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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雯鹤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依据清代文学
家、藏书家吴任臣《山海经图》的分类

方式，将《山海经》中的名物分为“灵
祇篇”“异域篇”“兽族篇”“羽禽篇”

“鳞介篇”五类，名物收录的原则是该
名物必须有明清时期的古图。本书
以明清的这些山海经名物图为纲，结
合历代注疏以及相关的先秦两汉典
籍文献等，借鉴前贤的理论方法以及
研究成果，讲述《山海经》名物的命名
之义，是一本普及《山海经》的传统文
化读物。

编辑推荐语：此书是著名神话学
家袁珂先生的关门弟子，潜心研读《山
海经》三十年的贾雯鹤教授写给大众
的《山海经》名物百科。书中近 2000
幅名物古图，再加上作者抽丝剥茧的
原典解读，是一本让读者真正读透《山
海经》的佳作。

《青藏考古笔记》
汤惠生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考古随笔
集，是作者近四十年青藏高原考古发

掘工作的随笔精选，内容涉及青藏高
原史前文明遗迹和早期文化事项的众
多考古发现，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中，青藏高原文明的诞生、发
展、繁荣的历史脉络，为“密切考古学
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
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
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
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提供
了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上的答案。

编辑推荐语：读此
书，会给读者一种撕下
青藏高原“神奇”面纱
的特殊体验，并从中了
解青藏考古中鲜为人
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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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秋初，纳秀艳教授寄来了将要

出版的《素儒诗选》，嘱我作序，我虽然

研究诗词，平日兴致来时也写上几首小

诗，虽自知能力不足，只是近些年来一

些诗人经常私下诟病文学院的教授不

会写诗，显然是一叶障目，于是接下了

这份苦差事，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细

细 品 读 纳 教 授“ 唱 给 宇 宙 最 淳 朴 的 情

歌”，以下便是读后之感。

从虞舜的“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
财兮”，到诗三百，再到唐宋，一直到现

在，在诗歌的长河中出现了很多优秀作

品，也涌现了一批批著名的诗人。这其

中，衡量一个诗人的最佳标准就是看他

诗歌展现的情怀，无论是写景、叙事都

体 现 在 一 个“ 情 ”字 上 ，或 关 乎 家 国 的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或关乎人生的

“长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或关乎自然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无一

例外。而我读纳秀艳教授的诗，对亲人

的思念，对师恩的难忘，对友情的眷恋，

都跃然纸上。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她

对母亲的思念，竟有十数首之多，其中

有一首歌行，题目是《母亲去世十周年

祭日抒怀》，全诗如下：

秋风骤起黄叶地，远影霜天孤雁回。
横扫故园霜满地，眼前亲冢意成灰。
一别慈颜十年梦，遍尝甘苦病相欺。
念我高堂多磊落，懿德嘉行好风姿。
冷眼看尽人间事，万千心愫独低眉。
归去飘零苦作舟，饮尽西风不解愁。
寂寥寒窗凭谁问，青天如水水自流。
常忆儿时明月夜，依偎母怀醉红楼。
慧心幸有凯风沐，觅得湘云作同俦。
如今相隔两重天，只把心殇细细弹。
无端思虑何处唱，低吟蓼莪伴流年。
纵有愁肠千千结，多少往事与谁言。
拟展素笺撰心字，慈母遗训润心田。
对故园亲冢的凄冷描写，对幼时听

