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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上海开行至成渝动卧列车

全国铁路昨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 8 点

30 分， 由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担当

的 D952 次列车， 载着 548 人从上海站

准点始发 ， 上座率在 74%左右 ， 其 中

超过五成旅客为长途旅客。 此次开行的

列车采用动车组 16 节车厢， 其中 2 节

二等座车厢， 1 节餐车和 13 节卧铺车

厢， 从舒适性方面较现有动车组和普速

列车有明显提升。
昨天零时起，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 铁路部门共增开动车组列车

25.5 对， 并安排 37 对现有动车组列车

重联或大编组运行。 调整后， 全国铁路

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 3615 对， 沪昆高

铁、 杭深线、 南广、 贵广、 宁蓉、 京广

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将得到扩大。
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市场需求， 挖掘

高铁运输能力， 对动卧列车开行方案进

行优化 ， 增开部分白天动卧列 车 。 比

如， 上海站至成都东、 重庆北分别开行

1 对动卧列车。 具体为： D952 次， 8 点

30 分从上海站出发， 沿途停靠南京南、
合肥南 、 宜昌东 、 重庆北等车 站 ， 21
点 28 分到达成都东站； D956 次， 9 点

30 分从上海站出发， 沿途停靠南京南、
合肥南、 汉口等车站， 20 点 23 分到达

重庆北站。
此次调图 ， 多 地 还 增 开 了 旅 游 专

列， 方便游客出行。 上海铁路局将上海

虹 桥 至 萍 乡 北 G1367/G1368 次 列 车 ，
运行区段改为上海虹桥至黄山北， 车次

改为 G1519/8 G1517/20 次 。 这 样 ， 上

海至黄山每天开行高铁由原先的 1 对增

加为 2 对， 且虹桥站发车时间安排在 8
点 42 分和 18 点 07 分， 最快 4 小时即

可到黄山北站， 更方便旅客出门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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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谁来“领路”？
华东师大校园主题日“倡导阅读”全校停课一天

日前， 华东师范大学迎来了本学

期第二次全校停课———这一次， 是为

了阅读。当下的大学生在读什么书，又
应该读什么书？ 结合此次倡导阅读的

校园主题日活动， 校方发布了两份书

单，比照之下，很是耐人寻味。
第一份书单， 是该校学生最近阅

读的十大“焦点书籍”，排前五的分别

是 《解忧杂货店》《白夜行》《追风筝的

人》《三体》和《平凡的世界》，清一色都

是畅销书。第二份书单，是学者开给大

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荐读书目， 包括

《论语》《道德经》《唐诗三百首》， 以及

《唐宋词选释》《中国哲学简史》等。
一批学者名家以自身的治学和阅

读经验规劝青年人：最好的年华，理应

用来阅读经典。令人忧心的是，如今的

大学里， 倡导阅读经典的呼声从来不

小，可经典阅读的“领路人”却有些青

黄不接。

大学生读书，就该读经典

虽说阅读是件很个人的事， 也不

存在真正的“热书”，但在华东师大日前

举行的“大学人文教育与经典阅读”主题

论坛上， 一群知名人文学者的意见却出

奇一致：大学生读书，就该读经典。
什么是真正的经典作品？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在演讲时， 引用了

艾略特的一句妙语作答：“假如我们能找

到一个词，能最充分地表现‘经典’的含

义，那就是成熟。”他说，中国的很多经典

著作诞生于先秦时期， 诸子百家得以流

传至今，这正是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我
们的语言和文明开始走向成熟。

经典作品和所谓的“人气读物”的区

别在哪里？ 张汝伦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判

断标准。 “普通的书哪怕再精彩，读个两

三遍差不多了；而经典作品，每一次阅读

都像是第一次。 ”
身处信息时代， 不少年轻人更习惯

读“屏”，纸质阅读都略显隔膜，还有什么

动力回归对大部头经典作品的精读？ 华

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给出的见

解很精妙：“论具体知识， 今天的很多大

学生肯定超过了古代思想家； 可论及对

世界、对人生的认知和体悟，我们当代人

在智慧层面远不及古代思想家。 ”
对于一些只读畅销书的年轻人，杨

国荣觉得， 他们很有必要听听爱因斯坦

的一句话：“有的人只看看报纸， 最多也

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这种人，在
我看来， 正像一个极端近视而又不屑戴

眼镜的人。 ”

