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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青云》是影像文学作
品。影像文学，顾名思义就是影像
与文学相结合的文艺样式，其优势
是突破摄影镜头的局限，让照片借
助文字支持获得更深层的表现力；
当然，有了照片的存在，与之相关
的文字也获得了更直观的表述效
果。古人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
莫善于画”，影像文学可谓兼得二
者之长，将图像可视性与文字阐述
功能有机结合，并最终达成一种意
义的合集。

《图谱青云》把镜头与文字聚
焦到青云谱这片神奇的土地，为我
们奉献出一部图文并茂、诗意盎然
的青云谱图志。

青云谱位于南昌的南部。汉
高祖六年（前201）颍阴侯灌婴在南
昌筑“灌城”时，这里称灌城乡；西
汉末年南昌尉梅福弃官隐钓于此，
后人建“梅仙祠”祀之。晋建兴元
年（313），净明道派祖师许逊偕弟
子入境，于梅仙祠旧址创建道院名

“太极观”，隋时改“太极观”为“太
乙观”。至于青云谱之得名也由来
久远。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中
即有“青云浦在（南昌）城南十五
里”的记载。明清时改青云浦为青
云圃，后又改“圃”为“谱”。时至今
日，这里有著名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青云谱道院），徐孺子故里、朱桥
梅村等丰富的人文历史景观。

青云谱有着优美的水域风
光。青云谱地处赣抚平原腹地，自
古水网纵横，“青云谱”原为“青云
浦”，由这个富于诗意的地名可知
这里的自然禀赋。每当春夏之交
雨水充沛，溪水上涨，渔筏上下，川
流不息，形成江南水乡特有的景
观；1958年抚河改道后，象湖连同
周边洼地汇成广阔水域，从此这里
湖光掩映，云霞明媚，柳暗花明。

青云谱的当代发展也留下了
闪亮的足迹。作为传统的工业制
造基地，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
辆轮式拖拉机、第一辆摩托车和第
一枚海防导弹均诞生于此。以洪
都航空工业集团、江铃汽车集团等
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企业，支撑起
青云谱作为一个工业城区的规模
与纵深；21世纪以来，这里进行着
制造业升级、传统工业转型、新业
态培育的全新开拓，这一切都值得
我们及时留下记录。

但要用系列照片表现如此丰
富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与时代生
活，并非易事，也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这需要长时间的、全方位的跟
踪拍摄，书中照片的拍摄时间跨度
很大，就是作者多年坚持的证明；
同时还需要敏锐的观察与捕捉，书
中许多图片出自随手的抓拍，令人

钦佩作者真是个有心之人！特别
是，作者力图用镜头表现青云谱厚
重的历史人文，真是一种自我挑
战。因为过往的岁月早已飘逝，今
天的镜头如何回望历史？面对种
种困难，作者以他的巧思与用心，
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为我们奉
献了一部五彩斑斓的青云谱图志。

毫无疑问，对于《图谱青云》而
言，更值得记录的是青云谱在当代
的巨变。厚重的人文底蕴，四季的
美妙图景，都只是今日幸福生活的
底色，精彩的时代旋律，才是青云
谱最亮丽的景观。在一切的人间
传奇中，人们为了美好生活的奋
斗，现代城市不断行进中的巨变，
才是最值得记录的壮阔史诗。

于是我明白作者以影像文学
方式创作这部著作的用心。过往
的精彩、时代的变迁，总有许多无
法在时光中定格，作者采取影像文
学的形式，为我们最大限度地弥补
了这一缺憾。影像与文字拧成一
股绳，以影像真切地记录下可视的
丰富多彩的瞬间，并用文字切入了
影像无法抵达的历史纵深和内核。

为了更好地发挥图片与文字
的强大合力，《图谱青云》对丰富的
图片采取了一种富于诗意的编织
方式：以一组意象性的符号——
云、雨、风、雪、梦——为标题，结构
起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多角度的
审视这片土地，记录青云谱的古今
变迁、自然风情与人文故事。其中
既有全景式的俯瞰，也有近距离凝
视般的特写。

从《绿野苍生》《绿谷桑田》《英
雄是怎样铸就的》到《图谱青云》，
作者已经连续出版了四部影像文
学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独
特的角度，都记录了一部精彩的故
事，表现出作者独到的人文眼光和
擅于发挥影像文学优势的巧思。

