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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信息不等于知识
牛寒婷

■书单

《中国通史》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
学的需要，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编写了
这部后来最权威、最畅销的中国通史标
准读本，并使它成为他本人最重要的一
部著述。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篇为中
国政治史，起自黄帝迄至民国；下篇为
中国文化史，内容之广泛，与现在的“大
文化”概念竟十分吻合。

前几年，以色列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以他的
“简史三部曲”刷新了人们对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
的了解与认识，在全世界掀起了鼓吹技术的狂潮，
他本人也一度被误认为是技术主义者。可事实
上，70 后赫拉利几乎不用智能手机，他每日的必
修课是打坐和静修。

与赫拉利对待技术欲扬还抑的复杂态度不
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主动选择做数字和技
术的代言人，他的畅销书《拇指一代》把街头巷尾
中，地铁公交里，甚至大学课堂上的“低头一族”，
亲切地称呼为“拇指女孩”“拇指男孩”，并预言这
些“新人类”将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塞尔的乐观部分来自于信息共享的现实，知
识的唾手可得改变了教学的环境。可是，正像书
中访谈里记者对他的提示：信息并不是知识。前
者向后者的转化尚需教师这一中介，更何况，是学
习能力的养成而非传授知识，才是教学的根本目
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自主阅读和伴随的思考尤
其重要，因为只有通过思维训练，我们习得的知识
才有可能作用于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理解。这
正应了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的那个说法：博学并
不能让一个人拥有智慧。

资讯的获得和搜索引擎的强大功能真的意味
着知识的汲取吗？塞尔对“新人类”的狂热追捧，
是否遗失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想要得到答案，不
妨打开《拇指一代》，让读书开启你的思考之旅。

提示

崔颢《黄鹤楼》
在各种唐诗排行榜
上名列前茅，这与
李白的“挑擂”有

关。“知觉没有概念是盲的。”
商伟的《题写名胜：从黄鹤楼
到凤凰台》一书从西方借来
的“互文性”概念，具有手电
光的作用，有助于看清“李白
挑擂《黄鹤楼》”的整个场景。
但“概念无知觉是空的”，“李
白挑擂《黄鹤楼》”到底成效如
何，优劣如何，这需要用具体
的诗歌分析让读者“经验”到，
在这点上，商伟还需努力。

书签，最初是为了读书时候做标记用
的纸条，看上去不起眼。而有人在方寸空
间上寻找乐趣，采用不同材质，设计各种
图案，于是也成为收藏的佳品。

我收藏书签，开始于少年时代。那时
候，读书不多，但是看到书签好玩，就舍不
得用，收藏起来。目前收藏最早的是椭圆
形中英文对照毛主席语录书签、1971年
一大会址的成套纪念书签，还有上海市少
年宫、上海市青年宫庆祝各种节日而专门
设计的书签，甚至还有1976年上海市青
年读书活动纪念书签。

大学时代，读书很多，但收藏的书签
却屈指可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图书装帧
比较粗糙，书签也不太受到重视。不少学
生爱好摄影，就冲洗相片，打孔穿绳，自制校
园景色书签。现在找出来，虽然曝光效果
不很佳，相纸也自然卷曲，却很有历史感。

我从事图书行业后，接触书签的机会
就多了。有热心同事帮我收集，于是逐渐
形成体系。出版社经常印制成套的书签，

特别是出版丛书的时候，书签就成为系
列。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二十四节气
书签，正面是不同颜色背景，配以古人对
节气的解释，而背面则是古诗词中的有关
段落，自成一体。经济科学出版社制作了
一套书签，是其《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新
编剑桥商务英语》《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应急
研究丛书》《经济学手册》等十几种图书和丛
书的介绍。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冯骥才分类
文集》，每卷都配有书签。ProQuest出版社

“探索历史”系列书签，介绍其数据库产品。
大家知道我喜欢书签，出差就会给我

带纪念品，出现“马太效应”，收藏就更为
丰富。自己在各地行走，也留心收集，于
是我有了世界各国的书签。

书店、博物馆、图书馆的书签，往往有
成套的主题。例如，古巴国家图书馆一套十
张书签，介绍其图片馆藏，有简要说明。上海
猫空概念书店的个性化手绘猫咪主题书签，
一套12张，不同作者，妙趣横生。还有国家
大剧院出售的各种乐器的金属书签、上海图

