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一位平凡普通的老
人饶平如绘写的《平如美棠》横
空出世。书里一笔一句叙述了
他和爱妻美棠的故事，构建和存
留下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
也让所有人见证了一段一见钟
情、一生眷恋的爱情童话。虽然
作者不是名家，但《平如美棠》感
动了无数读者，多次再版，畅销超
过50万册，获得2013年“中国最
美的书”、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等诸多奖项。

暌违八年，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品的饶平如遗作《平生
记》在今年9月面世。和主打爱
情的《平如美棠》不同，《平生记》
是饶平如的自传，主要聊些“爱
情之外的那些事”。其中包括童
年时代、戎马生涯、公私合营、下
乡见闻、老年奇遇……可以说，
是一部记录大时代里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史。

饶平如的个人际遇也是整个
时代的横切面。雨打风吹，饶平
如的笔下，却始终平静、乐观。他
渴望留住的，永远是平凡生活里
的美与爱。母亲教他吟诵、家人
偷吃的一碗面、土方队记过的账，
去法国唱过的歌……在这些看似
直白平淡的图文里，读者可以邂
逅一个真诚、乐观、善良的灵魂。

写《平生记》时，饶平如已“身
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但回首
一生，还有些人、有些事，必须用
笔记录下来，方能不负此生。在
他的自述里，也带着与时间赛跑
的紧张感：“时间张开黑洞一般的
大口，把我家族中的长辈和平辈，

把我的爱人挚友又或者一时为伴
的故旧一一吞吃进去。如今的我
独行在这张大口之外，赶在未来
之前，想要把这些还存留在我记
忆中的往事，奋力摹写下来，以作
为对他们所有人的纪念。”

书中配有饶平如生前画的
近 180 幅神似丰子恺的绘画，封
面由著名图书装帧设计师朱嬴
椿设计，让整本书在形式上也极
具欣赏性。

饶平如（1922 年-2020 年），
祖籍江西抚州南城县。黄埔军
校十八期学员，参加过抗战。
1949 年后曾任出版社编辑。在
老伴美棠去世后，饶平如每天笔
耕不辍，手绘了十数本画册，记
述了他与美棠从初识到相处的
近六十年时光，取名为《平如美
棠：我俩的故事》。2020年4月4
日，饶平如在上海去世，引发很
多读者在网上悼念。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现代舞以其灵动的身姿和饱
含张力的情感表现，近年越发活
跃于大众视野中。作家伊迪丝·
华顿曾这样评价：“我见到了梦中
的舞蹈……它满足了每一种感
官，如同一朵花，又如同莫扎特的
一段乐曲。”没错，现代舞就是这
样一种能冲破壁垒，调动你所有
的身体感官与之共情的舞蹈。通
过现代舞，我们常常能体会到内
心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情怀。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
校舞蹈系的两位舞蹈家詹姆斯·

彭罗德和贾尼丝·古德·普拉斯
蒂诺联手打造了《起跳准备：现
代舞初学指南》这本书。他们在
书中结合文字讲解与示意图例，
向读者介绍了现代舞学习和表
演的技术技巧、现代舞的发展历
史，以及关于舞蹈编创的技法指
导。书中还涉及解剖学基础、身
体姿态训练、舞蹈损伤及预防等
方面的实用知识，是一本非常全
面的、适用于现代舞初学者的入
门指南。

