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夏，端午。

这一日，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
央，处在全年最“正中”之位，古人称其
为“飞龙在天”。

这是一个属于龙舟的日子。后
来，这又是一个品尝粽子的日子，为了
纪念一位诗人。

在悠长的文学史中，惟有屈原，这
位伫立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的诗
人，被后人一直在端午之时祭祀。

所以，这又是一个宜读《楚辞》的
日子。古来就有“痛饮读离骚”的诗词
典故，梁启超甚至断言：“吾以为凡为
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
乃为不虚生此国。”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家骊差不
多读了一辈子《楚辞》。端午前夕，我们
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茶几上放着他译注
的中华书局版《楚辞》。这个微风轻拂
的晨间，我们的视线投向了那片“朝饮
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迷
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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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读

在端午，读一部《楚辞》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我生于美洲》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毕艳红 译
译林出版社

今年是意大利当代极具世界影响的作家卡尔维诺诞
辰 99 周年。这是最珍贵的关于卡尔维诺自我评价的文
集。书中收录了 101 篇采访，时间跨越 4 个 10 年。其中既
有对笔下作品趣事的畅谈、对文学形势和命运的分析，也
有对城市、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思索。

《廊桥笔记》
鲁晓敏 著 吴卫平 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廊桥笔记》
鲁晓敏 著 吴卫平 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关于廊桥的文化随笔。作者亲历十多个省
市、数百座廊桥，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中国的五大廊桥群，
十七座典型廊桥，梳理了廊桥两千多年的曲折历史，对廊桥
的制作工艺、发展历史、风水文化、保存状况等进行了详细
解读，并将自己寻访过程中的故事融入其中，对廊桥建造、
保护背后一个个动人故事，进行了深入挖掘。

书中配图精美，很多现已不存的精美廊桥照片具有重
要的文献价值。

《月色朦胧》
程青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老舍文学奖得主的小说集，共收录三部都市主
题作品。以青春、爱情、职场、婚姻为关键词，小说直击当代
人生活的痛点。

《阳台上的鳗鱼》讲述一个为逃离家庭矛盾而选择“北
漂”的年轻女孩，受到房东夫妇热情的关怀，感受到久违的
温暖，也发现了这个美满家庭不能说破的秘密；《月色朦胧》
的主人公在家庭和职场的夹击中摸索前进；《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主人公从北京来到上海，调解两个朋友之间的情
感纠葛，却发现两人相继开启了新的冒险。

延伸阅读

《生物经济》
李斌 主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十四五”生物经
济发展规划》。究竟什么是生物经济？怎样才能做大做强
生物经济？生物经济时代，会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它将带
来一场怎样的科技变革、产业变革乃至社会变革？

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本书主编多年跟踪生命科学前
沿，通过立体对话知名专家、投资人、前沿企业家、科学家
和政府部门负责人，深入剖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尤其是国内外生物经济发展大势。

踏入一个浪漫的世界

林教授说，《楚辞》的特点，就是
浪漫。

作为浙江大学文学院楚辞学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林家骊
不时信手拈来，吟诵几句。他见记者有
些“跟不上节奏”，就翻开《楚辞》，手指划
过的字里行间，果然，各种“浪漫”跃然纸
上——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带长
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
宝璐”⋯⋯

读罢，脑海中浮现一个鲜活形象：一
位自小爱穿奇装异服的诗人，到垂垂老
矣之年，仍然喜爱用碧绿的荷叶作上装，
粉红的荷花作下裳；他的腰间挂着长长
的宝剑，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冠，佩戴美
玉，气韵依然。

这浪漫，也在于诗人敢于向天发问
的气魄和想象力。

诗人的《天问》用一百多个问题，向
宇宙天地发问，想要知道是谁开天辟地，
昼夜是如何更替；向神话发问，想去质疑
为民舍命治水的鲧，为何不值得在功劳
簿上留下一笔；向历史发问，从夏启开
国、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到天降玄鸟、商
族崛起、成汤灭夏，再到武王伐纣、昭王
南巡、穆王西游，把朝代兴衰问了个遍，
豪情满溢。

《楚辞》收入的《离骚》《九歌》《天问》
《九章》等作品中，有 25 篇为屈原所著。
如果说屈原是《楚辞》的灵魂人物，那么，

《离骚》就是《楚辞》的灵魂诗篇。
林家骊说，《离骚》的故事并不复杂，

重要的是体悟其深韵和意味：“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闪耀着爱国主
义精神；“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
态也”唱诵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
精神；他不断种植兰草“纫秋兰以为佩”
象征注重内在美的高洁精神；“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高歌了不畏艰
难的求索精神；“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
而不颇”意喻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
这都是解读楚辞的入门之钥。

