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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畅销16年
作家刘小川分享如何讲好传统文化

《槐轩流韵——刘奇晋书法作品集》：
集中展现书法家艺术探索之路

《〈本草纲目〉通识》：软文笔中传递硬核知识

千载诗书城，三苏文脉长。
眉山孕育了苏东坡，苏东坡

也为这座城市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内涵，
并成为眉山最响亮的名片。在眉山，一代
又一代人从先贤苏东坡那里汲取营养，
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刘小川就是
其中一位佼佼者。刘小川写苏东坡有
一个“近水楼台”的优势——身为眉山
人的他，自幼生长在三苏祠附近，深受

“三苏”文脉气息的熏陶。

传记既要尊重史实又要好看

近些年来，刘小川出版过多本关于

苏东坡的著作，在其最新作品《苏东坡

三百篇》中，突破了常见的传统文人传

记模式，用一种轻阅读的方式带领读者

亲近苏东坡，描绘出一个可爱、鲜活的苏

东坡。多年研读，刘小川对苏东坡的理

解一直在加深，同时又找到了新的解读

和表达方式——用最简练的语言，将苏

东坡以及围绕他的传统文化精髓，进行

有力表达和精准投送。

11月11日，由眉山市文联主办、眉

山市作协承办的“著名作家刘小川《苏东

坡三百篇》暨《品中国文人》全国畅销十

六年作品研讨会”在眉山举行。刘小川
在会上谈了他多年的创作体会，并分享

了在人物传记创作上的思考。

他说，人物传记是一块“洼地”，“人

物传记不好写。既要尊重史实，又要写

得好看，这是人物传记的两难。原因是

不好把握写实与文学想象的分寸，往往

泥古、掉书袋而不自知。有的作家写的

传记，往往过分虚构。虚构是还原历史

情景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虚构的核心问

题是对历史人物的精准把握。中国古

典文献浩如烟海，打得通是好汉，打不
通就麻烦。我们经常讲的三个打通：打
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雅俗。宏观的
对历史的把握与微观进入的同时，让历
史当下化。”

文人传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小川作品出版方上海文艺出版
社社长、总编辑毕胜在研讨会上透露，

《品中国文人》畅销16年，至今累计重

印140多次，不仅在业界、学界取得了巨

大成功，更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广泛关注

和热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传记

历来是重要的文化传统形式，它不仅记

录了文人的历史成就和贡献，更是我们

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文人传记呈现了勤劳、勇敢、

智慧、诚信、求索等民族精神和文化精

神，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今天，具有

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品中国文人》系列，

汇聚作家雄厚的文学笔力、丰富的艺术

再现力和广博的人生阅历创作而生，为

观览先贤文人的人生卷轴，体会中华文

化的有力脉动，提供了全新途径。”

