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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喜爱的书大学生喜爱的书

每一个黑暗
的日子里都默默
陪伴着我们，他
们可能和我们没
有 任 何 血 缘 关
系，却能陪着我
们在追梦的路上
缓慢前行，让我
们对未来不至于

失去信心。郝莉·古德伯格·斯隆笔下的
《我在你身边》讲述的是大男孩萨姆和小男
孩里德尔习惯了当一个没人在乎的隐形
人，在没遇到埃米莉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
黑暗里，埃米莉的到来让兄弟俩的世界慢
慢亮起来。然而当他们再次被拽入黑暗，
埃米莉与萨姆不得不分离。他们也尽力去
抓住那束光的尾巴，因为他们始终相信，

“我在你身边，我相信你做的所有，只要呼
唤我的名字，我会在你身边，无论何时你需
要我，我在你身边。”萨姆在寻找记忆的时
候在公交车上与埃米莉重逢，他想起了一
切，他跟埃米莉回家，在那里，他与久别的
弟弟重逢，在埃米莉一家的帮助下他们终
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埃米莉的出现让
萨姆感受到这世界的温暖，他也学着去接
纳埃米莉的家人，并让弟弟里德尔去感受
这份温暖。两兄弟没有放弃生的希望，直
到重逢是因为他们相信埃米莉一家就在他
们身边。

（董佳丽 推荐）

生 命 就 是
一 场 接 一 场 的
旅途，而推着你
向 前 走 的 不 是
别人，而是你对
生 活 产 生 的 一
种未知的、难以
满 足 的 向 往 。
人生无常，生活
中 总 是 会 有 许

多的可能，它让你或悲伤或快乐或忧愁，
但你就是躲不掉它，是选择向生活卑微地
低头，还是勇敢地和生活中的困难作斗
争。罗伯特·泽塔勒笔下的《大雪将至》给
我们提供了答案。

生活给了艾格尔许多的考验，他从自
己满是伤痕的童年、战争，还有一场雪崩
里活了下来，但他从不抱怨生活给他带来
的这些苦难。艾格尔仿佛生来就是孤身
一人，他要为自己的生存去辛勤地劳作，
好在，艾格尔是一个勤劳且聪明的人，他
善于将生活中的苦难化为生存的机遇，在
因年老和残疾而无法被工厂接纳的时候，
他自己创造出了向导这个职业。和所有
人一样，在艾格尔的一生里，也曾怀有过
自己的想象和梦想，其中的一些是他自己
实现的，有一些是命运赠予给他的，很多
是从来都无法实现的，或者是刚刚得到，
就又被从手中掠夺走的。

但这又怎样，生活还是会继续，明天
还是如期而至，愿我们都能像艾格尔那
样，不抱怨生活，学会和生活握手言和。

我们都在纷
乱中落入淤泥。
我们都会归于尘
土。直到我们在
光的缎带中死而
复生。记忆是一
个人存在过的证
明，是隐藏在我
们 脑 海 里 的 故
事，它们可以供
你无聊时消遣，

是你随时随地都携带的一本不断更新着
的书，一本记录你漫长一生的故事书。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阿尔玛，每时每
刻都在流失自己的过去，但她拥有一堵自
己的记忆墙，每天能回顾过去的经历。被
父母抛弃的卢沃在别人的记忆里找到了
自己的英雄，他向往完成这个英雄未完成
的事业，短短的一生为此奔波。然而在卢
沃的人生中，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一个
老 妇 人 的 人 生 成 了 一 个 年 轻 男 子 的 人
生？记忆的观众遇到的记忆的守护者？
卢沃的一生都在被别人的梦想牵引，其实
何必呢？人生寄一世，应当为自己而活而
不是为别人而活，卢沃追寻英雄的步伐，
只不过是英雄生命的延续。书中阿尔玛
对记忆的守卫警示我们应当活出属于自
己的人生，用自己的一生去篆刻一堵属于
自己的记忆墙。

注：董佳丽，女，来自江西省抚州
市乐安县，就读于闽南师范大学文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名大一在读
本科生。

大雪将至大雪将至

本报讯 (本报记者 吴丽燕)12月 19日，由闽
南师范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林继
中文集》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研讨会在长泰龙
人古琴文化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专家、
学者，林继中的家属、同窗、好友、学生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新书发布。

发布会现场，闽南师范大学校长李顺兴、上
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

《林继中文集》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学文学院院
长杜泽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在庆分别致
辞，充分肯定了林继中先生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科

研成就。随后，林继中向母校闽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漳州二中）、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
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漳州市图书馆、
龙人古琴文化村赠予文集。

发布会后举办林继中教授学术成果研讨
会。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
授莫砺锋，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
永亮，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孟泽分别进行主
题报告，随后，莅会专家学者踊跃发言，针对《文
集》展开研讨交流。

