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书籍为什么如此畅销？
在迎接建党 90周 年之 际 ，

红 色 书 籍 再 度 掀 起 热 销 潮 。
《 社会主义在 中 国》、《苦难辉
煌》、《毛泽东传》、《朱镕基
答记者 问 》等著作在各种书籍
销 量排行榜 中稳居前列 。红色
书籍为什么畅销不衰？

红 色文化对精神的 引 领作
用 是其重要原 因 。人总是要有
点精神的 ，中 国 共 产党人 90年
来所表现 出 的坚定信念和坚强
意志 ，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强烈的
震撼力和感染力 。在国家命运 、
民族兴衰的重大关 口 ，他们突显
出 的爱 国主义 、集体主义 、英雄
主义精神 ，正是先进文化的集中
体现。大到 民族精神的塑造 ，小
至个人品德的养成 ，都离不开红
色文化的 引领。历史上 、现实中
那些真实的人和事 ，无疑会带给
今天人们的 内 心世界 以极大的
充实 ，成为 我们共 克时艰 、迎接
挑 战 的精神 力 量 。重读 《长征
25000里》、《延安十年》、《中国共

产党历史》，正可以感受到这种
力量 。

“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中 国 共 产党成立 90年来 ，中 国
历 史 正 经 历 着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 民团
结一心 ，艰苦奋斗 ，扶大厦之将
倾 ，挽狂澜于既倒 ，让苦难深重
的 中 国走上复兴之路 。重温这
段历史 ，可以让我们更加明 白 一
个 民 族衰 替之缘 由 、振 兴之根

本 ，更加 明确 “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 中 国”，更加坚定地在改革
开放 的道路上大步 向 前。2009
年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 ，是作
者金 一 南历 时 15年 的 力作 ，作
者以大量的史实 ，记述和分析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 中 国社会的
变迁与转折 ，令人深思。该书上
市 以来 ，加 印不断 ，总发行量 已
达数十万册 ，充分体现出 当代中
国各阶层对家 、国命运的关注和

党史的魅力 。
红色书籍不 只 有 一 副严肃

的 面孔 。在移情 志 、抒 心胸 、
讲文 明 、促和 谐等诸 多 方 面 ，
红 色 书 籍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读 《朱镕基答记者问》，可
以 感 受 到 政 治 家 的 睿 智 与 胆
略；《原来篆刻这 么有趣 》则
体 现 可 以 “言 美 、言 志 、言
情 、言 趣 、言 事 ”的 石 之 品
格；《李肇星诗选 》让我们看

到外交家 的才思 ；至于那些经
典的红色连环画 ，更饱含着无
数人年少的记忆 。

剧作家程晓铃说，“我经
常恍惚 ，我 的脚下埋葬着 曾经
鲜活的生命 ，我就踩在他们的
身体上 ，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
生命来 自 于他们勇 敢的牺牲。”
红色 书籍是一种记录 ，也是一
种怀念 ，更是一种启 迪 ，激励
着今天的每 一个人去开创新的
历史。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
哲学 ，都 是 自 己 时代精神 的精
华 ，是文明 的活的灵魂。”目 前 ，
红色书籍在铭刻历史的同时 ，更
加强调观照现实 、反映 当 代 ；在
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 ，更加强调
开 阔 视野 、面 向 未来 ；在培养 民
族 自 信的同时 ，更加强调理性思
考 、科 学 态 度 。可 以 肯 定 地
说 ，今天的红色 经典 已不仅仅
是老故事 ，它正在书写具有时代
特色的崭新一页 ，它的故事常写
常新 。　（蔡 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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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新星 出 版社 隆重推
出 了 其 自 有 推理小说 品 牌 “午
夜 文 库 ”的 口 袋 书 第 一 辑 十
册 。由 于 口 袋 书 开 本 小 的 特
性 ，使它 随 时随地都可让人拿
来翻看 、品读 ，填补了 人们在乘
车时阅读推理小说这一领域的
空 白 。

据调查显示 ，“北上广 ”等
中 国大城市居 民平均每天上下
班所需时 间 已超过 35分钟 ，且
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与此对
应的是 ，在公交车 、地铁上选择
通过 阅读打发时间 的人群同样
明显增多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
不断加快 ，人们对于书籍的 阅
读 也提 出 了 更高的要求 ，在看
重书籍趣味性的 同时更加强调
便携性 。

在 日 本 ，人们平均 每天要
在地铁上花费近 3个小时 ，口 袋
书的普及率甚至被上升到人们
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
去 年 日 本 的 各 大 书 店 排行 榜
上 ，某 些 口 袋书的销量甚 至接
近单行本的3倍 ！

