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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 ◎郭宏安译
◎译林出版社

《红与黑》是法国作
家司汤达创作的长篇小
说，也是其代表作，首次
出版于1830年。

该小说讲述于连是
一个木匠的儿子，长着
少女似的清秀面孔，天
资聪颖，记忆超群，有着
非凡的意志力。他受父
兄虐待，也深以微贱的出
身为耻。他凭借熟记拉
丁文圣经的资本在维立
叶尔市长德·瑞那尔夫人
家里当上了家庭教师，并

悄悄和德·瑞那尔夫人恋
爱。他们的秘密恋情被
市长知道后，于连不得不
远走贝尚松神学院，一心
希望能凭借自己的聪明
才智在此出人头地。因
为院长主教之间的勾心
斗角，于连离开神学院去
了巴黎的木尔侯爵府，他
非同寻常的才能与骄傲
征服了侯爵家的小姐玛
特尔，于是与玛特尔小姐
恋爱，于连的跻身上流社
会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
了。此时侯爵收到德·
瑞那尔夫人被迫誊写的
一封揭发信，于连的梦想
破灭。他到了维立叶尔
的教堂向德·瑞那尔夫人
开了两枪。于连被捕入
狱。德·瑞那尔夫人买通
狱吏，使于连免受虐待。

得知原委，于连疯狂地爱
上了德·瑞那尔夫人。于
连被判死刑，他拒绝玛特
尔和德·瑞那尔夫人为他
上诉。于连受刑后，玛特
尔亲手埋葬了他的头
颅。德·瑞那尔夫人三天
后也离开了人世。

小说发表后，当时
的社会流传“不读《红与
黑》，就无法在政界混”
的谚语，而该书则被许
多国家列为禁书。《红与
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
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
家所能及的层次。它开
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

“心理小说”的先河。《红
与黑》发表 100 多年来，
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
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
剧、电影。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著 ◎张雪健译
◎三秦出版社

《曾国藩家书》是曾
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
清 19 世纪中叶。该书

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
道光 30 年至同治 10 年
前后达 30 年的翰苑和
从武生涯，近 1500 封。
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
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
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
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
定，形式自由，随想而
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

常中蕴含真知良言，具
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
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
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
部家书完全可以体现
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
修养。曾国藩作为清
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
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
究，显示了他恭肃、严
谨的作风。

《瘟疫之夜》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龚颖元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01 年 ，延 续 600
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

进入了末期。此时的
世界正经历第三次鼠
疫大流行。在列强虎
视、密探遍布、帮派纷
争、流言四起的明格尔
岛上，瘟疫悄然蔓延，
谋杀接连发生。帕克
泽公主和她的丈夫努
里医生、侍卫卡米尔一

起来到这座岛上对抗
瘟疫，并试图和当地总
督一起，找出杀害帝国
首席药剂师的真凶。

本 书 是 2006 年 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
继《我的名字叫红》之后
又一部悬疑史诗，构思
40年，历时5年写成。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平凡的世界》是中
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全
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

社会生活的百万字长篇小
说。全书共三部。1986
年12月首次出版。

该书以中国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
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
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
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
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
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
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

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
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
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
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
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1991 年 3 月，《平凡
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

2019 年 9 月，该小
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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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范晔译
◎南海出版公司

《百年孤独》，是哥
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
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

说，是其代表作，也是拉
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
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
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
景的鸿篇巨著”。

作品描写了布恩迪
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
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
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

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
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
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
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
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
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
界，成为 20 世纪重要的
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蔡静综合整理）

100年前，上海棋盘街四马
路一带，新式书肆报馆林立，这
里是著名的“文化街”。100 年
后，人们频频回望百年前这一
重要坐标，谛听文明的重音，从
历史中汲取力量。

回望峥嵘来时路，那些重
要的出版历史，不仅是各出版
社的“家史”，也是我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重要篇章——

1897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
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
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
京大学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
的双子星”；

1912 年 1 月，陆费逵在上
海创办中华书局，将“开启民
智”作为出版宗旨。如今，“中
华图书”已成为传统文化图书
善本、定本的“代名词”；

1932 年 7 月，邹韬奋、胡愈

之和徐伯昕等人在战火硝烟中
创立生活书店，出版进步书籍
杂志，宣传先进思想文化。90
年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三
联精神”代代相传；

1952 年 ，外 文 出 版 社 成
立。70 年中，始终牢记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的使命和担当，用3万多个
图书品种、近5亿册的发行量，
筑起了对外出版的高地。

百余年中，创业者从未远
去。“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
林努力来”的张元济，志在“国
家进步、教育进步、书业进步”
的陆费逵，始终“竭诚为读者服
务”的邹韬奋……他们的初心
使命历久弥新。