记忆墙记忆墙

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

《《林继中文集林继中文集》》新书发布会新书发布会
暨学术成果研讨会举行暨学术成果研讨会举行

林继中教授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出版专著
十余种，在杜诗、唐诗、文学史等学术领域均有重要贡献。
部分专著发行已久，单篇文章则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该

《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八册，围绕杜诗、文
学史、唐诗、文化诗学展开阐释，是林继中从教近五十载的学术精华，展
现了他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敏锐的学术视角。

《林继中文集》封面题签为作者手书，图案取自作者所画王维“相逢
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诗意图,每册辑封图案亦取自作者画作，加
盖“生死少陵诗”闲章，书、诗、画、印兼备。

林继中，1944 年生，福建
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闽南文化研究院
名誉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与莫砺锋、王富仁等同为新中国
首批文学博士。曾任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副
会长，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宋代文学学会理
事，福建省古典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福建
省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多次获得福建省政
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完成国家
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课题两项：《历史唯
物主义与文学方法论研究》《文化诗学的中
国化及其实践》。研究领域涉及古代文学、
文艺理论等，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专家。

作为新书发布会主持人，黄院长在主持词中
介绍：林继中先生的学术研究充分体现了融义
理、考据、辞章于一炉的学术追求和功力。林先
生研究文学史，注重传统的考据功夫，注重打好
扎实的旧学基础，善于钻研文献，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不过，林先生的学术志趣并不在于皓首穷
经，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他做文学史研究，更重
视思想、史识及义理的探求。林先生在思想上力

求有所超越，在义理上力求有所发明。在宏观和微观研究方面都有突出的体
现，他的学术研究真正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林先生重视辞章，
注重语言表达，反对把学术文章写成毫无性灵、沉闷刻板的文字。

林先生的学术研究充分体现了旧学与新知的结合。林先生爱好书画，能
写诗词歌赋，这是他的旧学功底从学术中“溢”出来的表现。他主张学问与生
活的贯通，这正是古人追求的境界。但林先生的研究更值得强调的是他对

“新知”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他对西方文论持久的兴趣上，更体现在
他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对“现在”这一立场和维度的关切，面对学术问题时所
具有的强烈的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这种对“新知”的追求，对当代古典文学
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却特别缺乏。这种追求“新知”的学术取向，与一般所谓的
学术“创新”不同，它实质上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给面向古典文化的学术研究
带来不可缺少的时代感与宏通的视野。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风气颇有
趋于两端之向。有些学者注重校订考证或
微观研究，另一些学者则注重理论探讨或
宏 观 论 述 ， 前 者 往 往 觉 得 后 者 空 疏 浮 浅 ，
后者则常常不满于前者的琐屑凡庸，各执
一偏，龃龉难合。其实学术史早就昭示我
们，上述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学术事业必不可
少的，健康的学术风气应是两者的并存共
荣和有机结合。

林 继 中 的 研 究 正 体 现 了 这 种 优 良 的 学
风。之前读过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
当时觉得耳目一新。因为它以十四万字的篇
幅对中唐至北宋近四百年的文学史进程进行
论述，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但它绝不像许
多所谓宏观论述那样，或标新立异而没有确
实的材料依据，或把一些“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空洞框架到处乱套。由于此书内容与
我本人的研究兴趣相重合，我对书中论述杜
甫如何被人选择为诗歌典范的部分印象尤为
深刻。我觉得林继中对杜诗性质的认识是入
木三分的，对宋代杜诗学之演变过程，尤其
是杜诗宋注与宋代诗坛风气之关系，娓娓道
来，如数家珍，却又鞭辟入里，精义迭见。
当时就觉得这种细密的、脚踏实地的论析在
宏观论著中是很少见的。读了 《杜诗赵次公
先后解辑校》以后，方知道原来作者对杜诗宋

注 下 过 如 此 深
透 的 功 夫 ， 厚
积 薄 发 ， 就 势
必 游 刃 有 余
了 。 在 这 层 意
义 上 ， 林 继 中
的 两 本 书 具 有
方 法 论 上 的 意
义 ， 其 价 值 已
溢 出 于 著 作 自
身。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此处所说研究
的文化，不是学界
经常讲的在古代文
学 研 究 中 引 入 文
化，而是说研究本
身 所 呈 现 出 的 文
化，更深层则反映
的 是 研 究 者 的 学
识、才气和情怀。

学识是由学与
识两个部分组成，
古人讲学养，今人
讲 知 识 积 累 与 结

构。林先生之学基础在杜诗学，他的出道之作
也是成名之作即其博士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
解辑校》，为传统的辑佚校勘考证之学，足见林
先生入学即正，传统之学功力深厚。林先生的
杜诗研究、唐诗和文学史研究，都表现出极强的
理论性和逻辑色彩。一般而言，古代文学研究
者都会具备一定的学识，不同者过多或少、或高
或低而已。然而才气却不同，未必人人具备。
如果说学识主要体现在判断力和洞透力，才气
似乎表现在文学的感悟、理解和想象。读林先
生文集，他的文章著作，虽非才华外放、飞扬跋
扈，但林先生文章文思之开放，文情之浓郁，都
难掩抑其才情。