文学的浪漫主义，也分消极和积
极。高尔基说过:“应用浪漫主义的方
法，可以美化人性，克服兽性，提高人的
自尊心。”《楚辞》的浪漫之美，正是美在
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向、人民美好的向往。

林家骊解释，从出生起，屈原就被赋
予能够成为“上能安君”“下能养民”的非
凡使命。“从《左传》《国语》等典籍来看，
屈氏人才辈出，且多担任楚国内政、外交
要职，甚至带领全国军队作战。《史记》中
记载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楚辞章句》
有注释：‘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
我为原以法地’。”

可惜，屈原所在的年代也恰是楚国
由盛转衰，迅速走向衰落的年代。他在
最想施展政治抱负的年纪，先后碰上的
楚怀王、楚襄王两任不怎么样的君王，他
们听信谗言，疏远他、放逐他。愤懑之
际，屈原写下的《离骚》却翻涌了一股浪
漫的浩然之气。

除了恢宏的《离骚》，林家骊也格外
倾心“小清新”《九歌》。这是屈原根据楚
国祀神乐曲改编而成的一组优美的抒情
诗，讲述着神灵之间的浪漫缱绻。

其中最为出挑的是《湘君》与《湘夫
人》两篇作品。

但“湘君”和“湘夫人”是谁，却众说
纷纭，各有其解。比如，有一种说法，判
定两位都是女神。文徵明的《湘君湘夫

人图》中就是两位女神款款而行的模
样。更有研究者将两人“发挥想象”到娥
皇、女英身上（据《山海经》，舜的妻子娥
皇、女英得知舜在南方巡视时死于苍梧
后，自投湘水而亡；传说经过流传，渐渐
演化为舜为湘水神，二妃为湘水女神）。

国学大师姜亮夫认为《九歌》里有四
对配偶神，其中“湘君”“湘夫人”苦苦相
恋但是难以相见；《湘君》描写湘君思念
湘夫人，《湘夫人》描写湘夫人思念湘
君。林家骊是姜亮夫的学生，他的注译
本也沿用了姜亮夫的说法。

实际上，《湘君》《湘夫人》分别是写
谁在思恋谁的问题，现在还说法不一。
但无论如何，后世都在“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

木叶下”这优美的场景中，读出了对纯真
爱情、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千年后，“诗鬼”李贺赋了一首《帝子
歌》：“洞庭明月一千里，凉风雁啼天在
水。九节菖蒲石上死，湘神弹琴迎帝
子。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
光。沙浦走鱼白石郎，闲取真珠掷龙
堂。”

诗中，湘君（即湘神）和湘夫人（即帝
子）终于会面。空气中散发着桂树的幽
香，屈原笔下的浪漫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弥漫着。

怀念一个遥远的诗人

端午的另外一个热门话题是吃粽
子，乃至大家把端午节打趣称“粽子
节”。而粽子，也和屈原有关。

相传，屈原听闻秦军攻破楚国都城
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抱石投
入汨罗江。他以身殉国之日，正是五月
初五。乡民们一连数日搜救无果，只能
投贮米的竹筒祭奠，后来演化为粽子；还
有的人纷纷划着龙舟焦急来救，后演化
为赛龙舟。

古代文人对这一说法也一直都有记
录。晋朝《抱朴子》、南北朝《续齐谐记》、
宋朝《端午帖子》、明朝《本草纲目》⋯⋯
种种文献典籍之中，都能找到屈原与端
午联系的相关记载。屈原故事早已融入
民俗，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楚辞学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崔富
章曾回忆童年时代，在老家山东淄博周
村，粽子不常有，“似乎只有端午节这天
才吃到这种美食，白白的黏黏的糯米，伴
着箬叶的清香，和着仲夏的勃勃生机，至
今回忆起来，为之神往”。

相比于北方人相对单纯地把粽子当
成“时令特供”，南方人把粽子吃成了一
种“美食艺术”——豆沙的、猪肉的、咸蛋
黄的、腌菜的⋯⋯由甜到咸，各种口味俱
全，想吃就吃，全年随时、不挑时间。南
方之所以对粽子这样热衷，或许与屈原
是楚地之人，他投江之处又在南方不无
关联。

林家骊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十多
年前，在哈佛大学访学时见识过波士顿
端午赛龙舟的热火朝天：“参加活动最积
极的不光是中国人，有许多外国人在划
呀！我也不敢太积极参与，你要知道，他
们兴奋起来是要把人扔到水里去的。”

但屈原的生平也有许多神秘之处。
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屈原是不是虚构的？

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汉代
司马迁的《史记》有详细的记载，在屈原
生活的年代前后，诸如《庄子》《荀子》《韩
非子》《吕氏春秋》《公孙龙子》等文献资
料，均不见任何文字记录屈原其人其事。

