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浸式体验三体世界
刘慈欣的 《三体》，是

许多科幻迷心中的经典。在
获雨果奖 10 周年之际，《三
体》（图像小说） 第一部
（译林出版社） 出版。本书
由 插 画 家 、金龙奖得主吴
青松与 《三体》 内容开发及
商业衍生的全球独家版权方
三体宇宙共同编绘，用最具
代表性的国风漫画讲述中国
科幻。

“三日凌空”“宇宙闪烁”“古筝行动”……
《三体》名场面在书中高质感呈现，紧凑叙事节奏
带来穿越虫洞般的阅读震撼。该书忠实于原著，
同时将原著故事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呈现，让读
者沉浸式体验三体的磅礴宇宙。

带读者细品文本
《南人书话》（中译出版

社） 的作者北乔，以读者、
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多重
身份，结合自己的创作实
践，进入文学文本现场，细
读细品。所评书的题材涉及
面广，有小说、散文、诗
歌、历史纪实以及文学批评
等，具有阅读的多面性。

北乔视书评为一种特殊
的创作，注重呈现文本的性
情之美。他善于寻找作家的写作心路，以艺术敏
感进入文本世界，以灵性的触觉去体悟书中细
节；既以理性之功寻找文本纵横交错的路径，又
以感性之力咀嚼文本纷繁的情绪、感觉和隐秘的
意味。读这本书，读者既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
各类好书的魅力，又可发现阅读本身的种种奥妙
和美好。

讲述抗战彼此互助故事
《地 底 下 的 魔 术 小 天

团》（中信出版集团 中国
中福会出版社） 是一部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儿
童长篇小说，讲述了一名地
下抗日组织情报员和 6 个流
浪儿童之间彼此互助的动人
故事。

1940 年和 1941 年之交
的冬天，在上海北火车站一
带流浪的孤儿们，偶然结识了女魔术师洪芸子，
她也是地下抗日组织的一位情报员。洪芸子教 6
个流浪儿变魔术，并由此展开了一段充满爱与信
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该书作者简平以一丝不苟
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对真实历史进行翔实查考，
在历史感基础上展开想象，形成一部引人入胜的
小说，也是一卷关于老上海的“小百科全书”，更
是对抗战时期普通中国人乐观积极生活态度、赤
诚爱国之心的赞扬与讴歌。

走近勇敢女孩合唱团
“ 廖 崩 嗒 佩 ” 是 苗 语 ，

意为“勇敢女孩”。肖勤的
《廖崩嗒佩合唱团》（青岛出
版社），是以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谷坪
乡中心小学廖崩嗒佩合唱团
为原型创作的儿童文学作
品。作家以深挚的情感和灵
动的文笔勾勒出合唱团女孩
的群像，描绘了大山女孩在
生活磨砺和社会关爱中获得
的宝贵成长，用文学的力量守护女孩们的梦想。

作者将贵州的自然风光、苗家的民俗风情以
及“村 BA”赛事的时代感自然融入小说，仿佛徐
徐展开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给予小读者心
灵激荡的阅读体验。

探索美学与审美历程
关于审美和艺术，每个

人心中都有不少困惑，无论
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甚至
包括那些哲学家和美学家。
《美是进化的奖励》（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 力图展现美
的起源和演化的主体面貌，
回答并解决其中的关键问
题。该书分为四大单元，第
一单元“美的起源和演化”
回答美学的 3 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美？如何美？什么是美？如果把美的演化史
比喻为一棵大树，第一单元是其中的主干；第二单元

“艺术的本质”回答艺术和审美的关系，艺术起源、
艺术审美和进化的关系；第三单元“审美和艺术的困
惑”，着力于分析和回答审美和艺术中最常困扰我们
的问题；第四单元“生之愉悦”，是对美的演化史的
延伸。该书文风通俗易懂，从科学出发，揭示审美、
艺术，乃至人生和幸福的奥秘，读者可以和作者一起
探索世界，获得更广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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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一位木匠出身的画
家，为美术史贡献出了精彩的四件作
品，这就是李嵩的“货郎图”系列。
四件“货郎图”都不是鸿篇巨制，其
中一幅是小横卷，三幅是扇面。这些
尺幅不过盈尺的画作，在《货郎图：
小商贩肩挑大历史》（河南美术出版
社）中，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
学院院长黄小峰以放大镜式超细读的
研究拆解重构。翻开这本书，就像拿
到了一串钥匙，让我们逐一打开通往
宋代历史与生活的大门。

