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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

文化，诞生了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其中

清乾嘉时期的唐琏就是一位“全才型”艺

术大家。

唐琏（1755 年－1836 年），字汝器，

号介亭，又号松石斋主人、栖云山人，甘

肃兰州人。唐琏一生以布衣而终，在诗

书 画 印 等 艺 术 领 域 取 得 了 杰 出 成 就 。

陇 右 名 士 吴 镇 在《赠 唐 介 亭》中 写 道 ：

“ 潇 洒 唐 生 号 介 亭 ，图 章 入 妙 画 通 灵 。

几家篆籀镌奇石，随处云岚挂小屏。”清

代文学家法式善在《寄赠唐介亭先生兼

属其作诗龛图》中亦云：“唐子擅书画，

艺林称高士。”

戴恩来新著《唐琏的世界》，是一部

系统地研究唐琏生平、师承、交游、创作、

理论及影响的著作，全面探讨了这位艺

术大家在诗、书、画、印、琴、道、医等方面

的深厚造诣，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唐琏

的艺术形象。

发掘文献，考论结合

文献史料是文史研究的基础。作

为 清 代 陇 右 书 画 大 家 ，唐 琏 一 直 备 受

学 界 关 注 。 然 而 ，近 年 来 学 界 对 唐 琏

及其艺术创作的研究，多依据《松石斋

集》等基础文献。《唐琏的世界》一书在

发掘与运用新文献方面作出了重要贡

献 ，尤 其 是 在 考 察 唐 琏 一 生 中 经 历 的

重大事件方面。比如，发现并根据《萱

晖 录》这 一 雅 集 文 献 ，考 证 唐 琏 组 织 、

参加“湟中雅集”事件始末。

乾隆丙午（1786 年），西宁武秀才张

志远欲邀请陇右文化名流为其母祝寿。

在唐琏联络之下，三十余位地方名士参

与了“祝寿雅集”，且均写有贺寿诗词。

雅集结束后，唐琏负责整理与会者所作

诗词，并编订、缮写《萱晖录》册页。概言

之，作为清代中期陇右诗坛的文学事件，

“湟中雅集”产生的《萱晖录》不仅保存了

清中期陇右文人的诗词作品，极具文献

价值，而且为由“文人雅集”视角审视清

中期陇右诗坛提供了依据。

需指出的是，作者不仅根据《萱晖录》

考证出“湟中雅集”这一事件始末，而且据

书法册页探讨了著名书画大家朱克敏与

唐琏之间的师承关系，解开了“萦绕在陇

上书法研究者心头的谜团”。此外，此书

论及“兰泉雅集”、唐琏与法式善交游等内

容时，都立足于文献史料，考论结合。

拓展视野，重构形象

学术研究的推进与研究视野的拓展

密切相关。梳理以往唐琏研究史，正如

该书“后记”中所言：“其内容都是人们耳

熟能详的那些事情……就其艺术成就而

言，也是以书画为主，其他如篆刻、医学、

琴艺均一笔带过……”基于此，作者在广

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研究

视野，全面研究唐琏及其艺术创作。

首先，兼顾唐琏生平交游与艺术创

作。该书在第一章至第十章以时间顺序

展开，叙述唐琏的生平与交游，主要关注

在其一生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与“重要

事件”。第三章“由一先生而得诸先生”

