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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朗的姿态跃入横断山”

七堇年的家乡是四川泸州，位于横

断山脉的东缘。她在后记中透露，自己

以前少有深入横断山脉。2020年春天，

她与友人一起前往探索横断山脉，开始

了一场艰辛但收获满满的“横断浪

途”。“人年少时，对远方这个符号赋予

过高的价值，近在身边的事物，往往就

因为切近，而失去了光晕。舍近求远多

年以后，才意识到风景是内心的发明。

近处与远方，其实是一组镜像。而诗与

远方无关，取决于观看的方式。”她在书

中写道。

三年时间，三万里路，七堇年一次

次深入横断山脉，又一次次归来，在天

地辽阔中，一起走到人生深处，行走的

收获和感悟也结集在她的文字之中。

茅盾文学奖作家阿来高度评价七堇年

新作：“她以健朗的姿态跃入横断山，带

出关于生活、实践与写作的更多可能

性。”

“横断山”概念最早出现在清末地

图学家邹代钧编写的《中国地理讲义》

中：……迤南为岷山、为雪岭、为云岭，

皆成自北而南之山脉，是谓横断山脉。

到了当代，横断山脉又有了广义和狭义

的区分：广义的横断山脉位于青藏高原

东南部（ 介于北纬22°-32°05ˊ，东

经97°-103°之间），为四川省西部、云

南省西北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向

山脉的总称，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山系。

它东起邛崃山，西抵伯舒拉岭-高黎贡

山，北达昌都、甘孜至马尔康一线，南抵

中缅边境的山区，面积60余万平方公

里，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

向山系。狭义的横断山脉指三江并流

地区的四条山脉，即沙鲁里山、芒康山-

云岭、他念他翁山-怒山及伯舒拉岭-高

黎贡山。

“横断浪途”归来感悟深刻

在“横断浪途”中，七堇年在迷雾中

攀登贡嘎山，在岷山参与野外巡护，在

王朗的雨夜里露营，她第一次如此接近

探险家的梦想。看见细雪里的牧羊人，

茫茫荒原中自在跃动的藏原羚……她

看见天高地厚，看见一无所有。她穿梭

在神秘的族群、永恒的信仰与古老的生

活之间，撞见物种与命运的多样，也写

下自己的内在风景。七堇年在书中写

道：“我常忍不住问自己：在当今影像时

代，选择以写作去呈现一段旅程的时

候，到底还能呈现什么。毕竟，比起视

频的快捷与直接，用文字表达风景，多

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还好能自我宽

慰：照相术发明了，但绘画没有消失，它

成了艺术。飞机、汽车已然快捷而普

遍，但马拉松没有消失，它成了运动。

那几十公里马路，由于被你的脚步一寸

寸亲吻过，而产生了彻底不同的含义。

就像绘画不再为了写实，而是创造。”

在书中，七堇年特别将“旅游”和

“旅行”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以消遣和

度假为目的的现代旅游业诞生之前，人

们一想到旅行，总是与颠沛、狼狈、困

苦、折磨这些词相关联。这是为什么旅

行（travel）一词暗含“辛苦”“折磨”“不

愉快的劳作”之义，它与现代法语中的

工作（travailler）一词是近亲。作家

辛西娅· 奥齐克曾对“旅游”和“旅行”

做了一个微妙的区别，前者是“一个人

走进一个地方”，后者是“一个地方走进

一个人”。

“横断浪途”归来，七堇年对“旅行”

的意义也有深刻的感悟：“旅行是流动

的盛筵，一种反日常的突围。从踏上旅

途的那一刻我就明白：生活不会放过我

们，回到城市后，茫然和无趣的日子将

接踵而来。我们仍然要回答‘该如何正

当地生活’，要鼓起勇气直面‘伟大的作

品与生活之间，古老的敌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金朝玉对此文亦有贡献）

七堇年用文字深思“旅行的意义”

中国碑刻石刻文物作为一种独特

的历史文化载体，集书法、绘画、雕刻等

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记录了中华民

族、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多维度历史信息，堪称一部

刻在石头上的中华文明百科全书。日

前，国家文物局印发了《第一批古代名

碑名刻文物名录》，受到社会大众的广

泛关注。

不久前，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碑刻研究通论》（全三卷）首发。

该书历经三十年精心打磨，洋洋二百余

万言，辅以1300幅碑刻图版，从碑刻史

论、碑刻文化专题论、珍奇碑刻考探三

个角度构建中国碑刻文化，全面展现出

中国碑刻起源、发展、演变的基本图

景。三卷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有利

于读者全面了解凝结着中国民族传统

文化的碑刻文物，从而推动碑刻的保

护、管理、研究和利用工作。

在主题为“刻在石头上的中华文明

图景”新书发布会上，江南大学教授、历

史学研究员金其桢，中国孔庙保护协会

顾问、专家组成员，苏州市儒学研究会

会长，苏州碑刻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

员张晓旭等专家出席了活动。

金其桢教授回顾了这项开创性的

学术工程背后的研究心路、研究方法与

研究视角。他认为，目前关于碑刻的论

著，多是书法艺术鉴赏和金石文字考据

的类型。然而中国碑刻文化的内涵极

其博大、精深、宏富，只有将其置于数千

年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宏

观视角下，从单一到综合、从微观到宏

观、从零散到系统、从表象到内涵、从历

史到现实、从国内到海外，进行全方位

的研究考察，才能把握住碑刻文化发展

的脉搏，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一幅中国

碑刻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图景。

张晓旭研究员曾长期担任苏州碑

刻博物馆副馆长，他评价该专著首次构

建了中国碑刻研究的框架结构，将复杂

的碑刻文化理论通俗化，论证丝丝入

扣，且通俗易懂，是一部含金量十足的

学术论著，为我们认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袁子毫 实习生 袁琴

日前，由四川教育出版社精心策划、

出版的一套“艺术中国”系列丛书举行了

首发式。首辑三本书包括《走近中国绘

画》《走近中国书法》和《走近中国音乐》。

丛书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黎孟德分享了几十年积累的创作体

验，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

魂、我们的根，并以通识的方式和生动

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中国传统书画的

发展历史等。在活动现场，他还结合几

种书体的书写技巧，与现场小读者互

动，共同书写“艺术中国”几个字。

该丛书分别介绍了中国艺术各个

门类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技法流变、

成就及影响等，通过作者的引导，读者能

赏析经典代表作品，品味作品的历史背

景、艺术价值，对于提升读者的艺术素

养、人文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强化家国情怀、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系列后续品种《走近中国

戏曲》《走近中国舞蹈》《走近中国建筑》

《走近中国雕塑》《走近中国陶瓷》《走近

中国民间艺术》等各册，将在今明两年

陆续出版。

据出版方介绍，这套丛书属于“这

就是我们的中国”大型出版项目，通过

丰富多元的内容与形式，向包括青少年

在内的广大群众和国内外关注中国文

化的读者展现中华文脉和中华文明的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出版社供图《艺术中国》丛书首辑。

提到七堇年，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17岁时发表《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入围新概念大赛的“青春文学”标识性作家。她19
岁出版的《大地之灯》，深受读者和业界好评。她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等重要文学奖项。随着

时间的推移，80后作家集体告别“青春”主题，七堇年也在文学领域找到新的领地。
2023年8月，久违的七堇年推出她的首部旅行散文集《横断浪途》，再度回归读者视线。这一次，她通过旅行来表达思考。

《中国碑刻研究通论》：刻在石头上的中华文明图景

“艺术中国”丛书首辑出版

畅销书作家行走横断山脉

七堇年 新经典文化供图

《横断浪途》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