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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瑾在注释过程中采取了新

的方式方法，故而得出了很多新的结

论。他除采用音韵、训诂等方式外，还

注意运用“内证法”，即让该经典的内部

材料“说话”去挖掘相关词句或整部作品

的含义。比如，一般认为，《论语》中孔子

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习”是

“实践”，而非“复习”。李瑾认为，孔子说

的另一句话“温故而知新”恰恰是最好的

注脚。在孔子看来，通过经常复习可以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获得新的知识或认

知，“可以为师也”，这样一来，学习的人

才会感到快乐，故而“习”是“复习”之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

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专门为李瑾“经

典三释”撰写了评论文章，他提到，“在

重释经典时还必须推陈出新，让最基本

的民族和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现

代社会相联通，唯有将古今打通，老树

开新花，才能整合出既不走样又不重样

的知识体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智慧、解疑释惑、阐述理念、推

动发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治学态度。

在我看来，‘经典三释’；在延续发展‘精

神命脉’、孕育构建‘知识体系’上做得

是比较好的。”

在诗歌圈，不少人都知道，李瑾的

诗歌作品大都是在每天工作通勤路上

的地铁、兜兜转转中完成的。也正因

此，他在诗坛上有“地铁诗人”之称。这

次“经典三释”也是“地下铁”期间写作

的产物吗？李瑾介绍，注释一部经典，

至少得查阅百种以上工具书，且写作格

式比文学体裁要复杂严谨，地铁模式显

然无法承载这样的工作要求。不过，先

期工作包括查阅资料、构思篇章都可以

在“轰隆隆”的地铁轨道上完成，晚上回

到书房再变成电子版的“白纸黑字”。

据了解，李瑾在注释三部经典前，为加

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了背诵，而“笨重”

的背诵工作也是在地铁里完成的。这

个意义上，“经典三释”和诗歌作品一样

也是地铁创作的产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华语文坛，虹影以奇崛而灵动的

文笔和坚毅不屈的生命意识，展现了独

有的写作才华。她非常善于在一个个好

看的故事之下，传达出她对现实与历史、

人性与社会、生命与情感等方面的思

考。其《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文

学作品出版多年，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生

命力。

近年来，虹影的创作悄然变化，她陆

续出版了《神奇少年桑桑系列》等童书作

品，通过曲折离奇、想象诡谲的中国式童

话，让孩子在奇幻的冒险中体悟爱、善良

和勇气。2023年伊始，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虹影处获悉，由虹影创作、意

大利画家瓦莱里娅·马什勒什纳配图的

《神奇女孩米米朵拉》由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出版。这也是虹影推出的首套奇

幻小说，一共4册，包括《人间的孩子》《中

间的地带》《古老的国度》《相同的梦境》。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叫米米朵拉的10

岁女孩，她和母亲在浴兰节上看偶戏，突

然母亲不见了，整个城市也面临洪水威

胁。没有妈妈的陪伴，米米朵拉一开始

感到孤独无依，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她

不得不振作起来独自面对未知险恶的世

界。在娃娃鱼的指引下，她走进一片奇

异幻想之地。在寻母过程中，她经历了

诱惑、欺骗和威胁，但也结识了一些真

诚、善良、正直的朋友。在朋友们的协助

和鼓励下，米米朵拉变得勇敢、坚韧、睿

智，她不但寻找到了妈妈，更寻找到了

“自己”。这是一场想象力和爱的盛宴，

虹影用语言搭建起宏大的空间和生死边

界上的竞技场，通过一个女孩的成长故

事，告白了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

虹影将本土民间故事和人文传统融

入作品，以趣味性、创造性的文学表达对

中国传统文化予以现代化创造，用天马

行空的想象构建了一个宏大奇崛又妙趣

横生的幻想世界，让读者随着米米朵拉

一起穿越时空、穿越生死，完成一趟充满

幻想与惊奇的阅读之旅，为读者打造出

别致的“中国式奇幻世界”和“中国式成

长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李瑾“经典三释”作品出版

2022年岁末，诗人李瑾的经典阐述性作品——《论语释义》《孟子释义》《山海经释考》分别由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
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计百万字的“经典三释”，也让人不禁好奇：作为诗人的李瑾，为何如此用功在学术

研究上？对此，李瑾解释说，他对《论语》《孟子》《山海经》这三部经典作品的喜爱，其实要比他的诗歌创作时间更早，而且正是
在诗歌创作中，需要向古典或传统要资源和养分，对之又产生了浓厚的再解释兴趣。

如何读《论语》《孟子》《山海经》？

作家虹影推出首套奇幻小说

翻阅李瑾出版的诗集，会发现他惯

于借鉴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和散文等经

典名篇，将古典资源整合成为新诗的内

在元素和外在修辞。《论语》《孟子》《山

海经》中的闪光点都曾出现在他的诗歌

作品中。可以说，“经典三释”既是他新

的“主业”，也是诗歌创作的“副业”。

先秦时期，古人留下了大量璀璨而

厚重的经典作品，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华

民族的根和中华文明的魂。为何对《论

语》《孟子》《山海经》这三部经典情有独

钟？在李瑾看来，《论语》《孟子》作为儒

学萌发期最重要的典籍，在中华民族性

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山海经》作为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

一部奇书和最早的地理知识方面百科

全书，对于研究早期中国的民俗传说、

山川地理等具有知识启蒙的作用。三

部经典虽然内容、风格上差别很大，但

同属中华文明建构过程中的起点或里

程碑。

关于这三部经典的相关阐释性著

述汗牛充栋，一个当代诗人还有必要对

之再阐释吗？李瑾认为，《论语》《孟子》

以及《山海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源头或标签，正是在一代又一代

人的不断重释和解读中“累积”实现的。

诗人李瑾的这三部释义之作，有着

自己的新颖之处。比如在立意上，李瑾

提出，三部经典隐含着一套“新人观”，

《论语》强调学为君子，《孟子》强调成大

丈夫，《山海经》着力挖掘人身上洋溢着

异于神、鬼、兽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与

新人观相对应的是“新国家/天下观”。

《论语》呼吁以古代圣王为榜样建立“郁

郁乎文哉”的新国家，《孟子》提倡建立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仁道

王政之国，《山海经》隐含了“均定九州”

“天下安宁”的理想观念。这套作品在

体例上也有创新，包括两大部分，一是

正文，一是附录。正文中，每章前面均

有提要，目的是概括提炼该章的主题思

想、核心观念，并标注人物、重要词汇

的出现次数和主要意思。每则下分

注、释、引、解四个部分。值得注意的

是，附录部分分别梳理了孔子、孟子年

表以及《论语》《孟子》《山海经》流传情

况，并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了《论语》《孟

子》中全部人物出现次数，以及《山海

经》中黄帝、炎帝、帝俊家族谱系和全

部山水、矿藏、国家、人神、动植物等的

出现频次。此外，李瑾还制作了“君

子”“仁”“礼”“天下”等重要词汇在先

秦典籍中使用频率对照表，附在“三

释”之后。借助附录，读者可以清晰地

把握流传至今的三部传统经典的文化

脉络和精神概要。

三部释义之作有独到之处

“经典三释”在地铁上构思

《神奇女孩米米朵拉》丛书

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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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释义》

《山海经释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