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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 诗 百 话》有 感

家里侄子
3

岁，虽不认得几个字，但对大人
们教的诗却一字一字背得清楚。我对诗的接触
也是从小开始，直到现在兴趣依然不减。每当
看到别人写的诗，尽管对到底表达什么可能模
糊不解，但还是满腹仰慕之情，感觉能写诗多
有“文化味”。最近读了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
话》，对诗的爱好又深入一层，对我们国家的历
史文化的了解也更多一些。

唐代是我国诗歌繁荣昌盛的年代。《唐诗
百话》里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

以讲诗人讲唐诗。唐诗还可分为绝句、律诗、游
仙诗、杂体诗、咏史诗等不同类型。至于唐以前
的古诗是什么样的， 绝句和律诗有什么不同，

不同年代的诗人有什么特点，他们的作品和经

历之间有什么联系，施蛰存先生无不用浅显的
语言娓娓道来。书中由于引用了其他研究者关
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 不免有文言文原文，

而类似的观点也会让人难以区分。但是，作者
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帮读者从中得出自己
的结论。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样，对于诗歌，不同境况不同经历的人读来
也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在书中写道“诗无达诂，

个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但是，首先要掌握作
者的创作动机”。对诗歌中“以意逆志”的现象，

他并不过多地批判或附会。

以《唐诗三百首》收录的白居易的《草》为
例，我最早是在小学课本中读到的，以为全文
就是“青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诗意就是描写小草的。但其实
后面还有几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

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施先生说，《白氏长
庆集》里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宋人删去
“送别”二字，明人又删去“赋得古原”。作者详
细讲解了这首诗写作的背景和关于这首诗的
故事， 以及诗中公认的好句和不太合适的句
法在哪里……不得不说， 从对一首首诗的分
析中， 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学识的渊博
和做学问的认真，而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学
到的又不仅仅是一首首被他拿来或者列举出
来的诗。

《唐诗百话》 完成于
1985

年。 第一话写于
1978

年
1

月
4

日，最后一话写于
1985

年
6

月
10

日，

每一话的结尾都标有时间。看到那些连续的时
间， 我仿佛看到作者日复一日的伏案而作，或
是查资料，或是停笔思索。刚读时作者讲了作
诗要遵循的方法。由于理解不透彻，我真不想

继续看了。读诗是多么轻松惬意的事，怎么被
这平平仄仄弄得糊涂起来。可看到每页后面的
时间，我又忍不住继续往下看。哪怕有些不懂，

还是努力跟着作者去思索、揣摩、猜测古人选
一字一句的用意，对古人字字必究的精神感到
不可思议，对用字的精炼表示赞叹。全书最后，

作者细讲了一篇《秦妇吟》，这是一篇因种种原
因， 自宋朝开始已经失传了一千多年的诗歌。

由于流传到西域，

1900

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关于
此诗的写本，被外国人伯希和整理后重新寄回
中国。全诗重现了唐朝后期人民在战争中的悲
惨生活，对当政者的描述也毫不留情，以“内库
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知名。因战争
而成诗，因战争而埋没，终在和平年代被传播，

一首诗的命运与国家的国运在无意中被联系
起来，由不得人不嗟叹。

《亲历抗战》

作者：光炜周进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内容简介：

去年是全民族抗战爆
发

77

周年， 今年将迎来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
争、殖民统治，带给北京的
创伤刻骨铭心， 在血与火
洗礼中挺身而出的仁人志
士永载史册。《亲历抗战》

用
20

位抗日老兵口述的方
式再现北京抗战史，真实、

鲜活地记录那段悲壮却光
荣的历程。

《移动时代生存》

作者：王建宙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移动时代，手机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如果对照欧美
国家从电话到手提电话、寻
呼机再到移动电话、智能手
机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
现，这一过程在我国大陆地
区被大大压缩，迄今未满

30

年。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分
为两大部分，一是作者回应
了针对中国通信服务行业
的多项质疑，二是对通信服
务与互联网融合的思考。作
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曾任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
事长的王建宙的叙述、阐释
与思考，对于人们理解这