书馆“上海之窗”福禄寿喜主题磁性书签、上
海图书馆馆藏年画主题书签、首都图书馆彩
色玻璃画《百花齐放》主题金属书签、希腊国
家考古博物馆的植物系列书签、希腊卫城博
物馆的古典色彩系列磁性书签、台北故宫博
物院的青花瓷系列金属书签、厦门大学建筑
景观书签，都是收藏的佳品。

大多数书签的材质是纸张，传统上常
见的还有皮革书签。我收藏的皮革书签
有德国法兰克福歌德故居书签、墨西哥玛
雅人头像书签、秘鲁印加文化书签、英国
布莱克维尔书店建筑外观烫金书签、多伦
多大学校徽书签、非洲的动物外形书签等。

除了纸张和皮革以外，比较多见的就
是金属和磁性材料做的书签。金属材质
书签，有一种实用的头针、裁书刀、书签多
功能金属书签，还有用链条作为书签绳连
接金属牌的设计，甚至链条末端有宝塔、
钻石等立体吊坠。我收藏了昆曲四大名
剧扇形金属书签、马来西亚风光磁性书
签、萌物世界金属直尺书签。

世界各地特产不同，还有其他各种材
质可用来做书签。我收藏有国内的天然
叶脉书签和竹子镶花书签、日本和纸书
签、埃及纱草纸书签、法国巴黎的剪纸书
签、土耳其微型编织地毯书签、柬埔寨木
质镶铜浮雕书签、日本塑料指针式书签。

一些商业文具公司也不甘落后，英国
文学插图主题书签、瑞典出品芬兰精灵姆
明主题书签、日本手工制作人形书签、韩国
男女服饰金属书签，都有特色，可作旅游纪
念品。

我自己出版新书的时候，也做了定制
书签，加上韩盈老师给我画的漫像，背面
是威廉·莫里斯图案，一起送给朋友。

真正的读书人，不用好的书签，随手
能找到的东西，什么都能用，例如发票、购
物清单、废纸片、电影票、车票等。在信息技
术发达的今天，电子书也有书签功能，却没
有艺术效果，更无法收藏。书签这种特定
时代的产物，或许今后会越来越少见。收
藏书签，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

收藏书签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顾 犇

透过小账本窥见大变迁

中国有句俗语，“早起出门七
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不仅道
出了百姓生活开销的复杂多样，
也阐释出当家理财的重要责任。
对于多数当家人来说，要精打细
算过日子，选用记账来调控柴米
油盐的花销无疑是最好的手段，
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积攒财富、集
中力量办大事，还会让人养成量
入为出、克勤克俭的习惯。而时
过境迁后，再次翻看账本，里面粗
细不一的笔迹、详录的物品和变

化的数字还能勾起我们对家庭生
活的多种回忆。

事实上，写满平日生活收支
的家庭账本，不但存录了家庭生
活的种种，也刻满了时代发展的
经济注脚。以多个家庭账本故
事为叙述载体编写的《账本里的
中国》一书，试图用一册册家庭
账本中“收入与支出”的主要变
化，来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
经济发展进程和民生改善步伐，
进而记录国家发展、改革逻辑和
政策轨迹。诚如作者在序言中
所述，“每个人的收支，每个家庭
的账本，虽然不是精确的会计
册，不是厚重的史书，但它一样
很重要，因为它忠实地见证了发
生在这片古老东方大地上的生
活图景。”

作为中宣部 2019 年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账本里的中国》
巧妙地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8个
账本故事，带人们直观地通过家庭
账本这个载体，回望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个人、家庭及社会日新月异的
变化。该书集结家庭账本中的琐
碎记录，不仅呈现了普通人 30多
年的工资变化、两代人装修买房的
对比、生娃养娃的支出增减和农村
生活条件变迁等内容，还对账本里
涉及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子女
教育、父母养老等大事小情，用经

济学的专业知识进行了解读。在
作者的叙述分析之下，账本故事不
仅唤起人们对过往岁月的回忆，账
本里的丁卯算计和规划盘算也引
发共鸣、引人深思。

开启见微知著的有益尝试

《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圣
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在《账本里的中国》一书的写作
上，作者许德友就运用了这种见
微知著的手法，以小见大地书写
了几十年来人民生活改善、国家
富强昌盛的演变历史。

