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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举行

童道明首部剧本集出版

《方以智晚节考》

本书详细追溯了明末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晚年的活动和

他最后自沉于惶恐滩的经历，但并不是一般意义的传记研究。

作者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试图揭开当时士大夫

的精神世界的一角，因为明、清的交替恰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天翻地覆的悲剧时代。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

1972 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

证及修订。

（余英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出版）

《常识的求知》

本书是近几年作者不断问学的阶段性成果，他竭力突破已

有的书本学问，挑战个人情感体验与文字表述的极限，在学术

研究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出一条不追逐潮流、探索艰难时刻

的人类思想的道路。所收文章涉及蒙古史、游牧文化、伊斯兰文

明、中亚研究以及建筑、考古、植物、方法论与思想史等领域，每一

篇文章都针对一个学科问题。尽管写作笔法是诗化和散文化的，

却是基于严格的实证态度，结合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各相关语

种的历史文献查阅，进行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用作者自己的话

说，就是“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

（张承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出版）

《为什么读书》

无论书的介质如何变化，阅读始终会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作者以资深读者的历练和作家的精巧敏锐，写下了书中的 70

余篇文章，其中有实在的建议、甜蜜的赞美、尖刻的讽刺，也有

新鲜的阅读观念：阅读是文学的姊妹，读者借助她们展开与死

亡及时间的拉锯战。作者精英主义立场鲜明，却在坦率与幽默

中透露着亲切。虽然文章不长，但文字密致、颇耐回味。

（［法］夏尔·丹齐格 著 阎雪梅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进化论与生活》

什么是八卦的生物动机？为什么小狗有卷尾巴？细菌能

告诉我们什么道德意义？进化，不仅仅关于恐龙和人类起源，

还与各种动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有关。进化与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道德、审美这些貌似令我们异于动物的特

质，其实也是进化而来。基本的进化原则，有助于解释人类如

何产生抽象思考、文化与道德的能力。本书是一本用进化论的

视角看待大千世界的难得之作，能帮我们认清人类与进化的关

系，更好地引导我们自身通过环境，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美］戴维·斯隆·威尔逊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4月出版）

《世界最珍贵的100种绝世美酒》

打开这本书，你便进入了一个奇妙的葡萄酒王国。本书由

法国葡萄酒收藏家米歇尔·雅克·卡瑟耶所著，他在书中与读者

一起分享关于美酒的故事、专业葡萄选种、葡萄酒生产流程以

及最好年份葡萄酒介绍等藏家心得，图文并茂地将其窖藏的

35000余瓶稀世美酒中最具传奇故事和收藏价值的100瓶葡萄

酒展现在爱酒人和鉴赏者的面前，其中最古老的藏品甚至可以

追溯到18世纪。

（[法]米歇尔·雅克·卡瑟耶 著 东方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做一个好人》

泰国华商邱威功成为泰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不仅是因为他

的财富和地位，还因为他的自传《做一个好人》感动了成千上万

的读者。他以坦诚直率的态度讲述了发生在家族和自己身上

的真实故事，一个鲁莽的乡村少年历尽磨难，到台湾寒窗苦读

数年，回国独自打拼，因父亲暴躁任性，经营理念不同，父子反

目成仇，靠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他最终建立

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五十知天命那年，为替母亲还愿，邱威功

出家修行了三个月，苦思冥想，著书立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和

人生感悟与人分享。

（［泰］邱威功 著 张益明 译 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近年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

