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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万象更新。重庆各大图书机构
纷纷出炉了年度图书榜单，虽然他们各自选择
的角度不同，但整体既严肃又通俗，涵盖了人
文、社科、文学、科普等多个领域，我们特地搜
集了一些供读者参考。

阅读如清风，抚平内心的褶皱；阅读如暖阳，
驱散情绪的阴郁。2022年，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编 者 按

□周航

22岁即完成世界名著《傲慢与偏
见》书稿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其
实之前还写过另一部历经200余年而
长盛不衰的经典之作《理智与情感》，
这也是她的长篇处女作。不过，1811
年即已面世的《理智与情感》，迟至
1983年才有第一个中文译本，中国读
者始有机会一睹为快。

《理智与情感》讲述的是姐姐埃莉
诺和妹妹玛丽安二人的爱情故事和人
生经历，不同的爱情和婚姻观融入她
俩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其中情感的抑
制和放纵，成为推动该部小说叙事发
展最为显在的一对矛盾冲突主线。奥
斯汀对爱情和婚姻形象化的呈现，具
有人性意义上的鲜明的时代性和普遍
性，至今读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如果仅仅把这部作品理解
为爱情或婚姻的叙事，又显得过于狭
隘了。它内涵的丰富和深刻溢出了作
品本身，对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上的
理解绝非观念上的非此即彼。小说原
题目是Sense and Sensibility，其中的
and不是or，很明显小说中的理智和情
感是并存的，是作为同等地位来呈现

的；可见读这部小说时，在情感逻辑上
看似矛盾冲突的姐妹俩，并非要求读
者去二选一地进行道德和价值的判
断。这或许是解读奥斯汀小说的一把
钥匙、一句话，作家是要读者看到一枚
硬币的两个面，甚至还要加上一个侧
面，而非仅仅单一的面。

小说内容并不繁复，人物亦非众
多，无非是以19世纪初英国一个乡村
的几户人家为背景，以两姐妹为中心
的几个青年男女及其家人之间的故
事。多数读者往往只从这部小说的题
目以及两姐妹不同性格中受到启发，
对人物的行为进行臧否和作出道德观
念上的选择。而评论界则能从诸多角
度来对这部小说进行探析，比如写作
动因、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反浪漫主
义的现实主义笔法等，这些无疑都有
助于加深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实际
上，奥斯汀设下了一个迷局，表面上给
读者摆出了一道二选一的难题。不
过，读者完全可以从二选一的迷局中
跳出来，因为这个选择题或许根本就
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理智与情感的
两难，恰恰是人性中最大的迷局，是永
远无法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无论是
选择理智，还是选择情感，都面临着上
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伤害的焦虑与窘
境。

关于理智和情感，奥斯汀以隐喻
的方式在两姐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从埃莉诺和玛丽安各自情感命运的叙
写上，可以看出各有得失，其中很容易
给人留下作家在观念上有所选择的错
觉，但作家是不会给读者一个明确态
度的。就这部小说而言，文学审美的
模糊与多义性，决定了作家的任务就
是呈现，就是设置迷局。

总以为作家给出了态度鲜明的道
德和价值判断，如果是那样，就会陷入
作者叙事的圈套中。真正的情形或许
是，相对于理智与情感这一对人类精
神矛盾冲突牢笼中的困兽，或许作家
也是无法掌控的，理智与情感只能是
平行的存在。作家成功塑造了血肉丰
满的两姐妹形象，把理智与情感的能
指尽可能地释放与呈现，那么，对于作
家和读者而言，无论是否得到正确的
答案，都可能是一次精神层面上的双
重抵达。

我们对奥斯汀及其《理智与情
感》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文学艺术
功力深厚、幽默风趣和雅致好读的层
面上，更应该关注作家对当时社会现

实和思想建设的积极介入上。宏大
的主题叙事固然伟大，但微观的社会
描述更显出历史的真实性。此时，作
家也合理、自然地将文艺复兴之后情
感主义的潮流品性、婚姻的利与礼、
男尊女卑的不公等，融入到姐妹俩的
爱情与婚姻中。率真、奔放的玛丽
安，敏锐、冷静的埃莉诺，俨然一对当
时欧洲个人主义和保守思潮的代名
词，饱含深刻的时代内涵。无论怎
样，姐妹俩的“理智”与“情感”是相同
血缘的一对矛盾体，无法理清地纠缠
在一起，正如我们可以一边欣赏埃莉
诺的理智与沉稳，同时又会赞美玛丽
安是一个敢爱情恨、充满现代性意味
的新女性形象。

从文学史的意义上看，奥斯汀这
部小说对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
兴起与发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进
作用。正如小说中理智与情感的平行
矛盾和双重抵达，19世纪欧洲的浪漫
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同样也实现了
平行的矛盾和双重的抵达。

