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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
集，《诗经》 自有其独特而厚重的分
量，虽只305篇传世，但其对后世的影
响可谓深远。上至国家招贤取士，下至
黎民私塾受学，无不以之为重要参考。
同时《诗经》中诸多风格迥异、思想深
刻的诗篇，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也
有重要意义。故历代学者钩稽爬梳，力
求推动《诗》学研究更上新高，方铭教
授亦踵武其间。近日甫接方铭教授著作
《诗经·古义复原版》，细研之下察有诸
多亮点，颇受启发。

一、以《诗序》为纲，厘析诗旨。
在《诗经》阐释史上，《诗序》是一个
充满争议的问题。《诗序》是后世学者
研究《诗经》诗旨的一个重要窗口，其
所奠定的基调基本上为后世学者奉如圭

臬。虽然《诗序》因所言诗旨难以尽合
诗意而遭后世质疑，但其学说渊源有
自，自孔子以后，迄两汉之亡，学者之
说，皆守祖训，师弟相传，不绝如缕，
故而仍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该书认识
到《诗序》对于《诗经》的重要意义，
所以在注解各篇时，严守《诗序》，审
慎立论。同时，却也不盲从 《诗序》，
在《诗序》所规定的框架内，力求辩证
分析，尽力解决看似有“以文害辞”

“以辞害志”的误解，廓清迷雾，探寻
作《诗》者的本义。

二、广引诸说，注释详尽。《诗
经》传世已久，距古遥远，作为先秦时
期重要的文化典籍，其所包含的内容既
涉及政治制度、历史背景，又融及礼制
风俗、名物器具，可谓庞杂繁冗，艰深
晦涩。注者若不能博学广闻，精于考
证，所注之 《诗》，恐亦难为世所信
服。所以对《诗经》的注解，尤为考校
治《诗》者的学养和功力。该书注解相
关内容，遍阅古籍，广引诸说，综合了
古代先哲与当代学人的重要研究成果，
如对《毛诗正义》《毛诗故训传笺》等

古说的吸收和对陈子展、程俊英、褚斌
杰等当代治《诗》名家观点的借鉴。作
者既有对前人观点的辩证采纳，又有自
己久治 《诗》 学的独特见解，旁征博
引、分条缕析，力求为每一个问题做出
尽量翔实可信的考论，体现出其深厚的
学养功底和广袤的学术视野。

三、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诗》
三百篇，既有庄重典丽的 《雅》《颂》
之声，也有咏叹现实的《国风》之歌，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均可以
在《诗经》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文
化归属。“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通过 《诗经》 读者可以穿过历史的尘
烟，感受先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与
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或经历的幸福产生强
烈的共鸣，这也是《诗经》较于《易》
《书》《礼》《春秋》等经典更为世人所
熟知的重要原因。所以注解 《诗经》，
在立足于学术性的基础之上，若能兼顾
实用性，则更能为之增色，作者亦致力
于此，在每一篇诗歌注解之后，又附有
解题，用质朴精炼的语言，准确解读诗
旨，以求适用于不同知识层次的读者。

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又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
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都是在
肯定《诗经》在外交场合作为专对四方的重
要辞令所富有的政治价值和礼制内涵。《诗
经》传世两千余年，深受社会中各个领域的
推崇与赞许，这不仅因为其所具有的“经夫
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
社会功能，还因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学价值。可以说，
《诗经》是中国文学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代学人不遗余力，披星戴月，为推
动《诗经》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方铭教授先后师从吴林伯、褚斌杰
等名家受业，在《诗》学领域深耕已有多
年，从开始撰写至成书已历十余年。思至
此处，不由得想到《周颂·敬之》之语：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可以说是
对方铭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诗》学研究的
真实写照。在此也期待方铭教授再著力
作，在《诗》学研究领域再掘新知。

（谷文虎系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
在读博士，邵炳军系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
究院院长）

