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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学习经典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普希金是俄罗斯最著名的诗人，也
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高
尔基说他是“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俄
国文学之始祖”，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普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著

名的长篇诗体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有
着崇高的地位，别林斯基认为是“俄国生
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
品”。故事讲述贵族青年奥涅金为继承
叔父的遗产来到乡下，他孤傲清高的独
特气质赢得了贵族少女达吉雅娜真诚的
爱，但自视甚高的他出于玩世不恭的习
性冷漠拒绝了达吉雅娜。奥涅金以居高
临下、看破红尘的姿态教导达吉雅娜：自
己不适于婚姻与家庭，也不配她纯洁的
爱情，他的心早与幸福诀别，和这些儿女
情长也已冰炭不融！狂热的爱情会日久
生厌，年轻的女郎也爱心易转，一切都将
烟消云散。纯真的达吉雅娜就像被顽童
捉住的可怜蝴蝶，爱情如彩虹般的翅膀
一样枉自拍打。

奥涅金在达吉雅娜的命名宴会上
挑逗好友连斯基的未婚妻引起了决斗，
杀死了好友。奥涅金过了一段漂泊流
浪的生活后重新回到彼得堡的舞厅，这
时他发现，达吉雅娜已经嫁给了将军，
成了公爵夫人——富丽庄严的涅瓦河
畔的女神。出于悔恨与虚荣，他又发疯
般地重新追求，但被严词拒绝：“我嫁了
别人，要永远对他忠诚。”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
鼻祖。他出身贵族，操着流利的法语，精
通贵族青年的一切爱好，特别是爱情之
学，每天都要在梳妆台前消磨3个小时，
坐着马车风驰电掣地从一个宴会奔向另
一个宴会，有时一天要参加 3个。奥涅
金受过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聪明富有
智慧，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空虚无聊的生
活，虽在自己的庄园里进行了简单的改
革，但最终还是一事无成，约会、偷情、决
斗都打不起精神，沉思、忧郁、无所事事
成了他生活的新主题：自从打死了朋友
以后，/没有目的，无所事事地活着，/已
经活了二十六个春秋。/太多的闲暇也
使他苦恼：/没有官职，没有太太，没有事
情，/他发现：做什么他都不行。他自认
为曲高和寡，但骨子里自私任性，是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纨绔子弟，没有为国为
民献身的高尚情怀，既不会站在贵族一
边，也不会站在平民一边，是一个痛苦的
利己主义者，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俄罗
斯民族文化的出路与希望。

贵族少女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的人
生理想。她生长在美丽宁静的乡村，纯
净而高洁，像山林的小鹿那样怯生不
驯，整天独自坐在窗前遥望着广阔的原
野幻想沉思，常常带着小说在幽静的森
林里独自游荡。她讨厌贵族地主平庸
空虚的生活，她的真诚与自律和奥涅金
的空虚与任性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奥
涅金时刻以遗世独立的姿态呈现在贵
族社会，但他与他们并无本质的不同，
达吉雅娜虽无截然的反抗，但她的出现
却时刻反衬着上流社会的自私与冷酷，

对奥涅金的自我中心主义也是一个讽
刺与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她如“圣
像”一般散发着神圣的光辉。

达吉雅娜热爱俄罗斯的自然、歌曲
和故事，有着俄罗斯的情感、道德和灵
魂，她与奶妈的亲密无间与对奥涅金的
断然拒绝显示了她坚强的道德信念与自
我牺牲精神。美丽的达吉雅娜顶着皎洁
的月光，带着无限的思念给奥涅金写信
的情景真让人难以忘怀：她是那么真诚
与纯洁，对美好的爱情充满了憧憬，从没
有想到虚伪与欺骗，她和自己的乳母密
谈，让她的小孙子秘密给奥涅金送信，在
冰冷的玻璃上用纤手写出代表奥涅金的
字母，这一切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长诗深刻揭露了 19世纪初俄国上
层贵族荒淫腐败的没落生活，反映了觉
醒贵族青年的苦闷与绝望，塑造了各种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优美的俄罗斯自
然风光，浪漫真挚的议论抒情，丰富感
人的情景刻画，富有音乐性的奥涅金诗
节等都使它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叶普盖尼·奥涅金》在中国有十几

