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布朗，闻名遐迩的小说《达·芬奇
密码》的作者，一个十分擅长设计密码谜
题的人。这本有关瘟疫疫情的小说《地狱》
（路旦俊、王晓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12月版）是他最佳作品之一。

故事的起点是著名遗传工程师贝特
朗·佐布里斯特为实现他拯救人类的理
念而委托“财团”为他保驾护航，随后世
卫组织总干事伊丽莎白·辛斯基找到与
贝特朗同样熟悉但丁文化的艺术史教
授、哈佛大学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协
助她寻找贝特朗制造的未知瘟疫。而阴
差阳错的，兰登失去了两天的记忆，当头
疼欲裂的兰登从佛罗伦萨一家医院的病
床上苏醒，埋在各种管线与一堆医疗设
备里。他完全想不明白理应身处哈佛大
学校园的自己怎会来到了意大利。在他
依稀的梦境中，一个美得惊心动魄的蒙
面女子隔着被鲜血染红的翻腾河水对他
低语着：去寻找，你会发现……

年长的马可尼与年轻的西恩娜两
位医生向兰登解释他的病情，并描述着
他来到此地的情形，此时，一位黑衣女
子突然闯入重症监护室，不由分说地一
枪击毙试图阻拦她的马可尼。西恩娜一
把拉起兰登狂奔而逃。

当发现外套口袋里无端冒出一个
标有警示图标的钛金管后，兰登且惊且
惧，紧接着，他无意间得知西恩娜孩提
时曾是个智商高得异乎寻常的神童。为
了摆脱身份不明的对手，厘清眼前困境
的来龙去脉，兰登与西恩娜结为搭档，
开始与时间赛跑，他们被引入了由经典
艺术、秘密通道与未来派科技构成的迷
阵。而解开一切的钥匙就藏匿于史上最
为神秘暗黑的诗篇——但丁的《神曲》
之中。兰登必须赶在世界被不可逆转地
改变之前，找到答案。

故事的悬念设计虽有些老套，但在
作者有大信息量的叙述下，每次剧情反
转，依旧收到了良好的阅读效果。这种
节奏紧凑且不断反转的叙述方式，辅以
大段的环境描写和穿插的艺术典故，还
是很能营造出故事应有的气氛的。

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女主角西
恩娜显然担纲了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路
线。而书中另一位重要女性，世卫组织
总干事辛斯基女士，从神祗般的符号
到众多平庸执行者的代表，推动了绝
大多数情节反转。至于兰登，这位有品
位的教授，在我看来，他不算是真正意
义上的主角。他乍看近似于福尔摩斯
或神探波洛，却又有别于二者。或许是
因为他种种看花赏景般的行为，除了
提供主视角和增加一些无谓的感情戏
外，好像作用不大，但这位仿佛游离在
剧情之外、旁白多过的艺术鉴赏家，却
解开了全部谜题。

《地狱》故事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
人，实际是作者着墨不多，在楔子部分
就自杀身亡的贝特朗·佐布里斯特。这

是一个典型的疯狂天才，他风度翩翩，
极具专业才华，但思想偏激，残忍又理
智。就是这样一个制造了见所未见的基
因病毒，并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传播出
去，把所有人耍得团团转的科学怪咖，
却怀有真正崇高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和
人文情怀。他用极大的人格魅力令人相
信，所有其他人的平庸都只为了凸显他
的耀眼。

书中数次提到，且被单独印刷在序
言之后的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了作者想
要表达的意思——“地狱中最黑暗的地
方，是为那些在道德危急时刻皂白不辩
的人准备的。”实际上，正如西恩娜对兰
登说过的那样，当任何危机来临，人的
第一反应都是否认。这或许能够有助于
我们保持良好的情绪，可死于酣眠和死
于挣扎求生，哪一个更使人绝望呢？

书中世卫组织作为“正义方”，始终
努力阻止贝特朗释放瘟疫，但对于人类
面临的或将招来灭顶之灾的现状，他们
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会不知道
这些可怕的人口数据吗？但他们选择了
保守的，或者说效果约等于零的方法。
可又能责备他们什么呢？一方面，他们
没有能力制造这么天才的病毒，另一方
面，他们必须有道德底线，必须坚守他
们认为的人权，做正面形象代言。从结
局他们得知了贝特朗的病毒并不致死，
转而将错就错，不再追究。不难看出，他
们，或者说至少是辛斯基，是认同了这
个结果的。