30

年中国经济尤其是通信产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买书记历》

作者：陈晓维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

39

位爱书人围绕私人买
书史这一主题，展开“各自表
述”。他们既有闻名海内的藏
书大佬， 也有深藏不露的民
间高人，既有学者、编剧、媒
体人，也有旧书店老板、公务
员、 自由职业者……涉及线
装、新文学、签名本、近代诗
词、 非正式出版物等各项专
藏，从琉璃厂、潘家园、上海
文庙， 到海外淘书、 旧书网
站、拍卖场，既是相互独立的
私人买书小史， 又不经意间

相互呼应、穿插，构成
1978

年
以降两代爱书人的“集体回
忆”，全景展现

30

多年来国人
买古旧书的面貌。

《天国之秋》

作者：裴士锋
[

美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译者：黄中宪
谭伯牛（校）

内容简介：

作者裴士锋， 耶鲁大
学中国史博士， 从国际关
系的角度切入太平天国运
动， 特别着重英美各国在
外交与军事上对太平天国
战事的影响等， 将清军统
帅曾国藩和太平军领袖洪
仁作为讨论的核心人
物。 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
迁评价：“精心琢磨的历史
铺陈，是极出色的典范。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
1864

年的这场中国内战， 可能
是人类史上死伤最惨烈的

内战； 裴士锋以生动翔实
的手法， 呈现中国的统治
者及其数千万子民的命运
如何受到英国外交与商业
利益的摆布， 如何受到太
平天国本身的非正统宗教
和政治理念影响。 一个悲
惨且撼动人心的故事。”

《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作者：迈克尔·苏立文
[

英
]

出版社： 世纪文景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赵潇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从
16

世
纪到现代，以中国和日本为
代表的东方艺术，与以西欧
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艺术
之间相互交流影响的历
史。 中国风为何会风靡

18

世纪的欧洲宫廷？ 中国与
西方的接触虽然更早，为
何受西方艺术影响却没有
日本大……曾在剑桥大学
等高校从事教学及研究的
苏立文教授引导读者穿越

这风云变幻、 瑰丽多姿的
4

个多世纪，清晰阐述出近代
东西方艺术文化之间，彼此
深深吸引而又对立排斥的
过程，为我们厘清这段既熟
悉又陌生的纷繁际会。

○阅读在线

网 络 语 的 正 与 邪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
布《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 在业界
引起很大反响，在公众层面也引起不少
关于网络语的议论。

通知中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
广告应严格按照规范写法和标准含义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字、词、短语、

成语等，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
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
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介
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
词语，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这
一通知的出发点是为了规范使用国家
语言文字问题， 并非专门针对网络语，

但其中提到的网络语言问题，尤其受到
了公众的关注。

网络语，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
出现的，更新快、数量多。很多网络语喜
欢炫怪求奇， 甚至打破正常语法规范，

随意进行令人费解的组合变化。 比如
“十动然拒”是“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

TA

”的缩略形式，用来形容“簈丝”被所
追求的“女神”或“男神”拒绝后的自嘲
心情。而“人艰不拆”则是出自林宥嘉的
一首歌曲，表示“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
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如果不了解这些
生造词语的具体出处和原始语境，就很
难理解其中的实际含义。这样的网络语
如果频繁出现在广播电视和广告等公
共传播领域， 确实容易产生语言误导，

尤其是容易影响青少年对母语的认知
和理解。

一定意义上来说， 广播电视和广
告节目作为汉语言的一个公共窗口，

在维护汉语言的纯洁、 促进汉语言规
范使用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 限制
和拒绝某些生编硬造的网络语， 是应
该受到公众支持的。而与此同时，由于
网络语特有的某些幽默风趣和新鲜创
意， 我们也不能对其一概武断地加以
否定和贬斥。记得几年前，网络语“给
力”一词初次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并很快
为公众所接受。而《人民日报》由此所
体现的致力语言创新的态度， 尤其受

到读者的肯定， 网友甚至把这一事件
看成为网络语“转正”和“上户口”的一
个具体标志。

一些受到公众认可、并随着时间优
胜劣汰生存下来的网络语，比如“给力”

