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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主编MOOK书出版
寻找“成都生活美学”

成都的生活美学是什么？面
对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每一

个成都人都会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
案。由著名作家阿来主编，章夫、庞惊
涛和刘锦孜执笔创作的 MOOK 书（杂
志书）《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日前
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成都生活美学传统源远流长

2月 25日在阿来书房举行的新书

发布会上，阿来和三位作者畅聊他们理

解并深度参与的成都生活美学，并系统

概括成都的生活美学。

阿来在发布会现场做了一场即兴

演讲。他以笛卡尔经典名言“我思故我

在”开场，“要思考，更要书写。因为经

过书写的生活会发生质的提升。无数

模糊的念头、细微的感知，都是在下笔

书写的过程之中，从混沌中凸显，变得

逻辑鲜明，并与现实产生关联。”

在阿来眼中，成都自古便是一个善
于创造美学的城市，这个传统源远流
长。从秦并巴蜀开始，蜀郡守张若就按
照秦都咸阳的规制，修筑了成都历史上
最早的城墙。在修完作为政治军事中
心的太城（大城）后，张若又紧靠大城，
在西面建筑了一座少城（小城）安置市
民，设置市场与种种工匠作坊，给这座
城市留出烟火气与市井生活的空间。

阿来历数了几位书写成都最出名
的文人——西晋的左思为蜀都作赋，
写出了双江绕城的壮丽景致：“带二江
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也写到城中
繁盛植物构成的自然之美：“布绿叶之
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
常晔晔以猗猗”……

最出名的“蓉漂”当属杜甫，在成都
不到四年的生活中，写下200多首诗。
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为成都留下了一份
完备的“个人诗歌史”。阿来还提到了
南宋诗人陆游的《入蜀记》和文人范成
大的《吴船录》。前者在入蜀途中一路
写下，后者则在将要离开成都之际，恋

恋不舍地把成都周边全部走了一遍，留

下一部记录甚详的优美散文集。

成都文艺与烟火相得益彰

成都如今在全国的知名度，主要还

源于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在勤奋工作、

努力生活之余，也能潇洒达观地享受，

这种松弛自然的态度，很像苏东坡。有

亲切的烟火气，又不至于仅剩享乐，其

中蕴含对生命的用心体验，以及对生活

中美好元素的深入发掘。阿来说，“只有

生活而没有美学，是动物式的生存；只有

美学而没有生活，则容易陷入假大空。

但成都将这二者融合得非常完美。”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分为《美

学寻古》《美学感会》《美学创造》三个篇

章，全方位爬梳了成都生活美学的历史

及脉源，浓墨书写了当下成都文艺与烟

火相得益彰的勃勃生机，表达了成都

“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的美

好愿景——不仅让民众生活得更“好”，

而且是生活得更“美”，以“美”生活去提

升和引领“好”生活。

三位作者在分享中提到，作为一部

开放性的生活美学作品，《有一种生活

美学叫成都》聚焦和致敬创造一切生活

美学的普通成都人，尤其是那些为成都

带来新的美学思潮、观念和美学享受的

“蓉漂”。这本书其实为寻找“成都生活

美学”做了一个开放性的引子，更多的

生活美学，需要当下及未来的成都人来

一起完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张一南解析“读古人”的意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张一南，

在北大课堂上开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大学国文”“中国古典文学欣赏”“诗词

创作”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这些课

程还被出版社拿去出成书——“张一南

北大国文课系列”（《年轻人的国文课》

《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张一南北大国文

课：六朝文学篇》）经由浦睿文化·岳麓

书社出版上市后反响热烈，销量喜人。

在最近落幕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

货会期间，张一南在现场跟读者做了一

场交流。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面

对面采访到张一南本人。据张一南透

露，她讲述“中国中古文学史”的后半段

——唐代文学的故事，即将出版成《张

一南北大国文课：唐代文学篇》，预计在

2023年内出版。

解读传统社会以诗取“士”的道理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对诗词文章

尤其是诗词写作的要求很

高。现代社会已经不这么

做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

诗词创作的意义何在呢？

张一南是这样回答的：“无

论在什么时代，人性中都

有一些很高贵的东西，不

以时代为迁移。我们读古

人，其实就是认识不同时

空中那种高贵的部分。当

然，一个人不一定非要会

写诗，但如果一个人会写

诗，确实能从其字里行间看

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传统社会会以诗取‘士’的道理。”

什么是“士”？这本身就是一个宏

大的社会史课题，不同时代的“士”的含

义也不尽相同。在张一南看来，“士”是

一个精英阶层，但不是一个权势的概

念。“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士’有很多标

准，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文学创作。

诗要写得好，要是能写赋就更好了。我

们就是从一个人的诗里发现他的士族

性的。”

文化的承载和传播者就是“士”

通读张一南的文章会发现，她分析

古代文人的成长背景、行为逻辑时，通

常会使用一个“士”的概念。

“士”为何如此重要？在当下，这个

概念还适用吗？张一南认为：“士的精神

已经内化了，不管在什么时代，总有一批

比较优秀的人，成为文化的承载和传播

者，这些人就是‘士’。其实叫读书人、知

识分子都行。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

会带来文化的下移，书籍变得更为普及，

就会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书，那么

‘士’就会越来越多。实际上，每一次文

化复兴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是给已经接

触了文化的人们讲文化，而给更多的人，

有可能成为新的一批‘士’的人，告诉

我们的传统精髓是什么，以及我们应

该怎么做。”

在传统文化中，“终南山”“隐士”

是一个常常出现的话题。乃至今天的

人，遇到心灵倦怠之时也有归隐山丘

的念头。对此，张一南也有自己的看

法，“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叫‘终南捷径’。

在古代，一个人如果想做官的话，有一

个捷径，就是到终南山去隐居，这样就

会得大名就有可能当官。为什么到终

南山不是别的山呢？因为终南山离大

城市近。今天我们再说到终南山去，

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种炒作。因为找

一个山里去隐居，跟隐士精神是背道

而驰的。追求精神自由不一定到山里

面去，到山里去也不一定能够追求到

精神自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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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业主及相关人员：
我公司建设的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大件路白家段

623号新建商住楼（中绿康桥）1#、2#、3#、4#、9#、10#、
11#楼、地下室、总平工程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规
划许可及建设情况公示于2023年3月10日至2023年
3月16日张贴于该项目现场。

特此公告
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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