或许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专
业的舞者，但在阅读本书后，有助
于帮助我们学会用更加专业的眼
光来欣赏舞蹈艺术，感受这门视
觉与情感交融的美学。现代舞中
的体态要求、柔韧性、力量与平
衡、视觉认知等概念，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我们都应
该有所了解的。作者希望帮助
你发现一种新的艺术鉴赏方式，
并激发你在舞蹈艺术形式中对
自我发现、自我约束和最终自我
表达的渴望。最终能体验舞动
的乐趣、创作的兴奋以及欣赏舞
蹈这一转瞬即逝的艺术形式。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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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行为
可以贯穿人类活动的历史，那一
定是‘旅行’”。这是《玉山丹池：
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中的开篇之
语。《玉山丹池》由美国汉学家何
瞻教授所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后冯乃希翻译，是英语世界
首部综述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的专
著。这本书展现了文人的自然、
地理和社会空间观念，探寻了古
人寄情山水时亦喜亦悲的幽微情
感世界。这也是目前英语世界第
一部综述中国古代游记文学史的
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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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汉学家何瞻卧游古代中国地理
《玉山丹池》为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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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雅客
寄情于山水的幽微情感世界，早
已成为我们童年课本中的文学
经典。曹操的《观沧海》、郦道元
的《三峡》《水经注》、袁宏道的

《满井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
记》、徐霞客游记……那熟悉的
辞藻，深刻在脑海中的段落，曾
一次次带我们畅游那未曾到过
的现场，想象着他们的城邦——
虔诚而机警的玄奘，落寞而怡然
的柳宗元，在长江上随波漂流的
陆游，洞穴探险家徐霞客……

游记散文是中国古典文学
的瑰宝之一。它把中国名胜风
景的真实描绘与独具诗意的艺
术眼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
也成为自传文学的主要形式。
何瞻教授历时几十年研究中国
古代游记散文，颇有独到之见。

通过对中国游记散文创作
悠久历史的介绍，作者向我们展
示了这一文学体裁风格不断翻
新、形式多样化演进的动态历
程。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文
本互相影响的重要性，并对古
代游记文学的主要作品进行了
分析评价。读者可以充满信心
地迈开脚步，与著者一起“游览”
中国最为重要的名胜风景，重回
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山水观览的
瞬间。

该书中文译者冯乃希是清
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毕业于
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2019年
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
学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
为中国明清文学史、近现代思想
史。强强联手，让这本书的吸引
力倍增。

该书一经出版，便得到了石
听泉、卜正民、王立群、梅新林、
徐永明等海内外学者联袂推
荐。王立群说：“何瞻先生对中
国古代游记史的研究极具开拓
性，他对中国古代游记的推介
可以让更多的国外读者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历代学人对自己国
家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的
记述。”

何瞻（James M.
Hargett），成长于中
国台湾，父亲为美
国飞虎队成员，“二
战”期间曾援助中
国抗日。据何瞻讲
述，他在上小学时，
就对地理感兴趣，
特别喜欢学习美国
与中国古代地名的
历 史 和 来 源 。 后
来，在读研究生时
的一次课上，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罗郁
正教授告诉他，有
一种叫“游记”的古
代散文文体能把文
学与地理结合在一
起。他听后非常兴
奋，开始关注并研
究游记。

何瞻现任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东亚
学系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宋代古典散文、游
记、历史地理与文化史，是范成大、苏轼研究专
家。在《玉山丹池》的序言中，何瞻把这本书的
出版看作是自己作为汉学研究者的职业顶点。

中国古代游记文学数量众多，写作风格多
样，其写作目的又因时代、个人视角变化而差异
巨大。深入挖掘游记文学的文学史、文化史意
义，既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又是方法论
与文学史观的挑战。何瞻以细腻敏锐的文本分
析法，剖解经典游记作品中看似平淡的散文叙
事结构，结合真实自然环境的空间特征，还原游
记作者的行旅过程和观览体验。

在《玉山丹池》中，围绕名家游记，何瞻不仅
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地理观
和社会空间观，还探寻了古人寄情山水时亦喜
亦悲的幽微情感世界。在此，作者不再是文学
史上抽象的名字，而是与我们一样，流连在路上
的行人。他们带领我们重回历史上一次又一次
山水观览的瞬间。喜爱古典散文，尤其是山水
游记的读者可以从书中领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
山水的体悟。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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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跳准备》

《玉山丹池》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
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平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