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西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
独特的青铜酒器——龙形觥。透过它，我
们可以穿越历史，感受商朝的酒文化以及
社会生活。

酒在商人眼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酒器在商代出土青铜器种类中占有很大比
重。商代“酒”文化体现在祭天地、敬鬼神、
与朋宴饮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
月令》中有“秫稻必齐……水泉必香”的记
载，酿酒用的粮食和水必须是上好的，可见
酒在当时非常重要，作为盛放酒水的青铜
器分类细致。商代的酒器从用途上划分为
盛酒器、温酒器、调酒器、饮酒器、挹酒器
等，种类繁多、非常丰富。这从侧面也可以
窥见那时的贵族生活，而这件“龙形觥”就
是其中的代表。

龙形觥是一件盛酒器，器身两侧各有
两个贯耳用于悬挂使用，我们可以想象轻
抬其尾部酒水就会从“龙”嘴处流出的场
景，让人惊叹其巧妙。器物整体呈龙形，两
侧纹饰为鼍纹和夔龙纹，无处不彰显着商
人对“龙”的崇拜之情。

龙，是神圣、神秘的想象，古人对龙的
解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于自然环境
恶劣，古人产生了对上天的敬畏之情，这种
意识形态的东西都会通过生活中实物进行
表现。千百年来“龙”被赋予丰富的意义，
对“龙”的这种敬畏与崇拜究竟从何而来？
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为动物说，源于原始先
民对自然界动物的敬畏，像蛇、蜥蜴、鳄鱼
等动物都会成为“龙”的原型；一为自然现
象说，源于古人对天象的不可控力的认知
等，如雷电、龙卷风等。

这件器物不是一件单纯的青铜酒器，
也不是一件放在展柜中待人欣赏的展
品。这件文物引发人们很多思考。在这
件器物上我们找到了鼍纹，鼍指的是扬子
鳄，如今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流域。鳄鱼
大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河流、湖
泊和多水沼泽，也有的生活在靠近海岸
的浅滩中。这件器物上的鳄鱼形象告诉
我们，三千多年前的山西南部地区气候
温暖湿润，有鳄鱼生存。这就使我们可
以构建起一幅画面：那不是我们如今熟
悉的黄土高原沟壑遍野，而是鸟语花香，
沼泽遍地的水乡之景。

山西中部、西南部地区是商代西北方
所在。以龙形觥为代表的一批珍贵文物向
我们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从一件文物
身上可以折射出我们不曾参与过的古代社
会。这件龙形觥展现出的不仅是青铜之
美，更是我们探究古人精神文化、社会生活
等各方面的媒介。通过它，我们仿佛穿越
千年，回到那个歌天地、泣鬼神、敬祖先、与
酒相伴的王朝，感受商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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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书的过程，就像在结识一个新朋友。有的第一印
象不过尔尔，但交往越深，越觉得非君莫属；有的久负盛名，
深交之下其实难符。当读完一本好书，翻到最后一页，心下
怅然，仿佛熟识的朋友就要离开了；以后有时间再读，又好像
再遇旧知己，欣喜之余又能发现他身上新的变化。

结识图书“朋友”的途径有很多种，既可以是别人介绍
的，也可能是自己偶遇的。各类媒体上的书评、书榜可以成
为引导阅读的“风向标”。在互联网时代，阅读信息在微信、
微博都可以很便捷地分享，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让
商家不会放过你的任何偏好，只要“侦查”到你任何一点阅读
偏好，都会给你推荐无穷无尽的书单书目。每到年终岁末，
都是各大出版机构、读书类媒体盘点一年成果的时候，各种
年度榜单纷纷出炉。

当信息变得无限繁杂时，我们又仿佛回到了没有信息的
起点，过多的选择往往是引发选择恐惧的根源。徘徊在图书
馆、书店一人多高的书架前，相信每个人都会心生感慨：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阅读中，心头确实会感到有些茫然无
措。

此时，一个适合自己的书单变得异常重要。为何要强调
适合自己呢？因为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
不同的，对知识拓展范围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不仅人与人之
间有差异，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处于不同的
工作岗位、知识储备阶段等，都决定了他会选择不同类型的
图书。回望自己的阅读历程，我们会发现，阅读的分级犹如
阶梯，年轻时爱读言情小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变成经
典文学、历史、传记等以前认为比较枯燥的书。