《图谱青云》是关于青云谱前
世今生上下数千年的宏大叙事。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视角也呈现出
赣鄱文化的壮阔图景。因为这里
不仅是中原文化进入赣鄱地域的
重要节点，也是南昌乃至江西人文
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厚重的
历史人文底蕴，花团锦簇的时代生
活，朝气蓬勃的城市脚步，云烟氤
氲的浩渺水面……关于青云谱，我
们需要记录的东西很多，如今，罗
水长先生以《图谱青云》进行了独
特的呈现，并努力追求图文互证、
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个创意难
度不小，实现的过程充满艰辛，但
呈现给我们的成果，却如此精彩，
如此丰盈。

（《图谱青云》，罗水长 著，江
西美术出版社）

《当时只道是寻常》
季羡林 著 大有书局

《当时只道是寻常》所选皆为季羡林
先生的怀旧散文，包括故园之思、父母之
思、痛悼师友、人生忆往述怀等。深浅不
一的回忆中，清晰再现了那些逝去年代的
人和事——衣钵相传，恩德无限；斑驳的
场景，多舛的人生……在省察自我、梳理
时代脉络的过程中，娓娓道出对幸福的深
刻理解与体验，人生的苦悲与辛酸。丰富
的情感，浓郁的诗意，淳朴的文笔，催人泪
下的诉说，带给人们不尽的遐思与感动。

《宋代节令诗研究》
李 懿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是节令体系成熟发展的鼎盛时
期，丰富多彩的节庆民俗推动了节令诗的
大量诞生。宋代节令诗蕴含着优美的文
学情思与生动的民俗描绘，具有很高的文
化价值。全书约 28万字，主要立足于文
本细读，考察了节令诗中的女性书写、儿
童书写、农家书写，并且探讨节令对宋人
生命情境的渗透，剖析宫廷节令与应制书
写、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最后从组诗、典
故、题材、语言等层面考索节令诗的审美
嬗变。作者通过专题研究的形式，阐明了
节令与宋诗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是文学大师
帕维奇的另一部代表作，比《哈扎尔辞典》
更具有铿锵之声，是作者思想进化上的又
一里程碑。帕维奇描绘了两个塞尔维亚
家庭的遭遇，这两个家庭分别为拿破仑的
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代表了塞
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尾，书中每一个人
都被命运之轮驱使，在挣扎、反抗的同时，
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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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互证 相得益彰
□ 叶 青

也无风雨也无晴
延伸阅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 著
海豚出版社

在出版界，他是一个灵魂般
的人物。在读书界，他是一个旗
帜性的人物。

他主编的《读书》曾引领了整
个思想界的解放。

他，就是沈昌文。

2021 年 1 月 10 日，一个晴朗的冬
日，朋友圈里就被一条消息刷屏：沈昌
文先生早晨 6 时左右在睡梦中辞世往
生，享年 90岁。得悉沈先生逝世，我想
起书房里珍藏着先生亲笔签名的一册
旧书——《编辑手册》，这可不是一本普
通的工具书、业务书，它出版于 1963年
12 月，是沈昌文先生经手编的第一本
书，那时，先生还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名
青年骨干。如今，57年过去，再度翻开
这本纸张泛黄的小册子，仍能感受到老
一辈出版家的职业精神。

这本《编辑手册》有三个特点最见
功力和情怀。首先是一个“全”字，书中
既有编辑、出版、审稿的相关制度规定，
也有外国人名、各国货币、历史朝代纪
元、出版印刷术语等各种参考资料，所
收内容全面翔实，编排科学合理，基本
涵盖了从事编辑工作经常用到的各项
专门知识。其次是一个“细”字，细节之
处匠心独具，考虑周详。比如，书中对

“开本”一词的注解，不仅有文字上的阐
释，还配有图片详解，并用几本已经出
版的书籍做举例说明，此外还对容易出
现的误读做了提醒。再次是一个“雅”
字，工具书也可以秀外慧中，赏心悦
目。此书开本小巧，用纸考究，书内附
有列宁修改文稿时的批改样稿，有鲁迅
先生对《海上述林》广告修改的原稿，还
有毛泽东、郭沫若的毛笔题词等影印件
插图，使这本书在实用之外更添一份艺
术之美。

