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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出版人的缤纷小径
###评$管士光文存%

!

李向晨

前日到房山琉璃河访友 !春
日迟迟!梨花刚刚谢幕!海棠风华
正茂!有国产的!也有外来的!白
色如鹅绒! 红色如绣球! 好不养
眼"走到近前!树下土垄密密匝匝
花瓣尽覆!白的像厚厚的落雪!红
的像美艳的锦毯" 友人们不禁感
叹!不早不晚!真是好时候!树上
花有形!树下花有色!相得益彰!

手机拍照电都不够了"

看花的心得! 竟然在读书中
得到另一种呼应"

一树寒梅白玉条! 迥临村路

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

冬雪未销"

这是唐人张渭写的 #早梅$!

描写了早春的小桥流水边突然看
到一树寒梅上满是 %白玉条&!怀
疑是残雪冰花! 近看原来是梅花
已经开了'

另一首非常熟悉的(梅花$是
王安石写的)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

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是梅花与雪本身难分难舍 !

还是文人与梅花同气相求*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阁笔

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

梅一段香"

这是宋代诗人卢梅坡的 (雪
梅$!一段雪

!"

梅的比拼中!看得
出诗人两厢爱惜!生怕判失公允!

但爱梅之心!未得掩饰'

诗歌史上!花是一大主题!梅
花不是海棠!但心得相仿'古人赏
花不仅仅为了悦目! 更重要是赏
心'%咏梅诗!同其他咏物诗一样!

都不仅要求形似! 而且更要求神
似!即所谓+以貌取神,'清人田同
之(西圃诗说$云+咏物贵似!然不
可刻意太似' 取形不如取神,&'

不禁想到!与今人相比!赏花
这件事是不是有点过于严重了*

此言差矣' 其实中国古典诗
词非常迷人之处就是古人超凡脱
俗的%多媒体&表现能力' 比如画
面感!比如抽象化!比如夸张!比
如联想!多么像形-色-音-味-质

感同在的
#$

影院*

以上这些感想! 来自一篇长
文(古诗与名花$"梅花之外!该文
还写到了月季-牡丹-荷花-菊花"

这五种花可能是唐宋诗词里的
.名花

%&'#

&吧'文章非常细致地
梳理了唐宋时代的咏花主题诗!

不仅精选有代表性的篇什! 评述
中还捎带出大量有特色的诗句!

不仅详解了背景-内涵!又剖解了
艺术性!对于有赏花经验的读者!

不啻于一次专享服务了'

文字的作者! 是人民文学出
版社社长管士光先生' 他年轻时
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刘忆萱教授!

又深得冯其庸先生教诲! 在唐代
文学研究中获得了深厚造诣 '

()*+

年
*

月! 人民出版社为他出
版了六卷文存!出乎意料的是!厚
重的作品并未打上明显的出版人
标签!除了名社经验版的.出版浅
论&!三百五十万字的百分之九十
展示的是其耕耘古典文学田园的
功力与情怀! 有边塞诗代表人物
高适-岑参的简传-评传!又有(李
白新论$ 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的
传记性研究! 也包括对中国古代
哲学- 中国古代历史学的系统框
架性的爬梳!而选诗-注诗-解诗更
像一种绵长的兴趣! 贯穿着他的
写作生涯'

花与古诗! 体现了温柔浪漫
的审美!而在另一面!管士光对反
抗性的文学力量!似乎更加敏感'

对高适-岑参的书写当属于此!而
某些闺怨诗经他释义后则显得不
同凡响' 比如解读李贺的 (宫娃
歌$!他特别强调.大不一样&!不
仅仅有怨旷之情' 诗中的宫娃似
乎已经对君主绝望了!在.怨&之

外甚至有恨/00.不仅仅是等待
君主的眷恋!而是要求冲出深宫!

获得人身和精神的自由'&在品评
花蕊夫人徐氏的(述国亡诗$时!

