勿令与

市井为伍，致惹闲事学坏样，是为

至要。”

“恪遵功令，勿涉浮嚣，
庶免耻辱。”

晚清纨绔子弟凭借家资的优

厚，追求浮华生活，以豪奢竞相攀

比。当时，奢靡之风渗透于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清人刘大鹏在

《退想斋日记》中说：“近来风俗，

婚姻丧事，宗宗件件，只是夸其富

有，并不惜钱。”即使是农家百姓，

“却亦不甚俭约，俗已奢华，不得

不随俗而行也”。这种浮华之风

引起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经纬的

晚清名臣的警觉。

左宗棠仅将自己俸禄中的较

少部分寄送家里，目的就是希望子

女能够自食其力，回归朴实的生

活。他指出：“吾积世寒素，近乃称

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

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

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

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恪遵功

令，勿涉浮嚣，庶免耻辱。”他时刻

要求儿子以简约为旨，不可太过

铺张，不可养成浪费的习气。

对 此 ，曾 国 藩 也 深 有 感 触 。

他在信中对其子说：“余服官二十

年，不 敢 稍 染 官 宦 气 习，饮 食 起

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

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

宦 之 家，由 俭 入 奢 易，由 奢 返 俭

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

不可惯习懒惰。”他给其弟的信中

对子侄也有同样的劝诫：“余在外无

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佚’三

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

得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

字，弟切戒之。”为此，他给家人立下

规矩：家中男丁要闻鸡起舞，刻苦读

书；妇人要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烹

饪洒扫，日日不惰。像曾国藩这样

的家庭，子弟已然不必以体力劳动

为生，他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子女远

离奢华，注重勤俭。他教导家人：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

收粪、除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

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
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
子也。”

面对日渐堕落的社会风气和

崇尚奢侈的生活方式，这几位名臣

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在家书中一

再提到要勤俭节约，广惠他人。

曾国藩封侯拜相，他的子女

也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但

他并未给他们谋求特权。在他看

来，与其给子女留一份富足的财

产，不 如 培 养 他 们 良 好 的 习 惯。

他曾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

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

张之洞给正在日本留学儿子

的信中，对他 4 个月挥霍“千金”的

行为严加斥责，他说：“儿自去国

至 今，为 时 不 过 四 月，何 携 去 千

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

然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

何四月未满，即以告罄？汝果用

在何处乎？……余今而后恐无望

于汝矣！”并对此提出要求：“而今

而后，速收汝邪心，努力求学，非

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

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

不必节俭而自节俭，学业不荒，不

欲努力而自努力。”

左 宗 棠 在 讨 论 子 女 的 婚 姻

时，强调“吾意总以寒素勤俭忠厚

人家为宜，不屑攀附世宦也”。当

其子出远门时，他在信中嘱咐道：

“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

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

简 约 为 主。”在 谈 到 儿 媳 的 葬 礼

时，他提出要以简朴为主，不可铺

张，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说明

勤俭节约乃其家风。同时，他多

次提到自己的俸禄除了满足基本

家用外，多数要拿出来照顾宗党，

周济贫穷。他将每次寄回去的俸

禄都一一安排好，除家人日用外，

还要帮助族人及寒士，如接济族

中贫困的叔伯兄弟、提供寒士路

费与开销、帮助族中节妇等。

上述几位名臣在家书中所反

映的晚清风习，是当时社会的一

个剪影。他们依据儒家纲常伦理

道德，结合所处时代及家庭的实

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治家和教

育 思 想 。 虽 然 带 有 旧 时 代 的 烙

印，但是其中一些具体内容，如反

对吸毒赌博和奢侈浮华、提倡勤

俭节约并广惠他人等，至今仍有

可取之处。

作者简介

续晓琼，历史学博士，西北大

学历史学院讲师，曾发表《钱大昕

对历代小学经典的考论》、《简论

杨万里的诗学与理学》等论文。

“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

之名以行！”

