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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里在阅读里
拥抱又一个夏天拥抱又一个夏天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五一”小长假过后，
我们就要迎来又一个夏天。与夏天一起来到你面前的，还有
“百本好书送你读”新一期书单。本期书单中，《什么是重庆》
带给你全新观察重庆的视角，《人间信》唤起我们直面人生的
勇气，《万桥赋》从一个侧面礼赞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每
本好书都是一种风景，每种风景都在等待与你相遇。

【作品简介】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5—1988）

《少年天子》，是作家凌力创作的一部描写清朝
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政治生涯与爱情生活的
长篇历史小说。小说讲述面临明、清鼎革之际
的严峻局面，顺治帝励精图治，力求变革，但不
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最终以政治的失
败、爱情的幻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小说结
构严谨，风格凝重，语言流畅。

□单士兵

帝王雄心，少年情怀；负
重变革，梦想幻灭。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
年，人生若能始终如此自由
轻快，那自然是最美好不过
的事。

只不过，少年歌行，快意
江湖，往往只是奢侈的梦想。
莫说市井小民，哪怕贵为帝
王，也常常难以来去自由，不
受羁绊。

“他短短的二十四岁的人
生，大喜大怒，大悲大欢，跌宕
起落，曲折变化，虽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却受着种种压抑和
限制，经历了许多痛苦。他对
事业和爱情的执著追求和努
力奋斗，最终都幻灭了。”在小
说《少年天子》的后记中，作者
凌力这样感叹福临的一生。

福临，即顺治帝。这位
清皇室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
皇帝，六岁登基，此后人生，
勤学苦读，锐意求治。在明
清易代之际，他崇儒教，重文
士，力倡“满汉一体”，推进民
族融合，摒弃“勤兵黩武”，与
民休养生息。

作为改革者，这位少年天
子，虽有雄心大志，也有智慧
谋略，然而，在保守派的强力
阻挠之下，他迈出的除旧布新
每一步，都受牵绊，都易踩坑。

在谈及《少年天子》的创
作意图时，凌力说得很直接：

“处于改革的八十年代，我被
立志改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
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
他那深闭固拒的传统意识压
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又
写了《少年天子》。”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显
然，作者是想通过以福临为代
表的君权与满洲贵族势力之间的矛
盾斗争，来展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
间复杂博弈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弊病
和文化桎梏，为现实提供一种镜鉴。

历史小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历
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平衡关
系，作家凌力曾从事导弹工程技术
工作十二年，后来调入中国人民大
学清史研究所，在创作上她做到了
尊重史实，合理想象，理性阐释。所
谓“各有出处，各有所本”“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在《少年天子》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

顺治的死，在很多人心中是一
个谜团。《少年天子》的情节，与《清
史稿》《清世祖实录》等史书记述的
内容相吻合，作者选择了福临半夜
病死于养心殿的正史说法。而在野
史中，流传最广的是顺治出家了。
人们如此揣度，既是因为清朝诗人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有影影绰
绰的相关描述，也是从庄太后曾多
次带康熙去五台山礼佛的行事中猜
测推想。

历史小说最重要的价值内涵，
还要看它到底在传递怎样的历史
观。从《少年天子》呈现的价值元素
来看，诸如自由、人文、科学、包容等
观念，都得到了极大彰显。

福临成为少年天子之时，历史
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当时，满清
刚刚入关，拖着氏族社会、奴隶社会
的沉重铁链，走进明朝封建社会的
文化土壤。相较而言，明朝所建构
起的社会文化机制无疑先进于“马
背上”的规则，也更容易与福临这样
的好学少年形成共鸣。《少年天子》
描述了大量汉文化，从某种意义讲，
福临能走出“马上打天下”“马上治
天下”的满清氏族固化思维，成为一
个民族融合的推进者，成为一个多
情自由的才子，正是与他所受的文
化浸润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还重
点描写了汤若望这个深谙西方科技
和文明的人物，作者就是要借此来
表达基督精神的博爱宽容，展示西
方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价值。这是
把改革的视野置于更加开放文明的
框架下，来衬托保守派的顽固无知。

只是，拥有至高无上的
权力身份，并不代表着福临
就能昂首阔步，通畅前行。
在小说中，满洲贵族势力结
成的强大顽固势力，掣肘分
权，阻挠改革，让这个少年天
子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特别
是祖辈传下来的氏族议政制
度，犹如庞然大物，难以撼
动。在强大的阶级偏见、民
族偏见的意识驱使下，在保
守派为保护既得利益的疯狂
反击中，福临的改革事业在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反复循
环中，最终走向幻灭。

