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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理论体系

!中国历代乐

论选"近日出版#精

选经典乐论约 !"

篇#共分七章#以时

代先后为序$ 选文

尽量有代表性和思

辨性# 体现中国自

先秦到近现代音乐理论的基本面貌

和大致轨迹$各章之前置导论#对该

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音乐略作

概述$各节之前置解题#简要介绍选

文的作者%出处%版本%注释%今译及

外译的情况$各选文之后置注释#对

文义艰深的字%词%句加以解释#对

用典% 引文以及相关背景知识予以

说明#力求准确简洁#以帮助读者理

解文义$各节之后置说明#指出本节

乐论的精要及其意义$

本书由杨赛任主编#杨和平%孙

晓辉%黄虎%康瑞军%齐江%冯雷%喻

意志等任副主编$由上海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浙江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 !所院校的中

青年教师共同编写# 对探讨中国音

乐的思想观念# 培养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人才有一定参考意义#推

动中国传统音乐史料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重建中国古典听觉

体系#有较大帮助$

!弹拨者手记"#文学意味

之外的音乐调性

这本书收录了

音乐人钟立风近年

来有关音乐%文学以

及人生的遐思与随

想#让读者在文字里

感受着节拍#从音乐

里获取着文气$

全书共分&触琴%起调%弹拨%离

弦'四个部分#如同一个音乐人创作

一首歌曲的过程$ 这些片段文字如

同音乐上的即兴表演# 未必完整却

足够自在# 读者读到的是一种充满

遐思的文字$ 这也如同一个在琴弦

上的创作者# 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产

生的旋律离奇%跳跃而充满幻想#但

最终汇聚成的却是一首完整而优美

的歌谣$

本书是钟立风暌违两年的文字

作品# 在文学意味之外更充满其作

为一个音乐人的调性# 乐想与文思

共融# 这让他的文字充满了其独特

的个人风格和标识$

!写给想哭的你"#亲切而

实用的自我修复指南

随着年岁的增

长# 我们逐渐拥有

了各种能力( 面对

大部分事情# 也都

有着自己应对的技

巧$可是#为什么年

纪越大# 不安感却

越发靠近自己)难眠的夜晚#躺在床

上#万般琐事皆逼近至眼前$

蒙蔽自己是徒劳# 你得振作起

来面对这一切$那么#就来读一读这

本书吧$ 这里没有居高临下的大道

理# 松浦弥太郎这位有着丰富阅历

与人生成就的中年人# 悄悄地坐在

你身旁# 亲切地道出一个个切实可

行的生活小哲学# 帮大家重新找回

获得幸福和温暖的力量# 让我们成

为更好的自己$

#$ 堂治愈系生活哲学课#%""

条亲切而实用的自我修复指南#让

受伤的灵魂找回获得幸福的力量$

孤独%自卑%不安%焦虑**各

种负面情绪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化解

的方法# 让我们与今日的烦恼好好

告别#每一天都要珍视自己$

! ! ! !《花舞大唐春》，一个
来自大唐的时间胶囊。
到底，大唐是什么样

子？是电影《聂隐娘》里的
奇幻场面，还是典籍里那
耳熟能详的诗句？!"#$年
!$月，一个普通的建筑工
地上，意外出土的两瓮一
罐，满载着来自大唐巧夺
天工的器物，带领着人们
穿越时空，揭开了大唐最
雍容的一面。
何家村遗宝是一个传

奇，它揭开了不少历史谜
团，“原来如此”！然而它又
带来更多的疑问和迷茫，
更不用说发掘 %& 年来因
它而起的那些旧闻与轶
事。《花舞大唐春》的作者
齐东方先生就是一位致力
于此的学者，由他撰写本
书，解读何家村遗宝和它
背后的故事，诚如齐教授
所言“每件器物都暗藏着
一个‘按钮’，按下所有按

钮，它们就会‘孔雀开屏’
似的，展示唐代历史的复
杂、优美和离奇”。
如果你只有一丁点时

间来了解中国的金银器，
那不妨先看一眼何家村窖
藏，只要一幅像素够高的
彩图，便足以震惊读者。人
类本能地对闪烁着亮丽金
属光泽的物品有着难以言
表的占有欲，而造型优雅、
装饰华丽的做工又勾起了
对美本身无限的怜惜。更
何况每件文物有着标致的
正面照、侧面照，如此诚实
收录数百幅“写真”的图文
书，令人赞叹。
不仅是美图，内文也