每到春节前夕，很多读者都会期待一个书单，这就是由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
中央部分主要媒体和网站参与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
荐活动。从2010年开始，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八届，推
荐出近年来出版的400种优秀图书。

这个书单之所以获得大众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冠
以“大众”的头衔，而在于它的的确确是大众评选出的优秀图
书。每一届推荐活动，都首先由十几家媒体分别推荐近2年
的优秀图书，再由专家评委从中选择 100 种候选图书。不
过，图书最终能否上榜，全由读者网上投票决定。推荐的候
选图书都是当年和上一年图书市场的热销图书，在读者中口
碑良好，且具有良好的市场表现。

“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涵盖了文化类、文学类、生活
科普类和少儿类四大品类，可以说涵盖范围是相当广泛
的。尤其让人关注的，是这些图书都是近两年出版的新
书，许多都与国情时事相联系，让读者在增长知识、开阔眼
界的同时，能够深度关心国家大事。比如刚刚公布的 2017
年度入选书目中，既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红色
家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政策性与知识性兼备的
图书，也有《惊蛰》《血梅花》《试飞英雄》等优秀文学作品，
更有面向孩子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小目标 大目标 中
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等颇具教育意义的图书。这些书以讲
故事的方式，让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很容易接受，其优秀的
市场表现就可见一斑。

春节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我们在尽享天伦之乐之时，别
忘了将阅读带入家庭。当一家人围绕一本书、一个问题热烈
讨论的时候，我们相信，阵阵书香将会促进代际之间更好沟
通，日子也会过得蒸蒸日上。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评出

你遇上过哪一本好书
□ 李 丹

新年伊始，各大出版社的新书推荐蜂拥而至。在各大出
版社、媒体、机构纷纷推出的书单上，“经典新读”频频出现
——商务出版社的《诗的八堂课》、三联的《古诗词课》、人民
文学出版社以毕飞宇的《小说课》领军的“大家读大家”系列、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和王安忆的《小说与
我》、中信出版社的李敬泽的《咏而归》……名人笔下传统经
典新读、品读类的作品渐多，对于激发大众重拾经典的兴趣、

于分享交流中细品其中妙处，实在是件大好事。
这些“经典新读”的作者，不少是文学名家，阅读经典于

他们而言，既是分内事，又是心头好；他们研讨经典也往往
是“普及型”的，鲜见高冷的小众作品；这些集结成册的文
字，有的是授课、讲座的讲义整理，有的是私读笔记，有的风
趣生动，有的优雅深静，无论哪种，都是作者对心爱作家作
品反复品读、再三思考、长期浸淫的积累。创作、学术上的

成就，证明了他们既有的文学素养，而没有了“教学大纲”的
束缚，他们的体悟与解读更为真诚，且个性飞扬。

比如在《小说课》中，毕飞宇摇身一变，成为小说界的福
尔摩斯——从《促织》到《红楼梦》《水浒传》，从鲁迅的《故
乡》到莫泊桑的《项链》……都是熟悉篇目，甚至上学时就答
过无数次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可经毕飞宇一说，才惊讶地
发现字里行间竟还藏着那么多秘密——有作者写了，被你
忽略了的；有作者没写，需要你看破那“飞白”之处“言外之
意”的。比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穷吗？再比如《水浒传》
里林冲“风雪山神庙”那一段，那天的风雪是赶巧吗？

这些名家名师笔下的经典新读，展现和传递给我们的，有
沉入文字的好奇与探险，有面对美不由分说的沉醉，有深刻细
腻的体察与感悟，有客观冷静的观察与推理，有穿越文字的回
望与联想……像一柱柱引向神秘而幽暗的文学经典入口的手
电光，引领我们走过“读小说”无非就是“看故事”的阅读初级阶
段，见识联想的惊人能量，窥探到通往文学之神秘花园的小径。

普通阅读者跟名家名师读经典名作，名家与公众在阅
读经典上形成合力，产生共振，实在是一个性价比高的多赢
组合——名家分享快乐；读者收获了名师的独门秘技、私家
收藏，以及文学王国的“入场券”“旅行券”；出版社收获了丰
厚利润，我们还收获了社会人文素养的提升……期待这样
的书更多些，读它们的读者更多些！

“经典新读”读什么
□ 赵 婷

2019 年底，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有砟轨道
高速铁路，也是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寒、大
风沙高速铁路——京张高铁将建成通车。这不禁让人们回
忆起100年前，1909年，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并投
入运营的铁路——京张铁路开通。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
一，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中国铁路建设百年的发展史，
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兴国的奋斗史。