平行的矛盾与双重的抵达
——评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

2022年 1月7日 星期五 主编 吴国红 责编 聂晶 美编 丁龙

CHONGQING DAILY 6■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重庆新华书店
2021年度销售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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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典书店
2021年度好书TOP10

1《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美]比尔·盖茨 中信出版社
2《能量与文明》 [加] 瓦茨拉夫·斯米尔著 九州出版社
3《微积分的力量》 [美]史蒂夫·斯托加茨 著 中信出版社
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丘成桐 译林出版社
5《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
动与权力》[瑞典]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6《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九州出版社
7《端粒：年轻、健康、长寿的新科学》

[美]伊莉莎白·布莱克本 湖南科技出版社
8《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

[以色列]尼尔·卡尼曼 浙江教育出版社
9《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 张笑宇 广西师大
10《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 张笑宇 广西师大

西西弗书店
2021年度新锐畅销TOP10

1《文城》 余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新星出版社
3《心理抚养》 李玫瑾 上海三联书店
4《克拉拉与太阳》 [日]石黑一雄 上海译文出版社
5《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美]比尔·盖茨 中信出版集团
6《这里是中国2》 星球研究所 中信出版集团
7《本质:贝佐斯的商业逻辑与领导力法则》

[美]海伦娜·亨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8《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美]洛莉·戈行利布 上海文化出版社
9《艺术笔记》(全四册)张小玉 著/熬路 绘 湖北美术出版社
10《吴军数学通识讲义》 吴军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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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毅

长江索道的缆绳是怎样架上去
的？大礼堂的设计方案为何被指责为
不切实际的“广告画”？建筑之于城
市，如同音乐凝固于空间。作为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重庆丰富的古代建筑
遗存和近代以来的地标建筑，不仅见
证着这座城市的朝霞和黄昏，更是寄
托乡愁的精神纽带和闪亮文化的名
片。

1月5日下午，新书《重庆母城建
筑口述丛书》《重庆母城侨界口述历
史》首发仪式在重庆图书馆举行。其

中，《重庆母城建筑口述丛书》分《经典
越千年》《城有遗韵》《渝州泛流辉》三
辑，以重庆城市历史发展为线索，以设
计师、建筑师、史学家、文艺家口述历
史的方式，讲述母城建设的故事，让建
筑本体的生命和温度、城市文化的维
度和深度，跃然于纸上。

还原细节
揭秘地标建筑背后故事

翻开《重庆母城建筑口述丛书》弥
散墨香的三辑新书，它们秉承文史资
料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特色，由
亲历者或当事人口述，讲述重庆母城
建筑设计、修建过程中的故事，具有鲜
为人知的丰富细节，让人读起来生动
有趣、韵味无穷，并兼具学术理念、艺
术价值。

如在第一辑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一节，作者不仅采访了历史学者周勇、
抗战胜利纪功碑（人民解放纪念碑前
身）落成典礼拍摄者后人颜笑竹等“亲
历者”，还采访了该碑建造者傅本澄的
长子傅承祖、四子傅承德。

书中披露，傅本澄当时经营着天
府营造厂，于1946年接下修建纪念碑
工程。工程前期进度很快，但到了后
期，公司资金跟不上了。

于是，傅本澄只能到处借贷，等碑
建成后，找上门的债主不仅让他变卖
了所有的设备和器材，还将他妻子的
金银首饰都拿去抵债，公司也倒闭
了。尽管如此，傅承祖回忆，父亲还是
觉得承接这个工程是一件具有历史意
义的事情。

书中还采访了曾主持重庆市人民
大礼堂改扩建工程的原重庆市设计院
总工程师陈荣华。据他讲述，重庆解
放后，由于没有能够容纳较多人集会
的场所，西南军政委员会便拨款200
亿元，筹建大礼堂。

西南地区当时比较有名的建筑师
樊文玉、夏冬海、徐尚志、唐璞等都参
加了设计工作，提出的方案，既有现代
风格的，也有民族形式的，多种多样。

彼时，张家德（后大礼堂的总设计
师）在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工作，
也参与了方案设计。1951年7月，方
案初选时，张家德拿出他设计的立面
效果图，立即引起轰动。其设计的大
礼堂气势恢宏、巍峨壮丽，让人眼前一
亮。不过，开始时大家都啧啧称奇，赞
不绝口，继而却又连连摇头，认为实施
方案不切实际，只能作为“广告画”，最
大的问题是支撑三重檐攒尖宝顶的巨
型钢结构空间网架——当时国际上虽
有先例，但就连张家德本人也未掌握
其设计参数。

但贺龙看到这个“落选”方案时，
很惊讶和兴奋，评价说：庄严宏伟大
气！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方案，
又是民族形式的，建成效果一定很好。

