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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是从艰苦中来
的。只有经过劳作、经过
奋斗得来的快乐，才是真
快乐。不可能有从天上
掉下来一个快乐来给你
享受。而且快乐常常不
是要等到艰苦之后，而是
即在艰苦之中。

谢觉哉《谢觉哉杂
文选》，第175页

经过费力才得到的
东西要比不费力就得到
的东西较能令人喜爱。
一目了然的真理不费力
就可以懂，懂了也感到暂
时的愉快，但是很快就被
遗忘了。

薄伽丘《西方文论
选》上卷，第176页

文字来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名人名言录》
1992年2月第3版

电影《哪吒》中桀骜不驯的
哪吒无意中进入《江山社稷
图》，图“思山即山，思水即水”，
美得无以形容。红尘俗世里的
我们，有时累了烦了，也想跌进
这样一幅理想的山水画卷。《姑
苏繁华图》便是这样一个所在，
而辽宁省博物馆监制的《姑苏
繁华图赏析》则是载我们入画
的一叶轻舟。

这是一本小 16开，毛边纸
线装书，仅 44 页，托于手中平
坦开阔。明明是一本记录厚重
历史的书，却轻盈若羽。用心
感受，恰似那厚实黑土地上，飘
来了茉莉花香。书是两年前夏
日在圆明园门口书店买的。当
店员开柜锁将带着淡淡檀香味
的书递到我手中，暑意顿消大
半。

全书分为《历史背景》《画
家传记》《作品赏析》《图版说
明》《鉴藏印记》《历代著录》《附
记》七部分。由于书是竖排明
细体繁体字排版印刷，阅读起
来不能那么快速轻松，但它为
我们赏画提供了按图索骥式的
方便，可以说这是一本文笔优
美又不乏严谨的文艺风格工具
书。徜徉其中，走走停停，常为
一个小小的发现而心中窃喜。

《姑苏繁华图》属社会风俗
画，原苏州博物馆馆长张英霖
先生撰写的《历史背景》中记
载，其原名《盛世滋生图卷》，纸
本设色，全长一二四一厘米，相
当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两
倍长。清乾隆二十四年由时充
任清宫画院供奉的苏州人徐扬
绘制并献给皇帝。为什么苏州
人苏州画会收藏在辽宁博物
馆？原来日本投降后，由溥仪
带到长春的《姑苏繁华图》险些
流散国外，后辗转归东北博物
馆即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在收
藏时为了更好突出画的主题含
义，遂更名为《姑苏繁华图》。

《赏析》讲述了一幅图前世今生
颠沛流离的故事，虽然我对它
没有收藏于苏州略感遗憾，但
想到它到底还在中国，心下又
十分安慰。

《赏析》中引傅抱石先生的
话，说此画长卷特点“可以不受
空间和时间的约束，能够连贯
地、动态地表现宏大而又细微
的场面和情景”。时间长河里，
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和消逝都不
是同时发生的，为了全面记录
那时社会风貌，徐扬硬是成竹
在胸地把许多的瞬间同时搬到
纸本上。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时

代的断口，《赏析》带着我们在
一个个断口上感受时间的静
止之美，看浮华，看卑微；看
热闹，看荒芜。

《赏析》用化整为零的方
法将画一段段截开，图文并
茂解读。《图版说明》中由山
前村西段说起，此处系今日
苏州吴中区木渎镇，是昔日苏
州府城通向古城西部各名胜景
区的必经之地。远景太湖，太
湖上方刚好钤一圆形印，如初
升之阳；近景为灵岩山前村一
处场院，线条流畅精致。《赏析》
介绍了本段图描画的是江南春
耕时景象：“农夫耕于野，妇女
织于户，匠人在营建新屋，学童
就读于村塾”。中国人讲究耕
读传家，画便从耕读开始，不知
是否巧合；画面绿树成荫，一种
世外桃源的隐逸之情跃然纸
上。《赏析》为我们解读“一年之
计在于春”“一国之本在于农”
的意义。都说“人勤春早”，但
这本书从春读起，却断断续续
到夏才读完，有种“连雨不知春
去，一晴方觉夏深”之感。

