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28日 星期一

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孙 广 马松波阅读
YUEDU

15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建党百年必读书目

提示

人生自有诗
意。黄晓丹《诗人
十四个》在7个主
题之下，用个人的

生命体验去观照诗人和诗
歌，同时又用诗人和诗歌来
丰富自我的情感体验，在时
空流变中既触发又满足人们
内心感知的审美需求，从古
典中读出了现代性，也体现
了作为一个读者所能拥有的
多重诠释的自由。学术史上
义理、考据分流，私人化解读
诗歌是义理的路数，考据一
途也不可偏废。

今年是马勒逝世110周年，如果不
是疫情影响了全球演出机构和音乐厅
的运营，各种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必然
成为世界音乐盛事。在上一个10年，马
勒逝世百年纪念，全球几乎每一位古典
音乐巨星、每一座辉煌的音乐厅，每一
个古典音乐FM都参与了纪念马勒的活
动。而再上一个10年，是2001年，全球
电台和乐团轮番演奏马勒的作品。马
勒几乎已经是全球乐迷心中表现冲突、
挣扎、不安的最佳古典音乐代言人。

就像古典音乐中的重金属“九寸
钉”，当人们感到不祥已经笼罩，在黑暗
中痛苦挣扎，绝望后遭到冷漠嘲讽，马
勒的作品总会被人提起。以诠释马勒
作品而闻名的指挥家滕斯泰特曾经这
样理解他：马勒乃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
屠杀的预言者。

贝多芬是英雄主义燃烧的痛苦，而
马勒是燃烧过后被灰烬浓烟吞没的沉痛。

在古典调性音乐几乎走向极致之
后，在12音体系瓦解旧体系之前，马勒
为什么会成为跨时代的超级巨星？

《为什么是马勒》讲述的恰恰是这
种让人战栗发抖的和声，却越来越让人

着迷的背后故事——一位天才音乐家
享受的盛名与诋毁，体会的极乐与痛
苦。虽然安逸一生的埃德加可以写出
撕心裂肺的《殇》，潦倒不得志的舒伯特
谱出众多甜美的旋律，但是马勒成功与
艰难交织的复杂一生，却与他的作品凝
结成了充满魅力的传奇。人格命运一
旦与作品形成某种隐喻和映照，受众更
加痴迷于巨星宿命般的故事。

马勒一生充满冲突矛盾。
马勒是犹太人，青年求学时代在维

也纳度过，当时排犹情绪愈演愈烈，仇
视情绪让马勒选择了低调而谨慎的生
活方式；而一进入音乐领域，才华和执
着又让他为了追求“精确”，不惜与一切
人为敌；瓦格纳是有名的排犹主义者，彼
时如日中天，身为犹太人的马勒却对他无
比崇拜，瓦格纳去世当天他哭天抢地；他
追随的另一位大师布鲁克纳，即使在邀请
他吃午饭时也不掩饰对他犹太身份的轻
视，但马勒却称他为“音乐上的父亲”。马
勒一生都被排犹者攻击，而他迎娶阿尔玛
时举行的是基督教婚礼。

马勒，一直享受着指挥家的盛名，而
他自己最看重的作曲家身份，却常常被攻

击。他28岁就已经受聘成为当时哈布斯
堡王室第二重要的剧院——布达佩斯剧
院的音乐总监，得到高薪；然而刚刚取得
了一系列成功后，又因为上演自己创作的

“交响诗”过于离经叛道，把观众吓得不知
所措。一方面，他在维也纳歌剧院时，成
为至高无上的暴君，对乐手和明星提出了
严苛的要求，不许观众迟到，为了自尊与
骄傲，马勒不肯巴结维也纳的乐评界，甚
至一度威胁与他作对的媒体；一方面，他
远渡重洋受聘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为了
迎合观众，缩短了瓦格纳的作品，被乐队
董事的太太们指手画脚。

马勒的爱情生活，同样充满话题
性。他迎娶的维也纳文艺缪斯阿尔玛，
是19世纪初众多活跃在维也纳的艺术
家的社交中心人物，美丽而富有才华，
韵事不断。阿尔玛性格复杂，既陶醉于
男性的膜拜又不甘于躲在男性光芒背
后，既有展露才华的愿望又有虚荣浅薄
的欲望，她的轶闻也一直是电影和小说
的热门题材。她深爱过马勒，婚后又出
轨，而一向以毫不妥协刻薄严格著称的
马勒却选择了原谅她。

