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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在自
己的“图书馆”长大的。但在阅读杨素秋
的书稿之前，我并未深思过“世上为什
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
的阅读经验是从贫瘠中生出的一点丰
盈，零散却又自由，《老山界》《野火春风
斗古城》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流淌在我
青年时代的记忆河流里。“馆”这样的规
模与建制显得整齐而又庄严，与我的青
年阅读经验稍显区别。可是一座区级图
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被记录下来
之后，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读的光从
纸面一点一点透出，弥合了不同的阅读
经验。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建
馆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杨素秋的
笔法十分细致，细致到纤毫微末，一
串串具体的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馆的
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她一
行一行地审核出版商送来的书单，读
者则一行一行地看到她的用心与认
真。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
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书弹跳起来，
一本接一本地随着她奔向图书馆。在
仓库与图书馆的往返过程中，她的白
色卷毛大衣的袖口蹭得发黄，这样的
颜色不仅是爱书人的颜色，更是图书
馆内里的情感沉淀之色。我想，进馆
阅读的读者会比我更能切身体会到这
份爱书之心。

区图书馆没有独立楼体，在商场地
下。这是一幅令人惊诧的画面，也是一
幅大家习以为常的现代都市素描。地下

的弊端很多：餐饮行业的油烟、来往的
喧哗……每一项都在捶击着爱书人的
心，每一项也都在折磨着这位建馆人的
心。她要比普通读者付出更多的心力。
她像一位母亲照顾自己初生的婴孩那
般无微不至地照拂着自己的图书馆，也
期待着自己的图书馆能够在市中心闪
现阅读的微光。在图书馆建成的历史背
后，隐含着一位爱书人全情投入工作的
心路史，个体的生命在有限的区图书馆
中被无限放大。

我想，不用我特意提醒，各位读者
也能在杨素秋的文字中看到一个活色
生香的西安。从回坊的小吃到舞台上的
秦腔，从陕北民歌到陕西碑林的文雅风
光。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既是一个善于发
现城市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感受生活的
人。西安这座城市是由西安人填满的，
杨素秋的文字是由她所记录的西安人
的生机所填满的。她曾写到自己观看广
场舞的经历，民间烟火气深深打动了这
位爱书人。在广场舞的“动”之后，“静”
也随之现身。一位清瘦老人表演武术
《鸿雁》，沉稳，缓慢，有力。这位老人的
腿和躯干在空中叠成惊人的难度，不是
瞬时的抛跌，而是充满气息的移动，动
作间他的神色呼吸如常。在这座历史蕴
藉丰富的古城中，动静的灵息瞬间像光
斑一样落在了古城中人的心上。也正是
基于这样的认识，杨素秋在推进图书馆
的运营过程中尤为重视接地气。她曾提
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
的那个理想“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
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
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
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
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
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引完此段，我
们不难看出，杨素秋就是这样一位理
想的“选书人”。选书不简单，为公共
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
业性和普世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
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
在两难的境遇中，与其说我们看到一
个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如何处理自
己的专业，不如说看到一位既热爱书
籍又热心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如何
在书海中穿行。从成果来看，我想，
她并没有辜负自己的专业与兴趣，也没
有辜负大众对图书馆的期待。

建一座理想的图书馆
□王尧

数千年来，汉字创造使用的历史没
有中断，这在世界各类文字体系中是独
一无二的。汉字体系作为文化思想资
源，历史悠久，层次丰富，领域广泛。其
他各类文化价值体系核心范畴，鲜有如
此深厚、纯粹、鲜明者。

通过对汉字深层结构的挖掘，寻
绎恢复汉字观念发展史的线索，从而
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价值观念。
较之古籍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这类
汉字深层结构关联的构建，相当于培
育汉字文化内在精神传承的新型载
体。汉字使用区域“汉字文化圈”的
若干学科，也往往把汉字体系作为构
建中国上古三代以来的认知结构和观
念系统的根基。

汉字结构与汉字书写体系，具有负
载文化、传承文化的属性。汉字文化构
成上述观念形态的“深层结构”。学术史
上，具有“假字解经”“以字证史”的悠久
传统。文字学，从来就是中国传统人文
学术的根基。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贮存
上万古汉字结构单位，百科全书式地直
接呈现了先民对于自然与人本的“心性
之结习成见”。通过体察认识，分类型、
分层级，系统地演绎了最为丰富的汉字
认知模式。