放大镜式痴读图像，细数“三百
件”。如果你看到过《货郎图》（故宫
博物院藏本），你会发现，画中的货

郎身背琳琅满目的货品，就像一个移
动便利店。那么，货郎身上到底背了
多少货品，都是些什么？

黄小峰在开篇以五个观察视角，
即货郎身上的货物、担杆上的货物、
背面货篮、正面货篮、正面货篮的顶
部与侧面，对货郎进行细致观察。这
份超详细的“三百件”货品清单背
后，是作者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也
是全书细读图像研究方法的集中表
现。当作者以手持放大镜式的观察方
法读图时，那些隐藏在画面细微之处
的信息便显现出来了。纵观全书，每
每解读至细微之处，都配合有高清局
部放大图，图与文的结合足够严丝合
缝，使读者得以沉浸式体验“三百
件”的视觉盛宴。

从图像学到社会史，多元视角解
密小货郎。细数了“三百件”之后，我
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位货郎
究竟身兼多少种职业？在第二章至第
六章中，作者运用经济学、医学、民俗
学等多学科视角，结合细读出的纷繁

线索，逐步揭示出货郎身份的复杂性。
从货品品类之丰富不难看出，这

位货郎看似只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
实则肩负着多种职业属性。在《货郎
图》中，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货郎的腹
部挂着一个“病”字圆牌等。这些圆
牌正是中国古代医生的核心标志，也
显示出货郎的医者身份。此外，画中
货郎腰间挂着占卜用的罗盘，担子上
有一张“明风水”的字条，甚至看手
相的招贴画，都显示出货郎还肩负着
预测未来的占卜者身份。

行文至此，作者已经完成了从图
像学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
追踪。通过五个章节的抽丝剥茧，该
书构建起清晰的跨学科的分析框架，
将图像学研究推向了社会史阐释的新
维度。这种多学科互证的研究范式，
为美术史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更是

“以图像证史”的典范，使读者从医
药、祭祀、买卖制度等角度看到了小
货郎背后的宋代社会面貌。

真实与虚构的交织。这幅画里的

货郎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货郎吗？不
论是对比其他画作文献中所描绘与记
载的货郎形象，还是对货郎担的考
证，都指向一个答案：这位货郎似乎
带有节日表演属性。

那么，带有虚构性质的 《货郎
图》的受众又是谁？其实，在前面的
细读图像过程中，作者已经给出了提
示。不论是货架上种种儿童用品，还
是画面本身围绕在货郎身边的母亲与
儿童的形象，甚至图像的形制都指向
了这个画题的理想观看者，即女性与
儿童。这幅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亲子
阅读空间，不论画里画外，女性都起
着陪伴与教育儿童的重要作用。

读到这里，当我们合上这本书，回
顾跟随作者的读画之旅，《货郎图》已
然超越了画作本身，成为历史文化与
艺术的一幅缩影。那小小的货郎以一
种独特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
了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让后人在每
一次凝视这些画作时，都始终牢记，物
品的背后是人、是国家、是社会。

货担上的微观史
□李一鑫

鲍尔吉·原野的《藏在石头里的
马》（新蕾出版社），是我近年来读到
的相当优秀且独特的原创幻想儿童文
学作品。此书名抛出了一个悬念：

“马怎么会藏在石头里？”等到读完小
说，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其实是人生哲
理的一个形象体现。

写作幻想文学需要思考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如何连接和出入于幻想
与现实。这部以内蒙古草原为背景的
小说用了一个颇具地域性的方式：两
个男孩巴图和满达在玩摔跤时，神奇
地穿过印刻岩画的石头，进入草原国
度。这种从现实进入幻想的方式在世
界经典童话和幻想小说中也有，而