世界需要佐布里斯特，我们拥有繁
花，也拥有泥沼，但只抬头看花，必将身
陷沼泽。而最可悲的莫过于爬过了大大
小小的沼泽，却还是不曾学会看一看脚
下的路，更加不愿不敢，把泥水抽干沥
净，好好筛出渣滓，填一块平整土地。更
有甚者，以为繁花既然开在泥沼之上，
就不应当看到坏的，只应当歌颂美好和
爱。试问，如若不是泥沼吞噬希望，鲜花
本可以在沃土自由生长，又何必用生命
来铺就这一路艰难？

当灾难来临时，无所作为其实就是
最大的罪恶。

阅读笔记

不恶之恶
——丹·布朗的名著《地狱》 段映竹

大理洱源诗人宋炳龙的诗集《不
鸣居诗稿》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2017年11月版），集中收入诗人多
年来创作的旧体诗词、曲 260 余首，记
录和抒发了作者的喜怒哀乐与人生
情怀。

“家住蓬莱碧水间，柳绦三月舞蹁
跹。渔歌唱到云中去，一叶轻舟近日
边。”（《洱源西湖八首之一》）洱源西湖，
地处高原之巅，为南国大理第一胜境。
是处苍山如玉，碧水如银。远眺红云芳
草，近听深浦渔歌。兼之满眼里翠岛白
鸥，蛱蝶清风。好一个人间仙境，世外桃
源。徐霞客昔日泛舟西湖，曾欣然赞曰：

“悠悠有江南风景，而外有四山环翠，觉
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故诗人喻之为东
海蓬莱，窃以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诗中
所喻之蓬莱便是诗人故里桑梓——洱
源。他自幼生长于斯，得其沾溉，受其濡
沫，吐故纳新，造就一副锦绣心肠，故出
句多奇思妙想，正如明人谢榛所云：“诗
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
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其《洱源西
湖八首之五》诗云：“绿苇青青碧似纱，迂
回水畔两三家；相邀酌酒撑船去，篙点清
波动晚霞。”诗写西湖情景，清新流畅。尤
以结句最为精彩，长篙点处，碧波荡漾。
而此时正斜阳照水，水天一色。故清波
动处亦见霞光明灭，摇曳其中。如此描
摹，则动感十足，活泼顿现。

泰山日出，为天下奇观之一。诗人久
慕其胜，故不远千里，披星戴月，只为一
睹旭日初升之绝美瞬间。《守候泰山日出》
写出了当时的情境：“披星戴月久徘徊，守
候峰巅现紫帷。红日手心才捧出，前程无
限尽朝晖。”“红日手心才捧出”一语甚妙，
颇具慧思，想是诗人从游客手心捧日之摄
影图片中悟出，成此佳句。又如：“岱宗千
里路迢迢，朝圣崎岖上碧霄。遥望乡关云
万里，家居缘比泰山高。”（《泰山顶上远
望》）泰山为五岳之首，被人称为“海天之
怀，华夏之魂”，但诗人剑走偏锋，又出“奇
招”，泰山海拔虽高达1500多米，但与诗
人所处之云贵高原相比，则不免小巫见大
巫也。故诗人由此发出“家居缘比泰山高”
之感慨，的确不同凡响。

“渐近庭堂脚放轻，数竿竹瘦叶青青。

不闻室内先生语，只有秋蝉耳畔吟。”（《杜
甫草堂遥寄之一》）寻常人等写凭吊缅怀
之诗，多沉郁顿挫，读来心绪黯然，而宋炳
龙此诗却丝毫不见凝重，倒显得空灵飞
动，大有返虚入浑之象。从首句“脚放轻”
到尾句“耳畔吟”均语态新巧，笔致清雅。
但又予人无穷回味，令人唏嘘不已。“咏古
七绝尤难，以词意既须新警，而篇终复须
深情远韵，令为玩味不穷，方为上乘”，此
清人朱庭珍语录，可谓一语中的。

“缅甸思归事已非，樱花寒尽绽春蕾。
雨丝紧缠乡愁舞，心伴流云缓缓飞。”（《密
支那思乡吟之一》）诗人旅居缅甸，日久思
归。那种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之况味，便不
说我等自也体会得到。景因事起，境由心
造。雨丝风片，春蕾流云，极美之物态也。
而此时于诗人眼中却似百转愁肠、万点乡
思，令人辗转反侧。而诗中不经意间之转
合，却使佳境渐成。诗人用拟人化之手法
令自我内心之情感喷薄而出。