品习惯于以“年选”的方式呈现

给读者，诗歌“年选”也是其中之

一。今年，以擅长出版时政、新

闻类图书为特色的新华出版社

也推出了《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加入了诗歌的大合唱，这说明诞

生百年的中国新诗正在走向成

熟阶段，影响力还在扩大。

要从众多年选读本里凸现

出自身的特色并不容易，大家面

对 的 是 同 一 个 诗 坛，同 一 群 作

者 。 但 是，微 妙 的 区 别 还 是 有

的，就 这 本《年 度 优 秀 诗 歌》而

言，编者拟定的遴选标准是多选

言之有物、有真情实感，同时在

艺术上有新意的作品，从而整体

呈现出这一年诗歌创作风貌和

取得的成就。应该说，编者的初

衷在这本年度诗选里基本得以

实现。

这本《年度优秀诗歌》收入了

100 多位诗歌作者在这一年的诗

歌代表作，使我们感受到在这个

“全民写作”的时代，诗歌仍是人

们最喜爱的表达手段之一，它的

取材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而且写

景状物、表达情感、揭示诗人内在

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和手法，都已

达到相当娴熟的程度，各种奇思

妙语接踵而至，读这本书，像是进

入了一场语言的盛宴。

比 如 ，反 映 当 下 的 生 活 形

态，诗歌与其他文体相比不占优

势，但 是，诗 歌 仍 在 努 力 发 掘。

这本年度诗选里就有几首普通

人的生活实录。《李立跟妈妈说

得了奖的牵牛花》写一位小学生

李立通过镇小学的电脑跟在外

打工的妈妈视频，汇报自己取得

的成绩，这就是一篇准确捕捉到

生活新动态的佳作。同样，《女

出租司机》也是截取生活中的普

通场景入诗：“等候红灯时我们

聊起了幸福，仿佛/幸福都是在等

待中才出现/而绿灯一亮，她弱不

禁风的身子就充满了贼性，熟练

地/超车，钻小巷，骂一个抢着过

马路的人。”开头几句就使都市

出 租 车 女 司 机 的 形 象 跃 然 纸

上。但作者不局限于简单的现

象描述，而是深入女司机的生活

经历：“自几年前撞过一个人后，

她就开始吃素。”这就使诗歌的

人文关怀深切起来。

当然，诗歌更擅长的是对事

物与情感的表达，《天清地明》以

超现实的想象将人们在清明节这

一天的情感予以强化：“天与地之

间的大门敞开着/每一个灵魂都

在这天/从黑暗的底下升起/进入

阳光的世界/在田野开花，与生者

相见。”短小的《新年夜》准确地

抓住辞旧迎新之际人们容易生发

的时空感觉，唤醒美妙的想象：

“听完新年钟声/我们到阳台上去

看/北斗七星/风把我们/一直向着

它吹/新旧交替的夜晚/我们和星

星走平衡木……”在《真实奇异的

梦境》一诗中，作者写道：“我竟然

梦见，一些从前的衣服/列队而来，

簇拥着我/那上面漂浮着我自己的

气味……”也于平常现象中揭示

人生的意蕴。

通过这本年度诗选，我感觉

到中国新诗仍在不断向前迈进，

集中体现在诗人体物功夫的加

深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加强，许多

美 的 意 象、美 的 诗 句 如 长 滩 拾

贝，俯拾皆是。但是，我们仍然

要指出，这本年度诗选所反映的

我国新诗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

不足，诗人应具备的理想主义光

辉与使命感体现得还不够，将深

远的历史感与繁复的艺术表现

相结合的宏大诗篇还很少见，最

重要的是，诗歌背后所体现的诗

人灵魂世界都还比较模糊，也就

是说，诗所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

还比较有限，大多是个人的一些

感喟，这就不能够从有限的生活

中超越出来，从而通向更深远的

无限。我们虽然处处可见美妙

的诗句，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

（《中 国 年 度 优 秀 诗 歌 2011

卷》已由新华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将对外

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以粤海关

统领行商、通事、买办等进行贸易

和管理。清朝一向自居“天朝上

国”，视英国为文明低下的“蛮夷

之邦”，其居高临下的管理姿态，

在双方交涉中引发了不少冲突。

出 于 同 样 的 理 由，对 于 所 谓“ 夷

情”，清政府更不屑于掌握，导致

闭塞无知。此外，清朝统治者的

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常常在

对英交涉中引发敌视情绪。

地位的居高临下

在中英接触之初，清政府想

当然地把英国作为朝贡国。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就曾设

法 让 清 政 府 明 白 自 己 并 非 来 朝

贡，但清朝官员还是把英王给皇

帝的礼品写成“贡品”，并要求马

戛尔尼行跪拜礼；1816 年阿美士

德使团来华，更因为拒绝行跪拜

礼而被嘉庆帝赶出京城。

由于向以“天朝”自居，心态

虚骄闭塞，清政府在交涉中任意