“拍砖”“伊妹儿”等词，鲜活生动幽默风
趣，应该给其生存空间，直至收入辞典，

融入当代汉语言的词汇宝库。对于一些
生造硬凑的网络语， 比如上面提到的
“十动然拒”“人艰不拆”之类，以及某些
传递负能量的粗鄙低俗的网络语，则应
逐渐矫正和淘汰，为公众营造一个纯净
的语言空间。

网络语的出现和发展， 是当代语
言演变和进步的生动体现， 应该允许
它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演变空间。 尽管
表面上众声喧哗， 而时间终究会大浪
淘沙。 任何时代的语言发展都是一个
活跃的动态过程， 而不会是静止的一
潭死水。耐心分析，网络语的确有正邪
之分，而其中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之
道，则值得深入探讨。归根结底，网络
语并不是洪水猛兽。 我个人认为，宜
疏，不宜堵。

看

︽

茶

叶

的

流

动

︾

“金银铜，明雨夏，三三见九，九九归
一，天赐骏眉落武夷，茶神嗅品不离去。”

《骏眉令》中如是说。

近年， 想必在中国的喝茶者都听说
过“金骏眉”之名。我们暂且先不论其选
材上乘、 制作考究等茶叶本身所具有的
特质，单就这首懵懵懂懂的《骏眉令》，就
足以领略附着在这小小茶叶上的几分魔
力。《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
与历史叙事（

1644

—

1949

）》一书则不仅
让读者了解了采茶、制茶工艺，还勾勒出
这一茶品的生命史。作者肖坤冰，作为一
位人类学博士， 其追求显然不是为喜茶
好茶之人讲明白什么是“金骏眉”，而是
要以“茶叶的流动”，勾勒出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闽北山区向“现代中国”迈进的
历史进程。

茶， 在中国早已不是茶树上的那片
片嫩叶、那杯润津止渴的香茗，而是一种
浸入到国人的身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之中
的物质， 是人行草木间的一种生活方式
和态度。茶，流动于雅俗之间，勾连着域
内域外，创造并生成着人与物、自然、精
神、社会的关系和意义图式。从这个角度
上说，我们品的茶形、茶色、茶味，绝不是
单纯的感官评判， 而附着着太多的历史
记忆、文化想象和生活感受。那么，这些
意义是如何附着到这一物之上的呢？这
一“有意义”的物又是如何影响地域社会
的呢？肖坤冰通过在福建闽北山区、田野

的实地调查，以“物的民族志”方式做出了回答，写就了武夷茶
的社会文化传记。

在闽北山区，岩茶、红茶有着各自的地域空间。九曲溪下
游为岩茶产区，九曲溪上游的桐木是红茶产区。无论是岩茶产
区还是红茶产区，其产区中都有着空间等级的划分，即正岩、

外岩，正山、外山，“正”代表着正宗、高品质、味道纯正、最高
等级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这种等级的形成虽然基于一定的
自然生态， 但肖坤冰通过文献的梳理和田野的访谈告诉我
们，这种等级是在历代文人的“描摹”、域外经验的回归，以及
种种乡野传说的塑造中形成并固化下来的， 甚至还有美妙的
历史“误会”。

“正山小种”是武夷红茶的代表。在当地的传说中，这是因
为意外而做坏了的茶，但就是这样一个意外却收获了惊喜。在
漂洋过海后，它成为“最好的中国红茶”。在经历原产地（福建
武夷山桐木）、中间商（福建福州）和消费地（主要为英国）三种
异质文化空间的流动后，它的名称和意义完成了从“乌茶———

烟熏小种———

Lapsang Souchong

———正山小种”的生成过程。

更为关键的是，从域外对于工艺和口味的强调，而演变为地域
社会对于空间地位的强化。如果说“正山小种”的产生是无意
为之的结果，那么红茶的新品种“金骏眉”则是一次有意为之
的文化再生产。这是在严格的正山范围、海拔要求、采摘时间
和制作工艺下，伴之以文化包装和阐释，共同创造出的高端红
茶。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看到武夷茶成为链接底层与士绅阶
层、农村与城镇、东方与西方的线索，不仅拨开迷雾，在历史脉
络和文化生产中，为我们讲清楚了误读而生的“正山小种”和
有意创造的“金骏眉”神话，而且在茶叶流动和生产的讨论中，