为了用有限的篇幅生动描绘
百姓生活变迁图景，书中呈现了
大量账本资料，不仅有不同年龄
层次的主人公在不同时代的账本
实物照片，还配有生活漫画，带我
们回看和真切感受到了随着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上的
极大改变。同时，该书还以“账本
故事—时代变迁—改革逻辑”为
叙述主线，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
的经济学课。作者以账本里涉及
的各种社会现象为案例，对国家
经济现象和国家政策进行了透彻
分析。从账本里收入的变化讲到
分配方式的转变；从装修买房谈
到安居大事和学区房；从彩礼清

单的变化说起生活水平提高和移
风易俗；从二孩的开销增高提及
生养成本和教育；从农村账本谈
及乡村振兴；从电子账册论起物
价和养老制度……专业复杂的经
济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开来，不
仅让普通人搞懂弄明我国不同时
期的经济发展历史和在不同的政
策方针影响下人们生活的改变，
也让人们感悟和思考了国家的改
革奋进之路。

在变化之中坚守不变传承

翻阅《账本里的中国》一书，
我们会发现，尽管随着时代变迁，
人们生活变得日渐富足，精神追求
也变得多元起来，但总有人选择通
过记账来精打细算过日子，足见人
们崇尚勤俭的理念一直未变。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
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
人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在从古至今的家训、家
规中，勤俭也一直是高频出现的
热词。“精打细算够半年，遇到荒
年不受难”“勤是摇钱树，俭是聚
宝盆”……句句话语无一不凸显
出勤俭这一优良品质的可贵，也
彰显着人们在时代变化之中对优
良品德传承的坚守。

家庭账本记录和收存了家庭
的日常收支，同时也承载和传递
了勤俭节约的优良家风。作者坦
言，创作《账本里的中国》一书就
与自己多年坚持记账的习惯有
关，记账的本质是节俭的朴实美
德和一种生活态度。在书中，作
者以多个账本故事传扬和倡导节
俭生活风气，特别以“共和国记账
第一人”董万春为代表的董家三
代人的账本故事，突出阐释了勤
俭家风薪火相传的魅力。从昔日
担忧柴米油盐的艰苦生活到如今
富足幸福的小康之家，董家几代
人深知谨行俭用、克勤克俭的意
义。尽管如今人们生活变好，对
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但践
行节俭持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
具有非凡意义。

记账的生活方式除了反映出
人们对勤俭品德的坚守和弘扬，
锱铢必较的记账方式也蕴含着崇
尚积少成多、艰苦奋斗的人生哲
理，这些优秀品质不会因为时代
更替而消失。作者通过梳理这些
账本故事，更表达了对营造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文化氛围和健康
文明消费方式的倡导之意，因为
日益富裕的美好生活，并不是无
本之源，既要开源，也要节流。这
些美德的意义，不会随着物质生
活的富裕而消失。

小账本里的经济注脚
张 瑜

风景名胜历来都有文人增
色，滕王阁、岳阳楼即如此，即便
苏东坡打卡的是“假赤壁”，也让
黄州赤壁名扬天下。怪不得清代
李渔说，好山水用钱买不来，只能
用“离奇瑰玮之诗文”来抢。

“以一首名篇占据一处名胜”
的现象盛于唐代，最有名的是崔颢
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
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
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
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据说李
白曾登上黄鹤楼，见到崔颢题诗，
不由兴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
题诗在上头”，于是搁笔而去。后
又写了《登金陵凤凰台》“欲拟之较
胜负”，诗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
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
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
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高手对决自然引吃瓜群众围
观，大部分诗评家觉得崔诗更好，

“起句有飘然之致”“气格高迥”

“一气呵成”，说李白诗有“斧凿痕
迹”“效颦之嫌”。

李白“挑擂”真是完败吗？商
伟近作《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
凰台》，展示了围观“李白挑擂《黄
鹤楼》”的另一种姿势。他先是援
引西方文论家布鲁姆“影响的焦
虑”来定义李白的“黄鹤楼情结”：