少年梦想家虽有激情闯
劲，但也容易莽撞浮躁。福临
的改革悲剧，从某种意义上
讲，也与他未能及时认清封建
制腐朽落后一面，以及摒弃封
建文化糟粕有关。这些恰恰
是导致明末出现内忧外患的
根本原因。而在福临匆匆结
束自己的帝王生涯后，另一位
少年天子玄烨登上了历史舞
台，他就是康熙帝。在孝庄太
后扶持之下，福临没有完成的
改革，后来玄烨帮他完成了。
只不过，他们的子孙并没有汲
取历史的教训，依然掉进专制
集权和腐败无能的历史黑洞，
也彻底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

不论是哪个年代的改革，
只有卸下沉重历史包袱，才能
轻装前行，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通向成功的彼岸。

《少年天子》最击中人心
的，并不只是福临改革事业的
悲壮破灭，还有这位皇家情种
的爱情悲歌。比起历史改革
的宏大叙事，顺治皇帝与董鄂
妃的生死恋，也更能给人带来
锥心之痛。

无情最是帝王家，谁料爱
新觉罗家偏出情种。当皇太极遇上
海兰珠，这位铁骨英雄彻底沦陷
了。海兰珠病死，让一代枭雄皇太
极伤心过度，日渐抑郁，很快追随佳
人而去；当福临遇上乌云珠（即董鄂
妃），这位少年天子完全疯狂了。乌
云珠病死，竟致顺治出家为僧，盛年
抑郁，染病而终。面对福临坚持以
皇后之礼安葬乌云珠这位贵妃，面
对少年天子自杀殉情和削发遁世，
小说中皇太后这样想：“这真是大清
的极大不幸！要是能做得了下一代
皇帝的主，就决不许他有宠妃，决不
让他情有所钟！”然而，后来的弘历
还是遇上了富察皇后，依然上演“爱
江山更爱美人”的传奇。

福临与乌云珠的故事，是小说
《少年天子》的绝对主线。顺治尽管
是位叛逆天子，但在婚姻上扛不过
庄太后的强势压力，不得不屈从于
政治联姻的利益捆绑。但是，顺治
对安排来的两任博尔济吉特氏皇后
都不喜欢，究其原因，大抵是他学养
不薄，形成了笃定的审美品位，对那
种“傻白甜”“白富美”完全无感。而
江南才女乌云珠则不同，这位有着
满汉混合血统的女子，既有侠女风
范，又有才女风情，如同一朵朵跳动
的火焰，点燃了福临干枯太久的精
神荒野。

除了文化审美的契合外，更重
要的是，董鄂妃与顺治帝在价值观
念上高度一致。她对民族融合的认
同，对国家治理的理解，都让少年天
子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孤勇者，而
是有了一位并肩作战的灵魂伴侣。
只是，改革无望，后宫争宠。朝堂权
斗，祸及子女。在他们所生的皇四
子被害后，董鄂妃伤心病重，凄婉离
世。顺治万念俱灰，以死相随。福
临与乌云珠的相知相爱，生死相许，
实在令人动容。

“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
君尽”。福临与乌云珠的人生脚步
始终被那个时代死死捆绑着，命运
车轮一直被落后制度文化驱逐前
行，最终只能被推进一个幽暗地带。
帝王多情，红颜薄命。历史若能穿
越，唯有乘着时代的自由文明之光，
归来才能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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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呈现重庆的丰富多元全面呈现重庆的丰富多元
《什么是重庆》用200余幅摄影作品沉浸式呈现重庆

的山水人间，展现重庆的空间广度；以几十幅内容丰富
的科学制图，剖析重庆的地理文化深度；用文字阐释重
庆的长度，向读者展现重庆的“红”，其背后还有更丰富
的内涵等待着我们探索。

荐书人说▶▶▶▶▶▶
李穆（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这本书从“山水人城”四个角度架起了一个“广角重

庆”的机位，让如我一样的外地朋友惊奇地发现，原来在
重庆中心城区之外，还有这么多秘境胜地，这么多令人
震撼的壮美山河！我还进一步从书中的“突破山水”与

“翻山越水”这些章节，从重庆人的“突围”与“创造”中，
把握了重庆当代的发展格局。原来，重庆这座城市在

“爬坡上坎”“耿直火爆”等带有市井烟火气的人文属性
之外，还是一座欧亚大陆上通达四面八方的国际物流枢
纽城市。这本书让我看到重庆的多元，既有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又在新时代下呈现出大胆前卫、蓬勃向上、极
富创造力的城市面貌。