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撮影》一书，直观地记录了百
年前的历史，成为一本珍贵的历史写照。这套书分为上、下

两册,均为红色丝绒面精装，八开横向右开本，封面上有铜
铸竖排题签“京张路工撮影上卷”“京张路工撮影下卷”，环
衬为枣红色花纹纸，环衬右上角贴有1.5cm×3cm的红底黑
字小签“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 开在虹口西武昌路”，环衬
正中贴有一枚 11.5cm×8cm 的关祖章藏书票，并有 5cm×
5.5cm 大小的粉底黑字签一枚，上书“同生照相号 本号精
究放大时款照相馆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第二千零五十
二号”，扉页上钤有红色关祖章藏书印大小各一枚。影集内
页每页装裱 12 寸照片 1 张，每幅照片的标题说明均已手写

在底片一角，印放时直接显现在照片上。
两册共计收入照片 183张，开卷为邮传部官员、詹天佑

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的照片、工程技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
的 合 影 、阜 成 门 外 工 程 局 照 片 ，之 后 从“ 京 张 干 路 起
点”——柳树 60 号桥开始，依次记录包括工程施工段桥
梁、隧道、车站、水塔、停车场、制造厂和铁路材料厂，各类
型机车、车厢等情况，后部主要收录工程验收、清官员赴张
桓观成、南口庆祝茶会及通车典礼的场景。这份珍贵的影
像资料，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铁路发展史等研究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1909 年 10 月 2 日，京张铁路通车庆典在南口站举行，
清政府特别拨出官银制作了《京张路工撮影》作为纪念品。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詹天佑纪念馆、上海
图书馆、广州詹天佑故居、中国历史博物馆、台湾历史博物
馆均藏有该摄影集，中国历史博物馆还藏有精简版（收录工
程照片 56张，当年送给次要工程人员）。2002年，《京张路
工撮影》作为48件珍贵档案文献之一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工程”，并被载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百年前，中国铁路的修筑权被西方列强把持，英俄两国
为争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修筑权互不相让，詹天佑曾慨叹

“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1905年5月，袁世凯奏准开办京张铁路，于天津设京张铁路
局，筹备筑路事宜。曾经的留美幼童、当时的邮传部二等顾
问官詹天佑扛起重担，担任京张铁路工程总办兼工程师，他
引领 1 万多人，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九月至宣统元年

（1909年）八月，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修建好这条全长201
公里的铁路。詹天佑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中记述了京张
铁路工程线路及地理状况：“由丰台之柳村 趋东而北 沿
都城 越清河 抵南口 穿八达岭 出岔道城 跨怀来宣
化 以达张家口 延袤三百六十余里 其中层峦叠嶂 盘
路峭石 实居全路十分之一 境险工艰 以及曲线坡度各
作法……”京张铁路丰台至南口段、南口至关沟段、关沟至张
家口段这三段中，以第二段的施工最为艰难：八达岭隧道从
两端同步开凿，并在中部开出两个直井，再分别向双向推进，
一公里长的隧道高效贯通，开创我国隧道修筑的首例；青龙
桥独特的人字形铁路设计，解决了因地势急速提升，给火车
带来爬坡的巨大难关，成为山区铁路修筑的典范。

国家图书馆藏《京张路工撮影》

铁路建设的百年写照
□ 金 靖

名家名师笔下的经典新读，展现和传递给我们的，有沉入文字的好奇与探

险，有面对美不由分说的沉醉，有深刻细腻的体察与感悟，有客观冷静的观察与

推理，有穿越文字的回望与联想……

当信息变得无限繁杂时，我们又仿佛回到了没有信息的起点，过多的选择往往是

引发选择恐惧的根源。此时，一个适合自己的书单变得异常重要。春节是阖家团聚

的日子，我们在尽享天伦之乐之时，别忘了将阅读带入家庭。

随着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张家口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一条直达张家

口的京张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参照。透过历史的背景，我

们将看到一个城市的变迁，也将感受到中国铁路的百年艰辛

正在修建的京张高铁官

厅水库特大桥为简支拱形钢

桁梁，横跨官厅水库。与G6

高速官厅水库桥并行。

（资料片）

图 为 山 西 博 物 院 的 馆 藏 文 物 龙 形

觥。 （山西博物院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