“强力诗人……都摆脱不了迟到
者的影响焦虑。诗歌的领地布满
了先行者留下的诗篇，为了给自己
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强力诗人不能
不遭遇从前的巨人，并向他们发出
挑战。而挑战的方式，恰恰是对他
们的作品做出创造性的误读。”

崔诗最妙是前四句。清代赵
臣瑗云：“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
鹤，三曰黄鹤，令读者不嫌其复，不
觉其烦，不讶其何谓。尤妙在一曰
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而忽然
接以白云，令读者不嫌其突，不觉其
生，不讶其无端。此何故耶？由其
气足以充之，神足以运之而已矣。”
但在宋及以前的版本中，崔诗起句
都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将“白
云”改为“黄鹤”，最早始于金代。

“白云”“黄鹤”，孰优？清人魏
伯子论曰：“后之俗人病其不对，改
首句‘黄鹤’为‘白云’，作双起双承
之体，诗之板陋固不必言矣！”商伟
阐释道：“头两联若以‘白云’起首，
又回到‘白云’，那就形成了一个循
环往复的封闭格局，自我完成，自
成一体。这样一个结构，缺乏向前
推进的动力。诗才写到一半，就难
以为继了。而从‘黄鹤’起，以‘白
云’结，恰好打破了这个格局。连
续三遍重复‘黄鹤’，又造成了一个
停顿复沓之势，也郁积了巨大的能
量，直到第四句‘白云千载空悠
悠’，才释放出来。其势一泻千里，
而余波不绝，又像白云那样绵延千
载。诗人因此得以完成了一次时
空上的转移，把目光从面向往昔的
遥远凝望，带回到了当下的片刻。

因此，接下来的目前之景‘晴川历历
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就来得毫
无滞碍，水到渠成了。”可见，没有第
一个“黄鹤”，《黄鹤楼》失色不少。

在这里，商伟又敏锐指出，
“明清时期的诗选编者纷纷把《黄
鹤楼》的起句改成‘昔人已乘黄鹤
去’，最终的依据不是别的，而很
可能正是李白的《登金陵凤凰
台》”。换句话说，他们通过李白
的仿作来反推崔颢的原作，“这样
做的效果之一，就是颠倒了两首
诗的先后顺序和主从关系，以至
于看上去，不是李白在模仿崔颢，
倒像是崔颢在模仿李白，却力有
不逮，而瞠乎其后了”。这解释水
到渠成地说明李白作为“迟到者”
的反击力量，但未免过于讨巧，让
围观者无法信服。

因此，商伟提出另一种可能：
“李白在与《黄鹤楼》竞技的时候，
已经暗自对它做了这样的改动，
然后跟这个他修改过的版本去较
量。”你们不是觉得“黄鹤”比“白
云”好吗？那我李白就挑战擂主
最高水平的诗句，哥就是自信！

这时，商伟本应硬碰硬分析
“黄鹤”版《黄鹤楼》和《凤凰台》二
诗之优劣，但他只是拾前人牙慧，
说“《黄鹤楼》头两联中，三次重复
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
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
就做到了。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
高难度动作……”

然后呢？他就将沈佺期的
《龙池篇》扯出来，急齁齁地解释
它与李白《凤凰台》、崔颢《黄鹤
楼》的关系：“李白……不仅要跟
崔颢的《黄鹤楼》一比高下，甚至
还追溯到了《黄鹤楼》所模仿的范
本，那就是《龙池篇》……李白与
先行者的竞争是通过模仿来进行
的，而且遵循了大致共同的规
则。其结果并不是以他的作品颠
覆前作或替代前作，而是与之形

成了不可分离的互文关系……共
同的模式（篇章结构和诗行句式）
大于个例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一
模式又因为不断的变奏改写，而
得以丰富和扩展，并通过从中派
生出来的作品而衍生不已。”