是满满的干货。遥想当年，
唐明皇在承天门上陈乐设
宴招待臣属，其间向楼下
抛撒金钱作赏赐，诸司官
员争抢金币。贵妇们用着
“动如丸走，止与轮停”的
小巧金属香囊，周身围绕
着沁人的芬香，手腕上戴
着一对白玉臂环，黄金打
造的铰链相连、机关紧扣。
丝绸古道上驼铃阵阵，粟
特人的商队满载大量货
品，富有西方色彩的罕见
的异宝来到长安，迎合了
开放的唐人对异域情调的
审美追求。宫禁的丹房内，
各地进贡而来的珍贵药材
被小心登记管理，再加工

研磨炼制，满足了帝王对
延年益寿的渴望。大量史
料、诗文的记载，参考现存
的壁画、雕刻，结合何家村
遗宝提供的实物信息，读
者们将领略一番不同于以
往的大唐生活。

在历史的长河中，盛
宴戛然而止，几铲黄土下，
掩盖了一个最大的谜团：
“何家村遗宝究竟属于谁？
它什么时候被埋入地下？”
以这一谜团为线，始终贯
穿全书。
为解开谜团，作者分

析了早期研究者的认识：
如邠王李守礼家藏、钱币
收藏家说等论点，通过梳
理文物特性、出土地点、史
实逸闻等蛛丝马迹，剥茧
抽丝，本书最后抛出了租
庸使刘震可能是这批宝藏
的埋藏者这一研究成果，
环环相扣，给本书增添了
宛如推理小说的趣味，又
留有足够的空间供读者自
己思考，构思巧妙，令人拍
案叫绝。
作为奢华大唐的一个

缩影，何家村遗宝展示了
盛世年代的雍容华贵；通
过《花舞大唐春》一书，读
者得以一窥未经修饰的大
唐之美；阅读本书，品味文
化，体味唐人那令人惊叹
的智慧与才华。

! ! ! !改革开放潮头初起时，正当盛
年的彭永生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
他眼看学校周边的农村迈出了重要
的改革步伐，其中有一步，就是从乡
村学校选拔教师充实乡镇干部队
伍。由此，他离开学校，成为一名副
镇长。中国有多少官员和精英，正是
从这条路上起步，最终成为社稷栋
梁，这是时代的赋予，命运的馈赠。
然而主人公彭永生却在起起落落的
仕途中，注视到更多的矛盾和困境。
彭瑞高先生为这部现实主义的

长篇小说起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
标题———昨夜布谷。小说分六章，亦
可视为六个独立的中篇小说，讲述
的是一群被洪流裹挟着前进的人
们，他们是一群乡官，一群农村企业
家，是生活在紧邻大都市的郊区的
农民，他们在追求梦想时遭遇到无
以躲避的困境，他们挣扎，却从未放
弃努力。
好小说总是对人物有着不厌其

烦的深入刻画，好作家更是习惯于
探究和质问复杂的人性。彭瑞高先
生从未让人失望于他小说中的角
色，《昨夜布谷》亦然如此。善良却
缺乏魄力的彭永生，有能力却耽于
美色的苗志高，有担当有责任感却
因游走于官商之间而迷失自己的
苏玉芹。还有那些曾经的农民，如
今振兴了乡村经济的企业家，他们
并非只是利欲熏心的奸商，很多时
候，他们的胸腔里也藏着侠胆忠
肝，以及积极向上的政治抱负，尽
管出发点并不纯粹。《昨夜布谷》中

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绝对意义上的
好人或坏人，更多的，是那些因良
知并未泯灭而充满矛盾和困惑的
乡官，以及在名利与道德中选择如
何实现自我价值的越来越富有的
农民。上下求索的乡官带领农民走
在致富的路途上，然而他们无奈地
常常要“迷路”，毕竟，他们走的是
一条前辈并无经验传授的道路。他
们的脑中，常常会闪现出荒诞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在说出“因公行贿”
这样的荒唐话时，正是他们最为迷
茫的时候。他们在迷茫中探索，试
图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阅读《昨夜布谷》的过程，可谓
酣畅淋漓。彭瑞高先生的小说语言
基调，恰是来自上海的乡镇，诙谐幽
默，轻松自如，却隐含沧桑与忧患。
作者赋予叙述者彭永生一颗善于思
考的头脑，同时又让他保持着一名
疏于为官之道的书生应有的清高和
懦弱。叙述者彭永生带领读者，走进

那些叫做“塔城镇”“盐户村”“青草
乡”的地方，与他们一起喝本乡本土
的“神仙大曲”和“加饭酒”，和他们
一起吃“加一块走油肉的八宝辣酱
盖浇面”，随着他们的质疑和不解，
忍不住也要规劝一句：不要“犯条
款”；在他们抽“人参烟”的时候，似
乎也闻到了一股老玉米须的焦味
儿……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浓厚的
“大地”味道，我相信，这是作者对
“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使然，更是
彭瑞高先生曾经作为插队知青以及
乡村教师、干部的生活积淀。
彭永生从一名掏鸟蛋的顽童成