这句发人深省的名言是法国

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灵魂人物

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的遗言。对

这句名言，中国读者大抵十分熟

悉，对于罗兰夫人的名字，中国读

者也不陌生。然知则知矣，对罗兰

夫人的生平事迹可能并无更多、更

深入的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国内文化界对罗兰夫人虽有

介绍，却不甚详，至今没有一本关

于罗兰夫人的传记专著。

罗兰夫人何许人也？她本名

雅娜·曼侬·菲利普，出生于巴黎

的一个雕刻匠家庭，天赋过人，很

小就开始认字读书，求知欲旺盛，

饱读历史、哲学、诗歌、宗教著作

等各类书籍，表现出了非凡的学

习天赋。她擅长音乐和绘画，精

通意大利语和英语。她喜欢伏尔

泰、孟德斯鸠，深受普鲁塔克、卢

梭等人的影响。在少女时期，罗

兰夫人的才女名声已经远扬。她

偏爱那些讲述革命理论的著作，

也正是这些思想点燃了她对社会

不公正的强烈不满，引导她走向

了革命道路，并把生命终结于断

头台上。

在美人辈出的法兰西，罗兰

夫人依然称得上是一位倾国倾城

的美女，声音甜美深沉，举止优雅

高贵。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

爆发，把罗兰夫人推向了历史舞

台。她离开了自己平静的家庭生

活，投身到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

和革命运动中，只为实现自己自

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让法兰西

获得重生。罗兰夫人思辨清晰，

信念明确，活力无穷，热情执著，

才华出众，这些使她在大革命初

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她名为

罗兰，实为罗兰夫人，丈夫罗兰为

法国内政部长，然而以罗兰名义

发出的各种政纲和法令，几乎都

是出自她的笔下。

罗兰夫人以她的沙龙为基

点，推动着革命的发展。罗兰夫

人以其敏锐的政治头脑、超人的

智慧和女人的魅力吸引了一大批

当时的风流人物——多是吉伦特

派成员，他们经常聚集于罗兰夫

人的沙龙，讨论时政，拟定政策。

大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月里，许多

巨变都发端于她的沙龙，国民公

会中的许多议案都是在这里酝酿

产生。因为罗兰夫人在吉伦特派

中的核心地位，使得吉伦特派对

她极为崇拜，而雅各宾派则对她

恨之入骨。

罗兰夫人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她强烈地信仰人类本性的再

生能力和人性的完美，以致她预

料不到，清除掉她的判断力所不

赞成的传统、律法和习俗，会遇到

障碍和危险。暴力革命在转瞬之

间摧毁了君主和贵族所代表的法

国封建专制，但它的血腥、惨烈和

恐怖也将革命所宣扬的理想和正

义清扫而光。在这场血淋淋的惨

剧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野

蛮、欲望和残忍的冷酷催眠了，正

是这种残忍的冷酷把罗兰夫人推

上了断头台。当她一袭白裙，勇

敢无畏地站在断头台前，面对着

她曾经用尽心力想为之谋取幸福

的疯狂民众时，她喊出了“自由啊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

醒世名言来警告世人：没有秩序

的自由、没有法治的自由，最终会

毁灭一切。

这位“大革命期间最高贵的

女人”只活了短短的 39 岁，在风

华绝代的时刻，生命戛然而止。

诚如梅森（美国作家——编者）所

说：她是不可仿效的，她是历史培

育出来的一朵奇葩，她是独一无

二的，是一个为了特殊使命而生

的女人。

（本文为《法兰西第一女杰——

罗兰夫人传》译者序，有删节，标

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4 月出版）

本报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清华——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的“中国人太多了吗？——

人口问题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

日前在京举办。清华大学经济学

家王丰、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

等出席论坛，与会专家从人口如何

影响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人口结

构对经济的影响、人口变迁与国力

兴衰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口

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会上还正式发布了学者梁建

章、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

吗？》一书。该书基于翔实的数

据、坚实的理论，同时借鉴多国经

验，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人口政策

的优弊。书中指出，在未来的 20

年至 30 年，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

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

变得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

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

的活力也会衰退。闾丘露薇表

示，对这个话题有各种各样的声

音，开放式的讨论是最重要的。

（红 明）

近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珍品展览在辽宁省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共展出 500 余件具有不同时代

特征的老课本。展品出版时间从清朝末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包括叶圣陶、胡适、丰子恺、林语堂、朱自清等

人绘画、编写或校订的教科书。图为一位小朋友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杨 青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琤）近日，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策划并组织出

版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书

系”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有关领

导和专家共5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该书系为介绍党的建设科学

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版工程，也

是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和

“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

目，分“理论研究”“制度研究”“方

法研究”3 个系列，共 25 种 26 册。

书系紧紧围绕党的建设科学化和

组织工作科学化的主题展开，全

面反映党建研究与实践的最新成

果和经验，对新形势下党建工作

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对党建

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的专题调

查和实证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

创见的观点和对策。据党建读物

出版社社长王占生介绍，书系在

保持自身系统性的同时，还不断

吸收符合要求的新选题。

智利诗人帕拉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本报讯 2011 年西班牙塞万

提斯文学奖颁奖仪式日前在马德

里举行，97 岁的智利诗人尼卡诺

尔·帕拉获奖。帕拉由于年事已

高留在了智利家中，其孙子乌加

特代表祖父接受了西班牙王储费

利佩颁发的奖项，并代祖父发表

了获奖感言，还当场朗诵了 8 首帕

拉的诗。据悉，帕拉还将获得约

合 107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帕拉 1914 年 9 月 5 日出生于

智利南部奇廉市附近小镇，是拉

丁美洲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

物。受家族艺术氛围影响，他自

小喜爱文学创作，于 1954 年出版

诗集《诗歌与反诗歌》，轰动拉美

文坛，成为继米斯特拉尔和聂鲁

达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其诗作

语言简洁且口语化，风格颇具活

力。帕拉的“反诗歌”理论及创作

实践，对拉美诗歌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

塞万提斯文学奖创立于 1975

年，每年由西班牙文化部评选，年

底评出，次年颁奖，旨在表彰和鼓

励为西语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物 ，被 誉 为 西 语 文 学 的 诺 贝 尔

奖。 （王 林）

池莉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本报讯 不久前，武汉作家池

莉凭借去年的中篇小说《她的城》，

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是 2007 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作家》杂志社和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政府共同创办设立的文学奖

项，面向全国公开出版的文学艺

术作品进行评选，5 届评奖陆续推

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

品，其中有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的张炜的《你在高原》，以及蒋子龙

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叶

广芩的《青木川》等优秀作品。

本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

学奖颁奖评语是：中篇小说《她的

城》以平民态度，讲述了 3 个武汉

女人在这座城市里的婚姻遭遇和

生命成长历程。简约的故事设置

中，凸显了作者对生活细微之处

的洞察与穿透，而饱含于人物情

节叙述里的温情，则体现了作者

对于世俗生活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的理解和认同。

历年来获各种文学奖 70 余项

的池莉得悉作品获奖，还是“感到

由衷喜悦”，虽然没到现场，但发

去了获奖感言。她在感言中说：

我在你们这里获得加油和鼓励，

更会从这里再次出发，继续探寻

文学最美的本质意义，任何艰难

险阻，在所不辞。 （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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