《藏在石头里的马》则别具一格，具
有民族性和原创性，创造属于“中国
故事”的气息和质感。

与如何进入幻境的故事起点相关
的另一个端点，是如何从幻境回到现

实。故事中接近结尾的部分，变成
马的灰兔选择了变回原来的灰兔，
那么由人变成马的孩子最后是不是
也选择变回孩子呢？作者给出的结
尾不落窠臼：巴图和满达决意要以
马的样子重回家乡，那后面他们会
经历什么呢？这个具有开放性的结
尾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或者续编。
这一身份选择问题其实具有普遍
性。我们的身份会随着人生的经历
而变化，当我们有了某种新的身份
和经验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愿意回
到从前？该以怎样的姿态或心态回
去？作家用一种带点顽皮的轻巧结
尾，引发令人深思的人生追问。

故事中的马郡这一草原王国，是
具有内蒙古草原经验的作家的鲜活创
造。这些动物带着自己曾有的生活和
对于生活的理解，在转变身份之后重
新学习和体验，能用一种复合或更新

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发现自己的真正
需求和愿望。枣红马是一位智慧的长
者，但这个长者不是高高在上地给出
建议，而是给予孩子们自主选择的权
利，让他们经过尝试和历练去找到自
己想要的生活。从花尾榛鸡变成的母
马野美丽把人类和鸟类进行比较：

“人类勉强能听到别人喊自己的名字
就不错了，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能听
到无数声音——微小的声音、遥远的
声音、天空和大地的声音，都能听
到。”这一不无真知灼见的比较，可
以让自以为是万物之灵长的“人”放
下自大。故事中诸如此类的角色都被
塑造得相当丰满，其人生历程和感悟
常会带来令人心有戚戚或惺惺相惜的
触动。

即便是主角巴图和满达——由两
个男孩变成的马也有不同的个性。有
意思的是，变成马之后，这两个孩子

坚持要用自己的蒙古族名字。在《永
远讲不完的故事》《千与千寻》等优
秀幻想作品中，丢失和寻回自己的名
字成为具有隐喻性质的成长过程和仪
式。但鲍尔吉·原野没有走这个套
路，而是让这两匹马依然使用分别意
为坚固和圆满的人名，暗示了尽管他
们变成了马，但内心依然秉持人的灵
魂和追求，也会有他们的道德判断、
价值重塑。

《藏在石头里的马》 写得很美，
体现了作者精到的散文笔力。这个故
事也写得很欢乐，角色之间的对话幽
默感十足。书中有对社会人性的洞察
和生命境界的深刻理解，但作家没有
以正襟危坐式的姿势去写，而是用一
种举重若轻的方式，营造了一种“滑
稽美学”的磁场。这需要掌握尺度精
当拿捏，是一种有难度的思想操练和
艺术功力。

在不断地欢笑之余，故事也带
给我们许多感悟，比如：“我的人生
是不是也可以变种方式呢？”每个人
都向往自由的灵魂，这本书提醒我
们——可以打破预设，去尝试别的
样子，去成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去领略新鲜多样且意趣丰盈的人生
风景。

创造幻想文学的别样风景
□谈凤霞

秋葵，中药名，锦葵科秋葵属
多年生草本，素有“蔬菜王”之
称。卡农，字面意“轮唱”，原意

“规律”，是复调音乐的一种技法。
《秋葵卡农》（安徽文艺出版社） 这
部以因家庭重组而成为姐妹的两个
小女孩名字命名的小说，即是这样
一部混合着治愈力与生命力的作品。

《秋葵卡农》 讲述了 11 岁的小
女孩秋葵在经历父母离异以及进入
重组家庭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故
事，是路文彬创作的第六部长篇小
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这部作
品延续了其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深海沉默》《水晶》 中有关成长主
题的思考，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从小女
孩秋葵、少女水晶、青年女性海
心，到中年女性秋葵妈妈，正是作
者对女性成长过程不同阶段的具体
呈现。她们的基因里都镌刻着不服
输、理性、乐观、智慧、宽容以及
爱与自由的因子，她们追逐理想，
崇尚理性与智慧，永不停歇成长的

