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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资本论"少儿彩绘版#$%

一起探索经济学奥秘

资本

是什么!是

钱!是机器

和厂房!还

是美貌和

身体!资本

从哪里来!

它如何积

累!又如何

运动!

"资本

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百科全书$

同时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 为了让少年

儿童能够深入了解卡尔&马克思和

"资本论'$ 本书作者李晓鹏博士以

深厚的学术功底$提炼出"资本论'

的思想精髓$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述了卡尔&马克思是个怎样的人!

"资本论'是怎样诞生的! 资本从哪

儿来!剩余价值又到哪儿去了!((

生动有趣的问题$充满悬念的讲述$

将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 巧妙地转

化为少年儿童能够理解的内容% 全

书配有数百幅手绘插图$生动直观$

更有助于探索经济学的奥秘%

&走出森林的小红帽$%重

新解构经典'开放式结局

本书

是对经典

童话故事

"小红帽'

所做的全

新诠释 $

也是新锐

绘本作家

的首部儿

童绘本% 这一次大灰狼不但没有吃

掉小红帽$ 反而帮助小红帽来到了

外婆家%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

的小红帽还是一个看不见路的盲人%

在作者用画面色彩和人物比例营造

的紧张气氛中$小红帽一点一点地学

会感知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勇气和智

慧化险为夷$不禁感叹)森林没有那

么可怕%而大灰狼呢!究竟是被小红

帽感化变成了好人$还是因为受伤采

取的权宜之计$其心理变化书中并没

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留下一个蝴

蝶结的线索$ 引发读者自主想象$寻

找到自己的答案%

&考古入坑指南$%用萌狐

狸漫画'还原考古世界

这本书

用狐狸 *阿

三+ 的漫画

形象打破你

对 考 古 浪

漫,神秘,充

满诱惑的想

象! 还原一

个真实,科

学, 其乐无

穷的考古世界%

这几年$ 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狐狸

*阿三+红遍了考古圈% 通过专业学习

和工地实践$ 阿三从对考古充满好奇

的门外汉$一步步走进了*冷门+考古

圈% 在阿三的故事中$考古要吃苦$却

绝不枯燥$过程有点单调$结果却是丰

富多彩% 阿三说)考古$有意思-

作者李子一$ 考古圈里一画画

的,漫画圈里一挖墓的$一位爱漫画

的考古女生$"#后$考古学硕士$一

个地地道道在考古工地摸爬滚打过

的*女汉子+% 她以狐狸*阿三+为形

象的漫画获得第四届 *发现中国李

济考古学奖学金+公众组一等奖$第

二届 *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考

古动漫,微电影征集活动一等奖%

一
多年以来，笔者除了对考古报

告、文物图录、研究文章十分用心
研读外，对国内外的文学作品通常
是但观大意，更没有用过长达六个
小时认真、逐字逐句研读、思考。
《环绕上海》让我感动，令我震撼。
一个百年前来华的美国青年人，用
他饱满的情怀、审视的目光、充满
思考的大脑，写下如诗如画般令人
不忍卒读之优美纪实，给中国、给
世界留下了百年前的“中国时尚”、
中国记忆。我为之感动。

我还要感谢丛书主编李辉的
慧眼识珠、译者殷鹏的辛勤劳作。
“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触摸历史。
虽已遥远，依然清晰……”李辉为
“寻找中国”丛书写下的文字，对照
本书内容，十分贴切。殷鹏在译者

序《百年前“他者”眼中的中国》用
功甚勤，微言大义般地勾勒出作者
师克明的短暂履历、丰富经历：生
于美国，早亡（!"岁逝）。多种角色
交织，诗人、画家、艺术家。他曾在
芝加哥、巴黎、慕尼黑等城市求学，
也曾赴日本考察，丰富的人生经
历，世界的视野，在中国旅行半年
多，不仅真实记录，而且凸显其与
西方文化的差异。

二
师克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来到中国，游历大半年以后回到美
国于 #$%%年出版此书。成书的构
思，是在上海的一个阁楼上的房间
里完成的。作者写道：“我在弄堂那
座小屋里一直在构思一本书。不是
关于达官显贵们的，而是关于普通
人———船夫、车夫还有那些小屋子
里的居民———他们身上俯拾皆是
的幽默、简单、善良”。作者在序言
里说自己曾一度误以为“中国人十
分奇怪、荒诞不经……虽然我在西
方不同地方见过的中国人一向都
是礼貌和友好的……”作者用先抑
后扬的方式，说明“但当我来到中
国……”客观的认知，发生了对中
国文化、传统、文明、风俗、习惯、建
筑、古迹、古城、传说、故事、工艺、
商贸、建设与活生生人的认识上的
改变！所以才会有全书开头的诗