林家骊推测，《史记》之外未有记载
的原因，或是因为“秦统一六国之后，对
六国历史灭得太厉害，导致大量的文献
丢失”。

学界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
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推断，屈原的生
卒年大致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和公元前
278 年前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距屈原所在的时代不过 100 多年，并不
算太远，相当于我们在今天去追溯秋
瑾。还是比较可靠的。”林家骊说。

他相信，为了写《史记》而游历天下
的司马迁，一定是根据当时的传闻（找）
得到过线索，才会踏上屈原生活过的土
地，用洋洋洒洒 1200 多字，从历史的长
河中打捞起这位伟大的诗人。

而古往今来，屈原的“粉丝团”更是
庞大、星光璀璨。李白、杜甫、苏轼、米芾
等人都为他创作了不少作品以怀念。毛
泽东也喜欢读屈原的作品。他在湖南师
范学校读书时保存下来的笔记只有 47
页，前 11 页工工整整地全文抄写了《离
骚》《九歌》。

他还专门写过一首《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
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诗虽
短小，但写出了屈原的文才和胆略、情怀
和气节。

追忆一段悠长的文脉

林家骊多年在浙江大学开设《楚辞
研究》课，最近，正准备应中华书局的要
求，录一组解读楚辞的视频讲座。

他说，这些年，听课学生“出乎意料
的多”。一点儿都没过时的《楚辞》常读
常新，已经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种
文化基因。

他招收研究生时，还遇见过《楚辞》
的狂热“粉丝”，称能把372行、2400余字
的《离骚》全诗诵读。不过，林家骊只请
他背《离骚》的前20句，在头两句“帝高阳
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听出了瑕疵。

宋人黄伯思说《楚辞》：“盖屈宋诸
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故谓之‘楚辞’。”所以，第二句最后一个
字“降”不应该读作是“jiàng”，而应该
是“hōng”，和“庸”押一个韵。

“《楚辞》是南方楚地（今湖南、湖北
一带）诗体，要用当地方言读才对。”林家
骊不否认学生的学习热情，只是遗憾他
之前没有得到名师指点。

林家骊是姜亮夫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博士生。他回忆，“想要做姜先生的学生，
可是要排队的。读博士那年我40岁了，
姜先生说，再不排上我，我年龄就过了。”

谈话间，他忽然想起家里曾有姜亮
夫诵读《离骚》的磁带，却因年代久远失
磁消声时，不禁大叹可惜。

“姜先生研究楚辞，是一辈子的事。”
林家骊说。纵观中国两千多年楚辞研究
史，姜亮夫功劳极大。他早年所著《诗骚
联绵字考》《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
种》《楚辞学论文集》已经蜚声学林，晚年
又著《楚辞通故》更是涉及哲学、史学、民
俗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宗教学、
古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图谱学等十
大领域，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
辞最详尽、最有影响力的巨著”。

如果要深入研究楚辞，姜亮夫的专
著是跳不过去的。但当年一入学，姜亮
夫要林家骊考虑研究范围。因为仰慕大
师的楚辞研究水平，又出自个人偏爱，林
家骊首选楚辞学，却被姜亮夫否定了。

林家骊说：“姜亮夫先生建议楚辞学
晚几年研究也不迟，在短短三年博士学
习时间里，得做一些发挥余地大的创新
研究，而搞楚辞学，三年时间难以超越和
突破。”

林家骊最后选择了沈约研究。不
过，听从姜亮夫“做学问要顺流而下”的
教诲，以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为业的林
家骊始终将《楚辞》作为必读书目，在案
头时常研读。

10 多年前，林家骊应中华书局之邀
撰写了“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
书”中《楚辞》一书，至今畅销不衰。

而要进一步深入《楚辞》的堂奥，林
家骊推荐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
还有许多浙江名家，如郭在贻、崔富章、
姜昆武、洪湛侯、黄灵庚等的楚辞学著
作。“他们各有其长，比如读《离骚》，董楚
平的前八句注，读《天问》，林庚的后八句
注”，都异常精彩。

往事并不如烟。一代代学者为《楚
辞》留下的研究成果，终将成为后世学习
者的“培养液”。

王福利 著 延边教育出版社
全书对于《楚辞》的诠释，是以轻

松优美的语言呈现的，并将屈原、楚国
所处的战国历史，融入散文化、故事化
讲述中，使读者在享受轻松阅读中，重
新认识《楚辞》，更加深爱《楚辞》。

《楚辞》
林家骊 译 中华书局

本书以《楚辞》注本的集大成之
作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底
本，约请专家注释疑难词句及典故
名物；逐段翻译；每篇前的题解，考
证写作时间，概述诗歌主旨。

《屈原传》
杨雨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解读屈

原的一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兼具
可读性与趣味性，并收录国画大师傅
抱石的《屈原图》《九歌图》等。

《〈楚辞〉是一本故事书》

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