马勒一生都在面对死亡。童年失

去了最喜爱的弟弟，成年血痔核和周期
性的头疼常常折磨得他痛不欲生，青年
时代失去了双亲，他创作了《亡儿之
歌》，被阿尔玛指责不该拿“天命开玩
笑”，最后他们的大女儿早夭，让这部作
品的悲剧色彩更加沉重。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际时，世界正
在巨变：爱因斯坦已经开始了狭义相对
论；铁路运输已经成熟，工业巨轮飞快
旋转；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已经开始离
经叛道地尝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打
破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认识；而马勒敏
锐地感受到了世界既有规则的破坏即
将到来的动荡，他赋予音乐的即时性和
开放性，让庄重与嬉笑共舞，让痛苦与
狂欢共进，让今天活在巨大压力下的人
们仿佛听到来自内心放大的心跳。

在音乐的圣殿里，贝多芬是大祭
司，莫扎特和门德尔松是圣徒，而马勒就
像学会了黑魔法而被误解的命运先知（哈
利·波特骑上扫帚飞向天空时，确实配乐
是马勒的《复活》交响曲），他紧绷而不合
时宜，在黑斗篷的阴影中，一直在用音乐
阐释着古老的认知：人在世上的一切作为
没有绝对的不幸，也没有绝对的幸福。

必须是马勒
王海宁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
大批怀揣革命理想、力求改变现
实和民族悲惨命运的有为青年，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
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伟大革命中。方志敏就是
一位献身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
革命先驱。

方志敏1924年3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任赣东北省苏维埃
政府主席、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
军政委等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
创建人。1935年1月29日，他率
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遭国民党军
队伏击，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
年 8 月 6 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
义，年仅 36 岁。不幸被捕后，面
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
不屈。在狱中，方志敏利用敌人
让他写“供词”的纸和笔，克服病
痛的折磨，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清贫》《死》《狱中纪实》等文稿和
《血肉》等诗歌。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这
些文稿被人秘密带出监狱，几经
周折，最终送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手中。

《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收录了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文稿11篇、
诗歌4首，共计14万字，皆保持了
原作原貌。

方志敏是革命家、军事家。
他虽然不是专业的文学工作者，
但却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7个

月时间里，他在饱受折磨中写就
的14万字，每个字都是他用生命
书写的！所以他的笔下是最真最
美的文字，心中是最真最纯的信
仰。《可爱的中国》中那血与火的
语言发自肺腑，我们能够体悟到
方志敏文字的“纯真”魅力。他对
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那样纯洁，毫
无杂念。他对未来满怀乐观：“到
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
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
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
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
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
死之悲哀……”他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为党留下了“十余年斗争的
经验”。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今天人们能从方志敏身上学
到更多的东西。在时代变革的大
潮中，方志敏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潮
头。他文稿中充盈着革命的澎湃
力量。在《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
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贫和富，什么
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
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
价值。方志敏一向过着俭朴的生
活，从来没有奢侈过，虽然为革命
筹集的金钱总在数百万元，但一点
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当方志敏
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满以为能
从这个重要官员的身上搜出银圆，
但他身上除了一支钢笔和一只旧
表外，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出来。正
像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

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
多困难的地方。这高尚情操不仅
使他的文字拥有了洁白的亮度，也
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崇高的精神境
界。因为这文字与他的革命事业
密不可分，他的文字给人以力透纸
背的力量感。

情感充沛、真挚、激昂，是方
志敏狱中文稿的情感特色。这
些文字体现了共产党人鲜明的
爱与憎。他爱国爱党的理想信
念，坚定而赤诚；他舍生取义的
高尚气节，感天动地。正像他
在《可爱的中国》中所写：“一个
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
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
迷。”他对革命始终保持着乐观
主义精神，所以他的情感也总
是昂扬向上的：“我是一个马克
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
虽遭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
的情绪。”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
叶一般严厉。在敌人的法庭上，
他痛斥国民党法官：“什么法官，
狗！”“呸！发什么狗威！杀人放
火，奸淫掳掠，正是你们的拿手
戏！”这哪像被审讯，分明是在审
讯对方。他对穷苦的百姓充满
同情和怜爱。他看到日本船主
指挥手下打手鞭打三个同胞时，
他愤怒地写道：“那肥人指挥着
的鞭打，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
胞，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痛在
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我
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

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
心。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
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
惜于我这一条蚁命！”我们透过文
字，能够感受到他胸中那燃烧的
怒火、昂扬的激情。

《可爱的中国》中的文稿既
是写实的，又无处不荡漾着英雄
气概。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印
刻在字里行间。在对生死的抉
择上，方志敏大义凛然：“敌人只
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
我们的信仰”“我们绝不是偷生
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
愿意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
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
们就都下决心就义。”方志敏的
豪迈誓言和铮铮铁骨，彰显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英雄
者，国之干。”文稿中其他一些共
产党人身上都洋溢着一种共同
的英雄气质。意志坚定的只手
将军刘畴西、身体瘦弱却身经百
战的王如痴、身负三伤又患重病
的曹仰山，他们在监狱里谈笑风
生，视死如归。还有性情暴烈的
农民革命团长蓝长金，个性鲜
明。这些共产党人都拥有坚定
信仰，并且义无反顾。