宋炳龙精于研习，勤于下笔，故平日
里好诗迭出，奇思隐现。如“醉眼朦胧观
世态，新芽惆怅问春晖”（《感怀之二》）；

“明月如歌随浪涌，云烟过眼伴鸿飞”
（《感怀之三》）；“悲风恨晚飞红雨，香暗
余情染青丝”“花落为泥香已尽，泪飞如
酒醉难归”（《惜春》）；“光辉照我诗情涌，
袅袅温馨下九霄”（《日出景观》）；“啼得
春归人未归，晓枝拂泪弄春晖”“可怜相
思难隔夜，秋波荡出九天月”（《仿古情
歌》）。“花海春来红烂漫，黄鹂布谷相呼
唤”（《蝶恋花·林海歌声》）等等，或朦胧，
或空灵，或洒脱，或婉转，皆深情一往，有
感而发。且回环有致，曲尽其妙，如禅房幽
径，别具洞天。清人王夫之尝云：“含情而
能达，会景而生心，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
工之妙”（《姜斋诗话·卷下》），炳龙深谙其
理，故写来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宋炳龙虽以
务农为业，但闲暇时节，皆与书为伴，发
奋苦读。不说囊萤映雪，也是青灯黄卷。
数十载晨昏朝暮，终不负磨铁之功，厚积
薄发，水到渠成，他而今不惟诗词硕果累
累，散曲、小说、杂文、新诗、戏剧等亦多
有涉猎，且斩获颇丰，可谓遍地开花，前
景喜人。但书山无尽，学海无涯，诚望炳
龙百尺竿头，再上层楼。

推荐与品读

诗喜奇崛不喜平
——读宋炳龙《不鸣居诗稿》 林 峰

在 2020年 4月 23日第 25个“世界
读书日”到来之际，由中共云南省委宣
传部、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
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全
民阅读活动办公室共同发出全民阅读
倡议书，倡议每一位公民积极加入到全
民阅读的队伍中：每天多阅读 10分钟，
每周去一次书店，每月摘录一些好词佳
句，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智慧得到启迪，
让思想保持活力。

针对倡议活动并结合当下的抗疫
现实，省内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生动
活泼的网上全民阅读活动，让今年的

“世界读书日”变得特殊而饶有风趣。

云南省图书馆
14项活动开展“书香战疫”

作为成立百年富有光荣传统的云
南图书馆，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以全新
的状态推出以“书香战疫 阅读成就梦
想”为主题的系列线上阅读推广活动，
充分发挥和展现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
期间公共图书馆在建设民族文化、构建
学习型社会、推动全民阅读中的重要作
用，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继续打造“书香
云南”品牌。

14项活动，包括了“书香战疫·阅读
悦美”短视频征集展示、“书海寻宝”知
识竞赛、“科学引领，知识战疫”有奖竞
答、“抗疫之声 经典同行”线上朗读、

“农文网校”系统宣传推广、“数字展览
矩阵”活动以及“好书在线读·云悦嫏
嬛”活动、少儿英语读书会“十二周阅
读”（第五季）、盲人数字阅读分享、“众
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等，短视频
征集展示、知识竞赛、有奖竞答等活动
的优胜者，省图都将给予图书、阅读卡
等奖励。

活动中的“数字展览矩阵”活动，省
图依托微信公众号“看展览数字平台”
数字展览资源，特别精选与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世界读书日主题相关的展览
共同组成“数字展览矩阵”，将《战“疫”
中的您们——美术作品展》《城市文明
风向标——世界著名图书馆》《腹有诗
书气自华——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
阅读推荐展》等10场经典展览进行线上
集中展示，呈现一个多元化的展览矩
阵。展览应用现代全景场景技术、展览
展板720 度的立体呈现、语音解说等便
民功能，为读者观展带来全新的体验。
同时，设置互动参与环节，读者观看展
览后可通过“我为展览点赞”按钮为喜
爱的展览点赞并留下观展感受或展览
评价，活动新颖而有趣；“好书在线读·
云悦嫏嬛”活动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
读者推介省图馆藏珍贵古籍文献，对古
籍珍品进行宣传及阅读指导；世界读书
日当天的网上讲座直播，内容是《疫病
流行中的中医药》，云南省中医中药研