日就月将，大著甫成
——简评《诗经·古义复原版》

谷文虎 邵炳军

曼妙舒展的肢体语汇、器乐和鸣的
婉约交响，水袖翻飞下足尖旋转、轻纱
飘逸后腾空而跃……2 月 10 日至 18
日，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红楼
梦》将于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以芭蕾的
艺术形式，再现那亦真亦幻的红楼胜
景，邀观众一道以舞入“梦”，体味那
娓娓道来的东方奇缘。

芭蕾舞剧《红楼梦》以全新面貌亮
相，是该剧主创团队与演职员经历了三
年不断完善与打磨而成。第九、十、十
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冯英谈到该剧的创排初衷时说：“我们
始终树立打造经典的决心，怀着对《红
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作的敬畏之
心，在坚持芭蕾‘国际化’与‘民族
性’相结合的前提下深耕细作，用芭蕾
艺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抒发中华民族情感，彰显中国文化
底蕴。”

在创作上，芭蕾舞剧《红楼梦》突
破了以往舞台线性叙事视角，别开生面
地将观众带入宝玉的心灵世界，在亦真
亦幻的时空轮转中，体味宝黛间的真挚
爱情，共情宝黛钗间的深切羁绊。而在
饱经世间繁华颠沛之后，宝玉的至情至
性，或许也可以激起观众们对人间之
情、生命之爱发起思索与追问。“《红
楼梦》 像一座宝藏，是公认的文学经
典，是中国文学中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一
部作品。受邀担任芭蕾舞剧《红楼梦》
的编剧，是一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创
作。芭蕾艺术是世界的语言，可以在全
世界无障碍交流，用这样一种艺术语言
来讲述中国文学经典，让全世界更多人
从中了解这部伟大的中国作品，是一件
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第十四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
俐是芭蕾舞剧《红楼梦》的编剧，她提
起创作时所面临的挑战——芭蕾艺术源
自西方，被用来表达中国古典故事的时
候，一定面临很多二度创作的挑战，这
就需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我
以‘木石前盟’作为入手点，坚定地以

宝黛钗三人的爱情作为全剧核心，挖掘
宝玉与黛玉之间情感的中国式诗意和可
以让当代观众及世界观众理解的普遍价
值。”

在舞台上，跳跃张扬的“贾宝
玉”、外柔内刚的“林黛玉”、亲切包容
的“贾母”等，都通过不同音乐主题呈
现于舞台之上。有着丰富舞剧音乐创作
经验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叶小纲为芭蕾舞剧《红楼梦》创作
了兼具舞蹈韵律与人物塑造的音乐框
架。他将其定位为“一部具有中国古典
式的浪漫主义的舞剧音乐”，希望用西
方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灿烂图
景。“ 《红楼梦》的音乐要想立得住，
首先便是要和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有着
紧密的关联，因此我为该剧创作了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的旋律，但是作品在配器
中并没有加入民族乐器，而是完全用西
洋化的乐队来表现中国色彩。”叶小纲
说道。

“芭蕾舞剧《红楼梦》最大的挑战

是寻找芭蕾语汇、传统文化和名著文学
性的契口。”在该剧总编导佟睿睿看
来，“通过这个契口，可以将多种元素
自然融合，并进而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
的舞台语言和舞蹈语汇。让芭蕾向上和
直立的特色，与中国舞那种一呼一吸之
间的美感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就
需要作品既要在芭蕾舞上做文章，也要
在中国味道和中国语汇上花工夫。为此
主创团队前期用大量时间精读原著、观
摩其他艺术门类独特的演绎手法、聆听
学者教授不同角度的深度解读，在具体
演绎中采用“抽离—进入—再抽离”的
叙述方式，让芭蕾在情感、情绪的无限
空间中自由表达，既富有西方芭蕾色彩
又兼具中国意韵审美。