母 亲 讲《红 楼 梦》的 细 节 追 忆 ，对 母 亲

去世后自己孤独无助的叹惋，以及对母

亲懿范宗风的传承志愿，在这首歌行中

都有深刻的体现。

说到歌行，出自魏晋乐府，宋人姜

夔《白石诗话》中说：“体如行书曰行，放
情曰歌，兼之曰歌行。”而乐府歌行至唐

代大盛，岑参的《白雪歌》，杜甫的《兵车

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琵

琶 行》《长 恨 歌》等 都 是 其 中 杰 出 的 代

表。毫无疑问，歌行也是《素儒诗选》中

的精华所在，《北山红叶行》《秋意》《九

月廿三夜闻惊雷听雨有感》《上元节念

慈母》《桃花行》，再加上前面介绍的《母

亲去世十周年祭日抒怀》，虽仅 6 首，但

放歌纵情，曲意描摹，毫无滞碍，仅《桃

花行》诗句便长达 80 句之多，转韵 10 数

次，这种长篇巨制，需要绵绵江水般的

思绪，蛛网式的巧妙构思，丰富多彩的

语言，丰沛的情感，如此才能达到气贯

长虹。

说到气贯长虹，想到毫无滞涩，《素

儒诗选》中不仅歌行做到了这一点，其

他的诗歌也具有这一明显的特征，又突

然想到了唐代的豪放诗歌，太白的诗淋

漓 酣 畅 ，还 有 边 塞 诗 派 ，也 是 豪 气 干

云 ，“青海长云”，气象万千 ，纳教授是

青海土著，诗风如此，自是天然。“昨夜
疏雨到天明，晓来西风落翠红”（《雏
菊》），“扎龙沟里开盛宴，高山巅上舞娉
婷。盈手丹霞入诗心，满眼枫叶胜红
英。为谁痴情媚霜露，心神共语秋月
明。群山寂寞平野阔，为君长歌红叶
行”（《北山红叶行》），“秋水芦苇归雁
远，晨霜万里洗高天。歌喉婉转松涛
荡，醉舞清风水月前”（《醉秋风》），这样

的 诗 句 在《素 儒 诗 选》中 随 处 可 见 ，诗

带风声，气脉贯畅，篇篇带有唐人边塞

诗派的精气神。

《素儒诗选》中也有很多小诗，写得

很有味道，如果能用一个字表述，那就

是“俏”。“时至端午银柳香，熏风十里过
河湟。卖花担上俏模样，捧入一枝沁客
堂”（《买花》），“一抹新绿逗绯红，眉眼轻
揉湟水东。枝上轻寒风雨后，春风匀染
花露浓”（《新绿》），“向晚疏林倦鸟飞，居
巢高处沐斜晖。娇声乳鹊枝头闹，阿母
只因食觅归”（《向晚疏林小景》），“枝头
雀鸟鸣好音，山水清明一日新。半树琼
花春料峭，篱边细草逗人亲”（《春》） ，

“春到河湟十里程，秋痕冬印扫东风。枝
头嫩柳萌新绿，轻扭腰肢随水声”（《湟水
岸春景》），“俏”是女人的专利，“俏”则

有喜感，惹人怜爱，如西北酸曲的情态，

尽管扭捏，但自多情。

岂止是“俏”，作为一个女诗人，纳

教授对色彩也非常着迷，在她的写景诗

中，善于用颜色描摹物态。诗句“西海
碧波映赤岭，一弯瘦水向西流。红颜何
堪天下事，守望芳魂塞上秋”（《咏日月
山》）中碧波、赤岭、红颜，光彩夺目；“丁
香凝紫新愁起，桃杏翻红旧恨宽”（《细雨
梦回》）中凝紫、翻红，多姿多彩；“大湖熠
耀溯光生，碧水春波一字横。出浴群芳尘
不染，娉婷轻舞映天清。琼英摇曳月光
远，玉叶婀娜日色明。玉净花明香散处，
瑶台仙女弄波轻”（《盐花》）中盐花、碧水、

天清、琼英、月光、日色，五色斑斓；“粉蕾
如醉羞少女，一树银花俏琼枝。素面仙风
清冷骨，凌寒凝脂郁新诗”（《雪中花吟》）
中粉蕾、银花、素面、凝脂，冷暖多情；“更
兼飞雪似怀恨，着意愁白绿草心”（《风雪
春日》）中愁白、绿草，反差强烈；又如“簪
黄红袖西风里”（《香山红叶外一首》）、“一
枝红艳扫轻寒，满树鹅黄逐旧颜”（《春归
西宁》）、“细草鹅黄不见愁”（《河湟早
春》）、“红黄蓝绿紫镶金”（《秋晨》）、“翠叶
黯然减彩葩”（《雪中桃花》）等，诗中处处