究院主任医师方路主讲的讲座，帮助广
大民众科学认识疫病，学会科学防治流
行性疫病，颇具现实意义。

“书香战疫”，省图正在进行时。

“书为媒”
云南新华书店铸就70年辉煌

“世界读书日”来临，位于昆明市中
心的交三桥云南新华书店昆明书城开
始了提升改造，其重点在于优化书店文
化空间，扩大服务内容，适应新的阅读
要求，提升读者体验。新时代，读者的阅
读方式和阅读需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改变，读书的“书”，除了纸质媒介，新
媒体、新渠道、新需求，促使书店变身，
不得不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
产业变革，研究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建立现代物流体系，打造现
代发行和销售业态，提高书店的信息
化、标准化、智能化、集约化水平。读书
日，我们感受到新华书店既坚持传统又
适应时代的惊艳改变。

今年是云南新华书店成立70周年。
70年前，47个人组成的云南新华书店

“建店”小分队，带着一卡车图书从南京
出发来到昆明，20世纪 50年代开春，新
华书店昆明分店正式“开店”，一卡车图
书和原《云南人民日报》文化部翻印的
部分图书就是建店之初的全部家底。除
了有限的实体小书店外，在云南的高山
峡谷间，马帮驮书、背篓送书、溜索送书
等成为了云岭大地上独特的发行风景。
但阅读是不能忘记的，书香传播是责
任，也是使命。70年来，云南新华书店从
清凉山麓星火燎原到千里边疆文化垦
荒，从峰高谷深马驮溜索到边寨僻壤自
力更生，从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到坚定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始终

传承文化基因，传播科学精神，引领教
育群众、凝聚奋进力量，红旗插到哪里，
新华书店就在哪里落地生根。

70年艰苦奋斗，目前的云南新华书
店早已形成覆盖全省城市，辐射东南亚
的图书发行网络——为云南多民族学
生教育始终践行“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的庄严承诺；开辟“24小时智慧书店”；
特色书店、校园书店、最美书店遍布全
省城乡；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
觉，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在老挝、缅甸、泰国成立
中华乡愁书院，更好担负起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今天，云南新
华书店依旧是三迤大地图书发行的中
流砥柱。

今年的“世界阅读日”，云南新华书
店重点推出了全民阅读推荐书目，同时
开展阅读接龙分享活动，活动将给予积
极参与者优惠会员卡、“云上乡愁”读书
礼物，邀请参加读书交流活动和精读品
评活动……通过渠道下沉，服务前移，
打造了“悦读在新华”“书香彩云南·惠
民书市”“书香九进”等活动品牌，丰富
了实体书店的文化体验功能，全面提升
了云南新华书店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在培育良好读书风尚中推动书香社
会、书香云南建设。

“书香昆明”
好书评选令人瞩目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下午，
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指导,中
共昆明市委宣传部主办,昆明报业传媒
集团·都市时报、昆明新华书店连锁有
限公司承办，云南省图书馆等多家单位
承办的“第八届书香昆明·好书评选系
列活动”颁奖礼直播暨“书香昆明”城市

宣传片首发式在昆明举行，读者们通过
网络直播观看颁奖礼，共享阅读、朗读
之美，共同度过疫情期间一个最特别的
世界读书日。

颁奖礼上，“第八届书香昆明·全
国/云南十大好书”以及“声音的力量”
全民朗读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等
奖项正式揭晓，《我心归处是敦煌：樊
锦诗自述》（樊锦诗 口述 / 顾春芳 撰
写，译林出版社）《雾行者》（路内）《十
问：霍金沉思录》（ [英]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技出版社）《手上春秋——中国
手艺人》（ 南翔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书店日记》（ [英]肖恩·白塞尔著，顾
真译，广西师大出版社）《老鼠、虱子和
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美]
汉斯·辛瑟尔 /谢桥等译，重庆出版社）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日]夏目镜子
口述 / [日]松冈让 整理，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等荣获“全国十大好书”，洪
峰《我正在云南》（万卷出版公司）、彭
荆风《初进佤山》、《许渊冲西南联大日
记》（云南人民出版社）、半夏《与虫在
野》（广西师大出版社）以及周重林《造
物记：云南古茶园的秘密》（中华书局）
昆明市文史馆《聂耳：从昆明走向世
界》（人民出版社）等荣获“云南十大好
书”，赵露、潘思峻、蒙昊一、赵雨欣、
金彦彤等荣获“声音的力量”全民朗读
大赛奖。好书的评选和朗读大赛直接
启动了作者、出版社、书店、书评人与
读者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为“读书日”
平添了活力。颁奖礼中播出了杨升庵、
老舍、汪曾祺、李广田等描写春城昆明
的优美篇章片断，读书界专家分享读
书心得，颁奖礼中还为热心读者和互
动者准备了读书会员卡等丰富的阅读
礼品。