唤起读者直面自我的勇气唤起读者直面自我的勇气
麦家以“我”的经历为引，娓娓道来四代人、半个世

纪“爱与罪”的循环往复。《人间信》中没有英雄与传奇的
渲染，而是聚焦于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寻求生活真谛的
坚韧与挣扎，细腻展现了家族四代人的情感纠葛与自我
价值追求。

荐书人说▶▶▶▶▶▶
黄渭然（新经典文化文学中心副总编辑）
麦家通过极致坦诚的书写，探到心底深处、更深处，

唤起读者直面自我的勇气，注入慰藉与力量。《人间信》
不仅着眼于个体命运，还是一部贯穿半个多世纪、串联
起四代人爱恨悲欢的史诗。这一次，麦家不写天才，不
写传奇，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孤单的脊
梁、沉默的悲鸣、不折不从的信守，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
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

探索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探索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离岛，指远离本土的、隔绝于世的岛屿。日本有400

多个有人的离岛。每200个日本人之中，就有一个生活
在离岛。作家库索历时三年，独自走访了日本最为偏僻
的数个小岛，切入岛国鲜为人知的边缘地带。在她的视
角和笔下，读者可以打破城市生活的边界，看普通人如
何从孤岛上汲取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又将这种力量反哺
土地。

荐书人说▶▶▶▶▶▶
许金晶（作家、书评人、民谣唱作人）
该书之于广大读者来说，有着人、事、生活方式3个

层面参考价值——之于人，无论是海外游客、名牌大学
返岛青年，还是依托旅游和非遗表演而生的本地村民，
都是在探索另一种生活可能的鲜活生命个体；之于事，
小岛上因安静与不便、诗意与漫长并存带来的种种趣
事，呈现与都市生活不一样的日常魅力；之于生活方式，
它将小岛融古典、自然、诗意与封闭、传统、保守于一体
的背反式生活状态展现无余，在告诉我们生活“在别处”
之可能的同时，也直面“另一座围城”的得与失。

在蓦然回首中感悟历史与文化在蓦然回首中感悟历史与文化
《走神》是作家王跃文首部历史随笔集，收录其以敏

锐而独特视角解读历史的随笔31篇，分为“大人们的坏
脾气”“权杖与华表”“仁者·君子·凡人”三辑。王跃文基
于多年来对中国人文典籍及野史杂谈的阅读，撷取某些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轶事轶闻，生发思考或感悟，既有
历史考问，又有人生哲思，更有时代回响，语言兼有古
朴、雅致、清新、幽默等多种风格，读来益智、明理、养心。

荐书人说▶▶▶▶▶▶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曾以《国画》《大清相国》《家山》等饮誉文坛的王跃

文，这次的《走神》读后犹有回甘，耐人寻味。该书在呈
现历史的阴差阳错、人生的一言难尽的笔墨间，点化出
人物的个性(包括脾气，心计，素养等等)在种种境遇中的
表现，如此这般，也就道出了人物个性对于历史的特殊
意义。在当代的“传统文化热”中，需要理解的情怀，更
需要反思的热度。能在蓦然回首中感悟历史与文化的
神奇、个性与人心的奥秘，在让历史焕发出活力的同时，
也给了读者新的启示。

一场以一场以““法学法学””为名的旅行为名的旅行
《法律通识》是中国政法大学李红勃教授撰写的法

律通识读物。全书通过法学导论、法律的基础原理、法
律体系等视角，以18堂法学启蒙课，系统介绍法律相关
的基础知识体系，建构法律学习的底层逻辑。每个章节
融合经典判例，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鲜活的生活事件相
互结合，展现法律的现实意义。

荐书人说▶▶▶▶▶▶
卞开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法律是什么？法律从何而来？法律又将

往何处去？有关法律的众多基础问题，都能在
李红勃教授这本通识读物里找到答案。通过
有趣、直白的文字，作者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开
启了一场以“法学”为名的旅行，途经“法学导
论”“法律的原理”“当代法律体系”“走向法治
时代”四大核心站点。在这场旅行中，可以看
到不同学者的论争，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还
有事关每一个人的法治理念。

以桥为媒以桥为媒，，书写山乡巨变书写山乡巨变
《万桥赋》由重庆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