《赏析》不是正式出版物更
不是学术论文，但它教会我们
赏图的视角和方法，使我们为
画的艺术和史学价值叹为观

止。它体现了编撰
人对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度自
觉，对艺术追求的一腔热忱和
高度的责任心，是对历史深入
研究后形成的精准解读；是在
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处为我们
引路的提灯人；是带我们入画
的轻舟撑篙人，引我们穿梭于
莲花绽放的河道，岸两侧商贾
熙攘，村塾课读，野宴雅集，春
台社戏无所不有……合上《赏
析》，轻舟便悄无声息驶出了平
江府。

夜已深，声渐销。想起席
慕蓉说：“繁花落尽，我心中仍
留有花落的声音”，就仿佛真的
听到了姑苏花落之音，从数百
年前传来，夹杂着茉莉的清
芬。想着日后若有机会去辽宁
省博物馆，一定去看看那里是
不是也有一本《姑苏繁华图赏
析》。

听见花落的声音听见花落的声音
——读《姑苏繁华图赏析》有感
■ 文/图 魏燕

上周寻觅《我的九个厨
房》和《家住圣·安哈塔村》两
本书时，在厦门“外图图书专
营店”见到繁体字版本，下单
买了回来。书由台湾印刻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版权页如贴
藏书票一般，贴着一张淡黄色
小纸片，上有“本书中任何违
反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内
容词句一律不予承认”字样，
两书文字都是竖排。

曾参与过一个小实验，一
段文字稍稍前后颠倒，读者还
是能看懂意思，读繁体字书也
有类似感觉。习惯了以后，尽
管有个别字认不出来，总体能
理解句子、段落及整篇文章的
意思，阅读速度也不会明显慢
下来。书里的繁体字，由于笔
划多，很多都写不出，但能认
识。想把繁体字写准确，有一
个办法就是拆字。好比有些
笔划多的简体字,如“赢”字，一
个字能拆出五个字，把这五个
字按顺序写完，你“赢”了。说
到字笔划多少，想起一个小笑
话。一次，老师罚两个调皮的
孩 子 把 各 自 的 名 字 写 一 百
遍。一个孩子很快写完，另一

个还在费劲赶写。老师问这
孩子怎么这么慢，孩子回答：

“老师，他叫丁一，我叫魏昌
富。”

又找来一些繁体字书籍
翻阅。古籍、史书用繁体写、
刻、印，要转成简体只有把它
们翻译过来。“老课本精粹”系
列的书，常见繁体。近年的出
版物，如《管锥编》，为保持原
貌，也用繁体印刷。读者可能
见过或记得在上世纪 70 年代
末出现的“简写字”，用了一阵
基本又消失了，笔者直觉“简
写字”简得过了些。汉字简化
有个过程，“繁体字重回校园”
的可能性不大，平时工作中遇
到不能确定的字，就多翻第 7
版《现代汉语词典》了。

手头有三联版叶灵凤《读
书随笔》，买的旧书，三本书凑
成的一套。编辑会有些轻微
的强迫症，为稿件加标题、分
段、改别字什么的，对书也是
如此，想得到一套更漂亮
的。2019 年见到香港三联
书店新出《读书随笔》，在

“中华商务进口图书专营
店”下单，同时选中一本

天地图书公司《香港当代作家
作品选集 叶灵凤卷》。书虫
知道进口图书“价昂”，又想
买，就在其他方面省一点吧。
四本书总金额人民币 614 元，
优惠50元，付款564元。

《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
集 叶灵凤卷》包含了叶灵凤
先生的主要作品。读这繁体
竖排的书，一边读，一边可能
不知不觉微微点头。点头活
动颈椎，辨认繁体字开发大
脑，读书真是好处多多。

聊聊繁体字书籍聊聊繁体字书籍
■ 文/卢伟庆

《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 叶灵凤卷》
天地图书公司2017年1月出版，定价港币13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