步伐，不断去领会爱与成长的真谛。
《秋葵卡农》以父母离异和家庭

重组及其对孩子的影响为题材，因
此在塑造人物和构建情节时，始终
围绕着父母的婚姻关系进行，这种
构思使得小说触及社会和家庭各方
面、多层次的问题。更为别出心裁
的是，作者以秋葵需要完成有关父
母离婚问题的社会调查作业为线
索，将秋葵身边原因各异的离异家
庭及其对孩子产生的各不相同的影
响串联起来。基于此，小说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呈现婚变的
多重面向。原因各异的离异家庭，
因对待孩子的不同方式导致对孩子
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正是这种由

点及面地观察和书写，使得父母该
如何让孩子在变故的家庭中继续感
受到爱，并身心健康地成长这一思考
得到深化。故此，这虽然是一部儿童
视角小说，却是一部“具备高处的智
慧”的作品，它不仅适合儿童阅读，
同时也值得成人读者去品读和反思。

这 部 篇 幅 并 不 算 长 的 长 篇 小
说，具有童真诗性的语言风格。书
中有古典诗词、儿歌童谣、童话故
事、流行歌曲等诸多元素，从而使
得文本的语言风格呈现出自然流畅
又不失诗性童真的特点。总之，这
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厚重的儿童视角
小说，也是一部蕴含着爱之哲思的
成长小说。

从儿童视角看家与爱
□李林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等著
的《文绿融合：城市保护与更新工程
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城
市保护与更新实践中提出“文绿融
合、新旧共生”的理论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张杰
及其团队就以北京国子监等历史文化
区的保护为切入点，建立了街区、院
落、建筑保护更新的诊断评估技术体
系，提出了“小规模、渐进式”的城

市更新方法，为后来北京老城 25 片
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
了重要技术参考。这一技术方法在此
后诸多片区保护更新工程实践中得
到应用和完善，并被纳入 《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之中，且在
全国推广。

自 2006 年开始，张杰及其团队
着手探索节能形态、低碳与城市保
护、更新相结合的可能性。其团队
利用全国城市的数据，通过模型计
算确立了中国城市的节能形态因
子，这包括最佳就业、商业、社区
三级中心的腹地面积，以及城市密
度、开放空间、功能混合度、住宅
户型面积等，为既有片区的环境与
功能的低碳提升提供了理论基础。
自 2012 年起，张杰及其团队深耕千

年瓷都景德镇，面向其历史文化特
色保护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
深入研究和规划设计实践。“文绿融
合、新旧共生”的理念被贯穿于

“设计—投资—建造—运营”一体的
项目全流程方法之中。

这部 《文绿融合：城市保护与
更新工程实践》 是张杰及其团队 20
多年来在城市保护与更新实践中的
总结，全书内容包括城市整体保护
与更新、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老
旧厂区保护与更新，以及文脉织补
与延续等。纵览全书，其特点主要
有以下三个方面：

创造性地提出“文绿融合、新旧
共生”的城市保护与更新设计理论及
方法。文化保护与绿色更新将越来越
紧密地结合。无论是城市保护还是城

市更新，都旨在对既有环境加以科学
的利用。通过保护利用，传承历史记
忆，优化城市产业和功能结构，提升
城市的活力，并有效地带动城市的高
质量发展。

寓理论于实践之中。作者将学术
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提出多尺
度衔接、动态实施的城市保护更新
工作框架，形成了基于场景营造的
多维度综合更新设计，并将丰富的
历史记忆融入当代，从而引领城市
复兴新路径。

集大成、出智慧。作者通过跨学
科研究，突出彰显空间基因的理念。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文化景观
价值等的认知，并运用数字化技术保
护历史文化街区，实现了遗产保护和
城市发展的协同与配合。

书写城市保护新路径
□吴宇江

满达看见周围是一座大森林，近处和远处长着红皮云杉、兴安落叶松。树下

开着野花，有开蓝花的燕雀草，开小白花的鼠李。他像被控制了一样在石头滑梯

上拐来拐去。斑啄木鸟从白桦树上飞起来，有个声音说：“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摘自《藏在石头里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