着色，处处芳菲，处处点染，处处见情。

诗 中 佳 妙 处 说 不 尽 、道 不 完 。 诗

人 爱 写 菊 花 ，尊 崇 人 格 的 高 尚 ；爱 写

秋 天 ，对 冷 峻 的 秋 景 萦 怀 于 心 ；也 写

春 天 ，充 满 对 温 暖 和 姹 紫 嫣 红 的 期

待 ；也 写 饮 酒 ，其 中 不 乏 对 人 生 况 味

的思索。

作者以一颗活泼的

心灵感受生活，体会人

间百态。每一首诗都是

“唱给宇宙最淳朴的情

歌 ”，无 不 流 溢 着 诗 人

深挚的生命情韵。

——纳秀艳诗集《素儒诗选》序

□薄克礼

唱给宇宙最淳朴的情歌
继《李白》之后，位于青藏高原

的青海人民出版社，最新又推出了

诗人伊沙的“河岳英灵”系列之二

——长篇历史小说《白居易》，对于

万千心系白居易和其诗歌的读者，

可谓一桩幸事和喜事。

李白是仙，杜甫为圣，白居易则

是人间的歌者、人民的诗人。唐朝

宣宗皇帝赞曰：“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白诗老幼皆宜，

风靡全国，洵为盛事（他独有的歌诗

般的音乐性，温润好听，特别宜于吟

诵）。我也还记得，年轻时曾接触的

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居然能熟练

背诵《长恨歌》（这对当年我们这些

中文系大学生也非易事），足见白居

易在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但

相比李杜的传奇，在一般人的印象

里，白氏似乎缺少了一些戏剧性，他

的 生 平 并 不 太 为 人 熟 知 。 这 下 好

了，通过这本厚重而翔实的小说，我

们得以走近这位大诗人和他的人生

世界。

不 像 李 白 杜 甫 是 从 盛 世 到 乱

世，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不好不坏，

但还基本算是太平。没有颠沛流离

的日子，但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同样

充满了动荡和波折。普通老百姓可

能还好一点，书生和官员，一辈子似

乎都难消停。迁居、考试、等待、宦

游、守丧、贬谪、上任、离任、退隐，

颇难安生，总在途中，永远那么辛

苦，难得这位身体并不怎么好，曾

自叹“忧积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
生白发”的青年，感慨“黑花满眼丝
满头，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气味
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的中年，

最后居然得享 75 岁的高龄，“呼作
散仙应有以，曾看东海变桑田”。
并且在生命的每一个时段，人是好

人，官是好官，也是好儿子、好丈夫，

好父亲，还是好朋友，好长辈。他没

有辜负自己的才华，没有偏离自己

的正道，在每一个位置，都交出了完

美的答卷，（而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

而言，最关键的是）都留下了灿烂的

诗篇。

和其他很多历史小说不同，《白

居易》对考证唐代的文物和名物等

等，兴趣似乎不大，说实在的，那些

事情尽可留给考古学家；在故事和

情节部分，着墨也不算太多，主人公

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已经自然形

成了长河浩荡、峰回路转的叙事结

构；它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移船相
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是丰

赡的、花团锦簇般的细节和场景，这

无疑出自想象力的建构，是全书精

华所在。作为诗人、小说家，伊沙写

的，更多的是白居易的心灵史、感情

史、写作史和漂泊史，他用心描摹和

刻画的，正是相隔一千多年的另一

位伟大诗人的灵魂。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把这本小说视为两位诗人

同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其中有很多

非常专业性的诗学讨论，尤其让人

过瘾）。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
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
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
不思量。”“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
马青衫湿。”拥有《长恨歌》和《琵琶

行》两部抒情长卷的诗人白居易，深

情钟于一身，小说里随处闪烁的诗

章，“说尽心中无限事”，为我们提供

了绝妙的呈堂证供：“不得哭，潜别
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
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
理枝。”“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
独自愁”，这是刻骨铭心的初恋，终