“回顾现代出版的历史可
以看到，唯有知识分子的人文
精神贯彻其间，出版事业才会

有较大的发展。”复旦大学教
授陈思和曾在《试论现代出版
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中提
出“现代出版参与了现代文化
的创造”这一命题，指出“如果
当时没有开明、北新、良友、文
化生活、海燕这样一批体现知
识分子人格的出版社，那么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将会被改写。如果没
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
出版社，现代文化史也将会被
改写”。

现代出版翻开了历史重要
的一页，经典图书如涓流赴海，
翻涌起时代的浪潮。而出版背
后的故事，亦是一部重要的文
化史。

2022 年年初，中华书局原
执行董事徐俊的新书《翠微却
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

文化》，吸引了出版界和文化界
太多同人的关注。书中详细记
录了众多中华经典图书的出版
故事，重点回顾了“二十四史”
点校整理与修订出版的历程，
被誉为“一部重要的当代学术
文化史料集”。

11 月上海书展期间，《生
活 书 店 会 议 记 录（1933—
1945）》（排印本）正式发布，生
活书店保存相对完整的会议记
录首次以排印本形式面世。这
批长达 12 年的史料详尽记录
了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充分
展现了“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
垒”的历史故事。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今
日的记录终将成为明日的历
史。而明天，永远是一个新的
起点！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阅读，锚定时光的坐标
——二〇二二年读书生活掠影

□陈 雪

编 者 按

莎士比亚曾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读书可以滋润心灵，开启心智，充实生活，丰富精神，是世间一等一的好事。

让灵魂在书籍的浸润下，永远保持前行。

2022年新书很多，涉及方方面面。有很多新书大受读者追捧，当然
也有很多经典老书依然热度不减。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经大数据
分析2022年受欢迎的几本经典好书。

在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
原》出版 30 周年之际，人民文
学出版社推出了何启治先生的
文学评论集《不朽的丰碑〈白鹿
原〉》。

《不朽的丰碑〈白鹿原〉》全
书15万字，是一部展现编辑家

何启治与作家陈忠实 40 余年
真挚交往的回忆录，更是揭秘

《白鹿原》写作、编辑、审读、出
版及其获奖等历程的权威读
本。何启治是中国著名的编辑
家，曾任《当代》《中华文学选
刊》杂志主编。他以严谨的治

学态度，全面回顾了自己与陈
忠实 40 多年的长期交往和深
挚友情，表达了对陈忠实的崇
敬及深厚情感，同时还对《白鹿
原》进行了认真解读，详尽透彻
地阐述了其四大特色：惊人的
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

人物形象塑造、雅俗共赏的艺
术特点。全书收录了陈忠实写
给何启治的23封信件，时间跨
度长达 36 年，其中 6 封是首次
披露，具有较高的文学史
料研究价值。

（刘峰）

“书籍一下子出现，崭新，还有些湿润，像秋天栗子树下闪闪发光的落果。”诗人米沃什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赞美与书籍相遇的
瞬间。

当2023年的新年钟声响起时，过去一年中的喜悦与遗憾都已成回忆，但不要忘了那些与书籍相伴的日子，它们在如斯逝去的
光阴中刻下了一个个坚定的坐标，这是时代与人的交集，也是时光停驻的证明。书籍之于生活，一如诗歌里的咏叹，“但是书籍将
会竖立在书架，有幸诞生，来源于人，也源于崇高与光明”。

许多书籍，在与人们碰面前，
已独自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它
们或许是沉睡在某层抽屉里的
文稿，或许是某个档案馆里尘封
的史料，靠着某位写作者数十年
如一日的信念，或是某个研究者
独到的慧眼，终于在某一天，化
身书籍，与万千读者相遇。

2022 年，许多来之不易的
好书，跨越了万水千山，才抵达
读者的身旁。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
告》是一份迟到了35年的考古报
告，作者是已故著名西域史专家
侯灿先生。2019年，侯灿的夫人
在家中发现了一个沉重的牛皮
纸袋，上面写着“楼兰考古调查
与发掘报告”，时间定格在1987
年3月。当年，这份考古报告曾
因“缺纸”等原因无法出版，一度
被遗忘，直到2022年才得以与公
众见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朱玉麒说，楼兰考古报告的迟
到，体现的是当时中国学术文化
事业的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
来，学者强烈的事业心得到激
发，但出书无门却是常态。这种
状况，已彻底改观。

时光流转，考古文博类图

书已是近些年图书市场的一大
热门。2022 年，仅敦煌主题的
新书就不下十种。中华书局推
出了《敦煌守望四十天》《敦煌山
水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了《敦煌三书》《敦煌、敦煌——
常书鸿自传》《敦煌的光彩》。社
科文献出版社的《敦煌民族史》
和中信出版集团的《敦煌如是
绘》，图文并茂地讲述着敦煌的
前世与今生。在出版市场上，
这些图书一扫冷门绝学的清
冷，颇具显学光彩。