2015年上海书展期间，受海豚出版
社的邀请，沈昌文先生来沪发布他的新
书《师承集》，笔者有幸在图书签售环节
当面向先生请益。当我拿出这本《编辑
手册》递到沈先生手上时，他忍不住啧
啧称赞，连说这本旧书保存如此完好十
分不易。我请沈先生在扉页题词以作
纪念，先生颔首微笑，欣然提笔写下：

“我的第一本书。沈昌文 2015.8”轻轻
合上书页，依旧微笑着把书交还给我，
那一份对书的呵护以及对读者的尊重，
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代出版大家的风采
和魅力。

《编辑手册》：
沈昌文先生编的第一本书

□ 周 洋

一场万里寒山的旷野书写，一部
脱贫攻坚的西藏纪事。近日,一部书
写西藏攻坚脱贫的报告文学作品《金
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出版了。
这是“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
中华优秀出版奖获得者徐剑的全新
力作。作为一名有着 21次入藏经验
的“老西藏”，徐剑用自己生动的笔
墨，再现了西藏人民脱贫攻坚的生动
画面。

生命的激情书写

这是徐剑第21次进藏，行程一万
多公里，也是走得最远的一次。52天
的采访行程，他翻越的不仅仅是地理
海拔，还有文化的、文学的海拔，甚至
是人类精神的海拔。

受访时，徐剑这样谈到书写本书
的意义：“我觉得写好脱贫攻坚题材
作品，应该有国际和历史的视野，要
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做了中国
5000年来很多人未能做到的事情，我
们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气魄与雄心，动
员各方力量，展开了这场声势浩大的
脱贫攻坚行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 1985 年
起，徐剑就开始准备这本书了。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生命的激情书

写。他从藏东昌都入，沿317国道，入
藏北、走大北线，再从无人区挺进阿
里，然后入后藏重地日喀则，最后到拉
萨、山南、林芝，走完西藏最后19个脱
贫县，等于环西藏高原行走了一个圆
弧。从繁华走进荒凉，从都市走向乡
村。一路向西，海拔不断升高，许多地
方都在5000米之上，很多时候他都置

身于生命的禁区。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场万里寒山

的旷野书写，才让读者在青烟袅袅中
感受到了高原上的人间奇迹，生动展
现了党中央动员全社会力量重点攻
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堡垒、集中消
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同时，也更
好地诠释了“汉藏一家亲，共筑民族
情”的深刻内涵。

袅袅青烟中的脱贫故事

让贫者不复贫困，让老者老有所
依，让幼者幼有所托，让弱者弱有所
傍。这些祈愿，历朝历代都难以做到，
纵是汉唐盛世，甚至富甲四海、人文情
怀最盛的北宋，都没有解决好。从世
界来看，也没有哪个西方强国真正解
决了穷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可是，经
过40年，尤其是最近的10年、5年，中
国共产党人办到了！真正实现了一代
诗圣所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

时值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作
者用自己的双脚走过西藏最后 19个
贫困县，用自己的双眼见证了西藏
人民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艰辛历
程。在作者的笔下，那些故事独特、
传奇、鲜活、令人感动。他所到之

地，驰目所见，是一幅苍生图；倾情
而诉，是一片民生情；牧场上所览，
是一幅浮世绘。这些都氤氲着人间
烟火。

他以一个汉族作家的眼光来扫
描西藏的精准扶贫，他走遍西藏最后
19个脱贫县，采访百余位当地百姓。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牧羊人、藏医专家、摊贩、个体户、

“西藏妈妈”、非遗传承人等。这些各
行各业生活上的脱贫奔小康故事，像
是这片土地上四处弥漫着的牛粪青
烟，充满了人间的真切感。故事中一
个个具体的人与家庭的命运变迁，折
射出一个伟大的时代，折射出党带领
各族人民实干致富的决心。

这是一部用双脚完成的报告文
学作品，更是一幅展现西藏地区脱贫
攻坚的恢弘画卷。回顾脱贫攻坚的
艰辛历程，胜数脱贫攻坚的丰硕战
果，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彰显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正如
书中那位单亲的藏族妈妈拉多卓玛
说的那样，“这样的政策和生活，是党
和政府赐予西藏人民的。仿佛穿越
了一条时光隧道，来到了一个新的家
园，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这才是真
正的香巴拉呀！”