汉字考证索解的历程表明，经由古
汉字结构的内在联系，可以发掘提取民
族固有的、纯粹鲜明的观念思想范畴，
可以采集知识，辨析源流，重构发展形
成的历程。例如，“和”字类认知结构所
体现的“和谐”观念，“仁”字类认知结构
存储的仁爱人本意识，“德”字类认知结

构传递出的原初道德律令，“礼仪”字类
认知结构积累的人生礼仪态度，“时令”
字类认知结构中积淀的时间观念发展
史，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
张地说，对于汉字文化知识成体系的挖
掘，构成了中国认知结构的文化思想资
源库。

汉字表征的中华认知结构，以形表
意，以类相成，首先体现为汉字体系的
分类——根据文字所表征的事物外延
范围，分为系列意识观念结构类别，每
个类别也就是“取类”——所取为类属，
而不是具体的形态单位。

如果说语言建构了世界，那么文字
就固定了世界。文字标记，为世界万物
赋形，使得万物可以存储、分类、提取，
进而可以互联互通，可以让人格物、致
知。世界变得“场景化”，从而得以确定，
可以为人所把握。21世纪以来，人类社
会完成了第二次系统编码，即对于文字
体系本身的数字化处理，使得世界进入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只能遵
循有标注的程序，从而生产“内容”，但
无法产出“知识”。知识，有待于挖掘；机
器学习，则遵循逻辑，有待于标注。从这
个意义来说，机器学习无法取代汉字知
识挖掘、采集与传承。

“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是依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
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组织和连续性深入挖掘历史汉字文化
知识系统的课题成果。这些课题所涵
盖的系列项目的开展，推进了汉字知
识的挖掘与专业数据集的加工，为今
后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赋予了东方文
化数据驱动，实现人机融合优化发展。
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需要赋能的背景
下，历史汉字文化知识挖掘，深入底层
的文化观念认知结构，生成高质量专业
数据集，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从学科建设实际出
发，整合学科资源，尝试将通识类课程
落到脚踏实地的文字学基础之上。为
此，学校党委组织相关团队，在学科交
叉的基础上调查研究，挖掘知识，撰写

“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希望为不同
专业背景的读者提供相对通识性的读
本；同时也为“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范
围内的广大读者认知中国优秀的文化
传统，激活汉字“认知原型”记忆，提供
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

探索汉字文化创新性传承
□臧克和

陈尚君先生的《唐五代诗全编》即将
出版，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全书，但是因陈
尚君已有辑校的《全唐诗补编》出版，还
有大量唐诗考辨和介绍这部书的文章发
表，所以对他这部《唐五代诗全编》期待
已久。

清编《全唐诗》是近现代影响极大的
一部唐诗总集，也是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
重要文献。但因存在重出误收失收、文本
传讹等缺陷，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深入的唐
诗研究的需要。陈尚君充分吸收已有研究
成果、采用全新体例重新编纂的《唐五代
诗全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说是
适逢其时。这是唐诗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
界的一件大事。这部文献以“清理明代以
来累叠的唐诗文本，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
文献的重建”为学术目标，举一人之力，
积数十年之功，汇辑唐五代时期全部诗
歌，加以校勘考订、甄辨真伪，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一、没有局限于清编《全唐诗》的收
录范围，而是以全部与唐诗有关的典籍为
依据，在尽可能掌握唐宋存世典籍的基础
上，逐书披检，精心考校，并且充分利用
《全唐诗》成书以后300多年来新见之善
本秘籍、敦煌文献、域外汉籍、出土文
献，以及佛道二藏，补辑出《全唐诗》失
收的近万首唐诗，校录了大量与唐诗文本
相关的资料，所涉文献数量之广和质量之
精已远远超过清人。

二、对收录全部唐五代诗进行了精细
的考订辨伪，解决了清编《全唐诗》中诗
人的时代世次错乱、诗篇重出误收、文本
错讹、真伪混杂等许多问题，并充分吸收
了自宋以来唐诗辑佚、考订、辨析诸方面
的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近 40 年
来，唐诗学界在别集校注、唐诗补遗、互
见鉴别、误收甄辨及诗人事迹诸方面取得
的创获，能总结和反映当代研究唐诗的杰