英烈是历史星空中最闪亮的
坐标。重读《可爱的中国》，让我
们再一次仰望历史的星空，方志
敏的信仰光芒会始终照亮我们前
行的道路，给予我们前行以无穷
的精神力量。

方志敏身上闪耀的信仰光芒
曲 宏

叶嘉莹论诗重感发，作为学
生的黄晓丹承袭了老师的衣钵。
感发分两端，感是感觉、感受、感
动，发是从感中生发出什么。显
然，作者的敏感使她拥有很强的
感发能力，“我的记忆总是与季
节、天气、温度、光线和气味紧密
相关”，灵感又使她拥有很高的感
发质量。黄晓丹的感发都很有意
思，她不谈理论，不谈烦琐的训诂
和考据，往往从诗人和文本中跳
出，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精神
体验，比如一次骑行、一场郊游，
比如一幅画、一段音乐，比如结合
小说《斯通纳》谈周邦彦词、从古
希腊神话那喀索斯故事中撷取陈
子昂的精神质素。这些体验与诗
人、与文本的联系或显或隐，最后

都指向存在、追求、理想、死亡、孤
独等人生终极问题，尝试给出解
释或解决方案。这本书不仅“即
之也温”，甚至是“即之也润、澈、
糯”，温润澄澈、圆融自足，还有江
南的细腻甜糯，令人既感新鲜、微
妙、亲切、舒服，也很受启发。

在“春山的追寻：王维与李商
隐”中，作者选读了《孟城坳》《山
中与裴秀才迪书》《南垞》《终南别
业》《昨夜》《天涯》《流莺》《碧
城》。她说“隔浦望人家，遥遥不
相识”（《南垞》）的王维，有一种中
止的能力，能与自己的欲望保持
距离，有中止，有放弃，有冷静的
观看。她说李商隐“莺啼如有泪，
为湿最高花”（《天涯》）的莺鸟付
出了西西弗斯式英雄主义的努
力，这是以极富灵性但又极其脆
弱的生命进行无望的追寻，完全
处于一种不自主不可控的状态。
在王维那里，不可控带来新的转
机和生命空间的拓展（指的应是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到
了李商隐这里，不可控被视为对
生命本身的威胁，王维充满乐趣
的偶然在李商隐这里全部变成了
错失。最后的总结是这样的，“有
追求，就有落空的可能。应对此
事只有两种策略，一是通过觉悟
认识到追求的虚幻性，从而放下
我执；二是用人格和意志的力量
勉力支撑，直到人生尽头。王维
和李商隐象征了人生中冷与热、
理智与情感的两端。只有投入没
有旁观，投入则堕为沉溺；只有旁
观没有投入，旁观将成为逃避”。

无独有偶，欧丽娟也是一位
感发型的说诗者，她曾从心理学
的角度谈王维《杂诗》和辛弃疾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为什
么遇到故乡故人时，《杂诗》问的
是“寒梅著花未”？因为有太多更
关切的问题，但又怕听到不好的
消息，此一问是潜意识下心理自
我保护机制起了作用，使自己在
得到真正关切的信息前有一个缓
冲。如果转为显意识，那就是宋
之问的“不敢问”：“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除了“不敢问”，还
有“不敢说”。辛弃疾说：“而今识
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又是怎样的
心理状态？对一个识尽愁滋味的
人来说，应该有倾诉以减轻内心
苦闷的需求的，但他却终于选择
谈天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日
日夜夜反刍个人悲痛的深渊里说
出的话，对于听众其实是毫无分
量的。痛苦的人需要分担，可是
对方并没有同样的伤口，也就没
有办法作出相应的回应。当对方
只把你的椎心泣血视为普通甚至
廉价的感情时，那个识尽愁滋味
的人的期待会落空，得到的不是
了解与抚慰，而是一种轻视或漫
不经心，甚至是质疑——本欲靠
倾诉“弃疾”，反而是“疾上加
疾”。鲁迅先生《祝福》里的祥林
嫂也是这样，在历经无数苦难甚
至儿子被狼叼走后，祥林嫂逢人
就诉说，她需要有人来了解来分
担，可是过不了多久，她慢慢就不
想说了。为什么？鲁迅说这个不