个译本，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的译本
影响最大。

普希金（1799-1837）是俄罗斯最

伟大的诗人。他出身贵族，反对沙皇暴

政与农奴制度，曾被放逐幽禁，1837年

死于决斗。他一生创作了800多首诗，

歌颂自由，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同时也

歌颂了俄罗斯伟大的自然与民族文

化。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自由颂》《致恰

达耶夫》《致大海》《致西伯利亚》《假如

生活欺骗了你》，长诗《茨冈》，戏剧《鲍

利斯·戈都诺夫》，短篇小说《驿站长》，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叶普盖尼·奥

涅金》是其代表作。普希金的文学创作

对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发展，现实主义文

学的确立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别林斯基说，从普希金起开始有了俄罗

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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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像
1962年，《人民文学》刊登了毛泽东

主席未曾发表过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等6首诗词，送审时他本人在“小序”中

回忆道：“这些词是在1929年至1931年

在马背上哼成的。”

一个“哼”字，道出万千风流与胆魄。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在敌军围追堵

截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代伟人却

“在马背上”顶满天风雪、闯枪林弹雨，于

低吟浅唱间将满腔豪情化而为诗、聚而为

志，这是何等的意境、何等的气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毛泽东及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

家、军事家，不仅在人民革命战争史上创

造了辉煌的战争艺术，而且在戎马生涯

中以雄文华章挥洒出艺术中的战争，独

树一帜地展示出美与崇高的至臻结合。

人类的文明史上有一种现象不谋而

合——但凡各个民族史诗级的传世之作，

必定与战争有关。从目前已知的世界上

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到被称为

“古希腊百科全书”的《荷马史诗》，其故事

核心无不围绕着英雄与战争展开；而我国

的《左传》《史记》《孙子》《山海经》等著名

史籍，许多描写战争的篇章皆为经典之

作。还有那些堪称我们民族文化瑰宝的

边塞诗、豪放词，更是留下了征战风烟中

“千古英雄血与泪，一声长啸一声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人类文明

的演进归为“挑战与应战”。诚然，他所

言之“战”涵盖了经济、文化、市场等等。

但狭义而论，战争难道不是人类发展史

上绕不过去和必须应对的现象与事件

吗？据说，在世界 5000年的各类史书

上，记载的战争有上万次，和平的年份不

足500年。文学既然是对社会存在的反

映，是“人”学，那么，对血与火的战争进

行描写与记载，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文学

发轫的厚重一页。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不

是战斗故事，也不仅是战场、战事的记录

和反映，其更深邃的价值在于人类对战

争的认识与评判。罗兰·巴特尔在《写作

的零度》中说，小说“把生命变成一种命

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

变成一种有向度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

这种转变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

成”。既然战争曾经是人类挥之不去的

命运，那你必须去注视它，才能理解几千

年历史的走向与构成。战火中的文明是

脆弱的，但是，经过战场锻造的文学却是

坚强的。因为战争的亲历者对于英雄与

牺牲、胜利与悲悯、恐惧与愤怒的感受和

记录，没有辜负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有着

专业史学家无法替代的价值。借用杜拉

斯的话可以对战争文学做这样的比喻：

“写作是死亡后的重生。”

一位著名电影导演的艺术追求是：

“要从电影中看到电影。”我们也不妨这样

说，要从战争文学中看到战争。认识战争

不一定非要亲历战争，不能成为英雄的普

通人并不妨碍用心灵去贴近、感悟英雄。

因此，是否体现出战争中英雄主义的价值

取向和品位，应当是优秀军事文学作品够

不够资格的基本判断。尽管战争有着不

同于其他文学的叙事方法和别样的表达

角度，但如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伯所

说：“人们发现，现在已经不能将世界分成

不同种类的对象，而只能划分成不同种类

的联系。”不论是直面披坚执锐的战争传

奇，还是讲述爱恨情仇的凄美铺陈，一部

蕴含深刻的作品首先要做的是将人性的

所有侧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将文学的美感

体现在时代风云坐标间，将民族精神凸显

于深刻的历史追问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提出这样的命题：“言语是思想的直接

现实。”军事文学的特殊属性要求它的表

达必须灌注以一种英武豪气和文化品

格。记得前些年有个说法，叫“尉官文

学”，说的是投身二战战壕中的一批苏军

年轻尉官，战后依托自己的参战亲历，写

出了一大批震撼心灵的战争文学作品，如

我们所熟知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未列

入名册》……更值得一说的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有超过100万且年龄在15岁

至30岁的苏联女兵奔赴前线——那可是

真正意义的前线。她们中不仅有医护人

员、通信兵，还有直接与纳粹交战射杀的

坦克手、狙击手、伞兵、冲锋枪手。白俄罗

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数百位

枪林弹雨的亲历者，写下了纪实性的《我

是女兵，也是女人》。虽然是女性写女性，

但笔下绝无“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靡丽

文风。该书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

评语是这样写的：“她的书写，是对我们时

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倚东风，豪兴徜徉。”以历史审视现

实，以今天回望昨天，无论什么年代，记

忆战争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民族的

精神钙质，那种挥洒于“马背上”的审美

价值和文化自信，永远是艺术殿堂的瑰

宝，同时体现着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

“马背上”的诗篇与战争中的文学
■郑蜀炎

记者：《围棋与国家》系列丛书（中国

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作

为首个围棋主题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将围棋文化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

