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勃的“纸草”“生长”在书封上

《春草》
裘山山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裘山山长篇小说《春草》于2004年

出版后，多次再版加印，2010年被选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高级汉语教材，

2015年被翻译为日语在日本出版。作

品中主角春草虽然出身穷苦，没能读

书，却一直揣着一定要过上好日子的

梦想，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奋力挣扎。

她自己找婆家，自己闯天下，出门打

工、创业、发家，失败，东山再起，再失

败，再开始，一次又一次，历尽艰辛，吃

尽苦头。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商小贩到

清洁保姆，她挣扎、奋斗、忍耐、苦熬，坚

决不气馁，不放弃，甚至不诉苦。这部

作品在2008年被拍摄成30集同名电视

连续剧后，影响更为广泛，让不少观众

联想起 1983 年日本励志电视剧《阿

信》，坚韧的女子春草也被称为中国版

“阿信”。

《春草》持续受到读者的热爱，是裘

山山在创作之初完全没想到的。她说，

自己当初写春草，完全是被这位普通而

又倔强的女人所打动，没想到春草打动

了更多的人，“一些女性读者告诉我，她

们从《春草》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一些年

轻读者告诉我，他们从《春草》想到了母

亲的经历。在中国，有无数如春草一样

的女性，一生都在顽强地锲而不舍地劳

作。一生辛劳，一生怀抱希望。”

主人公“春草”的原型是裘山山浙

江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她在杭州打

工，时常到裘山山家里看望老人。裘山

山的母亲退休前是一位报纸编辑。妈

妈经常对女儿说起这位亲戚的一些事

情，说她太不容易了，生活很辛苦，虽然

没读过书，但人很聪明，很努力。裘山

山观察和了解家政保姆、钟点工，发现

这些女性大都聪明能干，感慨她们如果

有机会读书受教育，人生肯定不一样。

于是，裘山山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将她

们的故事以文学方式呈现。

2022年 11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再

次推出了《春草》最新版。这一次，他们

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上做了大胆创新，同

时还做了插画版数字文创系列作品，希

望通过这种年轻时尚的新形式，让更多

人特别是年轻人重温《春草》这一经典

励志作品。

在《春草》最新版书面上，独特的设

计让蓬勃的“纸草”茂盛地“生长”在了

书封上，纯净的白色又像海浪翻滚，别

致而清新。

“最美的书”设计者、图书装帧设计

师许天琪在手记里详细讲述了她的设

计思路：《春草》的封面应该由一张张薄

而软的纸张堆叠而成，风一吹过，层层

叠叠的草浪翻腾，是“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的韧性，也是一个女人对美好

生活的浪漫期许。可是，薄纸堆叠的设

计，对于图书的保护来说是不利的。这

么薄的纸，万一烂了破了，还怎么收藏

呢？所以这个方案一直搁置在她的心

中，迟迟不敢动手。直到有一天，纸商

给她推荐了一个新的纸张材料，“如宣

纸一般薄、软、透，却如布料一样，无论

你怎么撕扯，都不会破损，但是会留有

痕迹。我看到后，几乎高兴地跳起来，

这不就是春草吗？春草在一次又一次

致命性打击中坚强地走了过来，就如同

读者手中的《春草》，每一次抚摸、撕扯、

揉搓，都成为春草生命的一部分，都会

在春草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读者的每一

次使用都构成了春草的设计本身。用

一种无法损毁的材料，去完成一个脆弱

的结构。这样的冲突和矛盾就像当下

女性本身所承载的重量一样，这也是春

草带给我的思索。”她说。

看到新版《春草》，身为作者的裘山

山表示很激动：“因为它已不是普通意

义上的再版，而是全新的极具创意的珍

藏版。书籍装帧艺术家许天琪将百折

不挠坚韧不拔的‘春草精神’用纸张诠

释了出来，由此赋予了一本书全新的生

命。我愿每个女性都如蓬勃的春草，生

机盎然，充满活力。”