真正的经典作品并不易读

毋庸讳言， 真正的经典作品并不易

读，“打开”经典有个过程，大学生们亟需

经典阅读的“领路人”。说到这点，张汝伦

有些感慨。
他回忆说，大约五六年前，一所名校

历史系希望开设一门 《左传》 原著导读

课 ，结果发现 ，要找到一位学养丰富且

年龄适中、能胜任这门课的老师很是困

难 。 “起初只找到一位 70 多岁 的 老 先

生，后来好不容易寻觅到一位各方面条

件还不错的教师， 这门重要专业课才算

开起来了。 ”
但这样的幸运，并非总是遇到。近些

年，高校纷纷推出通识教育改革。这固然

说明大学已经认识到了人文教育对于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 但随着通识教育的推

进，难题又冒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经典导

读课、原著选读课开设起来难度大，主要

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老师。
“眼下， 各大名校在聘任新教师

的时候， 往往会设置一道 ‘在海外高

校获得博士学位’ 的门槛。 评价教师

时， 能在国外期刊发文的， 似乎更有

水平， 这样的评价标准对于人文学科

显然不适用。 谁都知道， 一位研究唐

诗的学者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是

极难的。” 一位出席论坛的人文学者

告诉记者， 他观察过不少国内名校中

文系的师资来源以及目前开设课程的

情况， 发现在年轻教师中， 能够给学

生讲解近现代文学作品的为数不少，
但能系统讲解 《楚辞》 《乐府诗集》
等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专业课程、 能

带着学生们精读经典作品的年轻教师

则相对偏少。
不少与会学者表示， 在倡导年轻

人回归经典阅读的今天， 大学理应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做得更多

一些，动作更大一些，培植更有助于人

文学科发展的生态。事实上，这正是相

当部分学者赞赏华东师大此次“阅读”
校园主题日的原因。 据悉，5 月 12 日，
华东师大还将再次停课，迎来“艺术”
校园主题日。

东流日本的陆心源旧藏有哪些宝籍
新近整理出版的《静嘉堂秘籍志》透露：仅宋刻本就有119部

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的毕生

收藏被后代转卖日本静嘉堂文库， 是近

代中国藏书史上的一大悲剧。宝籍东流，
举国震惊， 至今学术界、 藏书界为之痛

心。 当年，究竟流失了哪些宝籍？ 据上海

古籍出版社近日整理出版的 《静嘉堂秘

籍志》透露：这是从中国流失到日本的最

大一宗中国古籍善本， 仅宋刻本就 119
部。 其中，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

卷， 是现存最早的李太白文集刊本；《外
台秘要方》收录了唐以前重要医学文献，
包括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 宋

刻本早在明朝已值一页千金。据统计，今
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的宋刻本在 1500
部左右，多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静嘉堂秘籍志》由日本明治、大正