阐释，对蕴含其中的哲学、战略、军事、历

史、文化元素进行了富于时代性和创新

性的探索与建构。对于这套10部12本、

总字数约360万字的丛书，作为新当选

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您的创作定位和

初衷是怎样的？

林建超：这部丛书是从围棋思维角度
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包括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研究探索；以当代最新视角，对围棋
与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对
围棋竞技与文化的时代发展进行了前瞻
式分析展望，对浩瀚的围棋史料进行了系
统梳理；力图从根本上揭示围棋在国家
和民族精神生活、智力结构和文化体系
中的地位、功能、作用，回答围棋的价值
认识和理论构造问题，把围棋导入国家、
民族发展和文化格局的大系统；以此来
推动围棋和围棋文化的发展，让围棋成
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让中
国成为世界围棋的中心性强国。

记者：您提出了“中国要成为世界围

棋中心性强国”的发展目标。我理解，这

种强不仅是指竞技水平，更应从文化自信

的角度加以考量。尤其是在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方面，围棋应该而且也可

以大有作为。对此，您有着怎样的设想？

林建超：我认为，当代中国围棋文
化中蕴含着三方面基因，即传统文化基
因、红色文化基因、时代文化基因。围棋
作为国粹和国艺，聚集、积淀、融汇了厚
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特殊形
态的国学。红色基因的形成则源于老一
辈革命家、军事家对围棋的喜爱。在长
期的革命和军事斗争中，围棋不仅是他
们生活中的情趣和爱好，而且还进入了
战略思考和战争实践，成为人民军队文
化素养和精神气质的特殊写照。新中国
成立后，在党、国家和军队领导的关心和
推动下，围棋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新中
国的围棋文化，理所当然地属于党领导
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围棋
的时代文化基因，则是由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科技文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融
合而成的。当前，中国围棋发展际临盛
世强国到来的大背景、大趋势，我们应当
自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围棋领域
的中国故事、革命故事和时代故事。

记者：围棋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亦是现代科技、人工智能急于抢

占的智慧高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高度审视，围棋及其所蕴含的历史、

思想、战略、文化资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更是可以惠及整个人类文明的。进

入新时代，对围棋亦应有新的认知和理解。

林建超：的确如此。当前，围棋已经
成为国家智力形态的重要内容和国家软
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文化建设
中的价值、功能和地位日益凸显，迫切需
要我们拓宽视野、提高站位。尤其是近
年来人工智能围棋迅猛发展，新的围棋
智能时代已经开启。中国围棋界应当争
先手、谋大局，为围棋文化注入新的时代
内涵，将围棋文化打造成中华民族贡献
给人类的没有文字和语言障碍的文化珍
品，打造成世界通行的中国文化名片。

记者：围棋作为一种竞技与博弈，从

古至今都与战争、军事、谋略紧密相关。

在现代兵棋推演体系的发展中，也能看到

围棋思想与智慧的影子。您怎样看待围

棋的军事内涵及其在当前强军兴军背景

下的价值意义？

林建超：围棋对人类博弈思维发展
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为兵棋的出现与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现如今，
第四代兵棋已经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围棋
的技术思想和解决方案，建立高智能化

的智慧决策直觉系统，帮助指挥员及时
准确地判断形势，做出决策。围棋作为
最具战略性的智力博弈运动，包含的战
略要素极为丰富和完整。军事家、战略
家可以从中得到思维方式、战略谋划、意
志品格、心理素质等方面的锻炼和提
高。对军队而言，学习借鉴围棋中的战
略思维和方法对于提高官兵的战略素养
和打赢能力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
围棋所遵循的大局至上、战略制胜的规
律，对当今军事领域指挥决策智能化的
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