中论及在唐琏读书、成长过程中产生深

远影响的刘一明、王光晟、王珊苔等。再

如嘉庆戊辰（1808 年），五十三岁的唐琏

游历江南，入时任湖北盐法道的同乡秦

维岳之幕府。在此期间，唐琏不仅与顾

日新、辛从益等江南名士雅集唱酬，交流

书画，极大地开拓了艺术视野，而且为法

式善绘制《诗龛图》一幅，获得了江南名

士的普遍赞誉。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分

别论及唐琏的诗、书、画、印、琴等艺术创

作，并探讨了唐琏如何成为艺术大家的

内在动因。

同时，全面研究唐琏的艺术创作与

理论。该书不仅全面讨论了唐琏在诗、

书、画、印、医、道、琴等方面的深厚造诣，

而且还探讨了其在艺术理论层面的深刻

思考。

赓续文脉，学人情怀

在《唐琏的世界》一书的创作过程

中，从选题到搜集史料，再到精心撰写，

作者赓续地方文脉的学人情怀贯穿始

末。他在“后记”中写道：“曾经有一段时

间，因资料收集困难以及认识上厘不清

思路，勉强为之，恐成覆酱而一度萌生放

弃之意时，张东平却对我说，此书的意义

非同小可，大家都对此充满了期待，千万

别半途而废。已经花费了不少精力，能

弄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也算为后

人传递了接力棒，不然越往后资料的收

集就越困难了。说得多好啊！为了不负

众望，也为了不使自己的辛勤劳作付诸

东流，更为了告慰先贤。于是，笔者便又

重新拾笔，奔走在寻访与修稿的路上，乐

此不疲。”字里行间流露出虽治学艰辛不

易，却始终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唐琏的世界》，戴恩来编著，敦煌

文艺出版社出版）

□ 杨东兴

陇右书画家唐琏的艺术世界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

队历史上的英雄壮举，也是震撼世界、

彪炳史册的伟大事件。几十年来，许许

多多中外人士运用手中的笔墨，从各自

不同角度记叙和回顾红军长征。新近

出版的《重走长征路笔记》，就是一次在

行走中让读者重温长征壮举的尝试。

《重走长征路笔记》的作者魏永刚

是一名记者，在一次“再走长征路”采访

活动中重新踏上了红军当年的征途。

采访活动结束后，他心中一直没放下

“长征”这个主题。在长达几年的时光

中，他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与回忆文章，

一面先后数次重走红军长征所经过的

不同路段，根据真情实感与走访见闻，

写成了这本《重走长征路笔记》。

许多记叙长征的书，都会不惜笔墨

描写那些惊心动魄的、艰苦卓绝的战

斗。作者认为：“长征，已经不是一个简

单的历史事件，也不是一段可以丈量地

理距离的路途。经过历史沉淀，长征已

经成为一个充满精神内涵和思想价值

的符号。”因此，该书选取那些能够唤起

人们记忆和情感的“符号”甚至是“历史

碎片”——一座红军坟、一个马灯、一双

旧草鞋、一面红旗、一块银圆等革命遗

迹、遗物，将长征中的故事细腻地展示

在读者面前。

“过了八十多年，段桂秀老人还记

得，她把金长哥哥送到车头圩的一棵大

樟树下。途经街上的时候，她为哥哥买

了一双鞋，金长则把身上的一件旧衣服

脱下来，细细叠好交给她。他们就此分

别，金长告诉她，至多离开三五年，一定

要等他回来。”“一位叫宁春的战士说，

‘革命胜利了，这里能开个大农场，草地

黑黝黝的土多么肥沃，种上麦子一定会

长得高高的。’”……书中记录了许多这

样的片段。这些故事，以历史的细节，

还原了那场伟大的征途。

在通道转兵过程中，“向导杨再能

和红军告别时，天色已晚。红军留下他

吃了晚饭，还给了他两块毛皮让他包

脚。因为这段路杨再能很熟悉，他便执

意要往回走。他没有想到，红军排长拿

出一盏马灯和一颗手雷让他带上。第

二天，村里人已经知道红军‘不抢东西，

不抓壮丁’，都纷纷回村了。”在过草地

的艰难行程中，“这几天寻找粮食的艰

辛和吃不上东西的痛苦，让他们对粮食

的渴望超过一切。他们恳求说，一袋麦

子不过五十多斤，两袋麦子都拿走也不

够战士吃，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点粮

食 ，又 没 有 见 到 主 人 ，为 什 么 不 拿 走

呢？但是，局长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战士

的恳求……‘都拿了，人家一家人回来

了吃什么呢？’他要求战士：还是用老法

子，再到别处一粒一粒找吧。”这样的故

事，无声地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

导的红军与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之情。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温故而知新，

总能给人们新的启示。作者重走长征

路，是站在今天的历史方位，对比长征

路上的昔日与今天，摹写翻天覆地的变

化，书写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今天人民群众幸福的生活。

提及《重走长征路笔记》的写作缘

起，作者写道：“这些历史‘碎片’更能给

我们启示。因为普通战士的作为从一

个侧面更真实地体现了红军队伍的本

色。所以，我花了一点笔墨来叙述这些

捡拾来的‘碎片’。”