行事的情况比较多见。1831 年 5

月 12 日，广东巡抚朱桂桢和粤海

关监督中祥，未经事先通知，带领

一大批武装随从，闯入英国商馆，

拆毁公司商馆前的围墙、大门和

码头。原来，自 1822 年大火以来，

商馆前混乱不堪，英商为此呼求

广东政府令行商修葺，却多年未

果，英人遂自行修筑了围墙和码

头，从而触犯了清政府管理外商

的规条。与此同时，朱桂桢擅闯

英 商 馆 的 做 法 也 违 犯 了 一 条 旧

例。英商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

经理的称呼）随即就此事向广东

当局提出抗议，却屡次被拒。清

政府加紧颁布《防范夷人章程》，

令外商遵守，更激起在华英商的

屈辱感。

此外，英人递给中方的交涉

文书必须以“禀帖”的形式由行商

递交。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贸

易期间，交涉事务主要由公司大班

负责，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凸显。

而当该公司在华垄断业务终结后，

以官员身份管理在华英商的英国驻

华商务监督就很难接受这种状况。

1834 年，首任监督律劳卑违反清

朝贸易管理规定，擅自来到广州，

双方发生强烈争执，及至武力相

向。“律劳卑事件”中重要的争执

内容就是律劳卑认为自己是级别

和两广总督卢坤对等的官员，应

当采用平行文书和对方来往。

其后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

则下大力气向两广总督邓廷桢争

取平行文书。1838 年底，在义律

配合中方驱逐内河鸦片走私的交

涉中，邓廷桢同意了与义律在文

书往来中不经行商转递，使用官

方“封印之谕传递”。希望在即，

却被突然严厉展开的禁烟运动打

断了。林则徐的强硬手段使义律

被迫暂时放弃在平行文书问题上

取得的已有进展。这种情况持续

至鸦片战争爆发。

信息占有的缺失

1829 年，东生行欠款一事引

发了英国商船停泊口外拒绝开舱

贸易长达半年之久。在以两广总

督李鸿宾为首的广东当局的调停

下，英商最终开舱贸易，这就是中

文 史 料 所 说 的 英 船“ 延 不 进 口”

案。在此事件中，中方的信息不

足非常明显，参与交涉的李鸿宾

没弄清几个基本问题：一是事件

起因；二是事情发展过程中英商

的内部情况；三是他并不清楚自

己的态度和举措在英商中引起的

反响，没有及时调整策略。中方

不是没有能力掌握这些信息，只

是不屑于掌握而已。相反，东印

度公司委员会对广东当局的态度

和意向一直密切关注，对任何影

响当局决策的事态都作了记录和

分析。

在 朱 桂 桢 擅 闯 英 商 馆 事 件

中，中文史料只留下了寥寥数语

的片面记载，而英文史料则用大

量的篇幅详细记录，如，特选委员

会已形成共识，对中国人交涉应

持勇敢的独立精神而非卑下的屈

从；透过中外交往的历史，他们对

日后与中国的交往做出了重要思

考和建议：强力可获尊重，软弱则

被践踏。

中英信息占有的不对称主要

是清政府的封闭和自大心理造成

的。在交涉中，广东政府常常拒

绝接受英方递交的申诉书以维持

原判。拒绝外面信息的另一个突

出表现是禁毁“夷书”。1834 年，

以英人为主的在华西人成立“在

华实用知 识 传 播 会”（益 智 会），

用 汉 语 宣 传 西 方 的 科 学 文 化 知

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能够明

白西方人不是野蛮人，从而平等

对 待 他 们 。 但 清 政 府 在 得 到 这

类 书 籍 后，视 为 洪 水 猛 兽，加 紧

搜 罗 销 毁 ，并 追 查 缉 捕 相 关 人

员 。 这 些 书 籍 后 来 成 为 鸦 片 战

争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最早的资

料来源。

信息占有的缺失使清政府在

与英人的交涉中困惑颇多。由于

对“夷情”所知甚少，更造成了许

多错误的观念。且不说道光帝对

英国居于何方搞不清楚，就连最

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有不少

错误认识。他通过观察认为英军

“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

复起”，故不善陆战，导致了清军

陆上备战的不足。当林则徐听说

英国派来兵船准备发动战争时，

认为这纯属谎言，“不过义律等张

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

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

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

劳，岂不能致其死命？”这时的误

读实际上已是放弃军事情报，其

危害可想而知。

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
招致的敌视

由于中英文化和思想观念的

迥异，中文文书的措辞和一些具

体事情的处理常常加深英人的敌

视情绪，作为商务监督秘书的汉

学家马礼逊就曾专门考察过“夷”