“金色”希望起高原
□ 高庆成

今日书香今日书香

▲《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
纪实》
徐 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月10日，沈昌文逝世了，他
为中国文化界却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影响。

沈昌文编的《读书》引领时
代风气之先，他以自己的人文情
怀和犀利眼光，笼聚各方才子，
使得《读书》杂志被誉为当时国
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刊物之一，
引领时代风潮。

作为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经
理，沈昌文不遗余力地传播近当
代的经典文化成果，出版了一系
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图书，还积极
引进、翻译那些曾经或正在国内
外思想界引发重大影响的书籍，
给读者深刻启迪。这也使得三
联书店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家园。

除了在出版领域创下不凡
业绩，沈昌文自己也出版多本书
籍，著作有《阁楼人语》《书商的
旧梦》《知道》《八十溯往》《最后
的晚餐》《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编《读书》杂志】

1986年主事《读书》后，沈昌
文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
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
最 怕 的 是 不 允 许 各 种 观 点 并
存。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
满。

当时，出版社的领导陈原告
诉沈昌文：“要和作者推心置腹
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假装什么
都不懂。”后来他有所领悟：“把
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
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
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
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沈 昌 文 办《读 书》靠“ 三

无”——无能、无为、无我。王蒙
阐释为：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
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
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
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
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
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
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
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
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
弘，一种思稿若渴、思贤若渴的
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
聚力吸引力容纳力。

王蒙还评价说，治大国如烹
小鲜，何况办一个刊物乎？沈昌
文和沈以前的《读书》诸君，其实
办刊物办得平平淡淡，状态似是
老农收麦子，麦子熟了收割，这
就近于无为了。来了好稿子，有
时候带着泥巴带着草屑照用不
误就是了；有一点点辛苦，但算
不上什么大事。

【执掌三联书店】

沈昌文执掌三联书店期间，
热衷于传播国内外优秀文化，并
且不遗余力地传播近当代的经
典文化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具有
深远意义的图书，例如杨绛的

《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
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
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
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风等一批
优秀作家的杂文集等等。这些
作品文字优美、思想独特，具有
深刻的文化内涵，能够在潜移默
化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
素养。

沈昌文认为，“我们要时刻
记住，出版工作是一个长命的工

作，就像西方谚言所说：‘书比人
长寿，白纸印上黑字，印上彩图，
想抹也抹不掉。’我们做出任何
一本不合出版品格的书，到你有
了更多经验的时候，回想起自己
的旧作，会有一种羞耻感。”正因
如此，沈昌文时代的三联书店成
为读书人的绿洲，知识分子的精
神家园。

【做有思想的出版人】

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时代的
视野，引入当代的思想潮流，启
迪民智，是沈昌文在出版行业内
一贯秉持的理念，也正因为如
此，《读书》杂志被誉为当时国内
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刊物之一；他
还积极引进、翻译那些曾经或正
在国内外思想界引发重大影响
的书籍，给读者深刻启迪。

他曾说，当编辑太苦，所以
非要有精神上出路不可。“无名
英雄”云云，只是皮相之见。难
为的是无名的折磨。一个天生
的 paradox 不断考验着你：要“导
向”，给读者的东西要精拣苦选，
削皮去核，狠心舍弃；可是又要
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
喜好，要给他们最新、最美的东
西。

沈昌文先生称自己是“知
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他以
谦虚谨慎的人生态度和踏实肯
干、积极进取的工作风格，为读
者真诚服务，为出版事业无私奉
献，成就了其不平凡的人生。

他心系读者，尊重作者，正
确处理编辑、作者、读者三者之
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了出版社的
桥梁纽带作用；他独具慧眼、目
光敏锐，能够及时抓住出版市场
发展上升的空间，极富创新能
力，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又一
扇崭新的大门，开拓了读者的视
野。

他深刻意识到出版社的文
化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作为出
版社的领导者，他勇于担当，极
为重视出版物的质量，注重品牌
的影响力，为推动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以及人们思想文化的进步
而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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