时代的目录学家河田罴撰写， 为日本静

嘉堂文库所藏陆心源旧藏古籍善本的专

门目录。 静嘉堂由三菱财团在明治维新

时期创立。 当时，日本提倡新学，轻视旧

学，旧家汉籍大量散出。岩崎家族却反其

道而行，大力收购日本藏书家的旧藏，还
到中国广收汉籍。 其中，1907 年从中国

购得陆心源旧藏堪称静嘉堂历史上最重

要的一次收购。
陆心源是我国清末著名藏书家，浙

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 他用于藏书的

地方有三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
皕宋楼特藏宋元旧本， 十万卷楼藏明清

精刻、名人抄校与近儒著述，守先阁藏普

通本。 据统计 ，3 个书库的总藏书量达

4000 余部，4 万余册，约 15 万卷。 其中，

皕宋楼与山东聊城海源阁、 浙江杭州八

千卷楼、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齐名，并称

晚清四大藏书楼。 “皕宋”即二百种宋刻

本的意思。
陆心源去世后， 藏书由长子陆树藩

保管。陆树藩本欲献书国家或地方，或售

予私家， 但均未成。 后陆家经济陷入困

境，急欲售书。陆树藩希望将藏书整体出

售，但因要价太高，国内机构及私家难以

承受。 陆树藩就秘密托其堂弟与日本方

面联系。 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文库

派汉学家岛田翰赴湖州调查陆氏藏书，
经商议，陆氏将藏书以 12 万元售给岩崎

氏。 1907 年 6 月，日方人员将陆氏藏书

船载赴沪，随即运往日本。 至此，静嘉堂

文库一跃成为日本收藏汉籍的重镇。
岩崎弥之助收得陆氏旧藏后， 委托

目录学家河田罴挑选里面的精善之本，
撰写藏书志。 大正六年（1917 年），《静嘉

堂秘籍志》正式面世，该书的著录范围为

文库所得陆氏藏书中的皕宋楼和十万卷

楼旧藏。正文卷一至十二为“归安陆氏皕

宋楼旧藏”，著录汉籍 270 余部，其中宋

刊本 119 部、元刊本 116 部、明刊 18 部，
余为旧抄、 影宋抄等。 卷十三至五十为

“陆氏十万卷楼旧藏”， 著录 2000 余部，
多为明清刊本、抄本及覆宋、影宋本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 《静嘉

堂秘籍志》以大正六年排印本为底本，吸
收近年研究成果，对原书内容进行校勘、
核正，订正错误、补充遗漏、统一体例，并
编制四角号码 《书名索引》《撰校评阅序

跋者索引》《藏书家及藏书印鉴索引》三

种附于书后，以便读者使用。

■本报记者 李婷
昨天，上海铁路局启用新列车运行图，上海站至成都东、重庆北分别开行一对

动卧列车。图为上海至成都东的 D952 次列车乘务员在上海站协助旅客乘车。
� � � � � � �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作家是文化走出去的天然连接
（上接第一版）

海外阅读需求变化 ， 趋
向关注现实生活

“几年前我和刘震云到加拿大做文

学交流， 和我们对谈的是加拿大一位著

名评论家。 分享完各自的文学创作后，
我们特别谈了对几位加拿大作 家 的 印

象， 对方也想回应我们， 但想了半天说

最喜欢的作家是李白。”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白烨以一个略显忧伤、 好像

玩笑的故事开场。 他表示， 缺乏规划和

可持续性， 随意化、 零散化是中国文学

对外译介的基本现状， 并未形成整体的

认同度。
“我觉得是时候改变这种情况了，

不然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职。 站在文

学界的高度规划， ‘走出去’ 的代表性

很重要， 要选取能够代表中国文学和文

化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和作品。”
白烨坦言。

为使中国文 学 “走 出 去 ” 更 为 顺

畅， 自去年 7 月起，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

与传播研究中心暨中国文化译研网牵头

数十家主流文学期刊主编和资深文学评

论家， 从 651 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评

选出最具海外传播价值的 31 部 长 篇 、
61 部中篇以及 100 部短篇小说编写成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 进行译介推

广。 此次论坛上发布了首期双语版 《中

国当代作家作品指南》， 收录并推荐了

“短篇圣手” 林斤澜代表作 《头像》、 李

洱长篇小说 《石榴树上结樱桃》、 格非

“江南三部曲”、 马原中篇小说 《虚构》、
周大新长篇小说 《湖光山色》、 付秀莹

短篇小说 《爱情到处流传》 等数十部文

学作品。
“这只是开头， 网络文学等类型化

写作也需要细分。 另外， 70 后、 80 后

年轻作家也将日渐成为 ‘走出去’ 不可

小觑的力量。” 白烨补充说。
鲁迅文学奖得主、 江苏省作协副主

席鲁敏则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版权输出

过程中的感触： “意大利版代说， 他们

非常想引进关于当下中国的非 虚 构 作

品； 德国版代想了解中国城市生活而非

描写乡土的小说； 韩国版代则想了解年

轻人生活， ‘最好信息量大一点’ ……
就创作者而言， 我很疑惑： 文学难道可

以定制吗？ 但这种沟通透露出海外阅读

需求的变化， 他们更希望看到当下现实

生活的介入和展示。”