歌，《致中国搬运工》，对中国小人
物辛勤、乐观、敬业的敬意：你们对
每一件事情，都倾尽全力、充满斗
志……在工作岗位，像男人一样，
朝着光，战斗。
《环绕上海》全书十万字，分成

四篇：第一篇住家船，三章，描写由
太平洋到上海，再由上海租船到昆
山、苏州、杭州一路景色、见闻，对苏
州宝带桥的古迹与苏州火灾以及与
船长一家人的活动着墨甚多；对杭
州雷峰塔与道济帮助建寺筹木的传
奇故事，用了二节篇幅。此篇呈现出
的写景文字之优美，对图像描绘之
精妙，对音乐旋律的把握，体现出作
者深厚的艺术修养。试举一例：他听
到工人在哼意大利艺术大师普契尼
的《蝴蝶夫人》旋律时，认为歌剧在
日本，来源于中国，在日本东京北部
稻田里可以听到同样的旋律。

第二篇为河流之城，三章，乘
坐蒸汽船沿长江西上去武汉三镇，
在汉口、武昌、汉阳与江西九江、安
徽安庆、江苏南京的实地考察与沿
途见闻，对当地著名景点、物产（如
景德镇瓷器）、地理（安庆的街道起
伏&、历史（南京的太平天国）、景色
（南京的画舫与宫殿、城墙）一一叙
述，陈其由来。

第三篇佛陀之岛与第四篇小
房子，各有二章，分别记载宁波市

普陀山见闻与在上海市租住民舍
画画的经历。凡是见到稀奇未见之
事，总会做分析，比较、思考，体现
出作者的善于思索的研究能力与
特质。

三
中国人写的游记，以唐代玄装

《大唐西域记》、明代《徐霞客游记》
较为著名，具有世界影响的，还是元
代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游记》。与
之相比，《环绕上海》晚出了许多，但
内容、文字表达上更接近现代，更通
俗易懂。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与包容
上，师克明起到了垂范的先知作用。
书中多处不经意流露出的善良、恻
隐、文明、理解、礼貌举止及心理活
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环绕上海》是一部可供许多

门类使用的纪实经典。比如艺术
家、文学家、文化遗产保护、近代历
史、古城保护、地方志等等，不独是
成年读者，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学
生。它是游记，也是艺术启蒙，更是
了解“中国时尚”、打开金山宝库的
一把钥匙。书中涉及的城市，绝大
多数已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是长三角国际城市群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百年过去，城市风貌变化
极大。在修复、保护、重塑城市文
明、城市精神方面，它是十分难得
的历史文献与图像资料。

! ! ! !“美学”一词自打问世来，就自
带神秘性。潘知常从“本体视界”
“价值取向”“心理定位”和“感性选
择”这四个角度，洋洋洒洒，五十八
万字，综合性解密中国美学。

美学贯穿生命史，它并不是高
不可攀的，但足以阐释生命的境
界。看《蒙娜丽莎》和《西斯廷圣母》
中那甜美、悠然的笑，达芬奇和拉
斐尔要赞美的不光是面上的庄慈，
更是发自人物内心的真善美。
中国美学讲究以慧心去挖掘寻

常，称为“采集不可见的东西之蜜”，
也是多与“真”血脉相连。孔子进一
步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的社会
性，认为世间和谐贵在非强制性的
道德，将“仁”视作根本力量，唯有普
及“仁”这个既内在又超越的终极价
值。这含蓄地体现了美学的使命。歌
德视它为人类精神：“我深信它就像
太阳，用肉眼来看，它像是落下去
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
地照耀着。”真正的美是永恒的，不
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淡。

美学是一门庞杂的体系，博大
精深，钻之弥坚。但是，它又的确是
见仁见智的，从没有真正的定论。
潘知常在书中说：“美学不是绝对

的真理，而是无穷的智慧。”相信这
是最本质的回答了。维特根斯坦也
有过论言：“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
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
神将萦绕着灰土。”可谓异曲同工。

本书以“关于生命的存在与如

何超越”为论述角度。第二篇《中国
美学的价值取向》，从艺术观出发
讲“物物而不物于物”。艺术与非艺
术并无鲜明界限，世间一切皆可为
诗画。艺术的本体自觉始于魏晋，
就以陶渊明及其文学作品、美学观
为例。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决然归
隐田园，爱艺术却不唯艺术，只是
以之为体道途径，为人生而艺术。
“以审美心胸从事现实事业”正是
中国美学价值取向中最为深层的，
也是美学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映衬
了陶渊明的美学思考：“对生命有
限的彻悟，对生命无限的归复。”