他甚至这样写道).1君王城上竖
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2+十四万
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除了
表达诗人亡国的沉痛心情! 徐氏
用 +更无一人 ,与 +十四万人 ,对
比! 来夸张后蜀将士的无能和误
国!首当其冲者!自然是孟蜀的君
主3&经典文本中批判性的基因更
容易跃入他的眼帘! 从艺术表现
而言! 力与美的结合总是更能震
撼人心! 而浪漫主义正是两者的
黏合剂'

这一点还体现在管士光六卷
文存的第四和第五卷///(李白
新论$(李白诗文名作品读$(李白
诗集新注$ 几乎涵盖了从诗人到
作品注释- 解读- 研究的全部领
域!足见其对李白用力至深'这里
的起因固然是管士光读研时选择
的研究方向! 更重要的还是李白
诗对他具有的无穷吸引力' 上世
纪八十年代!.左& 的东西很大程

度上仍然影响着文学研究! 管士
光在对李白的政治思想刨根问底
时有所突破///一些研究者总是
强调李白的反抗性和作品的思想
性!他却下了.李白的立场仍在李
唐统治集团那一边! 但他的诗文
+灌输了对于现存秩序永恒性的
怀疑,1恩格斯语2& 的结论' 在对
(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本溯
源$一文中!他从.风格即人&理论
出发! 分四个维度分析李白创作
风格的形成) 流徙色彩浓厚的家
庭给诗人成长经历中注入了游侠
般的急公好义-豪放无畏的性格4

一生游遍山水自然的经历陶冶了
诗人的自由灵性和想象力4 交友
甚广- 愤世嫉俗的道家思想培育
了他.不屈己-不干人&的作风原
则4 宏大的政治理想遭遇黑暗现
实时!不仅没有颓废-怨叹!反而
使他对仙境的幻想越丰富- 越浪
漫! 这种向往和描绘植根现实生
活!拉伸反转出夸张的表现力'

李白布衣仗剑壮游 !一生无
数次踏上说走就走的旅程' 他的
生活方式或许正是盛唐之风方
能给予的' 谈起李白不能不说唐
人 ! 谈起唐人又不能不说 .胡
化&!(唐人大有胡气$ 这篇文字
便是管士光潜心研究李白的必
然延伸'

.胡气&是指来自异域的文化
和风习' (唐人大有胡气$研究了
唐代这个 .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
自豪的时代&的对外开放问题' 管
士光从政治-经济-人口-国际关
系!社会-文艺-宗教两大层面七个
方向入手分析!.中国既安!四夷自
服&1魏征语2!唐朝君主通过 .天
可汗&之名!向中亚和西方的民族

和王国传达了令他们信服的价值
观! 对胡人采取具有吸引力的开
放政策! 鼓励他们前来中国经商
和传播文化' 在(.胡气&///一种
社会风尚$一节里!作者以李白诗
.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1$赠从

兄襄阳少府皓%2-.忆昔作少年!结
交赵与燕' 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
泉' &1$留别广陵诸公%2以及高适
诗.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
走马&-岑参诗.花门将军善胡歌!

叶河蕃王能汉语& 等揭示当时的
诗人-武将和高官的尚武之风!唐
人的生活喜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胡气&的引领'管士光挖掘史料!

指出大量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将
舞蹈之风传入长安的宫廷显贵
中'据(旧唐书$和(唐内史$记载!

中宗宴请大臣! 每人均须出节目
尽兴!宰相杨再思跳.高丽舞&!国
子祭酒祝钦明跳了 .八风舞&!工
部尚书张锡跳.谈容娘舞&!将作
大匠宗晋卿跳.浑脱舞&!左卫将
军张洽跳.黄麞舞&' 文武官员舞
技娴熟说明长期练习! 舞名大多
为舶来品!确凿地证明.胡气&在当
时不仅时尚! 而且因为皇帝的偏
好!造成一定的主流化倾向'

管士光的学问打上了唐代
文明深深的烙印' 他盛赞道)经
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蓬勃向上!