芭蕾舞剧《红楼梦》在舞美呈现上
同样将是一场瑰丽的视觉盛宴。在历时
半年多的舞美构思中，“雪”成为该剧
舞美设计、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刘杏林头
脑中萦绕不去的线索与核心概念。他
说，“舞剧开篇的文本结构提示了宝玉
目睹风雪中浮现出的过往人物，这个意
象从最初就打动了我，一直是舞美构思
的灵感来源和起点。”那如何让剧中的
一切景象都像是宝玉在风雪中所见的幻
影，如何让“雪”成为此次舞美设计的
建筑结构，刘杏林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找

到方法，他表示：“《红楼梦》的主体舞
台结构来自‘雪’的意象，悬置在舞台上
的白色‘雪墙’在前后纵向移动或360度
旋转中，与背面斑驳的金红色交替变幻，
成为不断铺陈种种视觉元素的底图和演员
出没的飘忽不定的世界。我想要以此呈现
出转瞬即逝的繁华和无可挽回的凋落；表
达‘好’与‘了’、‘有’与‘无’的轮
回；营造出不断浮现与消失的幻影或梦
境；有时甚至形成一种神秘莫测的驱使或
逼迫的力量……”

“芭蕾舞剧《红楼梦》的服装造型设
计是在用一种现当代的表达来呈现传统的
东方故事。对于这部名著每位观众心中都
有着自己的理解，当他们走进剧场，如何
去满足、去引领、去打破他们既有的想
象，这是面对这个题材我最想做出的突
破。”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服装设计师阳
东霖说，服装造型设计的工作正是要让观
众在有限的时间、在舞蹈这种相对抽象的
形式下，通过人物形象来辨别剧中的角
色，并感受到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以及性格的变化成长。于是在服装造型
上，他着重于“东西方审美的融合”，采
用了“拨开云雾”的设计思路，将芭蕾服
装常用的纱与中国传统服饰中常用的丝绸
质地进行结合，从反差中寻求共性，营造
出仿佛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

用芭蕾讲述中国文学经典
——芭蕾舞剧《红楼梦》主创谈

本报记者 张丽

书苑书苑书苑 随笔随笔

我常常说，哲学是没有专业
的，谁都可以来研究，但谁也不能
垄断这个领域。而一个真正喜欢哲
学思考的人，不会囿于哲学史上那
些书、那些人、那些事，一定会对
其他领域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
其一可以为哲学思考提供思想的质
料和灵感，其二也可以检验哲学思
想的有效性。做完有关社会价值论
的博士论文后，近 30 年忽忽已
逝，其间随着生命时空波动变幻，
在潜心哲学研究的同时，旁涉新闻
学、传播学、教育学、美学、文
学、艺术、宗教等领域，所获远非
哲学著作可比。对于近年来备受关
注的“新京剧”，我也是持这样一
种态度：观察，学习，汲取，然后
拿到社会价值论层面来审视，得到
一些新的哲学启示。几年接触下
来，兴味盎然，其人其事，其语其
文，借用《水浒传》中武松论酒的
话说便是：“有些力气，冲得人
动。”

看来，人的精神存在是与人的
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相并列的一种
生命品性，也是理解人的本质和人
性秘密的关键。人类精神结构大体
由日常感知、科学认知、审美感受
和精神信仰四个版块组成。“版
块”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也可以
理解为四种属性、四个维度或人类
精神的四种能力。其中日常感知是
基于人的感官系统而直接地展开的
精神活动，它是人人都具有的源初
性的生命本能，包含着科学认知、
审美感受、精神信仰的萌芽。科学
认知是人类理性充分发育的结果，
它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直接的感官
束缚和限制，对象化、理论化、逻
辑化、形式化、工具化是其主要特
征。审美感受可以说是一种感性的
通达，它与科学认知一样，虽然摆
脱了感官的限制，却没有离开感
官，而走了与科学理性相反的另一
条路，即感性的道路，以感性的方
式向存在深处探寻，独立追求自我
的精神超越。感受性是与主体生命
存在须臾不可分的精神品性，不可
对象化。精神信仰是人类精神指向
终极并渴望把握终极存在的一种能
力。其根源在于人的有限性。人因
为有了自觉意识，认识到自我的有
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并深深地为
这一永恒的存在论矛盾所烦恼和困
扰。人渴望永恒、伟大和无限，希
望把握无限，并把自己与无限存在
融通起来，形成一体，以实现生命
的超越。这种人类精神结构图景有
点像湖中的涟漪，那波痕越接近中
心的地方越清晰，也越狭小，越向
外越模糊，越淡远，向着无限的水
光延伸；又如空谷的歌声，从那歌
唱家的喉咙发出，一波一波地向树
杪云雾中飘荡，奔向那无尽的
远方。