潘知常贯通艺术和美学，将中
国美学的看法划分为言（形式层）'
象（再现层）(意（表现层）(道（意蕴
层）四种层次，它们分别阐释了艺术
存在的特殊形式，如，诗歌的声辞，
绘画的笔墨；艺术之中的外在世界，
由“形似”转向“神似”，庄子为个中

翘楚，美在道而不在物；艺术之中的
内在世界，由“言志”转向“缘情”，寓
情于景，崇尚意境，实现了“意”与
“象”的互联；最为深层的美感效应，
所谓“味外之味有神韵”，即指此。清
人方熏也在《山静居画论》中说：“气
韵生动为第一要义”。四种层次剖析
精辟，既递进，又熔融。

第四篇《中国美学的感性选择》
讲到明中叶后的启蒙美学，新兴的
“趣味美学”取代了“意境美学”，恢
张“性灵”，宏扬“自我”，着力突出作
为人的感性情欲，开辟更适合容纳
自身的理论格局。较之古典美学，启
蒙美学突破了中和原则，开创了以
情为本的创作之风，提倡自然美和
朴素美，当然也存在致命的局限性，
如，把丑恶的势利心、富贵心，以及
“认欲为理”说成是人类的本性，一
度造成审美标准的混乱。

美学是尚未被规定的存在，没
有哪个学者可以真正穷尽谜底，这
是人之为人的不幸和大幸。它永远
向未来敞开，期待后人的理解与演
进。潘知常认为，对待美学要还以
本来面目，不能“照着讲”，而要“接
着讲”，像不断逐日的夸父，与它一
同漫步，一起思考。

! ! ! !从婴儿时期开始，他就被音乐
围绕。他四岁时开始弹钢琴，七岁
时拉小提琴，十一岁时与大提琴结
缘。十三岁时，他在一家旧书店觅
得巴赫 ) 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
手稿，经过 *%年的整理和潜心钻
研后，遂在世界各地的演奏中，把
这份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介绍给
了广大听众。他说，“在巴赫的作品
里，我看见了上帝的存在。”

他就是 *+,)年出生于西班牙
的大提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卡萨
尔斯，被认为是上世纪以来最伟大
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一生经历两
次世界大战，后半生流亡海外。他
拒绝前往德国为纳粹演奏，始终以
他仅有的武器!!大提琴和指挥
棒，为深陷战火的平民筹备物资。

美国作家艾伯特·-·卡恩长期

关注卡萨尔斯，这本由卡萨尔斯口
述，卡恩记录并整理的传记《白鸟之
歌》，包括《年迈与青春》等十四章，
讲述了卡萨尔斯苦难曲折的一生和
卓绝超凡的音乐才华。关于卡萨尔
斯的人生甘苦，选择与坚持，在这本
经由访问整理，以第一人称叙述的
传记中，我们可以见得许多。

作为一个音乐演奏家，最难
做的，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追求
的，就是如何把他内心中无形的
音乐感受，无阻碍地通过他的双
手创造出完美的有声音乐形象。
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评判世上为

数不多的演奏大师和众多演奏家
的分水岭。卡萨尔斯就是这样一
位大师，他的大提琴演奏颇为迷
人，演奏风格极其自然，线条纯
净，乐句完美，变化无穷，格调高
雅。他许多作品的录音成为以后
几代演奏家们公认的楷模。他以
惊人的演奏和表现才能，提高了
大提琴作为独奏乐器的地位。

对我们而言，“巴赫、大提琴、
卡萨尔斯”是三位一体；对卡萨尔
斯而言，“演奏、音乐、人性”也是三
位一体。论技巧，他是了不起的大
师，指法运弓都多有创见，力求乐

句澄净清晰。但真正让卡萨尔斯不
朽的，则是其专注凝练，将个人意
志与精神思想完全注入声音，人琴
合一的超凡演奏。本书讲述了跨越
近一个世纪的动人故事，字里行间
都是震撼人心的绝响。世界上有很
多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找到它，将它奏响。一如
卡萨尔斯的音乐，所有人皆可欣
赏，这也是一本所有人都可阅读，
或许也都该阅读的书。那里有对艺
术与世界，无限的好奇和探索。在
卡萨尔斯琴音中熠熠生辉的，是永
恒的生命之光。

环绕上海的吉光片羽
" 张宏明

!"#$

生命的最高阐释

" 阿迟邦崖

———读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

琴音中熠熠生辉的光
" 彭忠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