新星 出版社考虑到这类书
籍的受用 场合 ，独具 匠 心地将
其午夜文库系列 中 “叫 好又 叫
座 ”的推理小说拿来 印 制 口 袋

书 ，是首次将 口 袋本印 制得如此 “厚重敦
实”。每本定价不过 15元 ，在网店铺天盖地
的大幅优惠 中更可在 10元以 内买到 图书 。
凸显了 口 袋书除便携外的另一优势——价
格低廉 ，物超所值 。在本套书辑的十册中
收录 了 美 国 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的 著作
《 父与罪》、享有 “侦探小说黄金时代巅峰之
作 ”美誉的《希腊棺材之谜》，以及与前者一
样 同为埃勒里 ·奎因所著的经典推理小说

《X的悲剧》。此外还有 日 本推理之神 岛 田
庄司 的 《占星术杀人魔法》，该书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 出版 ，狂销过千万 。作者 岛 田 庄
司被奉为新本格派导师 ，新本格派也 由 此
成为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

除此之外 ，书辑更收录 了 早 已突破一
般类型小说局限 ，跻身经典文学殿堂的伟
大小说家 钱德勒 的 两部作 品 ：《漫长 的告
别 》与 《长眠不醒》。还有杰夫里 ·迪沃的
《 人 骨拼 图》，迈 克尔 ·康奈利 的 《黑 色 回
声》，马伊 ·舍瓦尔与佩尔 ·瓦勒作 品 《大笑
的警察》等 。　（钟欣 ）

诗歌朗诵会

在蓉举行

当 代文化 的快速发展 ，使静态的
纸张陈述 已难完整表达 时代诗歌 的需
求。6月 11日 晚 ，由 成都文旅集 团 主
办 的本土 的世界诗歌 朗 诵会在成都浣
花溪公园举行 ，四 名斯洛文尼亚著名
诗人 、部分旅居英 国和来 自 港台 的著
名诗人汇聚蓉城 ，用 自 己最本色 的嗓
音与成都诗人 唱和 。

记者获悉 ，本次诗歌交流会 由 两

次 朗 诵 会 组 成 ，是 世 界 图
书 首 都 卢 布 尔 雅 那 重 要 文
学 活 动 “本 地 之 内 的 世
界 ”在 成 都 的 延 续 。其 中
首 轮 活 动 在 斯 洛 文 尼 亚 首
都 举 行 。成 都 站 活 动 是 在
成 都 文 旅 集 团 支 持 下 ，斯

洛文尼亚诗人来到 中 国 与 中 国诗人进
行的第二轮交流 。在前期 两天的合作
中 ，旅居英 国诗人杨炼 、来 自 香港的
诗人梁秉均和现居 台 湾的诗人杨小滨
已携手成都本土著名诗人翟永 明 ，从
不 同 维度对诗歌进行 了 多层次演绎 。
期 间 他们更与斯洛文尼亚诗人 一起组
成八人诗歌翻译工作坊 ，互译本 国诗
歌 ，交流艺术思想 。

当 晚 ，八位诗人在诗歌朗诵会上发
布 了 前期翻译的诗歌工作成果 。对此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 ，这种全新的诗歌创
作和发表过程能在成都这个具体有深
厚文化艺术传统的城市得以呈现 ，不仅
能让成都诗人有机会经 由 诗歌活动在
不同文化之 间的对照 ，在更深层面 了解
对方 同 时也可 以 更清楚地认识 自 己 ，
“ 相信成都诗人通过本次活动会对欧美
当代文化产生更加深入的了解。”

诗歌 朗 诵会上还 同 台 上演 了 北京
瓢虫剧社实验新剧 《乘坐过 山 车飞 向
未来》。据悉 ，该剧融诗歌 、舞蹈 、音
乐及戏剧于 一体 ，是 以 当 代女性诗歌
文本为 出 发点进行的一次跨界表演实
践 。　（蒋 亮　陈 于 思 ）

官场小说不需要退出
5 月 29日 ，江苏一

位 卫 生 局 长 写 的 官 场
小 说 《镇长 》在 哈尔
滨 书 博 会 上 首 发 。发
布 会 邀 请 了 著 名 官场
作家王跃文 ，他与 《镇长 》的作者张
荣超就官场小说的过去现在未来 ，展
开 了 激烈对谈 。王跃文表示 ，自 己真
心 希望有 一天 ，官场小说再也没有人
买 ，没人看 ，那一天就是 中 国 官场廉
洁公正 的 一天 。