为我们呈现出
17

世纪中期以来在武夷山这一特定时空坐标中
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世界市场）的权力和文
化的互动。

掩卷沉思，武夷茶的社会文化传记印证了“一茶一世界”

的真谛，不仅有禅意，而且是现实。

“全球化”：一种宿命，一个契机

———评刘东的《再造传统》

2007

年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将全球
经济一起拖入泥潭。这样的情境，让原本就备
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 再度成为众矢之的。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
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败
笔”的文章，指出欧美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因为
深受“全球化的危害”；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
岩则批评全球化是一个“怪物”；德国前总理赫
尔穆特·施密特在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
特恩的谈话中则将此次危机看作是“美国东海
岸精英的彻底失败”。

全球化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
的崩溃，在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与反思西
方价值观的思潮合流了。 正如阿尔君·阿帕杜
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指
出的那样，“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眼里，（美利坚）

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
旧货甩卖场。它为日本人提供高尔夫假期和房

地产；为欧洲和印度提供商业管理的意识形态
和技术；为巴西和中东提供肥皂剧灵感；为南
斯拉夫提供首相；为波兰、俄国和任何敢试的
国家提供供给学派经济学……”阿帕杜莱这种
对全球化的尖刻讽刺，被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
长刘东所注意。

作为过去
30

年中学界规模最大的两套译
丛（海外中国学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主持
人，刘东显然并不是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对全球
化和西方价值观的攻击。在他长期进行的另外
一项工作———国学研究映衬下，西方价值观主
导的全球化的失败，或许也意味着西方以外的
价值体系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中国。

事实上， 在上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显然是过去
15

年里，受到全球化影响最
大的国家，这一进程再次将中国传统与西方
“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前台。于
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全球化这对矛盾———

刘东在《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中聚
焦的问题，也就成为刘东和他的同侪们亟待

回应的题目。

在《再造传统》里，刘东先对全球化的概念
做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刘东发现，“各国学
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
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对某
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
来说，全球化则是悲惨的祸根。这样混乱的知
识状态，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尚在
过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给人
类知识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
义仍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而与西方学者
将“全球化”定义为西方化、国家化和世界化的
同义词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
球化。他认为，唯有“星球化”这一义项，才强调
了人类横跨星球的某种空前联系，并构成了某
种新型的知识范式。

也正是基于此，与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学者
不同， 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宿
命”，正所谓“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

命运推着走”。他表示，既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

浪潮不会放过任何人，那么就只有以昂扬的姿
态和积极的行动， 去承担无可规避的命运。当
然，将全球化当成宿命来承担，并不意味着就
此而沉湎于宿命论。刘东进一步指出，正相反，

只有在接收既定历史结构的同时，才能在对于
历史的不断修正下，去减少、化解和驯服全球
化所带来的“疏离和异在”，以避免最终成为这
一过程中的输家。

围绕“中国特色”，刘东在《再造传统》里，

还详细分析了申遗、语言、建筑、电影、中医、体
育、通识和家庭八个方面的传统，在遭到全球
化冲击时，经历了怎样的侵蚀。譬如，在传统的
中国式家庭中， 我们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
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这样既能保障
教育的完整性， 也让前途得到把握。 然而，在
“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观念侵袭下，传统
大家族中的负面效应却被一味地扩大。这些传
统本应在全球化时代提供有价值的观念，塑造
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并缓和和修正全球
化的错误。

在刘东那里， 全球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宿
命，也同样成为一种契机。它给予我们机会，去
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价值。 他表示，

“全球化的离心力在于， 它激发了地方独特意
识的提高，实际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构……这才
是我们所需要的既大胆又谨慎的文化权衡！”

这种文化权衡， 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再造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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