人类精神结构图景已非常明
显，在可想象的未来，此消彼长是
肯定的，但大的格局框架不会有颠
覆性的改变。比如，不可能消除哪
一个版块，也不大可能新添什么版
块。在这种参照系中，审美感受体
系的价值定位是非常清楚的。现在
的问题是，它受到了科学认知体系
的强大冲击和挑战，包括京剧在内
的传统艺术形态更是首当其冲。精
神外化是一切精神事物的普遍本
性，内在的精神必然形成强大的社
会现实和物质现实。外化往往带来
异化，人类的精神危机便演化为物
质冲突和社会危机。比如科学外化
为技术，审美外化为艺术。目前，
广受学界关注的技术和艺术的讨
论，实质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科学认
知和审美感受的碰撞与融合问题。
毋庸讳言，有识之士都能清楚地看
到，以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相融合
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对人类
的价值主体地位产生根本的撼动，
甚至有颠覆的危险。这一点伟大的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上个世纪五六十
年代就有深刻的洞察。主体的改
变，将带来一切的改变。改变将带
来空间的转向和权力的转移。各门
艺术向哪里去呢？从人类精神结构
四个版块的外部互动关系分析，有
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向日常感
知用力，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和
动力；第二个方向是向科学认知用

力，让艺术插上科技的翅膀，获取更
大的创造力和传播力；第三个方向是
向精神信仰用力，用感受的力量召唤
不在场的存在实现在场化的开显与表
达。这三个方向的用力都是非常有意
义的，各个艺术门类沿着这三个方向
的探索和突围也取得了不少效果。我
以为更为关键的是审美艺术的内在方
面，覆灭的危险在于失去自我。在这
种交融激荡的格局中，审美艺术须坚
守“感受性”的品格和立场，和而不
同，和而又通，通而又融。取向日常
感知，但不能沉沦于庸常生活；取向
科学认知，但不能同化于数据计算和
技术制作；取向精神信仰，但不能流
于虚无玄幻，一味谈佛论道，更不能
装神弄鬼。

在汤因比看来，人类正处在类似
于百万年前从猿到人转变的大转折之
中。人类审美艺术的版图如同人类整
个精神版图一样，也处在新的塑造过
程之中。我们正处在新版图形成的前
夜，各门艺术像奔腾向海的河流，一
切沿着正确方向的努力和劳作都将汇
入新的版图中，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
地。通过我的观察和理解，储兰兰女
士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新京剧一直沿
着这个方向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取得
了骄人的业绩和广泛的影响。它像一
切有希望的新生事物一样，尽管还有
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非常富于开放
性、包容性、绵延性和成长性，上得
天气，下接地气，中有人气。从社会
价值论上看，这些作品有烟火气，有
书卷气，有山水气，有青春气，古雅
清新，自由自然，和而不同，非常契
合未来中国文化演进的方向。可以想
象，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十多年
来，不知要排除多少阻力和困难。不
但需要过人的才华和百倍的努力，更
需要超人的胆气。我猜想这种胆气，
很大程度来自新京剧领军人物储兰兰
女士身上的那种令人钦佩的正义和良
知。听说受人尊敬的哲学泰斗、著名
美学家张世英先生在世时，储兰兰女
士曾拜访过他，先生对新京剧非常赞
赏，殊为难得。先生主张审美是人生
最高境界，至此境者，可“心游天地
外，意在有无间。”新京剧所营造的
那种高妙空灵的艺术境界与先生的美
学思想是非常契合的。多年来，余欣
赏新京剧亦常常沉浸其中，临溪流不
知去向，入云山忘却归途。今不揣浅
陋，追摹其境，再以四语喻之：