长为乡官，始终对“布谷鸟”留有挥
之不去的“寓言”式记忆，布谷鸟的
叫声也在小说中一以贯之，类似于
警钟长鸣，亦仿佛“灵魂”的召唤。书
中的乡官要面对的，不再如同过去
仅仅是水稻小麦的产量和牛羊鸡鸭
的饲养，更多时候，他们要为乡村企
业的维持和发展想办法，要为破败
的乡村学校维修建设拉赞助，要为
选举大会后的连任而愁肠百结，要
为在上司或下属之间平衡关系而左
右为难。改革开放赋予农村的土地
更多新的功能，比如开发、引资、批
租、建厂、建楼。耕种不再是农民的
主业，如何要让血液里流淌了千年
的农耕文明基因迅速适应全新的农
村生活？乡官们付出了与“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同等的努力，然而
在收获“富裕”的同时，伴随着另一
些从未经验的境遇，比如烫手的巨
额资金，乌纱帽的朝不保夕，突如其

来的“囹圄”之灾，纯朴心灵无意识
的集体腐化……当这一切发生时，
布谷鸟的啼血呼唤，总会在作者的
笔下一次次哀唱。

当人们越走越远，灵魂却总会
在我们身后发出召唤。我确信，那
些“布谷”“布谷”的叫声，就是一次
次“灵魂”的召唤。掩卷《昨夜布
谷》，我不禁自问：那么，乡村的灵
魂是什么？当我们身处大规模的城
市化进程，当我们不再需要耕种，
我们是不是遗忘了，乡村的灵魂，
曾经是土地。
在一次采风中，我见识了彭瑞

高先生耿直脾气和批判意识背后的
一点点浪漫。的确，文如其人，小说
《昨夜布谷》，同样兼具现实主义的
沉重与理想主义的浪漫。沉重，是因
贯穿始终的人性探究和思想深度，
是一次次勇敢地展示社会“痛点”和
尖锐矛盾，揭露法、理、情的多重困
境，以及难以化解的伦理悖论。然而
在直面社会现实和道德拷问的同
时，彭瑞高先生以其诙谐幽默的叙
述方式、真实贴近的故事、生动的人
物塑造，以及充沛的情感力量和人
文温度，给小说沉重的基调增添了
几许浪漫的亮采。
布谷鸟总是在春天播种的季节

里鸣叫，可算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小
说中的布谷鸟，就如同那些追寻理
想的人们，即便濒临绝境，也从不停
止鸣叫。这既是表达了作者的坚贞
与乐观，亦是给了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以某种光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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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中努力，在迷茫中探索

! 薛 舒

穿越时空 一窥大唐之美

! 李晓荷

!!!读"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

!!!读彭瑞高长篇小说"昨夜布谷$

! ! !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新书《那年
那信》近日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跨
越 '&年，浓缩 ()$$封珍藏家书，承
载了五代人的痕迹，是一部“家世”
式的成长记录。

全书共 *+个篇章，敬一丹以
“信中信”的方式与四世同堂大家庭
的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从 !",$

年的情书，到 -$!&年的“微信控”，不
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在敬一丹看

来，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
故事，代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事，千
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块小拼图，拼出
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
敬一丹生于 !",,年，父母从事法

律工作，父母的爱情和人生追求有着
浓厚的时代色彩。敬一丹小时候就发
现，家里床下有个木箱子，里边放着妈
妈爸爸的信。这种留存习惯影响了子
女后代，家里的信越来越多，到近年整
理时已有 !)$$余封。对比网络覆盖、
即时通讯的现代，那邮筒上绿色的记
忆，那手写的、穿山涉水历经寒暑保留
下来的信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念，
更是一种在字里行间、岁月更迭中的
回望。正如敬一丹所说，“回望，连接着
昨天、今天、明天。”
在行文之中，敬一丹保持着一个

媒体人冷静客观的风格，她说：“记忆
是一个人的本能，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
传承。”敬一丹以平实、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
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
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
《那年 那信》图文并茂，书中 .&幅插图清新传神，描绘出

生动情景，插图作者李小梅与敬一丹同龄同学同宿舍，两人的
默契体现在文图之间。
《那年 那信》通过一个个细节让人感受到家教家风的传

承。一部好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人从中看到了历史，有人从中
看到了将来，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悲喜，有人从中看到了家教
家风传承。就像敬一丹父母所说，“我们想象，面对这些信，年
长的读者会觉得熟悉，儿女的同龄人会有共鸣。年轻人呢？如
果他们能从中看到一代一代的来路，我们就很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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