记者：近年来，围棋题材的文艺作品

渐成独特现象。《围棋与国家》系列丛书

不仅包含了《围棋与国家》《围棋与战略》

《围棋与哲学》《围棋与文化》《围棋与人

生》五部原创文论作品，还收入了《弈史》

《弈论》《弈诗》《弈画》《弈典》五部文献性

作品。这些此前散佚难寻的珍贵史料会

为相关的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参

照。您对当下的围棋题材文艺创作有着

怎样的观感和判断？

林建超：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人们更
深刻、生动地感知、理解围棋产生了积极
作用，促进了围棋文化的广泛传播。但
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很多文艺作品对围
棋元素的理解和运用还停留在肤浅的表
层，有的甚至出现错讹。其实，围棋的终
极载体是人，围棋不只是技或艺，更是一
种生活态度、生命哲学。好的围棋题材
文艺创作必然是将围棋的智慧、思维与
对人的情感、故事的细腻书写完美结合，
以正能量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观
念。当围棋国手在世界竞技舞台上频频
折桂，当围棋文化日益融入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文艺中的围棋形象亦应该越发
清晰、鲜活、生动和厚重。

穿越时空的中国智慧
——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谈《围棋与国家》系列丛书

■杨 戎 本报记者 傅 强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苏培成先生在谈到标点符号的
运用时强调：“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
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
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
可有可无的玩意儿。”他在《怎样使用标
点符号》（北京出版社）一书中再次强
调：“标点……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
定要有。”
“以言达意好像用继续的虚线画实

物，只能得其近似。”朱光潜先生在《无
言之美》一文中的这个比喻很形象，好
的文章，连标点符号都在表情达意，都
在暗暗地说话。用好标点符号不但能
弥补语言文字表达上的不足，借助特定
语境下的标点符号还赋予了言语主体
无法表达出的丰富情感。而且，用好每
一个标点符号，不但让有限的、有形的
语言文字借助标点表现出无形的、无限
的情感，还能画龙点睛地突出一段话、
一篇文章的小灵魂。

一个小蝌蚪很有可能毁掉一篇好
文章，已经有人因微言微语不擅用标点

符号而被贴上了“没文化”的标签。所
以，标点符号很要紧，“标点好像一个人
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
轻重。标点错了，意义也错了。”（郭沫
若）大概是因为太重要了，标点符号自
2004年就成为中招、高招菜单上的一道
家常菜。一个学生若连标点符号都用
不好，他的作文、他的语文分数或者总
成绩会好吗？

标点符号绝对不应该被省略或者
被空格和表情所替代。苏培成教授认
为：“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一个独特
的作用，说它们是另一形式的虚字，也
不为过分。”他甚至认为，标点符号是辅
助文字记录的语言，或表示停顿，或表
示语气，或标明需要标明的词语。用与
不用，用在哪里，颇值得仔细斟酌和推
敲。在《怎样使用标点符号》中，苏培成
教授通过大量实例，详尽地介绍了每种
标点符号的主要功能和正确用法，针对
使用中容易致错或混淆的地方进行重
点分析，正例、误例相互参照，讲得很细
致，讲得很透彻，既让我们认识到以往
错在哪儿，该怎么改，又让我们在轻松
愉悦中了解标点符号的历史及演绎过
程，很有趣，很有实用价值。

标点符号能使文本更出彩，情感更
饱满。前苏联著名高级编辑布拉果夫
说过：“标点符号就是标出思想，摆正词

和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句子易懂，声
调准确。标点符号好比音符，它们牢固
地缚住文章，不让它撒落。”人的情感世
界很复杂，而书面语言只能得其“近
似”。所以，我们常用“只能意会不可言
传”来形容这种浑然无迹的感情世界。

其实，标点符号就能充分达到“意
会”的作用，弥补语言文字“言不及义”
的缺憾。世界名著《悲惨世界》定稿后，
作者雨果就把它寄给了出版社。数月
无音讯，他提笔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
“？——雨果”；编辑回函：“！——编辑
室”。一“？”一“！”，可谓独具匠心。雨
果的“？”，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询问的意
思。编辑回“！”，简明扼要地表达了所
要回复的内容。从《怎样使用标点符
号》一书中，我们既得以管窥标点符号
的奥妙，更感受到了大家、名家行文做
学问的严谨。

管窥标点符号的奥妙
■刘英团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围绕构建中国话

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策划的“中国梦·中

国道路丛书”近日出版发行。《大国话语》

《大国担当》《大国核心》《大国复兴》《大国

治理》5种目前已出版，作者包括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韩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王义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曙光、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苏

长和等。这些作者均为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其研究和建树保证

了这套丛书的高度、深度和权威性。该

丛书从哲学、历史、外交、经济、文化等多

个维度，以理性的分析、翔实的数据、雄

辩的事实、生动的故事谈中国、论世界，

是国内外读者了解国际局势及中国发展

道路的重要参考。丛书“有利于传递中

国声音、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具有

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梦·中国道路丛书”出版
■滕鲁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