出成就。
30 余年来陈尚君专攻唐诗文献研

究，其辑佚、考辨之所得更远超时贤。在
重新写定唐五代诗文本的过程中，这些成
果又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从而保证了
全书文本辑录的可靠性。全书凡所收录文
本，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追溯文献源
流，援据善本，详加校勘，注明出处。底
本选择以接近作者原编面貌者优先，所引
书尽量利用宋本或能反映宋本面貌的文
本，以纠正明中叶以来编刊唐诗中的任意
改写，使新写定的文本最大程度地接近唐
人写诗的原初面貌。远比清编《全唐诗》
完整全面，而且精确缜密。

三、与清编《全唐诗》相比，在体例
编排方面更为严谨周详，如文字定夺之正
讹、附存事实之偏颇、所资校勘之版本、
采书所见之异文，均予录存，有误者附加
纠考，有疑者并存不删。全书凡有一句存
诗以上者皆列有小传，存录事迹。诗歌凡
有本事者，全录最早记载，附考各本记录
之差异。这些工作包含了编者研究唐诗文
本流传的大量心得，为唐诗接受史提供了
信实的文献依据，能直接促进唐诗文本传

播学的深入研究。陈尚君近年来特别关注
唐诗作者本人对诗作的改动、补充与重
写，以及作品在不同社会层次人群和后世
各类唐诗编选与称引过程中的文本变化。
本书在编排中通过呈现诗人与其亲属和交
游的关系，区分存世唐诗诗题之原题、改
题、拟题之不同，校录序跋题记及写作传
播之本事等多项工作，展示出唐诗作者本
人在最初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文本初貌，以
及唐诗在各代流传中的立体变化。此外，
诗人作品编次以别集为底本整理者，多存
原集次第，以集外诗作殿后。据群书辑录
而成者，多以文献早晚为次。既纠正了清
编《全唐诗》编次标准不统一的缺点，还
给研究者带来了使用总集可兼及别集的极
大方便。

总之，《唐五代诗全编》文本的辑录
校勘体现了编者全面统摄浩繁文献的超
凡能力、学术态度的严谨及明辨善鉴的
卓识，是一部能为今人和后人提供阅读
完整可靠唐诗的基本文献，将在今后数
百年甚至千年之内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
地位。这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重
大意义。

《唐五代诗全编》出版的意义
□葛晓音

已故的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主编
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卷，自2015年8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佳评
如潮。学界普遍认为，即使仅从收入汉语
拼音字母 A—K、全长 1237 页的上卷来
看，这部汉英词典在规模及范围上，超过
了前此问世的所有汉英词典。陆先生罄暮
年心力主持、编纂的这部词典，不像以前
的汉英词典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参照，
而是以《汉语大词典》为基础，包罗古今，
兼收并蓄，又能同时适应内地（大陆）和港
澳台地区广大汉英词典使用者的需要。陆
先生去世之后，他当年率领的团队，埋头苦
战数年，完成了如今问世的中卷，并且坚持
不懈，紧锣密鼓，正在全力进行下卷的编纂
工作，预计将在2027年竣工。

《中华汉英大词典》中卷包含汉语拼
音字母L—T的词条，规模与上卷相当。
就古典文字方面而言，中卷延续了上卷的
方针，其爬罗剔抉、旁搜远绍的范围，自
古代典籍以至历代的诗文、笔记、尺牍、
小品等文类。许多词条和使用的例句，如

“毛遂自荐”、“临楮”、“烹鲤”、“丘吾之
恨”、“阮囊羞涩”、“落月满屋梁”（杜
甫）、“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蒋捷）、“山色空蒙雨亦奇”（苏
轼）、“一城山色半城湖”（山东济南大明
湖沧浪亭对联）等，反映了受过教育的国

人应有的“文化水准”。从近现代文字方
面来讲，中卷继续收入五四白话文运动以
来大量的外来语、阶段性的音译词，以及
许多生动形象的俗语，如“没有金刚钻，
别揽瓷器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
到手抽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等，还有歇后语，如“老鼠钻进风箱
里——两头受气”“骑驴看唱本——走着
瞧”“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等，以
及方言词汇，如“老炮儿”（北京话）、