可以说 ，所有 的作家都希望读者
越 多 越 好 。可 作 为 “官 场 小 说 第 一

人 ”的 王跃文 ，却为何希望有 一天官
场小说没人买 ，没人看？其实 ，他的
想法一 点 问题也没有 ，相反 ，表达 出
了 一 位作 家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众 所 周
知 ，现在大部分的官场小说都在大力
揭批官场 的黑 暗 、腐败现象 。而换个
角 度来看 ，官场小说的素材丰富 ，不
正说 明政坛风气不尽如人意吗？如果
哪 一 天 ，官场小说作家没可写 的 了 ，
无疑将是好事一件 。

王跃文 与普通 的老百姓 一样 ，期
待 中 国 的官场廉洁公正 ，完全可 以理

解 。不过笔者想说 ，其实没有必要期
待官场小说退 出 舞 台 ，事实上它也很
难退 出 舞 台 。因为 ，只要有政府和公
务员存在 ，官场就是作家创作的重要
题材 。即使官员 都廉洁公正 ，作家照
样可以写官场 ，谁说官场小说就一定
是反腐败类型呢 ？

笔者想说 的是 ，如果官场小说仅
仅停 留 在揭批甚至描写腐败 ，那只是
浅俗的官场小说 。事实上 ，现在 良莠
不齐的官场小说 ，不 少 已经变成读者
的猎奇读物和官场教科书 。绝不要 以
为 只要是官场小说 ，就一定是有 责任
感 的 ，乃 至 一 定 是 有 价 值 的 文 学 作
品 。即 便 官 场 黑 暗 不 堪 ，作 为 阅 读
者，我们也不要浅薄的官场小说 。

而反过来 ，在王跃文设想的 “官
场廉洁公正 ”环境下 ，社会也未必就
不再需要官场小说 。毕竟 ，官场是持
久 的 现 实 存 在 ，官 员 更 是 特 殊 的 群

体 ，永远会受到公众的
关 注 。很 多 人都 知道 ，
北欧政坛是相 当 廉洁公
正的地方 。可北欧的作
家 照 样 写政府和 官 员 ，

甚至在作 品 中 反映警察腐败 、政府行
政能力低下 。当 然 ，北欧未必有 “官
场 小 说 ”概 念 。但 至 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作家对官场保持敏锐的观察 ，对
现实保持犀利 的批判 ，是无论何时都
能做到 的 ，也是所有 时候读者都需要
的 。

王 跃文说希 望官场小说没人买 ，
没人看 ，其实 只 是希 望官 员 没人坏 ，
没人贪 。笔者 以为 ，他不会放弃写官
场 小 说 ，相 反 会 努 力 写 出 更 好 的 作
品 。

什 么 样才是好 的官场小说 ？不是
简单地罗 列官场现象 ，情绪化地宣泄
牢骚愤怒 ，而是在立意 、叙事 、人物
塑造等多方面 ，能给人带来 阅读享受
与深刻启 迪的 。在笔 者看来 ，哪一天
这类优秀作 品 多 多 ，现在市面上那些
雷 同 、粗劣 的官场小说没人买 ，没人
看 ，就足够 了 。　（李 清 ）

私人 图 书馆 ：

每天都在做最坏打算

似乎是一个隐喻。5月 初 ，
当 画家们被迫离开即将商业改
造 的威海路 696号艺术 园 区之
时 ，与其一墙之隔的静安别墅里
却开 出 了 一 家 名为“2666”的私
人 图书馆 。主人是几个对 图 书
有 着狂热喜好的年轻人。“人不
能总为 GDP活着吧 ，总要讲点
精神吧。”他们说 。然而在这个
商业吞噬文化的时代 ，理想主义
备受压 力。“我们每天都在做最
坏的打算 ，但只要活着 ，我们就
会坚持。”
门槛高“只给喜欢书的人办卡”

8 日 午后 ，独立撰稿人钱小
昆 一个人坐在 2666里摆弄着 自
己的电脑。必须耐得住寂寞 ，这
是几个月 前 ，钱小 昆和4个同道
决定开设这家 图 书馆时就下定
的决心 。所幸有三面墙的 图 书
簇拥 ，40平 方米 的这 间 屋子并
不怎 么寥落 。可供借 阅 的 2500
本 图 书 ，以人文社科类为主 ，是
钱小昆和朋友们或从家里拿出 ，
或从文庙淘来的 。镇馆之宝是
一套 由 “上海 出版革命组 ”编写
的 旧版 《十万个为什 么 》和一本
刘 香 成 的 《上 海 1842-2010：一
座伟大城市的 肖像》。

