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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活告诉我们，人必有一死，但总
有一些我们永远没做好准备的告别。”

波兰当代作家马尔钦·维哈就面临这一
难题。母亲生前总爱收集没用的小玩意儿：
台灯、石头、废报纸、圆珠笔等，当然还有她最
爱的——书。后来母亲去世，作者一边整理
遗物，一边追忆往昔，重绘了她作为犹太妇
女、作为母亲、作为波兰公民的形象；同时透
出纸背的，还有波兰战后一代的日常，以及犹
太群体的遭遇：“水晶之夜”的阴影，战后通货
膨胀与物资匮乏，1968年排犹，转轨……它们
深刻而深远地影响着每一位波兰人，那些物
品承载的，是那代人的集体记忆。

《未弃之物》是一本词与物的书，一本关
于母亲的书，它像物品剪贴簿，更像一部个人
史、私人回忆录。整本书一点也不沉痛，而是
充满了黑色幽默与讽刺、揶揄、顾左右而言
他，是相当别致的逝者追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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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纽约虽然众声喧哗，
拉斯克夫妇仍是最耀眼的一对：本杰明是传奇
的华尔街大亨，海伦是古怪贵族绝顶聪慧的女
儿。就在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之时，他们共
同攀升至无尽财富的巅峰。可他们为了获取
巨额财富，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这是1937
年的小说《纽带》中的谜团，然而，这个关于特
权和欺骗的故事还有其他版本。

流行小说和大亨自传交织出相互矛盾的
叙述，而自传背后的影子写手，才是跨越一个
世纪从事实中解开虚构的人：是她找到了被覆
盖在层层帘幕后那位女主人真正的声音，它将
揭开无尽财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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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本全彩精装印刷；汇集全球知名美
术馆、博物馆的一百三十余幅正版高清肖像
画；精心赏析了三百余处绘画笔触细节，带来
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艺术盛宴。本书包含大
量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自画像，这些艺术家有
达·芬奇、丢勒、拉斐尔、提香、卡拉瓦乔、鲁本
斯、维米尔、莫奈、凡·高、毕加索、马格利特、
达利、卡罗、安迪·沃霍尔等等，辅以创作背
景、艺术家生平与性格、艺术运动等信息，丰
富您的阅读体验。

作者伊恩·奇弗斯是英国最受尊敬的艺
术作家之一。他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和撰
写了各种作品，包括《20世纪艺术词典》《现当
代艺术词典》和《艺术与艺术家简明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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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扑面而来》旨在触发故事与读者灵
魂深处游离悬置、结局未明之物的共振。七
篇小说，七种与世界背靠背的人生体验，在书
中，无论是归乡旅人的风雨交缠，还是城市漂
泊的慢火熬煮，都夹杂着有关爱与欲、痛与
悟、生与死的声声吟啸。

熟悉的，似曾相识的，失去了确定性的
“他们”，无一不是我们。小昌——这位来自
边陲之地的实力派新锐作家以磅礴的创作野
心奋力抓取“不确定”世界的印记，他以笔、以
肉身开疆拓土，为华语文学的多元表达与向
着更深广精神领域的探索锚定空间。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艺术系列

首批图书聚焦中国传统艺术
《
星
座
的
故
事
：
起
源
与
神
话
》

[
英]

伊
恩
·
里
德
帕
思

著

王
燕
平
、张
超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2
0
2
4

年5

月

作为一部介绍星座本源的集大成之作，
《星座的故事：起源与神话》是天文爱好者不
可或缺的星空辞典，也是文学艺术爱好者理
解古典神话的绝佳参考资料。本书全面辑录
天文学界据以划分天空的88个连续星座，以
及24个在历史上出现过又被废弃的星座，逐
一介绍其名称、起源和演变，古希腊罗马神话
传说，相关绘画创作，还有它们所对应的中国
古代星座。

作者伊恩·里德帕思是英国天文科普作
家，《牛津天文学词典》《诺顿星图手册》等经
典天文学书籍的编者。《星座的故事：起源与
神话》是他几十年间持续观测星空、在天文史
中索引钩沉的心血之作，经历了多次的修订
和完善，内容丰富且具有权威性。

新书推荐

202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迎来了35周岁生日。从1988
年开始，这套丛书借域外之眼帮助读者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系统译介了近230种海
外汉学研究成果，并仍在不断给读者带来一本本高质量的精品著作，国内学界鲜有
人不受其影响。

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步入36岁的202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思库隆重推出
全新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系列”。这一系列不仅是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36年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更是我们进一步推广中国文化、加强中西文明互
鉴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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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中国艺术史的内涵与
价值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已走过近百年渐进
发展的历程，涌现出了大量成果斐然的中国艺
术史专家。但相对于哲学、历史等领域来说，
国内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认识还不够深
入。基于此，“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系列”
的推出，旨在不断打破学科边界和学术壁垒，
借鉴多学科理论的新趋势，进一步拓展研究领
域，深入挖掘中国艺术史的内涵与价值。