“赵元任档案”在海外档案
馆沉睡了数十年，2022年，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 46 册《赵元任日
记》及《好玩儿的大师——赵元
任影记之学术篇》，颇受好评。
据了解，“赵元任档案”多达 12
万件，是 20 世纪中西学术史的
重要史料，其内容之丰富，保存
之完整在同类档案中极为罕
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东亚图书馆馆长、“赵元任档
案”主编之一周欣平介绍，1982
年赵元任去世后，赵元任的家
人把他的全部档案捐给了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洛夫特
特藏馆，但该馆并没有懂中文

的档案管理和编目人员，使得
这些珍贵的史料一直处于封存
状态，“《赵元任日记》的出版只
是第一步，在未来的数年里，我
们将尽力把其他各个专题的赵
元任档案陆续出版。”

2022 年年底，中国国家博
物馆展出了“盛世修典——‘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宣
告历时 17 年的“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文化工程即将结项，该项
目先后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

《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
全集》《清画全集》共计60卷226
册，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
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
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
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
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
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

“大历史”中有时代的变
迁，“小历史”亦是一个有情的

“剖面”。如学者洪子诚在《寻
常百姓家》一书的序言中所说：

“《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在
大时代的背景下，特定
的某些普通人的物
质、精神的生活
方式，他们的期

待、向往，他们的成功与失败，
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这段
话亦可作为2022年一些优质新
书的注解。《陶庵回想录》也是
这样一本书，该书是 20 世纪 30
年代“论语派杂志”编辑陶亢德
的回忆录，撰写于20世纪80年
代初，时隔 40 年才得以出版。
这些回忆将读者带领到文坛的
后台，有人看到历史卸去了妆
容，也有人看到了普通人生命
的载沉载浮。

岁末年终，常有各类年度图
书盘点，总结一年的阅读生
活。新书过眼，经典常驻。
其实，当读书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时，每个人的
眼中和心里都会
有一份专属于
自己的“年
度 最 佳
书单”。

印刷文明汇入人类历史的
大潮后，一直是一枚重要的指
针，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斑斓光
景。书业从不缺少话题，它总
是在喧哗的众声中寻找前进的
动力。

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这是
一个问题，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
题。2022年年初，有媒体以《互
联网时代，谁还需要纸质书》为
题，再度讨论起了纸质书的价值
与困境。无独有偶，2022 年 6
月，亚马逊 Kindle 宣布 2023 年
正式退出中国，停止在中国的电
子书店的运营。这些新闻也让
人们看到，我们可以走出非此即
彼的“二元”思维，也许下一次，
当人们谈论纸质书和电子书时，
命题将会发生改变——如何善
用媒介，回归深度阅读。

2022年，“回归阅读”还是直
播间里的“流量密码”。三年来，
线上活动、直播带货是出版业应

对疫情影响的重要举措。然而，
在转型探索中，盗版、劣质图书
却充斥着各类网络直播间，阻碍
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年中，新
东方旗下直播间“东方甄选”突
然走红。新东方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直播间里卖的每一本书，
团队都读过”。原来，在“流量为
王”“渠道为王”的潮流下，内容
始终不失其宝贵价值。而这，正
是书业的“变”与“常”。

童书也是 2022 年的热门
话题。

纵观童书市场，进入 21 世
纪后，童书出版一直是中国出
版的“领涨力量”，创造了连续
20 多年年均两位数增长的奇
迹。到 2016 年，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童书市场。然而，
蓬勃发展的童书市场埋下了许
多质量隐忧。比如，早在 2020
年年初就有网友指出，武汉某
出版社的《动物小百科》对野生

动 物 有 不 当
表述：“果子狸
全身都是宝，它们
的肉可以吃，是我国历
史悠久的‘山珍’。”上海大
学教授谭旭东认为，童书频
频出现质量问题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儿童文学、童书推广过
度商业化，但我国童书市场总
体仍是向好的。童书市场20多
年高速发展积累了许多亟待深
入探讨的议题，童书质量大讨
论则让这些议题集中呈现在大
众面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
童文学，如何缓解家长的阅读
焦虑，童书分级阅读如何开展，
童书出版如何兼顾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事实上，肯定成
绩与直面问题并不相悖。未
来，童书领域仍需要更多理性、
专业的讨论。

2022 年，是我国古籍事业
发展的重要一年。一系列的政

策
与规
划 绘 就
了 今 后 15
年全国古籍工
作的宏伟蓝图，
明确了重点方向、
重点任务，安排部署了
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包括《永乐大典》系统性保护
整理出版工程、敦煌文献系统
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
本传世工程（古籍部分）、国家
古籍数字化工程等。2022 年，
众多古籍工作者感叹：“我国古
籍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期待中，与一本好书相遇

在历史中，聆听文明的重音

何启治文学评论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出版书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