张者与作家宋潇凌合著。两位作者一起深入生活，
重点调研贵州现代建桥历史，采访大桥建设者，获得
灵感，倾力创作。小说讲述了“葛镜桥”的建造者葛
家后辈与桥梁的故事，映射我国西南交通事业艰苦
奋斗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变迁，为以新时期交通建设
为主题的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

荐书人说▶▶▶▶▶▶
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
本书以桥为媒，书写新时代社会变迁与家风传

承，令人眼前一亮。与纪实性书写新山乡巨变不
同，长篇小说《万桥赋》因桥而起、立足虚构，从虚
构出发抵达真实，巧妙地将爱情、亲情、友情以及
家国情怀等不同主题有机地熔为一炉。从细处着
笔，由人及物，把平凡而普通的人物置放到新时代
火热的历史建设中去，彰显了交通建设者身上的非
凡智慧与坚毅之心，以及因建桥修路而造福一方百
姓的经典意义。

研究海洋文明的集大成之作研究海洋文明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中华海洋文明对世界

产生了重大影响，无数的文明成果中，蕴含着建设海
洋强国的理论与实践信息。《沧海岁月：中华海洋文
明史论》深入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探寻和挖掘与海
洋文明相关的一切讯息，其中就包含了建设海洋强
国的理论和实践因素，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
下，这样的书写意义重大。

荐书人说▶▶▶▶▶▶
高进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副总编辑）
本书作者马骏杰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

家，他在海边出生、成长，一直与海为伴，30多年来
在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可以说，本书
是凝结他多年观察、研究海洋文明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海洋文明的文献史料，本身就浩如烟海，通过本
书中“舟船的诞生与发展”“海战兵器的产生与发展”

“瓷器·酒·茶与海上丝绸之路”等20个有重要影响
而又鲜为人知的海洋事件，读者可以深刻体悟作为
一个海洋大国子民的自豪，从而更加全面、科学地认
识海洋。

沈从文鲜为人知的精神世界沈从文鲜为人知的精神世界
《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讲述了沈从文后半生细

密复杂的生命之路和心路历程。“星斗其文，赤子其
人；不折不从，亦慈亦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
不因外界变化而妥协的独立精神，当你觉得人生无
望，前途渺茫时，不妨看看这位伟大作家，在历史激
流中如何不惧命运的风暴，找到生命的意义。

荐书人说▶▶▶▶▶▶
郑劲松(西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
多数人了解的沈从文，是以《边城》等众多小说

和散文著称的作家，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鲜为人知
的沈从文的精神世界，呈现了身处时代巨变中的中
国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史。从书中看到，沈从文无论
身处何种环境，他始终坚忍、豁达、勤奋、执着，令人
泪目动容，他不因外界变化而妥协的独立精神尤其
让人敬仰。

杜甫曾走过的心路历程杜甫曾走过的心路历程
《杜甫评传》对杜甫思想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方

面：一是杜甫的哲学思想、人生观、政治思想等，也即
一般意义上属于“思想史”范畴的内容；二是杜甫的
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尤其是他在诗学方面的真知
灼见。

荐书人说▶▶▶▶▶▶
王涛锴（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对“诗圣”杜甫的欣赏和研究是古典文学领域一

大热点，从杜甫身上，一代又一代后学获取了文学和
生命的力量。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先
生，也是杜甫众多“粉丝”之一，被学界同道称为“杜
甫的异代知音”。作为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书中
关注的重点是作为思想家的杜甫，而不仅仅是作为
诗人和文学家的杜甫。他将杜甫置于历史与文化的
洪流中，借杜甫坎坷一生的心灵史，回溯了杜甫的文
学与非凡的人生。

传奇艺术家的非凡经历传奇艺术家的非凡经历
《焚身以火》是格莱美奖最佳摇滚歌手、终身成

就奖得主莱昂纳德·科恩一本特别的传记，记录了他
本人避而不谈的一段传奇经历。本书以他的一场巡
演为主线，穿插战场众生的视角，史料来自他的一份
珍贵手稿，留下战火中他的真实心理。

荐书人说▶▶▶▶▶▶
孙孟晋（资深乐评人、影评人、文艺评论家）
书中记录了莱昂纳德·科恩很多有趣而动人

的细节，让我们不仅了解他在战争中演出的经
历，同时也更理解了艺术家本人的品性。在历史
时间中，艺术家创作灵感被激发，他歌曲里的温
柔与碎裂，正来自这种特殊状态下非凡的灵性，
这灵性具有超越自然的能力，能够穿越时空，在
心灵深处驻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