万壑松涛涌，
一轮明月升。
空谷兰无迹，
缥缈云烟中。

值此储兰兰女士新书出版之际，
搜罗旧语新思，拾掇成篇，言不尽
意，如隔江雾唤渡舟，渡与未渡，亦
未可知，聊以为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学会第
一届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兼职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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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舞剧《红楼梦》海报

这是一个和牙齿有关的奇妙故事。著名
作家周晓枫讲述了有关成长的五个冒险，读
者会看到精灵小门牙和他的朋友们，如何历
险，如何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动物和人，如
何获得美妙的新生。

作者坦言，无论儿童文学作家有多少天
赋、努力和机遇，要想保持活力，难度在于
保持天真。这绝非易事。走回童年，是比走
向未来更远更难的路。孩子走向未来，几乎
是必然；而成年人走向童年困难重重，每一
步曾经的成长或许都会构成阻力。能否在受
挫中保留童心，这是真正的考验……但愿，
我们因为天真而终身拥有内心的魔法。

（谢颖）

《小门牙》：讲述有关成长的冒险故事

近日，美国著名非虚构作
家、诗人黛安娜·阿克曼的代
表作《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
兰女性的战争回忆》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部女
性视角的微观二战史，记录了
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沙动物
园长夫妇雅安·雅宾斯基和安
托尼娜将被纳粹炸毁的动物园
作为地下抵抗组织的中转站，
拯救了300多名犹太人和纳粹
抵抗者生命，堪称女版“辛德
勒”的故事。 （杨雪）

《动物园长夫人》：微观二战史

日前，北京日报出版社以一本饱含美
好记忆与希冀的《吉祥谱》，开启崭新的
2023年。这部迎春佳作围绕中国传统吉祥
图案展开，按照寓意分为“福”“禄”

“寿”“喜”四部分，梳理了传统吉祥图案
的产生背景、应用场景和使用习惯等，诠
释其背后的寓意和内涵，呈现古人的思想
观念和艺术审美。该书甄选了100幅民国年
间刊出的明清时期传统吉祥图案，在参照
明清时期传统吉祥图案配色的基础上，大
胆设色赋彩。全书辅以诗文与古文解读，
从多角度诠释了每幅图案背后的历史典
故、神话传说、民间风俗和语言艺术，呈
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美与智慧意象。 （张丽）

《吉祥谱》：解读传统吉祥图案

近日，由常州市档案馆编，符丐君、符
挺军整理的《阿甲戏曲笔记续编》在文化艺
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戏曲导演、理论家
阿甲的晚年学术笔记是他艺术思想的精华。
该书是对阿甲未出版的部分遗稿的整理，反
映了晚年阿甲对中国戏曲表导演艺术进行
的深入而理性的思考，他所发表的诸多具
有代表性的戏曲理论研究论文的精髓，均
能在这些笔记中找到理论来源。2019 年 2
月，常州市档案馆开展阿甲档案收集、保
护工作，历时三年，通过诸多途径，陆续
收集、扫描了大量阿甲先生的笔记手稿、
名人信札、珍贵照片等，使阿甲的档案史料
全部回归故里。 （郭海瑾）

《阿甲戏曲笔记续编》：阿甲艺术思想精华

▲《诗经·古义复原版》 方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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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剧：作品与风格》储兰兰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