掩卷之际，我想，作者的朴素愿望

在书里得到了实现，这本书带来的情

感冲击和思想启迪，定能传递给更多

读者。

（《重走长征路笔记》，魏永刚著，西

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 桂方海

在历史细节中重温长征

继《清风诗品》《清风联语》《清

风家训》之后，甘肃省纪委监委“清

风”系列文化读物之《清风解字》近

日出版发行。

《清风解字》系尚德琪随笔集，由

啄木鸟廉洁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全

文共 42 万多字，收录了作者在省纪

委监委“啄木鸟”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的“清风字历”专栏作品，每日一字，

因字成文，共计365篇短文。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将造

字 方 法 归 结 为 六 类 ，称 之 为“ 六

书”：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

诘 诎 ，日 月 是 也 ；形 声 者 ，以 事 为

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

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转

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

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令长是也。一个汉字，无论是通过

哪种方法造出来的，若溯其源头，

探其根本，几乎都能找到一个文化

因子、一条文明线索。

如果说文字是一种符号，那么

汉字就是有意味的符号；如果说文

字是语言的书写形式，那么汉字本

身也书写了自己的发展历程。每

一个汉字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故

事，每一个汉字的出现都闪耀着一

束智慧之光。

字里乾坤大，书中日月长。作

者从造字原理和演变过程入手，以

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揭示汉字

中所隐藏的事理逻辑和文化密码，

尤其注重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廉政、

勤政、善政理念和法治、德治思想，

文字精练，文风清爽，既有“言之有

理、持之有据”的学术风格，也充满

“启智润心、修身养德”的人文情怀，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

《清风解字》是“清风字历”的

纸质版。该书的编辑出版，既给读

者带来线下阅读的快乐体验，也能

为弘扬廉洁文化再助一臂之力。

（《清风解字》，尚德琪著，读者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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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作家冯玉雷的长篇

小说《禹王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长篇

小说《野马，尘埃》之后出版的又一

部长篇小说作品。

《禹 王 书》系 作 者 耗 时 七 年 创

作完成。作品以古史传说中的圣

贤大禹与其妻子的爱情故事为主

要框架，以夏朝建立前龙山文化向

西发展，影响齐家文化的历史为背

景，在玉帛之路文化系列学术考察

及深入研究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

合盘古开天辟地、仓颉造字、夸父

逐日等众多神话故事和传说，创造

性地重述、书写大禹等公而忘私、

九 死 未 悔 的 伟 大 精 神 和 丰 功 伟

绩。《禹王书》通过小说艺术转化考

古研究和学术成果，讴歌了贯穿华

夏文明发生、发展中的玉文化承载

的价值和精神。

冯 玉 雷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

出版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

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

以及学术专著《玉华帛彩》《玉帛之

路文化考察笔记》《条条玉路通昆

仑》等。 （刘居荣）

长篇小说《禹王书》出版

当仰望苍穹的时候，我们在看

什么？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撰写的一本科普文集，汇集了

20 余 位 天 文 工 作 者 的 科 普 文 章 ，

讲述丰富的天文学和宇宙学知识，

展现了中国天文学家的科研精神

与丰硕成果。阅读本书，我们可以

与科学家一同进入浩瀚星空，聆听

宇宙声音。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星征程：聆听宇宙的

解答》

本书从鲜活事例到正能量的事

理，再到精湛的哲理，从尊严、体面、

幸福、优雅、明白五个层面，构建了

“人活着”的大体系。作家的情怀与

视野、学者的广博与深邃、诗人的浪

漫 与 远 方 ，是 该 书 思 考 的 基 本 命

题。作者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写起，

在平凡之中发掘实用的生活之道，

给人以警醒。

梁晓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活着》

本 书 是 一 部 生 动 呈 现 中 华 民

族如何在锦绣大地上创造辉煌文

明的普及性读物。全书由自然编、

人文编、中外编三部分组成，简明

扼要、图文并茂地讲述广袤中华大

地上的自然风物和人文创造，述说

大江大河所孕育的厚重文明，展示

人文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深入

浅出地揭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世界和深蕴其中生生不息的文化

基因。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 编

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出版

《品读中国：

风物与人文》

书 评

动 态

重 推

纸上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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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书香 郭 斌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