张家德的方案最终得以实施，成
就了我市这一地标性建筑。

而在长江索道建设上，其江面跨
度达1166米，索道单根承载绳的张力
是100吨，重量达25吨，架上如此“庞
然大物”的绳是一个技术难点，最终设
计者创新使用了9艘驳船合力才将绳
架好，施工技术后来还荣获四川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该书还披露了重庆湖广会
馆、重庆市体育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中共重庆市
委枇杷山办公大楼旧址、国泰艺术中
心等地标建筑的设计、建设及修缮故
事。

与时间赛跑
抢救行将消失的记忆

“出版这套建筑口述丛书，纯属偶
然。”该系列丛书主编戴伶在首发仪式
上称，她早年认识了重庆知名建筑师
刘建业，刘老年过七旬却依然执着忙
碌于规划建筑事业。

在一次交流中，刘建业神采奕奕
地讲述了想为重庆建筑以及建筑师做
一个展览和一本书的梦想，理由是建
筑在常人眼里，是硬邦邦、冷冰冰的，
其实每一个建筑背后都深藏着设计
师、建筑师的理想和追求，讲述着有温
度且鲜活的故事。

带着感动、好奇、感慨和渴望，戴
伶及团队开始“触摸”母城渝中的特色
建筑，希冀探究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
历史文化，寻觅建筑与建筑人蕴藏的
精神世界。

之所以采取口述历史的形式，在
戴伶看来，细节和平凡个体往往被传
统历史书本忽视，但这却是奔腾历史
长河中一朵朵灵动的浪花。她希望该
手法展现给读者这样的历史——在我
们家中、楼里、社区，生活着各种历史
老人，他们与我们昨天和今天的生活
环境、思想气质有着密切关系。而在
时间的不可抗力下，随着历史的见证
者们接二连三地离我们而去，如果不
去记录，去抢救，可能下一秒，那些人，
连同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就会悄然沉
落在时间沧海中，从此再无迹可寻了。

为此，该书的创作团队通过资料
查询、熟人介绍、慕名拜访等多种形
式，走访了主持湖广会馆前期调研测
绘、设计工作的著名建筑师张兴国，湖
广会馆修复工匠叶乐亭，重庆市体育
场设计者尹淮的次子尹元良，重庆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设计者龚达麟的长子
龚国全，凯旋路电梯设计师葛庆英，嘉
陵江索道及长江索道工程师龙通全等
大量亲历者或见证者。

“这些设计师、建筑师、史学家、文
艺家及其后人拿出自己珍藏一生的手
稿、图纸和史料，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
热情帮助和鼎力指导。工程师陈荣华

三次前往人民大礼堂做实地讲解；史
学家周勇亲自梳理文脉，收集史料；设
计师张从正带病接受采访；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建筑专业院院长景泉亲临
重庆作专业指导并提出建议……这才
最终将建筑本体的生命和温度、城市
文化的维度和深度，跃然于图片、手稿
之上。”戴伶说。

赓续传承
以史聚集发展的澎湃动力

不忘来路，始知归处。“作为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因悠久的历史和
丰厚的遗存而闻名遐迩，探索建筑的
历史细节，不仅是文化寻迹的一种新
途径，也是赓续传承、以史聚力的方
式。”该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陈大
奎称。

本书建筑的筛选原则，主要依据
建筑物的知名度、在历史上或建筑史
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典型性。在叙
述建筑物的发现、保护、修复、建设时，
也用较大篇幅将与之有关的史实作了
概要介绍，以期能从一个特殊的视角，
反映重庆建筑发展的进程及蕴含的历
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发挥存史、育人的
积极作用。

丛书在文献、档案资料的选择
上，亦有所创新。以往的文史资料，
多以文字语言为主，辅以一些有关的
照片。而在本系列丛书中，读者不但
能看到与内容息息相关的照片，还能
看到建筑设计图纸、设计师手稿、相
关文献材料和珍贵历史影像。这些
珍贵的图像资料，均为经过授权使用
的第一手记录，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首
次面世，使丛书兼具了学术价值和艺
术价值。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教授表示，该系列丛书以建筑艺术的
视角，以历史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特
殊的方式，以极大的努力记录了近代
以来重庆的一段非凡历史，走出了一
条在亲历之人大都远去的条件下“三
亲”之路的新途径，是一项优秀的成
果，尤其是记录了包括杨廷宝（公认
的“中国建筑四杰”之一，即梁思成、
杨廷宝、童寯、刘敦桢）在重庆设计的
美丰银行、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跳
伞塔等在内的遗珍，不仅尊重了历
史，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十分难能可贵。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黄晓东称，城市的发展和魅力展
示，往往不仅是高楼大厦，而是城市的
细节中找到人们可以驻足的地方，可
以休养生息的地方，可以逗留把玩的
地方。该丛书通过专家的讲述，系统
地介绍了重庆城市自清末以来的发展
变化，是图文并茂的“城市历史图说”，
表达了对重庆城市历史、现实和未来
的认知、体验和追求。

亲历者口述 让建筑的生命和温度跃然纸上
——《重庆母城建筑口述丛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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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德手绘的重庆市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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