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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书称晋唐，画论宋元，明清

乃至近现代的山水画大家无不

沿着宋元的传统，结合自身禀

赋发展出富有个性的画法。那

么大师们是如何吸收了古法，

又开创出了新意？6 月 13 日，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苏醒做客

朵云书院云间读书会，采用线

上交流的方式，以吴湖帆、陆俨

少两位国画大师为例，带领大

家探寻大师的学古之路。

为何选择吴湖帆、陆俨少，

苏醒介绍说，是因为两位先生

皆为近现代传统派的集大成

者。吴湖帆集创作、收藏、鉴定

为一身，早年由“四王吴恽”入

手，逐渐上溯董其昌与明四家，

复又师法元人，兼取宋人的一

些元素，传统功底极为深湛。

他的绘画，笔墨净糯精致，画风

明丽秀润，气息淳厚典雅。而

陆俨少先生的笔墨更趋古拙浑

厚，从他的画中可以见到董元、

郭熙、范宽、李唐、赵孟頫、王

蒙、倪瓒、唐寅、董其昌、石涛等

数十家的传统技法，且构图章

法变化莫测，完全打破了传统

山水画程式的限制，显得清新

动人，可谓既有古意，又极富新

意。在这两位先生身上，可以

窥探自宋至清山水画传统技法

的发展脉络与演变，了解他们

是如何继承古法，增删改造，形成自己风格的。

苏醒说，他是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在公共平台解

读吴湖帆的山水画，无论是从技法到构图，吴湖帆的作

品中都能找到古人的影子，但是又完全不拘泥古法，学

古而不拘泥古，创新而不离开古。对于陆俨少这一结

论同样适用。以画松树为例，陆俨少笔下的松树有疏

有密，开张的角度比较小，学习的是元四家王蒙的《春

山读书图》。但细看又会发现不同所在，王蒙画的松树

比较挺拔，枝干展开，而吴湖帆画的松树枝干盘桓、造

型弯曲。这样的区别，是根据画面整体造型的安排。

长松、远山，这几乎是王蒙的特征，而陆俨少笔下的树

木同样是顶天立地的，但是只是勾勒出远山。另外，传

统的山水画是以表现山之骨体为主，极少有画家注意

到满山林木的葱茏山景如何表现。陆俨少就在师古的

基础上，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表现满山林木、葱茏山景的

方法，在墨点上再加着色点子，加强了层次感，远远望

去就像满山葱茏的植被覆盖着的山峦。

在苏醒看来，这是学古技法中比较高级的境界，大部

分谈论山水画技法的书，教的是学习皴法，仿佛学会了皴

法，就学会了如何画山水，实际上皴法只是山水画技法中

极为微小而具体的一个方面。如果视角再宏观一些，不

难发现除了学会某一种树木，某一种山石皴法之外，如何

经营、处理画面，营造出动人别致的意境，也是山水画中

的重要课题。事实上，这一课题可以视作是高级而抽象

的技法。这种技法无法依靠临摹学习获得，而是需要用

心体味、琢磨古人的佳作，结合自身禀赋由感而得。

“《松江人文大辞典》的编纂，不仅是一项传承

历史的大工程，更是一场建设松江自己学术研究

团队的大演练。”陆军告诉记者，编纂的过程，展示

了全区学者风采，集聚了乡贤人文智慧，传播了科

学研究方法，形成了编纂人才梯队，为人文松江建

设作出了表率。

《松江人文大辞典》编纂成员中，有年逾七旬

的老者，有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传承意味明显，但

对于编纂一部大辞典，大家都是一名“新兵”，几乎

都没有参与辞典编纂的经历。欧粤是编纂工作的

主心骨，成员们有了问题也都会到位于区图书馆

二楼的编辑部跟他讨论，他也会很细心地为大家

查询资料，对于每一门分科的进度、难度他都了如

指掌，《松江人文大辞典》首卷就是由他本人来担

纲，为成员开创了先例、作出了榜样、立下了规范。

为了能够让编纂工作更加专业、系统，《松江

人文大辞典》编辑部邀请到一位指导老师，那就是

上海辞书出版社历史地理编辑中心主任王圣良，

他是一位资深辞书人，曾先后参与 80余部辞典编

审工作。“《松江人文大辞典》作为全国首部以人文

专题形式编纂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将具有重要的

引领与示范作用。”王圣良对大辞典的价值和意义

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为编纂工作捏了一把汗，

“完成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通常需要七八年，现在整