情怀是文章之外事，却也直接影响到研究
的走向与程度。作为当代的人文研究者，我们
的研究，我们的著述，未必一定直接联系家国大
事，但胸襟怀抱一定要有。林先生的论著都表
现出“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
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
逻辑。”（孟泽《林继中文集总序》）这段话概括地
指出了林先生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情怀，这
样以研究作为理解传统文化、追求人类普遍意
义和价值的情怀，在当代学者中已然不多了。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林继中教授是一位兼做文献与鉴赏，研究理
论与实践的优秀学者。

林先生是杜诗学大师萧涤非先生的学术传
人，所著《杜诗学论薮》收录了他研读杜诗的一批
力作。宏观研究杜诗者，如《论杜甫“集大成”的
情感本体》指出杜诗能保持人性的本真，古人叫
真性情。今人强调心理本体，情感本体，“真性情
就是能体现人性本真的性情”，抓住了杜诗成就
的关键。《杜甫——由雅入俗的拓荒者》揭示杜诗

从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中走出，表达平易近人的世俗风度，这一转变直接影
响了中唐诗人的审美趣味，成为唐宋转型的分水岭。

《文集》中所收《文化构建文学史》一书，陈伯海先生与赵昌平先生作序推
荐，出版时影响很大。此书以中唐至北宋文学研究为中心，用西方文化建构
学理论重新考察文学之种种变化，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以中唐划分魏晋
至北宋文学发展为两大块，中唐后雅俗文学的交流态势，魏晋至盛唐文人心
路历程的文化因素，以诗意化追求与诗性思维两个层次来考察情志与语言的
转换机制。与上世纪 80 年代受西潮影响空泛的探讨新方法之诸论著有很大
不同，此著既以文学为本位，又充分汲取文史各界的研究成果，由于饱读文
本，兼涉文史，视野独特，体会深切，这部著作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无论
赞同与否，都无法回避此书提出的问题。我特别赞同赵昌平先生序中所说，
本书显示作者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表达独立特性的学术追求。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近 日 推 出 煌 煌 八 册 近
400 万字的《林继中文集》，既是造福学林的善
举 ，也 为 我 们 打 开 了 一 扇 重 新 观 览 文 学 史 的
窗口。

《文集》由《杜诗学论薮》等 12种论著构成，其
中与唐代文学相关者占三分之二强:而在唐代文
学中，与杜甫相关者即达二分之一，由此见出林

先生研究重点之所在。
杜诗是林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并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撰成的博士论文，即以宋赵次公及其杜诗注为研究对象，
通过惨淡经营，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为完善的赵注本”，由
此得到导师萧涤非先生的高度肯定。1994、2012 年，这本名为《杜诗赵次
公先后解辑校》的大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再版，在学界引起了不小
的反响，林先生也成为公认的杜诗专家。虽然这次出版的《文集》未收此
书，只录了书中的前言部分，但由此也足可窥斑知豹了。与这篇前言一
起收入《文集》第一册中《杜诗学论薮》的，还有 29 篇杜甫专论，其中既有
宏观览照，又有微观考论，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在前人基础上深入推进，
由此构成了林氏杜甫研究的完整体系。莫砺锋教授在序中评价说 :“林著
中这些论文并未有意标新立异，但它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杜诗，得
出的新颖见解具备充足的文献基础和学理依据，在我心目中，这就是古代
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论文。”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从《林继中文集》的著述中，大体上可以看到
林先生潜在的学术倾向，他是具有从事朴学、实
证之学的学术能力的，但同时，他的文字有着抒
情的审美的意味，而他的文字内部，更呈现出逻
辑的艰辛与思辨的紧张。林先生试图拥有一种
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
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出发，融贯
中西，汇通古今，创辟新境，所谓“一生二，二生
三”。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
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
机与动力。此种自觉与自由，甚至不只是要重建
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他说:“从长远看，
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
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
出什么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放
眼寻求传统文论的生长点》)只有这样创“新文

化”的目标和视野，
才是激发他通过“文
化诗学”来表达的学
术壮心的原因所在。

这些年来林先
生在学术文化界“否
定之否定”的潮流及
其难免遭遇的糊涂
中，就有了一般人不
具备的大度和明白，这也许又得力于他所享受的
开放的盛唐时代及其精神吧。我想，林先生创辟
新文化的目标和视野，正得力于他的此种关乎家
国、关乎天地的心智和情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
特殊感应，并由此表现为他在治学为人中的特别
的风度和风采。

▱本报记者 吴丽燕 整理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黄金明——

融考据辞章义理于一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

视野独特 不随波逐流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

一扇重新观赏
文学史的窗口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
文学院教授莫砺锋——

微观研究与宏观
论述有机结合 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

研究的文化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孟泽——

汇通古今 创辟新境

本组现场照片由本报记者 沈小琴 摄

文学茶座文学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