识字的乡下女人，“她未必知道她
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
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
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
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
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
并不回答一句话。”从人性的本质
上说，几乎没有办法跟别人真正
交流，“不敢说”其实是无法得到
理解，很多东西，真的需要人自己
默默承受，这是孤独感的来源。

感发论诗，难在收发自如，最
忌感受过于私人化和发力过猛。
黄晓丹谈姜夔《鬲溪梅令》“翠禽
啼一春”时，先后引入爱尔兰乐
队、北欧电影、精神病学中的自我
解离乃至荣格梦中长着翠鸟羽翼
的智慧老人裴乐蒙，这些精神体
验过于庞杂和私人化，或许反而
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谈苏轼

《八声甘州》“不用思量今古，俯
仰昔人非”时她说，苏轼表达的
是当我们想站在一个点上客观地
看待过往时，却无法得出准确结
论，因为观察者本人也处在变动的
时间中，观察带有自身的种种限
制，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真
相。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作者
却觉得意犹未尽，又援引现代物理
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加以说明，甚至
引用了原理创立者的一大段英文
原文，这恐怕真的是发力过猛，多
此一举了。

学术史上义理、考据分流，义
理重发挥，考据重实证，对方长处
即自身短处，桐城派姚鼐衡文并
举“义理、考据、辞章”，足资持诗

词“兴发感动说”者镜鉴，所以在
欣赏《诗人十四个》的感发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考据问题。辛德
勇曾探讨萧统编《文选》时，古诗
为何选了十九首，而不是十首，也
不是三百首，这是前人未曾意识
到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

“十九”，应是参照了古代历法的
“一章”之数。为协调阳历年与农
历年的龃龉，防止农历年月与阳
历年及四季脱节，我国农历每二
年至三年增加一个闰月，以十九
年置七闰为一个周期，这个十九
年的置闰周期就是“一章”。《庄
子》中解牛的庖丁在解释自己神
技时也有十九出现，“良庖岁更
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把自己
与良庖、族庖的用刀周期并举，以
显示自己游刃有余、操刀有道。
文献之外，文物中也有十九的用
例，出土过金缕玉衣、错金博山
炉、长信宫灯的河北保定满城汉
墓中，还有一件玉雕人像，像身阴
刻铭文：“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
年。”“延十九年”显然是延寿十九
年的意思。长寿是西汉人的普遍
追求，翻翻《史记》《汉书》的列传，
名字叫延年、延寿、千秋、彭祖的
一抓一大把，向上天祈求延寿，选
择“十九年”这个天文历法成数还
是很顺理成章的。所以说，从战
国起，十九这个数字，一直被恰当
地使用着。这背后的原因，除了
天文历法的“一章”之数外，没有
更合理的解释。

当古诗碰上现代心灵
张永涛

《百年大党正年轻》

本书从“百年大党正年轻”的新颖
视角，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我们
党百年来始终朝气蓬勃的基本经验，彰
显了我们党面对各种危机，善于危中寻
机、困中破局的制胜伟力，揭示了我们
党厚植根基、实现长期执政的成功秘
诀，是广大党员干部学好“四史”、提高
政治能力、增强斗争本领的重要借鉴。

■聊书

《常青之道》

本书从七个方面精选党史上具有典
型性的100个故事，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揭示百
年大党风华正茂的保鲜秘方和不竭动力。

《走过》

本书以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生活变
迁，极富年代感的插画，充满回忆的简
语，结合100年来每一个关键历史时间
节点，通过对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变化，
来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努力
和成就，让更多的人可以真切“触摸”到
那段峥嵘岁月。这是每个中国人曾经走
过、正在经历的生活片段，也是中国共产
党一路走来的历史片段。在这些片段
里，流淌着的，是我们的记忆，也是几代
共产党员共同的记忆。

《革命者》

全书聚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夕牺牲的革命先烈，以扎实的史料刻
画了英烈的鲜活形象，以极富文学性的
语言展现了英烈的革命事迹，他们都是
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放弃了现实的利
益、长久的富贵，甚至不惜为之付出鲜血
和生命。英烈们的信仰至上、慨然担当、
舍身为民、矢志兴邦，就是共产党人伟大
精神的具体展现。全书从小处着眼，从
细节入手，内容鲜活、生动感人，具有很
强的文学感染力和可读性。

提示

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杰
出的农民运动领
袖方志敏同志离

开我们已整整86年了，《可爱
的中国》一书是方志敏的遗
著，是他在狱中所作文稿和诗
歌的合集。我们今天的精神
记忆，仍会清晰地记得他威武
不屈的高大形象，清晰地记得
他的铿锵话语。作为中国共
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可爱的
中国》是方志敏用36岁的不
朽生命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
的奋斗史诗，给我们留下了最
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