来 2666借阅 图书的主要是
附近上班的 白 领 ，其中又以女 白
领居 多 ，“可能女性对文字的东
西更敏感吧。”此外也有不少学
生 ，因 为 2666里的 一 些 图 书可
能对他们写论文有帮助 。每 当

看到这些爱书者 ，钱小昆就很开
心 ，因为他们是同道 。

696开着时 ，钱小 昆 与那些
非著 名 画 家都很熟 ，画 家 离开
后 ，威海路的这块地域陷入了 商
业喧嚣之外的冷清 。被认为冥

冥中继承了 696衣钵的2666，注
定是个理想 主义 当 道 的 地方 。
这家 图 书馆租借月 卡的费用就
高达 100元 （年卡高达 806元），

“ 门槛 ”很高 ，“我们只给喜欢书
的人办卡。”钱小昆说 。
顾虑 多 “每天都在做最坏打算”

在 开张 的 一 个 月 间 ，2666
共发展 了 40个会员 （大部分办
的是月 卡），借出 了 100本书 ，办

了 几场读者见面会 。这个收入
与 图 书馆主人们的开销还有不
小差距。钱小昆告诉记者 ，房租
每月 是 8000元 ，他们还雇 佣 了

一个服务员 ，外加水 电费 ，一月
总也要用 掉 1万 多 。而为 了 之
前的装潢和添置设备 ，他们已经
砸进去了 20万 。

文化的理想主义显然不能
当饭吃。这一点 ，图书馆的主人

们其实都很清楚。钱小昆说 ，下
一步他们准备通过 多发展些会
员 ，多办些签售会 ，多 卖掉些饮
料 ，来维持生存。“我们 只 求打
平 ，不求赚钱 。如果要赚钱 ，我
们早就去开饭店 了 。门 口 的盒
饭店都比我们赚得多啊！”

当 然 ，更严峻的一枚 “定时
炸弹 ”是 ，这 间房子的所有 者静
安二小 ，租约只肯和他们签两
年 。这 也就意 味着 两 年之后 ，
只要房东改变 了 主意，2666图
书馆很可能和 696的 画家们遭
遇一样被扫地 出 门 的命运 。对
此 ，钱小 昆说得很悲壮，“这
里充满 了 不确定性 ，静安别墅
一直在传说要整体置换 ，我们
每 天 都 在 做 最 坏 的 打 算 。”
《2666》是波 拉 尼 奥 的 一 部 小
说 ，大家 当 初以此来命名 图 书

馆 ，就 是 希 望 图 书 馆 能 开 到
2666年 。这 当 然只 是一个美好
的愿景 。
资金缺 “何时才能不那么悲壮”

作为 上海一 家真正意义上
的私人 图 书馆，2666逆境中 的
开张 ，赢得 了 很多文化爱好者
的叫好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将 一 帆 风 顺 。据 业 内 人 士 观
察 ，通过高价办借 阅卡筑就的
理想主 义 的 “门 槛 ”是有 了 ，
但 2666的书还太少 ，与 已免费
借 阅 的上海 图 书馆实现差异化
服务还很难 。仅凭几套老版本
的 图 书和一 些原版 图 书就想吸
引读者很 困难 。

同 时 ，没有任何社会资金
可 依 靠 的 2666还 太 小 ，尽 管
有很强大的精神支持 ，但毕竟
弱不禁风 。一旦强势的商业大
潮 来 袭 ，这 家 图 书 馆 很 有 可
能 被 吞 噬 。而 要 引 进 新 的 图
书 ，使 自 己 变 得 强 大 起 来 ，
都 需 要 钱 ，可 是 2666的 主 人
们 已 经 囊 中 羞 涩 了 ，于 是 只
能 等 待 命 运 的 裁 判 。这 恐 怕
正是私人 图 书馆最初 的理想和
最终的虚无 。

“ 现在社会对公益文化的支
持还是少 了点 ，给公益文化留 出
的地方几乎没有。”钱小昆说 ，什
么 时候才能让文化 的坚守者不
那么悲壮？什 么 时候才能让热
爱文化的人们对此刻 、对未来不
再心怀担忧呢 ？　（郦 亮 ）

中华 书局推 出 8卷本《唐长孺 文集》
今年是著 名 历史学家唐长孺诞辰 100周

年 ，近 日 一套八卷的 《唐长孺文集》8卷本 由 中
华书局出版 ，来 自 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唐门弟
子 以及北京的隋唐史专家 ，齐聚一堂 ，缅怀先
生 。