艺术系列选取的内容涵盖书法、绘画、器
物、家具、建筑等方面，以开放的跨文化视野，
深入挖掘和展现中国艺术的瑰丽多彩，以期
读者能关注不同语境下的“中国艺术史研
究”；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图书，让更多读者了
解、欣赏和爱上中国的艺术，同时也为中国艺
术在海外的传播开辟新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系列采用小开本，追
求盈盈一手握的体验感。封面均为中国传统
色彩，首发的五本书分别选取紫棠、朱砂、赭
红、青花、苍黛五种颜色，古朴和谐，沉稳雅
致。四周刷边同色系，彰显一种纯粹极致的
美。布面质感，烫印主书名，用同色系的腰封
印金，在不张扬的气质中做出层次感。内封
用压凹工艺呈现英文书名，同色系布条手工
包裹书脊，精巧内敛。内文则采用三种不同
纸张，用封面同色系色纸间隔。既有轻薄的
宣纸，又有能完美展现图文的特种纸，还有颜
色典雅的艺术纸，让整本书由内而外散发艺
术的变化之美。纸张的选择除了美感，更注
重读者的手感和阅读体验感。

聚焦中国传统艺术：书法、官窑
和水墨画

艺术系列首批推出的作品将聚焦于中国
书法史上的三位巨匠——米芾、颜真卿和王
羲之，以及明初官窑和水墨画代表性题材墨
梅。

米芾是十一世纪一位成就斐然的书法
家，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身
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或曰文人士大夫，他
也对探讨书法——这一文人以形象化方式表
达自我的最重要手段的功能与风格这一理论
议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米芾：风格与中
国北宋的书法艺术》中，作者在艺术家跌宕起
伏的人生框架内探索其书法艺术，并深入考
察了米芾所在年代北宋的文化，以及米芾对
文人艺术理论的推动作用。作者指出，米芾
在北宋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断发生变化：
作为艺术鉴赏家，作为身负重任的官吏，作为
寄情山水的闲逸之人，以及作为服务于帝王
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才俊。米芾正是通过
探索发展书法风格来表达其在不同社会角色
下变化着的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本书紧随
此线索，既按年代叙事又具有主题性。作者

的分析谨慎入微，兼顾书法作品的内容与书
体风格，将米芾书法稳固地置身于北宋历史
发展的脉络中。与此同时，作者以米芾同他
生前身后书法艺术史的关系来诠释“书法”这
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

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法家之
一，他的书体至今仍被当作书法教学的典
范。然而，颜真卿的书风似乎并不具有那种
传统意义上的魅力，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们，习
惯用中正、准确、庄重、严峻、强劲这些词来描
述颜真卿的书法，却很少用“优雅”或“美”来
形容他的风格。《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
代文人政治》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探寻书法
风格被赋予的重要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书
中展示了颜真卿不同人生阶段的代表作品，
借此勾画出颜真卿书法艺术的生命轨迹，分
析颜真卿的书法为何在北宋的士大夫间备受
追捧和赞誉，进而探寻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
政治以及书法如何被用来陈述政治观点。也
可以说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微
妙、世故而英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
对历史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并将这种
阐释作为达成自己政治意图的手段。

王羲之是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具
有超越时代的文化地位。不过，书法家只是
王羲之的一个历史侧面。作为四世纪六朝时
代的贵族、出类拔萃的文人，王羲之与身处的
时代究竟是何关系？两者怎样互动？《王羲
之：六朝贵族的世界》从宏观的时代背景出
发，描绘王羲之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世界、思想
与信仰的整体面向，以此深入理解王羲之书
法背后的历史内涵所在，展现了王羲之作为
贵族、父亲、丈夫、朋友、道教徒等多重身份的
鲜活人生和他所处的灿烂时代。

《明初官窑考》是研究永宣青花的开山之
作，作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鉴别永宣瓷器的标
准。本书共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永乐、宣
德、成化、弘治时期的瓷器，每一个时代的瓷器
作者又分别从款识、釉色、绘画、器型等几个方
面来进行论述，并融入了大量史料和掌故以及
作者自己对实物的直接观察。第二部分则主
要谈景德镇的制瓷业和制瓷工艺，从而解答第
一部分中瓷器胎、釉、色形成的原因和技术手
段。同时，这一部分的内容有不少作者本人对
20世纪早期景德镇制瓷业的考察。

墨梅是最受人青睐、得到最广泛实践的
东亚水墨画题材之一。《墨梅：一种文人画题
材的形成》一书是对墨梅的第一次完整描述，
全面论述了中国画派中一种类型的形成，充
分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论证了艺术、文学、文
化和政治以及群体、个人的活动如何相互作
用产生了新的画派及其范式。墨梅出现于12
世纪初的宋代，在14世纪中期形成范式，这
些均可得到文献准确的证明，使得现代学者
能近距离观察中国文人画艺术的形成过程。
此外，本书批评性地考察了墨梅如何从宋代
文人精英的艺术选择成为后来中国绘画正统
艺术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