生难忘。“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
花影上阶”，则通向美满的婚姻，令

家事有靠，后方安稳。而他对于朋

友，忠心耿耿，体贴入微，书中他同

元稹、刘禹锡等人的交往令人心动

和艳羡，“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
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
绕柱觅君诗”。“绿蚁新焙酒，红泥小
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温暖而又亲切，有谁能拒绝呢，又有

谁不想靠近呢？爱情和友谊，也构

成白居易人生的两大支柱。虽然他

始终是一位忧伤的诗人，连续遭逢

亲人离别，故旧凋零，“坐看新落叶，
行上最高楼。暝色无边际，茫茫尽
眼愁”。“久别偶相逢，俱疑在梦中。
即令欢乐事，放盏又成空”。但他同

时也一直葆有少年时的坚信，“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充满希望，

饶有兴致，既欢且乐，完成了堪为楷

模的一生。

阅读这本小说，一个感受或者

幻觉是，除去那些唐朝的事，我们

好 像 是 在 观 看 和 欣 赏 自 己 的 当 代

生活，写诗赛诗、酒宴酬酢、公务闲

居的白居易及其周边人物，几乎是

我们身边的朋友和邻居啊，以常识

度之，一视同仁，平视万有，这是伊

沙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发现，一千多

年，人的变化并不太多，也不会太

多。是的，抛却服装制度之类，我

们 还 是 用 母 语 写 诗 的 同 行 。 我 觉

得最有趣的是，作家时常拿山西原

籍调侃老白，这是会打算盘的“九

毛九”嘛，的确，要说白居易有什么

强过李杜的，可能就是多了一点精

算师的规划和理性，“诗称国手徒为
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他要在惊涛

骇浪之中，力图成为自己命运的舵

手。他算的可不是小账，而是人生

的根本，他为自己和亲人，特别是自

己的诗歌作品（他多半也意识到这

是国宝级的财富），都做了最好的安

排，“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
了人”。能够做到这样，并且能够如

此表达的幸运儿，可真是令人羡慕。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
处。”这是白居易

的绝笔，但他好像

还没有写完，而是

等待着有心的后

辈，去写下新的续

集。

—
—

读
伊
沙
小
说
《
白
居
易
》

□
唐

欣

春
来
江
水
绿
如
蓝

也曾低吟“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
人日我归来”，带着一颗虔诚的心走进

成都杜甫草堂。也曾在课堂上多次和

学生分享杜甫诗中那些感时伤世、念家

悲 己 、忧 国 忧 民 的 济 世 情 怀 。 提 到 杜

甫，除了他沉郁顿挫的诗风，心中也会

亲切地涌现他那种苍老又充满怜悯的

悲苦之貌，让人在怜惜中更带着无限的

敬仰。我也曾固执地认为，杜甫的形象

就是那样的瘦骨嶙峋，穷困潦倒，却又

悲天悯人，坚毅深刻。但是，最近阅读

了作家彭志强的长篇非虚构新作《游侠

杜甫》后，我的这些“也曾”被推翻了。

此书，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杜甫的多扇

窗口。

视杜甫为精神父亲的彭志强十余

年来躬耕于杜甫诗歌文化领域，深研杜

诗，广寻杜迹，弘扬杜学，走上了一条潜

心致敬诗圣的文学之路。他既读万卷

书，也行万里路，践行杜甫所说的“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的长篇新作

《游 侠 杜 甫》（《秋 风 长 啸 ：杜 甫 传》上

部），以“追踪杜甫盛唐身影，探究诗圣

成长密码，还原子美跌宕人生”为目标，

苦心孤诣，呕心力作，终成一部 36 万字

的新版杜甫传，书中既有我们熟悉的诗

圣形象素描，更澄清了一度被我们误解

的子美。

“笔底波澜，
诗中圣哲”。子美

是诗圣，他和诗仙

太白共同闪耀，成

了唐诗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杜诗也