整缩短了一半时间”。

每月组织一次编纂工作例会，每次都安排在

周末，每场都是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密集讨论，每讲

王圣良都会带来一份“指南”，配合编纂进度需要

注意的问题，并在例会过程中对于产生的疑惑和

问题把脉问诊、现场指导。从最早的普及辞典是

什么、辞条收集应注意的事项到释文撰写要遵守

的“三大要点、八项注意”，再到最近一次的凡例写

作规范，讲义内容不断深化的背后，是编辑部成员

对辞典编纂工作从“新兵”到“标兵”的跃升。

“参与编纂的每个人都是‘义工’，义务为人文

松江这栋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瓯粤说，成员中

有的已经退休多年，为了搜集辞条，又回到工作单

位到故纸堆里翻阅；大部分成员日常都有繁忙工

作在身，只能利用休息时间查找、编纂辞条，为此

他每当追问成员进度时就“很不忍心”，但是为了

保障进度又不得不狠下心去。这份用心成员们也

都看在眼里，他们奔走在大学校园、田间地头、文

博场馆、工厂农舍，将散落在四处的文化遗珠发掘

出来，串联出松江历史的文脉。

人心齐、泰山移。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基石

轮廓已显现：约 35万字的首卷《松江人文大辞典·
总类、民俗卷》即将出版，明年再出版多卷，2022年

完成全部辞典的编纂出版工作。

“创作与理论是人文松江这驾马车的两个轮

子，只有齐头并进才能行得平稳。”欧粤说，《松江

人文大辞典》的编纂，通过文化挖掘、摸清家底，为

人文松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石，在整理先人和

今人的创造和沉淀过程中，让文化自信具有更坚

实的基础。

去年6月，《松江人文大辞典》编纂工作第一次

例会就为整项工程定下基调——“集结松江乡贤人

文智慧，用自己的人编自己的大辞典，共计8卷本、

250万字”，这一目标自始到今没有变动。面对这样

的一部宏篇巨著，如何构思与布局？化整为零,聚
零为整，将大辞典的编纂分为文学、戏剧、曲艺、音

乐、舞蹈等23个分科，在统一的指导规范下，由各分

科主编负责各自领域的编纂工作，最终集结成册。

编纂的过程，就像是一场探宝之旅，虽然是在

自己熟悉的领域，但不断发现的新内容还是让参与

者欣喜不已，也对人文松江的文化底蕴之深厚有了

更直观的感受。文化团队、文化产业分科在排摸之

初，就发现了全区有600多家村级艺术沙龙，这一数

据为精准绘制松江文化地图提供了支撑；负责书法

分科的编纂者徐秋林发现，收集到的词条中有一

半以上的书法家和作品是之前从未听过的，对松

江博大精深的书法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负责

摄像分科的韦海在搜集过程中了解到，松江不仅

涌现过大批摄影家，还走出过摄影理论家，理论和

实践一直是在两条腿走路；来自程十发艺术馆的

陈浩在进行书画部分的整理时，决定深挖下去，形

成一本自己的专著……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

《松江人文大辞典》编纂工作不仅做好了普查，摸清

了家底，还可以将已经整理归纳的丰富资源进行深

度开发和多维研究，再为人文松江建设事业留下一

批可传播、可传承、可传世的精神成果。

摸清家底

“要阅读，更要‘悦读’，读书会的成立，是因为喜

欢，大家抱着学习的心而来，不必有太大压力，相信

在同伴的影响之下，会逐步养成读书的习惯，也会尝

试写写读书心得，甚至越来越愿意分享自己的心

得。”在松江二中云帆读书社的成立大会上，马伟华

老师这样为读书社定下基调，因兴趣相聚，鼓励大家

把才华展现出来、压力释放出来、活力迸发出来，轻

松的氛围打一开始就明确了下来。

云帆读书社是松江二中工会组织的面向全校

教师的读书社团，成立于 2018 年世界读书日期间，

名字沿用松江二中社团统一的“云”字开头。“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读书社就像一

艘大船，可以带领我们探索未知的世界。”社长王景

奎是一名历史老师，据其介绍因为老师们平时工作

很忙，阅读的都是跟自己学科相关的书籍，很难抽

出时间来充实自己的知识。通过读书会的形式，给

老师们增加了阅读的可能。读书会上可以进行有

仪式感的读书，也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各自的阅读

心得。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当时已经有了诵读