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

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

便付酬。

书房，古称书斋。《说文解字》

言：斋，戒洁也。书房里，盛装着文

人的风骨与清雅，安放着读书人舒

张自如的灵魂，诠释着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

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为书

筑楼，贫者或只一席。杜甫云：“寂

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苏辙道：

“夫子清贫不耐冬，书斋还费纸重

重。”现代学者梁实秋说：“书房，多

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

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今天，于家

中开辟一个房间或一个角落，通过

书房小径，抵达思想彼岸，或许才

是人人渴望的桃花源。

书 房 的 构 成 代 表 了 主 人 的 阅

读趣味、思想底色和审美价值。明

人文震亨的《长物志》给出了属于

中式书房的基本要义，即“古、雅、

韵”；“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

爽心神，太敞则费目力。或傍檐置

窗槛，或由廊以入，俱随地所宜。”

“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

山水为上。天然几一，设于室中左

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日，

几上置旧砚一，笔筒一，水中丞一，

砚山一。书册、镇纸各一，时时拂

拭，使其光可鉴人为佳。”一轴画、

一瓯茶、一方墨、一本帖，看似不起

眼的“闲物”，却折射出主人的雅兴

与情思，更为书房空间增添了趣味

与灵性。

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文人学

士怀着正知正念，修身、经世，常会

为自己的书房赋予“轩、斋、庵、堂、

庐”等雅号。所取雅号，均出于主

人的品格和追求，一经定名终身不

改。这些字的使用和主人想要呈

现的环境基调紧密相关。譬如象

征洁净、幽深的“斋”，象征明亮、宽

敞 的“ 堂 ”，具 有 收 藏 意 味 的“ 阁 ”

等。心无机事，有好书相伴；案陈

典 籍 ，有 笔 墨 为 亲 。 故 苏 子 美 尝

言 ：明 窗 净 几 ，笔 砚 纸 墨 ，皆 极 精

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对 于 现 代 人 而 言 ，书 房 恐 怕

只 是 一 个 小 房 间 ，风 雅 之 意 所 剩

无 几 。 好 在 还 有 古 人 的 书 房 楹

联 ，可 以 帮 我 们 寻 回 些 风 骨 。 林

林 总 总 的 书 房 楹 联 ，或 是 抒 发 了

主 人 的 情 志 ，或 是 体 现 了 主 人 的

身份，意趣十足，引人深省。如北

宋黄庭坚的自撰书斋联：“诗罢春

风 荣 草 木 ，书 成 快 剑 斩 蛟 龙 。”上

联 言 作 诗 如 坐 春 风 ，每 每 吟 罢 一

诗 ，便 觉 春 光 在 眼 ，似 见 草 木 蔓

发。下联体现的是作为大书法家

的功底，那笔力千钧、犀利锋快的

铁画银钩犹似顿现眼底。南宋陆

游的自题“书巢”联：“万卷古今消

永 日 ，一 窗 昏 晓 送 流 年 。”以“ 巢 ”

为书斋之名，足见其沉迷于书，不

能自拔。陆放翁嗜书，有“读书有

味 身 忘 老 ”之 名 句 传 世 。 在 万 卷

书 册 中 ，让 自 己 生 命 的 河 流 静 静

地淌过。

林 则 徐 曾 在 书 房 自 题 一 联 ：

“家少楼台无地起，案余灯火有天

知。”林则徐幼时家境贫寒，但他苦

学不辍，终日勤勉自励。联语暗隐

抱负，书房里，一豆灯火照亮了无

数奋发上进之人。

阿 根 廷 作 家 博 尔 赫 斯 说 ：“ 如

果 有 天 堂 ，那 应 该 是 图 书 馆 的 模

样。图书馆太大，书房足以抚慰我

们疲惫的心。”书房一世界，照见天

地心。如今，书房的形态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其作为阅读和思考空间

的功能一脉相传。一个人有读书

的心境，何处不是书房？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

年 4月 12日）

□ 褚振江

书房情怀

滴水藏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