字的含意。律劳卑曾痛恨中方对

自己名字 Lord Napier 的译法，认

为这是“劳苦卑贱”之意，他在文

书中曾自称为“纳陛”或“无比”，

但中方并不理会。广东政府处理

问题的方式也常常激怒英方。比

如律劳卑来华后，海关人员在可

以伸手拿到钥匙的情况下蛮横地

砸开了他的行李箱，被英方视为

表示敌意的证据；在律劳卑和广

东官员的一次会面中，后者迟到

了两个多小时，使律劳卑感到被

怠慢和侮辱；时人还把律劳卑患

热 病 而 死 解 释 为“ 惊 悸 胆 破 而

死”，是被“天谴”。这些文化因素

和行为方式招致的敌意超乎清政

府的意料，加之对英人的态度和

活动不求甚解，在不知不觉中，为

中英之间走向战争加上了重重的

砝码。

以上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英

交涉特点的总结，主要是为了给

我们所熟知的清政府“妄自尊大”

“闭关自守”“封闭落后”之类定论做

一些确切的注解，同时也想对鸦片

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一些深层次

的反思。我们不否认，英方在和清

政府的交涉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更

不应该忽略，英国殖民主义者和

利益集团对中国的经济企图，才

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张坤，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

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中英关系史和澳门史研究，主

持 和 参 与 本 领 域 的 多 项 研 究 课

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0 篇。

本报讯 （记者刘婵）由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丁亥观书

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

一书日前在京举办首发仪式，作

者周景良做了主题演讲“我的父

亲周叔弢”。周景良为周叔弢之

子，该书是他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6 日在天津图书馆观看周叔

弢先生捐赠给天津图书馆的一批

书籍后，所写的回忆与怀想，内容

涉及周叔弢少年时代、对书法印

章的爱好、校理典籍、与朋友的交

往、家庭教育、情感生活等方面。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社长姜

红表示，该书从不一样的角度写

出了与周叔弢先生个人生活密切

相关的内容，以人子笔墨娓娓道

来，讲述了一个爱国老人对典籍

的痴迷，对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立体、更亲

切、更饱满的藏书家周叔弢。该

书的出版，将为人们研究近代藏

书史及研究周叔弢先生个人事

业、家庭、情感提供翔实、珍罕的

历史细节。

周叔弢为我国知名实业家、

收藏家，自 16 岁开始购书，倾注

心力收集图书，其藏书规模达 4

万余册，其中不乏宋元旧本，明清

佳印。他先后向国家图书馆和故

宫博物院等单位捐赠善本。特别

是 1952 年，他将所藏善本的精华

共计 715 种 2672 册珍贵文献捐赠

国图，而后又多次将大批古籍捐赠

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等单位。为

纪念他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善本书

籍 60 周年，国家图书馆近日还举

办了“书香人淡自庄严——周叔

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展览将

持续到 5 月 31 日。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由中

国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重庆市民

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重庆市作家

协会联袂主办的重庆少数民族作

家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全

国部分知名作家及重庆市作家代

表对《花灯》、《灵雀》等 5 部重庆少

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研讨。

重庆现有 5 个土家族苗族聚

居区县、17 个少数民族乡，共 200

多万少数民族人口。新中国成立

后，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

形成了以孙因、冉庄、陈川、何小

竹、冉冉、阿多等为代表的老中青

三代作家队伍。近几年来，重庆

市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力

度，探索文学发展的新途径，有力

推动了重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

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琤）继剧本

《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我 是 海

鸥》等 作 品 相 继 发 表 并 被 搬 上

舞 台 之 后 ，著 名 翻 译 家 、戏 剧

评 论 家 童 道 明 的 首 部 剧 本 集

《塞 纳河少女的面模》近日由华

文出版社推出，并在北京举行了

首 发 式 及“ 人 文 戏 剧 ”交 流 会 。

此 次 的 剧 本 集 共 发 表 了 5 部 风

格迥异的原创作品，除了此前已

发表的剧本之外，还首次发布了

两 部 全 新 的 作 品《歌 声 从哪里

来》和《蓦然回首》。

对于童道明的剧本，著名作

家万方呼吁戏剧舞台需要这样的

阳春白雪。剧评家解玺璋也表

示，童道明的作品既做到了思想

深刻又做到了感情细腻，他呼吁

当前戏剧应有更多精英文化和大

众力量的沟通和推广。据悉，剧

本集部分作品将于近期在北京第

三届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演。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国盲文图书馆于 2011 年 6 月投入运营，

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馆藏盲文图书 6 万余册和有声读物 2 万余

小时。除了面向全国盲人读者提供借阅和邮寄服务外，图书馆还致

力于为盲人提供盲文教育、电脑培训等公益服务，并开展各类讲座、

沙龙、口述影像等文化活动。图为在图书馆定期举办的电脑培训课

上，一名盲人读者在用盲文写字板记笔记。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