社，而且办得有声有色，松江二中还是开设了读书

社，丰富教师队伍的精神文化生活。

活泼形式营造轻松氛围
轻松自在、没有压力，采访中王景奎向记者反复

强调了这一点，他希望读书社的成员可以不问结果、

不嫌枯燥、不被干扰、不怕麻烦，只是很单纯地享受

阅读。作为社长，王景奎也在思考如何吸引更多的

老师加入。“创作一个情景、提供一个空间，把活动准

备得精彩了，给大家提供的是展示的舞台，而不是组

建一支整齐划一的部队。”王景奎说。

云帆读书社的第一期活动就到位于佘山脚下

的茶园里，以茶文化为主题，每位老师带了一本与

茶相关的书，大家围坐在茶树旁，轮流朗诵，在大

自然的茶香中体味书香，将读书与文化考察结合

起来。在读书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他们还走进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感受大学读书氛围，体验现代

创新读书模式。图书馆的电子书瀑布流，只要轻

触屏幕，扫描二维码即可下载图书；在阅读亭里，

带上耳机大声朗读，朗朗的读书声就会在耳边回

荡；限量版的《四库全书》占据了整整一个墙面，这

些新奇的体验都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

午节将至，王景奎计划带读书社的成员们去一趟

泗泾古镇，参观史量才故居、走访南村映雪书店、

品尝广利粽子，在古香古色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松江各大书店、文博场馆组织的读书讲座活动，

也是云帆读书社成员关心的话题。他们会组织到醉

白讲堂跟着曾崇信老师学《论语》，也会到区图书馆

听书画研究员管继平谈百年以来的文人大师。王景

奎说：“每次确定一个主题，做好策划和安排，成员是

自愿参与的，每次人数都保持在五六十人左右。”

无为而治收获理想效果
看上去完全尊重参与者的内心，不做强制性要

求，但这样的读书会效果如何呢？在王景奎看来，只

有带着好心情，去看自己喜欢的文字，才能感受阅读

的魅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云帆读书社，有一项传统活动“荐书”，每位

老师推荐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分享给大家。不同学

科背景的老师，推荐的书也是大相径庭，语文老师

推荐的是文学性比较强的；历史老师则喜欢一些普

及性的政治学书籍；对数理化老师而言，平日里埋

头在数字的海洋里，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开始关注学

科外的领域。“荐书就跟‘推销’一样，为了让自己的

推荐出彩，会想办法去‘挖宝’，自觉地去多读书、多

发现。”王景奎介绍，他推荐过《十个人的上海前

夜》，以十个与上海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物，以

清末至 20世纪初上海的历史截面为背景，以人物命

运与历史事件相结合的方式，还原上海往事和历史

中的真实故事，史料丰富、可读性强。读书社成员

陈崎通老师则推荐过外文原著小说《了不起的盖茨

比》，带着大家边翻译边欣赏。

对于读书心得，云帆读书社完全秉着自愿的态

度，但不少成员老师的作品还在上海市的读书活动

征文中获奖。王景奎发给记者几份读书笔记，洋洋

洒洒的数千字，记录的是与书相关的故事。如杨敏

老师几乎花了整整 2 个月，慢读细品深思金一南所

撰写的《苦难辉煌》，通过阅读，理解了一段历史，理

解了书中这些人的所思所想与所为；胡新勇老师通

过阅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对于其中有名的魏武三

诏令深感兴趣，撰写文字详细论证了曹操三下求贤

令是什么、曹操为何三下求贤令、如何辩证认识曹

操的求贤令等；管夕茂老师则带领学生从身边的历

史入手，记录下赵祖康从松江二中到上海代理市长

的一路走过的历史，了解了赵祖康之于上海、之于

松江、之于民革、之于二中的意义，因走近而了解，

因了解而敬佩，因敬佩而瞻仰。“每一本书都有不菲

的价值，都有难忘的故事。”王景奎说云帆读书社的

目的，就在于引领老师拿起一本书、牵出一串故事、

品味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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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文化自信基石
激荡云间风度力量