唐长孺是武汉大学教授 ，魏晋 隋唐史权
威。1955年 ，陈寅恪先生评价唐先生新著时
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 ，独诵尊
作 ，辄为心折。”1988年 ，唐长孺先生为 中 山大
学陈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题诗三绝 ，自 称 “教
外何妨有别传”，表示 了 对陈寅恪先生学术的
追随和崇敬。唐长孺先生去世后 ，北京大学周
一 良 、田余庆先生曾联名撰写挽联：“论魏晋隋
唐 ，义宁而后 ，我公当仁称祭酒”，意思是说 ，治
魏晋隋唐史 ，陈寅恪之后当首推唐长孺 。

据中华书局估计学术中心主任尹涛介绍 ，
《 唐长孺文集》出版工作开始于2003年 ，此次出
版对唐先生的著作均经过认真整理核校 ，繁体
字全式标点 ，为学术界提供了超过以往的最好
范本 。　（张 弘　高 建荣 ）

《 中 国共产 党 的 光 影记忆》出 版
为迎接中 国共产党成立 90周 年华诞 ，科

学 出版社 日 前推 出 《在这光辉的九十年——
中 国共产党的光影记忆 》一书 。该书从能够
深刻反映 中 国共 产党奋斗历程的众多优秀 电
影作品里遴选出 300余部 ，从这些 电影中选取
700余幅珍贵剧照 ，用 图解的方式勾勒出共产
党90年来的奋斗历程 。

据介绍 ，本书 由 中 国 电影资料馆权威专
家编著 ，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审定 ，以 “光
影记录党史 ，红色 照耀未来”为 主题 ，以 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为脉络 ，以 电影剧照为
载体 ，从能够深刻反映党奋斗历程的众多优
秀电影作品里遴选出 300余部 ，从这些电影中
选取700余幅珍贵剧照 ，用 图解的方式勾勒出
党90年来的奋斗历程 ，展现各个历史时期共
产党员的红色风采 。

从 《开天辟地 》到 《建国大业》，从 《雷
锋 》到 《孔繁森》，一代代中国 电影人们为观
众们 留 下了 不可磨灭的银幕记忆 ，用 自 己 的
激情和热血记录下 中 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
的光辉历程 ，无数值得人们铭记在心 的历史
时刻 ，无数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 。这本画册
将其 一 一 收 录 ，紧 紧 追 寻 中 国 共 产 党 的脚
步 ，让读者在翻看剧照 、重温银幕记忆的 同
时了 解党的历史 ，是党史读物的一种全新尝
试 ，让 党 史
读 物 不 再 枯
燥 。同 时 ，
这 本 汇 集 了
大 量 经 典 剧
照 的 画 册 还
极 具 收 藏 价
值 。

据悉 ，该
书 已 被 列 为
中宣部 、新闻
出 版 总 署 庆
祝 建 党 90周
年 重 点 图
书 。　（辛华 ）

《大孔府》揭秘孔府末代 主人生活
一部反映天下第 一 家——孔府末代 主人

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孔府 》日 前 由 中 国
文 联 出 版社 正 式 出 版 ，12日 与 中 外 游客和
读者见面 。

这部小说在时 间跨度上从 1919年到 1949
年的 30年 间 ，历经中 国大地上学潮兴起 、土匪
猖獗 、军阀混战 、日 寇侵略 、国共斗争 、土地革命
等 ，这些大事均在 “孔府”中有所反映 ，这部小说
围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命运展开 ，塑造 了他
尊亲爱 民 、爱国抗 日 、坚毅隐忍的情怀 ，以及系
列鲜活的人物形象 ，给读者极强的感染力 。

作品对本土地域文化进行发掘 、整理和展
示 ，既有儒家经典 、祭孔大典 、孔府文物 、孔府年
节习俗等博大精深的孔子文化 ，又有曲阜拜冷神
庙 、大庄花会 、泰山庙会 、拴娃娃 、济宁小吃 、吕
剧 、莒南大店庄园等齐鲁风土民情 ，穿插了孔府
菜 、孔府家酒 、曲阜楷雕 、广育堂老药店 、玉堂酱
园 、东阿阿胶等山东老字号的故事 ，被誉为山东
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杨义堂是中华文化标
志城办公室副主任 ，曾 出版专著 《祭孔大典》。
这部35万字的小说是作者历时6年完成的 。

此间专家认为 ，在 “孔子热”兴起 、中华民族
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下 ，作者拨开历史的迷雾 ，深
入挖掘 “天下第一家 ”的真实故事 ，通过家族命
运展示国家历史 ，为两岸同宗同源 、血脉与共的
孔子文化交流更添
一把薪火。在荡气
回肠 的 故事之外 ，
作者还精心搜集了
近百幅民国时期与
孔府相关的珍贵老
照片 ，力 图再现当
年故事发生的历史
风貌 。　（孔凡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