用普通人的故事展现时代的变迁

《春光好》
黄佟佟著
花城出版社

《春光好》是资深媒体人黄佟佟的

一部中短篇小说集。19个故事分为三

个篇章：小镇·乡村、厂矿·小城、都会·
流年。故事背景从古老的湘中乡村，到

僻远而热闹的矿区宿舍，再到华丽妖娆

的南方都会，在她的笔下，人们热热闹

闹地上演着一出出生活的悲喜剧。《春

光好》大多数主角是女性，可分为三重

叙事宇宙。第一重宇宙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个湘中小镇和

它周围的乡村人文——保守、淳朴，却

又暗含残酷；第二重宇宙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城市边缘厂矿子弟

的家常故事，各色人等活得轰轰烈烈，

各种命运开始演变；第三重宇宙是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当时的粤语地区是

“闪着金光的存在”。黄佟佟说，这些故

事“有点像非虚构写作，因为全部都有

活生生的原型，里面没有坏人，也谈不

上是多好的好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小

说里写的人，是高度浓缩的命运样本。

在近40年来时代变迁过程中，一些人

从小镇，到厂矿，到小城，到都会，展现

出不同命运的图像。作者以自身的真

实感受，为作品注入强烈的时代感。

融广博学识和细腻的阅画经验于一体

《溪山清远》
[美]高居翰著,张坚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艺术史专家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年-2014年），通过细读画

作和作品比较，展开对中国古代早期绘

画史的系统叙述，分析其如何从“装饰”

转向“具象再现”，并在两宋时达到巅

峰，成为可比肩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艺

术传统。而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为后

来的文人画史所忽略和贬抑，而且在目

前通行的世界艺术史中也未得到清晰、

充分阐述。高居翰的阐述，则能够帮助

扩展人们对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的世

界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强调观看的

乐趣，倡导从画作本身出发的视觉研

究，也是高居翰对中国绘画史方法论和

欧美艺术史研究的一种反思。高居翰

能言善辩，讲述生动且富有激情，融广

博的学识和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于一

体，并穿插其多年亲身经历的艺术鉴藏

与美术界的交往故事，知识量与信息量

巨大。

高居翰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中国艺术史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中国

艺术史研究专家，是阐述中国古代艺术

的“超级写手”。主要作品包括《图说中

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

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

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

画中的自然与风格》《诗之旅：中国与日

本的诗意绘画》《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

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

世的世俗绘画》等。《溪山清远：中国古

代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是在高居翰

教授的一个系列讲座基础上翻译、整理

而来。录制此系列讲座是高居翰去世

前的重要工作，凝聚其毕生所学、所悟，

完成了他向世人讲述中国古代艺术通

史的夙愿。

日本作家记录中国旅行见闻及想象

《中国漫游》
[日]谷崎润一郎著,谈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少时就

开始学习汉语，研读《论语》《大学》《中

庸》《诗经》等典籍，结识居住在日本的

中国人，爱吃中国菜。他一生中仅有的

两次出国旅行，目的地都是中国。他深

受中国文化影响，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

始终抱有了解的兴趣和欣赏的态度。

《中国漫游》是谷崎润一郎1918至

1942年间书写中国的文章合集。十篇

文章，以中国之旅纪行为主，也包括以

中国文化为题材创作的故事，是谷崎润

一郎在东方美学主题的名作《阴翳礼

赞》之外的又一部杂文随笔集。这部作

品是他在中国的亲身体验与过往想象的

应和，是他对所倾心的中国情趣的理

解。在风景、建筑、车马、食物、器物之

外，谷崎润一郎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中国

人的样貌、气质，尤其是与中国文化艺术

界人士的交往，其中不乏有趣的细节。

书中所收《庐山日记》《秦淮之夜》

《西湖之月》《中国菜》等六篇，起笔自作

家到中国的首次旅行。1918年10月至

12月，谷崎辗转从朝鲜进入中国沈阳，

由北向南至天津、北京、汉口、九江、南

京、苏州、上海等地，写下一路见闻。

1926年 1月，谷崎乘坐海轮，从已

开通的长崎—上海航路直抵上海，开始

了第二次中国之旅。经内山书店老板

内山完造介绍，他与中国数十位文人、

艺术家见面、交流，其间详情结成《上海

见闻录》《上海交游记》两篇札记。谷崎

从这些交往延展开来，对中国现代文学

进行评价，写下了自己阅读胡适、丰子

恺、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作品的感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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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里眺望春天的山河

温润的空气送来春天的消息。我们来阅读几本跟“春”有关的作品，在小说家裘山
山的经典小说《春草》（珍藏版）和资深媒体人黄佟佟的虚构作品《春光好》里，感受
她们笔下人物所体现出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美好；在《溪山清远》

《中国漫游》中感受现实或艺术作品里的行旅之美，眺望春天里的山河。

《春草》 《春光好》 《溪山清远》 《中国漫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