被称为“诗史”，它丰富了“安史之乱”这

段由盛转衰的大唐历史。说到杜甫，可

能牙牙学语的孩子都会叨念出若干句

来。这是杜甫的魅力，是唐诗的魅力，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文化传

承的魅力。杜甫因诗成圣。所以我也

曾片面地认为“杜诗成，诗圣立”。

杜甫是诗圣，他始终用悲悯的目光

关注着天下苍生，以百姓视角的诗歌描

述着世间苦难，并为此奔走疾呼。他被

称为“诗圣”，理所当然。读了彭志强的

《游侠杜甫》后，我才明白原来并非“杜

诗成，诗圣立”。这二者之间是完全不

同步的，后者要晚于前者好些年。杜甫

的封圣之路长达千年时光，从盛唐、中

唐，历经两宋，最终到明清时期，直到王

嗣爽提出“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他的封圣之路才完成。封圣的漫长，更

说明后人的谨慎，是经历时间的筛选和

历史的淬炼。这是杜甫的遗憾，也是杜

甫诗歌的高贵和骄傲所在，是对杜甫文

化人格的最高赞誉，更是对他秉承传统

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认同。跨越千年

的封圣之路，剔除了一切偶然，剩下的

恰是历史的必然。

读《游侠杜甫》的另一个收获，是让

我们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杜甫。杜甫，

活在杜诗里的杜甫，不仅仅只有忧国忧

民、穷困潦倒这一副面孔。正如彭志强

在此书自序《秋风引》中所说“杜甫一生
有58个春秋，他不可能每天都在忧国忧

民，仅有愁眉苦脸这一张面孔，他和我
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况且
从家道中落的官宦子弟成长为心系苍
生的诗圣，杜甫自然不是一时一地顿
悟。我们不能因史笔偷懒，或因杜诗记
叙太少，又或因杜甫散失的诗文难寻，
就忽略了童年杜甫、少年杜甫、青年杜
甫，这些属于童真、青春和热血的‘陌生
杜甫’形象”。通读《游侠杜甫》，读者能

真切地感受到彭志强费了很大心力，在

字里行间“用杜诗绘杜像”，为我们描摹

更多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杜甫形象。

比如书名提到的“游侠杜甫”，彭志

强用了至少四个章节去还原这样一个

崭新的杜甫形象：擅长骑射，器宇轩昂，

疾恶如仇，性情豪迈，心系家国，壮志凌

云。事实上，杜甫的《壮游》《遣怀》《昔

游》等诗也有这方面的自绘。原来，我

们 的 诗 圣 不 仅 写 诗 厉 害 ，而 且 擅 长 骑

射，还是一个百步穿杨的弓箭手，一个

“看剑引杯长”的剑客。即使合上书本，

感觉那个更亲切、更朝气、更鲜活的杜

甫已经骑着胡马，背负长弓，手持利剑，

迎面而来。

在《游 侠 杜 甫》第 一 章《笔 架 山》

里，彭志强提到了杜甫的远祖杜预，此

人 曾 参 与 灭 蜀 之 战 和 灭 吴 之 战 ，是 三

国 后 期 统 一 全 国 的 英 雄 人 物 ，生 前 拜

将 封 侯 ，死 后 成 为 整 个 杜 氏 家 族 奋 斗

的偶像。此人，也让杜甫从小立志“致
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生 发 宰 相

梦 。 彭 志 强 说 ，杜 甫 写《蜀 相》凭 吊 蜀

汉丞相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
英雄泪满襟”，其实也有感叹自己宰相

梦 灭 的 悲 怆 之 意 。 他 的 解 读 ，拓 宽 了

《蜀 相》一 诗 的 境 界 ，丰 富 了 杜 诗 的 文

化 内 涵 ，为 我 们 品 读 杜 诗 打 开 了 一 扇

全 新 的 窗 口 。 我 第 一 次 了 解 到 ，《蜀

相》中杜甫不仅在赞美诸葛亮的贤能，

感 念 诸 葛 亮 未 能 统 一 三 国 的 遗 憾 ，更

是在书写自己理想破灭的遗憾。历史

人 物 的 悲 情 和 诗 人 的 悲 哀 叠 加 在 一

起，诗中的杜甫形象变得越发鲜明，诗

歌的感染力也显得愈发浓郁。

——读彭志强《游侠杜甫》

□王琰姝

澄清一度被我们误解的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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