我同情商伟的思路：中国经
典诗学为了确保诗作的真诚性和
即兴自发的独特品格，强调诗人

“即目”“直寻”“触景生情”。《诗大
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仿佛诗歌写作不过是内在情
志发生外化过程中所留下的外部
痕迹而已，“完全不假人力，因此
也没有为诗歌语言的修辞艺术留
下空间”。在这种诗学“统治”下，
一旦承认模仿前作，便落第二义
矣，竞争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因
此，若想公允评价李白此诗，首先
就得扫清中国经典诗学的相关“迷
障”。只有承认“诗歌文本的互文
关系显然大于它与呈现对象或指
涉对象之间的关系”，才能摘掉李
白头上的“因袭”帽子，进而给修辞
学开拓发展空间。其实，笔者近些
年也在做类似努力，比如，援引索
绪尔语言学指出李商隐诗歌的“能
指”漂移、断续、延异反而加深了文
学性，援引互文性理论解释周作人
晚年文章“掉书袋”的魅力。

但是，提出诗歌现象的新解
释，不是喊口号，而是要用论证说
服读者。在“李白挑擂”事件中，
你既认为李白是互文修辞大师，
就得在比较“黄鹤”版《黄鹤楼》和

《凤凰台》二诗优劣时发力，让读
者知晓李白如何丰富和扩展了

“互文风景”中的诗歌修辞。
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商伟

显得躲闪又迟钝，远不如施蛰存先
生“樊哙排突”般的精悍鉴析，“李
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
法上是比崔颢简练……崔颢诗一
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余

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晴川芳草’
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
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
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
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
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
了起句的意境”。“由此，我们可以
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
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
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
可讳言”。这个展现研究者才性的
最佳时机，商伟失之交臂。

商伟读研究生时师从袁行霈，
后又成为林庚的学术助手，赴美留
学读的是韩南、宇文所安的博士。
有论者说商伟擅长掌握文本的肌
理，“有一些袁行霈先生和林庚先
生对中国诗文诠释的灵动性，又有
一些西方汉学家从他者角度观看中
国文学作品而生发的创造性诠
释”。林庚先生对“木叶”和“阳关”
的解释堪称文学评论“灵动性”的典
范，宇文所安先生在《追忆》一书里
对李清照夫妻关系的探微也是“异
域之眼”发挥“创造性诠释”的典
范，如果商伟真能做到双美，不啻
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当代知己”。
衡之此书，他在“创造性诠释”方面
还合格，但在“灵动性”方面，还跟
施蛰存、林庚两先生差距不小。

康德说：“概念无知觉是空
的，知觉没有概念是盲的。”概念具
有类似手电光的作用，没有概念，
经验就是一片混沌，商伟借来的

“互文性”概念有助于看清“李白
挑擂《黄鹤楼》”的整个场景；但

“概念无知觉是空的”，李白挑擂
成效如何？需要具体的诗歌鉴析
让读者“经验”到。冯友兰总结：

“以一当前的经验，使学者对于某
名言的知识，得到印证；或者以一
名言的知识，使学者对于当前的经
验，得到意义。”这种“棒喝”“机
锋”，就精妙地理解了“概念与经
验”的辩证关系。

李白挑擂黄鹤楼的看点
邝海炎

《拇指一代》

作为80多岁的耄耋老人，塞尔以
极大的热情，通过这本引起轩然大波但
也风靡全球的书，向被他称为“拇指一
代”的“低头族”表达了道义上和理论上
的双重支持。他由衷地向这些“新人
类”致敬并发出邀约，期待他们重建崭
新的社会秩序、生活形态、生存和认知
方式，以之标志人类新的纪元。

《慢读与快感》

本书源自刁斗的一个系列讲座。
作为热衷于文本实验的小说家和资深
的小说读者，刁斗引领着他的听众，通
过体味来自十三种语言的十三个短篇
小说，既阐释了他心目中好小说的三个
标准——语言的魅惑力、结构的建设性、
故事的延展度，又解剖了他总结出来的
小说阅读三忌——忌提炼中心思想、忌
找寻教育意义、忌对号真人真事。其间
充满了睿智独到的经验之谈与释疑解
惑的引经据典，很是能够引人入胜。

提示

崇尚勤俭持
家的人日常会有记
账的习惯。记账形
成的家庭账簿虽不

是精确的会计册，但里面蕴
藏着丰富的生活图景和岁月
痕迹，不失为细品人生变化
和时代变迁的一方富矿。新
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人如
何奔向美好生活，一串串数
字怎样反映时代之变，在许
德友编著的《账本里的中国》
中，你能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