“书香昆明”活动受到了读者热烈
的关注，10多万人在线参与颁奖活动。
据悉，光在“全国/云南十大好书”评选
中，参与网络投票的网民就逾8万，创造
了8年来“书香昆明”好书评选以来的网
络投票率的新高。本届的读书活动，有
读也有听与看，听、读、看的结合，开辟
了阅读的新风景，评好书与评选朗读优
胜者，专门聘请了止庵、李宏伟、于坚、
刘伟等专业人士，也进一步提高了评选
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受到多方面的好评
与赞誉。

作为“书香云南”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创办于2012年“书香昆明”系列活
动，迄今已举办了 8届。坚持不懈的举
办，带动了全省全民阅读的风尚，光就
今年而言，全省各高校、中小学、企业、
社区、军营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活
动，让阅读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让阅读
者乐享阅读。阅读方式以及阅读广度与
深度的拓展,让云南宛然成为了一方书
香大地,读好书的文化力量，增强了云岭
大地战疫必胜的信心。

西双版纳本土作家边八哥（原名
王正聪）创作的30万字长篇小说《神象
的儿女们》，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020年 4月版）发行。这部小说是云
南省乃至全国第一部描写人象冲突、
反映傣家人生态观的生态文学作品。

边八哥用诗意的笔触，为读者再
现了中国边陲西双版纳唯一生存野生
亚洲象的宏大场景，编织了西双版纳
各族人民与野生亚洲象的生死情结故
事，揭露了境内外不法分子猎杀野生
亚洲象、贩卖象牙的滔天罪行，颂扬了
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及森林警察保护、
救治野生亚洲象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
迹，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西双版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土
地面积1﹒9万平方公里，有动植物王国
之美誉，有 13个世居民族，与老挝、缅
甸接壤，澜沧江（大象之江）连通六国。
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特殊自然环境，
特殊人文环境，特殊国际环境和特殊
的亲缘关系，自然会造就出特殊的时
代产物，人与人，人与动物，动物与植
物之间的特定关系。在这种特定环境
里，就免不了有人与象、象与人、人象
恩仇记、人象情未了等等扣人心弦的
故事——

小说的开头，定格的时代是 20世
纪 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不
久。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中国的大门刚
刚打开，西双版纳的边境一线贸易鱼
目混杂，利益的驱使，自然就让猎杀野
生亚洲象和贩卖野生亚洲象牙的偷猎
者把目光盯上了竹箐沟，这个离中国
边境乌鸦寨只有两公里的丛林小径边
缘地带。这里距中缅边界239号界碑则
仅有60米，雨林沟谷，中外偷猎者在这
里用鸦片、海洛因泡香蕉引诱野象就
范，然后猎杀，取掉象牙；然而，救助野
象的警民也在这里与犯罪分子们展开
殊死搏斗，于是人与人的搏斗、人象冲
突、人象情爱、人与人爱以及多民族之
爱等等，相互交织，扣人心弦……于
是，一部集故事性、民俗性、知识性、趣
味性与生态保护、爱情纠缠等为一体
的故事就这样展开。

小说里有两条情节线，一条是小
说的主线条情节：央视法制栏目派资
深记者林莽跟随一次保护野生亚洲
象实战采访，央视播出后引起高层的
重视，做出了成立保护野生亚洲象森
林警察局，与当地的各少数民族一道
保护和救助亚洲象的情节；第二条情
节线则是主人公林莽与王珊珊的爱
情纠葛以及与傣家姑娘玉波罕动人
的爱情。

央视法制栏目记者林莽爱上西双
版纳后，宁愿放弃北京的工作，甚至放
弃到国外发展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投
身到西双版纳的亚洲象保护救助工作
中，爱人不理解，最后无奈分手，但执
着于亚洲象保护救助工作的他，最终
获得了傣家姑娘玉波罕的爱情。

而玉波罕则是一位金子般美丽的
傣家姑娘，她身材窈窕，天真活泼，能
唱会跳，敢爱敢恨，通过不断的学习，
成为了西双版纳新时代傣家姑娘的化
身，获得了爱情。玉波罕这个形象的塑
造，有别于以往文学、影视作品中傣家
女的形象。她是当代大学生，聪明伶
俐，能歌善舞，对爱情大胆执着，甚至
还带着点小俏皮，确实不同于人们以
往的傣女形象，她太完美了。