“利是”（粤语）、“毛脚女婿”（吴语）、

“门槛精”（吴语）等。此外，还包括不少
在其他汉英词典中查不到的当代新词，如

“泪点”“秒杀”“脑洞”“脑雾”“社恐”
“顺风车”“素颜”“躺平”“躺赢”等。在
英语释义上，编辑团队以陆先生生前多年
编纂《英汉大词典》和《中华汉英大词
典》的丰硕成果为基础，尽力反映汉语和
英语两种语言之间的精微异同。同时，在
编写中卷的过程中，延续了上卷的风格，
坚持排斥所谓的“世界英语”，而力求使
用纯正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的所谓

“内圈”英语，在这方面堪称同类词典的
典范。

《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假想读者，不
仅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从事汉、英
两种语言学习、教学、研究的汉语母语人
士，也包括全球（尤其是欧美）学习、研
究汉语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
在内。陆先生晚年曾经在卡片上亲笔写下
自己的一些旧体诗作，其中有一首的末二
句为：“孤藤不死天留爱，长篇苦成溢书
香。”如今这部鸿篇巨制的中卷问世，想
来当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士和读者已经引
领期盼多年的佳讯。展望不久的将来，一
俟下卷功成付梓，三卷本的《中华汉英大
词典》书香流溢，在今后数十年之内，在
国内外定会受到欢迎和使用，其热烈和广
泛的程度，可以想见。

长篇苦成溢书香
□叶扬

姚光，1891 年生于上海金山张堰
镇。中国近代著名文化团体南社的后期主
任，江南地区有影响的国学家、教育家、
藏书家。1945年，患腹膜炎卒于上海。

姚氏为金山望族，世代书香，仅在明
清两朝，金山姚氏就有8人进士及第，17
人高中举人。姚光7岁入私塾学习，后进
入大舅父高煌于1905年创办的秦山实枚
学堂上学，接受最初的现代思想和革命启
蒙，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学院，后因身体原
因辍学回家。

1904 年，14 岁的姚光就开始写日
记，直至 1945 年 5 月去世，从未间断，
留下日记共有40余册。经时事、历风雨
而有缺损。2013年5月，姚光之子姚昆田
先生代表姚光的子女亲属把珍藏的34本
日记捐献给了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馆）。

《姚光日记》是研究姚光先生非常重
要的一手史料，日记的主要内容，一是记
录了先生所参加的南社、新南社历次雅
集、宴饮等各项活动；二是记载了先生和
南社社友及其他文友、书友的交流往来；
三是讲述了先生阅读、写作、藏书，参加
金山县志、县鉴编纂的情况，以及与妻子
儿女、姐妹亲友的情感和家庭生活；四是
记述了先生关心和参与家乡公益活动的事

件；五是揭示了当时社会时势、风土人情和
生活习俗，包括从张堰到徐家汇的交通等。

就私著而言，日记无疑是文献中价值
较高的一类。《姚光日记》保存了著者的
所见所闻，涉及政治、经济、舆地、人文
等方面，是研究南社、民俗、地情的宝贵
资料。

金山区档案局（馆）历来重视历史文
化建设，始终秉持“大档案”“大文化”

理念，深刻理解“历史文化是激发城市活
力，保持城市功能独特性的基础”的意
义。作为金山重要历史文化名人的姚光，
其日记具有极高的价值，是金山宝贵的历
史文化资产。开发、利用好 《姚光日
记》，是金山档案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整理、出版《姚光日记》，有助于研究姚
光及与其关系紧密的文化名人、南社活动
历史，以及风云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政
治、经济、舆地、人文和近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交往和思想变化，表现金山和江南地
区的风土人情。

2021年，《姚光日记》入选第三批上
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于2022年成
功申报国家重点档案专题保护开发项目。
利用国家档案局的专项基金，金山区档案
局（馆）将《姚光日记》整理出版，让档
案“活起来”、将文化“留下来”。在此，
对国家档案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代大儒已然归去，留下了34本泛黄
的日记，向我们述说着昨日的峥嵘。金山区
档案局（馆）希望借助《姚光日记》，让人们
重温南社“旧梦”，了解金山历史。一个时
代在这里被烙下印痕。后人不应忘记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应忘记那些为推动历
史车轮前进作出过贡献的人。

研究江南文化的“金山宝库”
□秦骞

《姚光日记》
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馆）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唐五代诗全编》 陈尚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汉英大词典》
陆谷孙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
臧克和 刘志基 徐丽群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