人们从上向下充满了骄傲感和自
信心! 对于异域异族不仅不惧怕
和排斥!更多的是好奇'书中引用
鲁迅的话).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
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
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 &!

进而推出 .唐人大有胡气 &的原
因和意义'

作为一位做书人! 管士光先
生主持和参与过许许多多的出版
工程!可谓予人好书!手有余香'

(管士光文存$彰显的却是一位学
者和读书人的拳拳之心- 首丘之
情'可以想见!在古典文学的花海
中率性徜徉

,

或许是一个令人不
舍得觉醒的梦境! 尤其是在花开
花落最美时!缤纷浪漫怎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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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南宋园林艺术史的上乘之作
()#评*南宋园林史%

!

何忠礼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的时
期!由于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和谐!在充分
吸取吴越和北宋园林建筑和园林艺术的
基础上! 南宋园林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某
些著名园林建筑水平之高!即使在明清二
代也难望其项背'

南宋园林遍布全国各大城镇!尤其作
为都城的临安 1杭州2! 更是园林的集中
地!如果将这里的皇家-官署-寺院-士大
夫和一般市民之家大小不等的园林都统
计在内!约有数百个之多!其中著名的就
有七八十个!它们不仅秀丽幽静!花木扶
疏!构思巧妙!而且大都筑有凉亭画阁!高
台危榭!小桥回廊!并多借西湖山水以相
映成趣' 至于其他地区的园林建筑!也多
有可观' 可是从南宋灭亡至今的七百多年
间!这些园林基本上已湮没无存!甚至历
史上竟无人撰写过一部研究南宋园林建
筑和园林艺术的专著' 有鉴于此!以研究
中国风景园林史见长的鲍沁星副教授依
靠他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承担了

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南宋园林史&的研究任务!并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南宋园林领域的首部学术专
著!共三十万字!分四章)第一章为南宋造
园总述!作者从造园思想-造园活动-造园
要素-界画中的园林-重要造园人物-相关
著述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南宋造园的特点'

第二章为南宋造园遗存研究!作者对恭圣
仁烈皇后宅遗址- 凤凰山排衙石遗址-凤
凰山月岩遗址-石门张氏东园遗址-徽州
培筠园遗址等南宋园林遗迹都作了重点
考察和研究!挖掘出它们不同的特点和贡
献' 第三章为南宋造园.飞来峰&现象的专
题研究' 作者用大量文献证明飞来峰的形
态为南宋时期人们造园的模仿依据!首次
指出了飞来峰在中国古代园林假山营造
转折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 启发了宋人
.叠石为山&的造园思路!成为今日江南园
林风格的源头' 从第四章开始!作者对南
宋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官署园林-寺观园

林等!按章节进行汇编' 在整理已有的文
献资料基础上!作者还大幅度补充了除临
安-湖州以外地域的造园案例!为南宋造
园案例作了重要的梳理和补充'

该书无论是从史料的掌握与辨析上!

还是从观点的论证和创新上 ! 都填补了
这一领域的空白' 笔者曾作为该书的审
稿人!当初在读完这部书稿后!就为作者
对南宋各地园林建筑了解之全面 - 论述
之精到- 研究之深入和独到的见解给与
了肯定' 该书不仅再现了南宋园林的美
景!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而且对杭州传
统文化的保护和地域特色的园林景观作
出了规划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 还全面地整理
了南宋园林的历史文献! 在前辈学者的
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开拓 ' 该书收集的
造园案例非常详实! 包括很多第一次被
学界关注到的南宋造园文献和遗存 !从
而为未来南宋园林建筑的深入探究奠定
了扎实基础' 此外!该书在论述中逻辑严

谨 !考证详实 !文字清通畅达!图文并茂'

总体而言!该书称得上是一部有关南宋园
林艺术史的上乘之作'

*管士光文存%+六卷本,

管士光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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