小说塑造了很多形象：森林公安
柯诚，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为了保护
大象而英勇献身，他的牺牲，直接激励
了林莽立志要为西双版纳奉献一生；
传奇的领头公象西广，仿佛通人性，它
聪明、勇敢，带领野象群到西双版纳野
象箐硝塘，来这里补充矿物质硝盐，把
这里当做嬉戏舞池、理想餐厅，也带领
野象群躲避犯罪分子，行走野象通道，
寻求好人们的帮助；西双版纳野生亚
洲象种源繁育中心里，无数的大象、小
象受伤后被救助，那是生命的摇篮，人
象情未了的天堂；小说还生动塑造了
一群土生土长的西双版纳傣乡人：兰
教授、刀明、柯城、兰晴、摩雅傣、玉喃
溜、老寨主、康朗叫、汪云艺等，性格虽
各异，但爱西双版纳这片雨林却是他
们的共性。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
给生育他们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这

片雨林以及这里的野生亚洲象。正是
有了这样一群群热爱家乡，热爱生活
的人们，这里的风俗才让人回味，这里
的故事才令人咋舌，这里的情感才让
人留恋，这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才
让人动容。

小说中描写大象出场的次数不下
50次，似乎 47次大象的出场都是悲哀
的结局，不是被猎杀，就是被砍头锯象
牙；不是被毒死，就是攻击人类；不是
公象死，就是母象难产、小象死亡……
这方土地、这方人与大象的情结似乎
永远是血腥的和敌对的。

但是，另外几次大象出场，虽然描
写次数少，却充满了阳光——中国、东
南亚、西双版纳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
及保护动植物的组织与人们已经觉
醒，在“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的保护
野生象，不准贩卖象牙的国际大环境
下，我们已经行动并已卓有成效：我们
已经建立了野生亚洲象保护和训练中
心；我们已经成立了保护和救治亚洲
象自然保护局和森林公安局；西双版
纳的野生亚洲象由原来的 100多头发
展到300多头；大象训练学校救助和培
养了几十头野象、人工成功繁育了新
生的小象……神象的儿女们正以对野
生亚洲象和其他动物认真负责的态度
和精神，让动物们有家可回，有家可
安，繁衍生息。小说里用了大量的篇幅
描述了人象情未了的故事。

小象“腊腊”，这个形象的出现，应
该说是点睛之笔，是人象情缘的美好
使者。它的每次出现，都安排在盛大的
节日里。人们把它打扮一新，让它驮着
小天使——象姑娘玉喃溜出现，吉祥
的日子，吉祥的祝福，无不是“西双版
纳是骑着大象上学”的情景再现。在一
次危险的时刻，小象腊腊奋不顾身，驮
着玉喃溜跑出了被犯罪分子精心设置
的野象群包围圈，把小象知恩图报的
情感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神象的儿女们》的面世，填补了
我省多年来反映人象冲突生态文学作
品的空白，小说中呈现的诸多问题，留
给读者去品读思考。

本期聚焦

抗疫不忘“书香云南”
——写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之际

本报记者郑千山文/图

纪念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文集《百年曾祺：
1920—2020》日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梁由之编，2020年3月版）。

这部 30余万字的纪念文集，收
入了宗璞、邵燕祥、巫宁坤、铁凝、叶
兆言、王安忆、孙郁、林贤治、张昆华
等名家怀念、记录汪曾祺生平其人其
书的文章 62篇（存目 16篇），举凡汪
老生平、故乡、家庭、师友、性情、爱好、
阅读、创作、饮食、书画、旅行、书缘人
缘……都有涉及，所选文章时间跨度
超过 70年，作者遍布东南西北中，远
及海外。全方位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
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
读、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饶有意趣。
是汪曾祺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文
本。汪曾祺长子汪朗为该书作序。

《百年曾祺》编选者梁由之系著名
文史学者、作家、策划人。著有《大汉开
国谋士群》《百年五牛图》《从凤凰到长
汀》《天海楼随笔》《孤独者鲁迅》等。曾
策划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
百年文萃》、编选《汪曾祺文存》以及大
型书系《海豚文存》《梦路书系》《一苇
丛书》《视野书系·书坊》等。

郑千山

新书架 书香云南

《百年曾祺：1920—
2020》出版

西双版纳的人象未了情
——读长篇小说《神象的儿女们》

吴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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