——《松江人文大辞典》编纂启动一周年纪实

《五万言》是一本丰富

而充满智慧的书，也是韩

东的首部言论集。所谈及

的内容从诗歌、小说、电影

的创作，到关乎人生、社

会、哲学的思考，到对艺

术、命运、时代的反思，无

不透露着作者对这个世界

的深刻理解和爱。

《呼吸的墨迹》是安徽

省作家苏北的一部散文精

选集，收录其近年来所创

作的散文代表作《莎士比

亚，我们隔壁的老头》《贾

宝玉的任性》《呼吸的墨

迹》等共70余篇。作品题

材广泛，描摹乡土、畅叙友

情、品味人生，文字淡雅，

意境高远，深受汪曾祺散

文影响，有一种恬淡率真

的风格，独具魅力。

《深井效应》从一个

人、一个社区开始讲述一

系列有关童年不良经历的

故事，揭示了童年不良经

历对未来身体健康的深远

影响。这不仅仅是一场哈

里斯医生寻找致病源头并

致力改善的探索之旅，更

是一记给父母、教育者和

社会的警钟，打破学科壁

垒，发起一次关于我们的

童年、爱、疾病和未来的深

入思考。

6月10日，《松江人文大辞典》编辑部首次对

外发布启事，向社会公开征集《松江人文大辞

典·总类、民俗卷》图（照）片，呼吁更多的市民加

入到“编一本松江人自己的大辞典”这一创造性

的工程中来。区别于常见的征稿启事，这则启

事在结尾处附上了首卷《松江人文大辞典·总

类、民俗卷》的目录，2000多个辞条，密密麻麻横

跨两个报纸版面。这也是《松江人文大辞典》的

编纂工作首次以如此醒目的方式与松江市民见

面，而这些看似浩瀚的辞条仅为总量的八分之

一，其工程之浩大，难度之巨大可见一斑。

“经过一年时间的培训与磨合，编纂成员从

当初的‘门外汉’‘小学徒’，成长为了‘小伙计’，

大辞典的首卷将于今年出版，2022年完成全部8

卷本的编纂工作，相信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成长

为了‘行家里手’。”6月7日，在《松江人文大辞

典》编纂工作第八次例会上，执行主编欧粤如此

点评。此时，距离《松江人文大辞典》编纂工作

启动整整一年，朝着“利用三四年时间，编纂一

部8卷本、250万字的松江版‘百科全书’”这一目

标跨近了一步。

“树立文化自信，要以知晓自己的文化家底

为基础，只有挖掘出松江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

精深，我们的文化自信才会更有底气。”作为《松

江人文大辞典》的策划人与主编，区文联主席、人

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长陆军教授用“自信、自励、

自达、自豪”八个字勉励全体编纂成员，他解释

说：“松江人文领域大型工具书的准确定位、松江

丰厚的人文家底、老中青三代接力的编纂队伍，

此是自信；有计划、有毅力、有方略的步步推进、

势大力沉，此是自励；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编纂

彰显出的‘勤修为，乐担当，善包容，重廉让，求率

真，行欲方，喜雅集，声清锵’24字云间风度，此是

自达；这不仅是传承上海之根历史的大工程，也

是一次记录当下人文资源的大普查，更是展现当

代松江人文面貌的大演练，此是自豪。有信心、

有方法、有谋略、有情怀，《松江人文大辞典》的编

纂也一定能有大成果、大贡献。”

因兴趣相聚 为“悦读”驻足
——松江二中云帆读书社成员在轻松氛围中爱上阅读

锻炼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