中国文学 “走出去 ”还需
冲破数道屏障

在众多作家眼中， 文学 “走出去”
面临的第一道屏障是翻译， 古典诗词、
雅致的书面语如何呈现？ 在论坛现场，
英语专业毕业的作家付秀莹， 面对自己

新作 《陌上》 书名的翻译也犯了难； 其

次是 “走出去” 的推广， 相较于国内有

书评、 研讨会等交流切磋活动， 海外出

版的后续传播工作尚未规范。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

主任黄卓越认为， 中国文学之所以在世

界文化交流中处于弱 势 ， 既 有 “向 内

输入 ” 的历史原因 ， 也与国内 外 主 流

媒体的文化屏障有关 。 “另外 ， 我 们

自身的传播机制 与 技 术等方面还存在

诸多薄弱环节 ， 包括如何与国 际 出 版

界、 翻译界等进行对接、 互动， 一直以

来缺乏经验。”
据悉， 中国文化译研网已与亚马逊

联合启动了 “CCTSS-亚马逊 ” 中国当

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 ， 将 从 “指

南” 中挑选符合海外读者阅读习惯的作

品纳入亚马逊年度海外出版计 划 。 另

外 ， 亚马逊也已先后将陈忠实 、 贾 平

凹 、 冯唐 、 路内 、 虹影等知名 作 家 的

18 部中国文学作品纳入翻译出版计划，
迄今已有 5 本已出版作品成为美国亚马

逊亚洲文学畅销版冠军。
此外 ， 为让 中 国 作 品 在 海 外 被 发

现、 被理解、 被传播， 此次论坛还发布

了用于中国文化全球推广的 “阅 读 中

国” App， 采用英文界面以及符合国外

受众习惯的应用场景， 上线之初即包含

文学、 影视、 地方志等类别。
（本报北京 4 月 16 日专电）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频获市民点赞
（上接第一版）

在本市其他各区， 河道沿线和周边

也成为 “五违四必” 整治的重中之重。
目前 ， 全市中 小 河 道 周 边 4300 多 处 、
202 万 平 方 米 违 法 搭 建 ， 已 拆 除 2000
多处、 73 万平方米， 占总量的 36%。

提前一年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河长制是河湖管理与保护的一种制

度创新。 按照中办、 国办印发的 《关于

全 面 推 行 河 长 制 的 意 见 》 ， 各 省 区 市

2018 年年底前要全面建立河长制 。 上

海主动跨前一步， 自我加压， 宣布将提

前一年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建立 “市—
区—街镇” 三级甚至是包含村级的四级

河长组织体系， 体现出治河治水的魄力

和决心。
今年以来， 本市已公布两批河长名

单， 6 月底还将公布第三批河长名单 ，
并在今年年底前形成一份涵盖全市所有

河道 （湖泊） 的河长名单。 目前， 全市

16 个区均已制定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

施方案， 并陆续发布。
市水务局局长白廷辉介绍， 河湖管

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河长制明确

治理责任， 各级河长围绕自己的 “责任

河” 协调各方力量， 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 把推诿扯皮变成 借 力 合

力。 据悉， 本市将把河长制实施情况纳

入市政府目标管理， 市级河长制办公室

将对各区河长制推进工作进行考核， 水

务部门将河长制工作与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考核结合， 环保部门将河长制工

作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结合， 考

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的重要依据， 对失职失责河长进行

严肃问责。

“重拳”治河提升市民获得感

去年， 上海治河力度再次加码———
经过反复排摸， 着眼整体水系， 梳理出

471 条段黑臭河道 ， 总长为 631 公里 。
各区各部门认领任务、 立下 “军令状”、
亮明时间表， 吹响铁腕治水攻坚战的新

号角。 截污治污、 疏浚河道、 沟通调活

水系、 提升水质、 恢复生态……河道整

治坚持 “一河一档” “一河一策” “一
河一长” “一河一景”， 水岸、 本源同

治， 现场热火朝天， 景致日日翻新。
截至今年 3 月底， 列入整治计划的

471 条段、 631 公里中小河道基本编制

出 “一河一策 ”， 累计开工 369 条段 、
460 公里， 占总长度 73%， 做到 “一季

度全面开工 ， 二季度完工 30%， 三季

度完工 70%， 四季度全面完成”， 今年

年 底 基 本 消 除 黑 臭 ； 中 小 河 道 周 边

3000 余家工业企业 （其中直排企业 907
家） 和 121 家畜禽养殖场的分类整治方

案已完成并将启动治理， 今年 7 月底前

完成 70%企业的整治， 9 月底全面整治

完成。
“重拳” 治河治水， 让市民看到实

效 、 享到实惠 。 根据上海市水文总 站

（市水环境监测中心） 对全市 147 条河

道的 333 个监测点的 24 项水质指标检

测分析， 全市河道水环境质量近几年来

持续改善， 随着中小河道整治的推进，
这些数据将更趋平衡。

“河道整治就像自己的老宅翻新装

修一样开心” ———随着市民获得感和满

意度的提升， 热心的 “民间河长” 也多

了起来， 在浦东、 嘉定、 奉贤、 闵行等

区， 许多 “民间河长” 自发组织各类护

河志愿活动， 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到河道整治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