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小说

界》原主编魏心宏在给研讨会发来的贺

信中提到，“从2006年刘小川的《品中国

文人》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到2013年全

部四卷本出齐，开始推向市场，渐渐地在

读者当中赢得了好评，图书出版至今，连

续畅销了超过十六年，这在我个人编辑

生涯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例子，在全国的

文艺类文史类图书中也是极为突出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刘小川供图

刘奇晋1942年出生于成都双流著

名的文化世家——双江刘氏，其高祖父

刘止唐先生是著名经学家，其曾祖父刘

桂文是晚清进士，其父刘东父是四川书

画界备受敬重的著名书法家和诗人。刘

奇晋受持书法艺术源于其父刘东父、叔

爷刘咸炘等，崇古创新，形成了守正、俊逸、

精健、充盈等独有的书法特色。日前，

《槐轩流韵——刘奇晋书法作品集》由四

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书名由马识途先生题写

1962年，刘奇晋在父亲刘东父先生

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1982年起研

究苏轼书法作品，陆续有成果发表；1991

年应书法家刘正成之邀合作编写出版

《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次年获四川省

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

奖。1994 年参加《四川省志·文艺志

（1840～1990）》的编辑工作，任书法部分

总纂和撰稿。

2019年3月，刘奇晋因病在成都去

世，享年77岁。刘奇晋去世后，由中国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书法家协会

主席戴跃主持、主编，在诸多同仁的促成

下，经过几年汇集整理刘奇晋不同时期

的书法作品，编纂出版了《槐轩流韵——

刘奇晋书法作品集》，2023年由四川美

术出版社出版。该作品集书名，是马识

途先生于2022年107岁时所书。

书风影响了不少后辈书法家

这部作品集汇集了刘奇晋临帖、创

作、信札、自作诗画、常用印鉴、生平年

表、各种照片以及序文、夫人李小英所写

后记等，将书法思维、探索创新、变革途

径、创作模式、书法教育以及弘扬家学、

成就弟子等进行全面展现。

作品集中收入刘奇晋所书写《子问》

《又问》《豫诚堂家训》及刘氏祖先诗作

等，广泛传载了家学的精华、儒家的思

想，家亲眷属、门人弟子等的得悟真谛。

此外还载录了刘奇晋给父亲刘东父贺生

的对联，诠释了其为子之道；刘奇晋给爱

人的所书所画，表达了对爱人的理解、敬

重，尽显其为夫之道；他给子女、学生所

书作品，表现了对后代的慈爱与关怀，寄

予殷切希望和鼓励，彰显为父、为师之

道；他给亲戚、兄长、朋友书写的作品，体

现为亲、为友之道。

上世纪70年代，刘奇晋率先筹办了

成都西城区文化馆书法组，是当时全国

最早的书法组织之一，为推动成都书法

艺术的复兴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奇晋曾任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

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四届副

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文联

第三、四届委员，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第

一、二、三届副主席，以及四川师范大学

客座教授等职，先后培养了大量优秀

的书法人才，书风影响了不少后辈书

法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出版社供图

《本草纲目》是中华民族优秀
的医药学宝典，是中国本草研

究的集大成者，刊印问世后，在全世界享
有盛誉：达尔文多次引用其中资料，并称
其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盛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其
书更是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又先
后被译成多种文字。《本草纲目》以本草
为媒介，向世界展示了优秀的中华文明。

从一张李时珍像的邮票谈起

日前，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

携其新著《〈本草纲目〉通识》亮相，为广

大读者带来一场关于《本草纲目》和民生

日用、传统文化的讲座。

在《〈本草纲目〉通识》中，王家葵以

深厚的学养和幽默的笔调，将《本草纲

目》这部国人很“熟”但不“悉”的经典畅

达讲来。前言中，他从一张李时珍像的

邮票谈起，有故事有知识；正文则从本草

源流到该书的内容结构，从李时珍如何

继承前人研究到怎样发明新见，以及记

载本草救治故事、图书版本的流传和本

草图像的绘制等问题。全书在软文笔中

传递硬核知识，将国人日用而不觉的传

统本草文化的源流、药性等娓娓道来，知

识性和可读性俱佳。

“将学术成果变为国人通识”

据介绍，《〈本草纲目〉通识》是中华

书局近些年重点推出的“中华经典通

识”系列的一种。“中华经典通识”是一

套专家学者引导大众了解传统经典的

原创全彩图文“大家小书”。丛书立足

大众，致力于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融于

对每一部经典的最基本、最重要知识的

介绍之中，在梳理经典产生、流传历史及

其对中国文化、世界文明影响的源流过

程中，不仅传授“真知”，还要传递学者对

人生、对学术的思路与“智慧”。为保证

整套丛书的品质和权威性，“通识”系列

的写作言必有据，力求兼具学术严谨性

与通俗易懂，将学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

将传统经典变成国人通识。

该丛书主编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长陈引驰教授，第一辑五种于2022年8

月出版，第二辑五种于2023年6月与读

者见面。第二辑五种分别为：复旦大学

王振复教授著《〈周易〉通识》、成都中医

药大学王家葵教授著《〈本草纲目〉通

识》、同济大学刘强教授著《〈世说新语〉

通识》、复旦大学许蔚副教授著《〈三国

演义〉通识》和北京大学周兴陆教授著

《〈唐诗三百首〉通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中华书局供图

刘小川在研讨会上。《品中国文人》。

《槐轩流韵——刘奇晋书法作品集》。

《本草纲目》通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