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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显著位置应标识适宜年龄段

周末荐读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

追寻鲁迅的追寻鲁迅的““原风景原风景””

业界资讯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就《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
明确提出，出版单位应在出版物显著位置标识适宜的
年龄段。

根据意见稿，国务院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
推广阶梯阅读。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
在出版物显著位置标识适宜的年龄段。

意见稿指出，国家鼓励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
向公众提供全民阅读服务，鼓励实体书店宣传展示优秀

出版物，并根据自身条件开辟阅读空间、开展读书活动。
同时，国家鼓励和支持有利于培养未成年人感悟

阅读意义、体验阅读乐趣的动漫、游戏等创作，鼓励和
支持促进阅读的新技术开发与应用，促进数字阅读和
阅读便利化。

意见稿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占、挪用
全民阅读资产及资金，或者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丁小溪）

该书作者薛国中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晚年专心致力于中国专制主义历史和近代民主
化进程的研究，近年著有《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
集》。继该书后，作者整理旧作兼具新篇，整理成
《续编》一书。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之际；远
及欧洲黑死病，近及新航路开辟。围绕近代化，
就中西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并修正
了我们对一些传统史实的认识。

如今，虽然铁路春运出行的人次依旧居高
不下，但买到一张回家的车票早已不像过去那
般“难于上青天”。在这人人能够亲身感受到的
变化中，高铁已经悄然改变了中国30年的春运
格局。该书全景式展示中国高铁崛起之路，记
录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再到自主创新、高速发
展，最后成为高铁强国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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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和你一起，我不怕老去》之后，畅销书作
家刘继荣和儿子张一凡联手，出版了全新力作
《爱，让我们彼此听见》。在书中，作者抛开母与
子的原始角色包袱，真心诚意地谈成绩、志向、态
度、朋友、爱与人生，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世间
并不存在“完美”的亲子关系。

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暨诞辰135周年，关于鲁
迅的研究新著层出不穷，其中董炳月的新著《鲁迅形
影》是关于鲁迅研究的专题论文集，其宽广的学术视
野、细腻的文本释读以及深刻的鲁迅认同，使这本著
作呈现出新的研究特质。

如何理解鲁迅的“形”与“影”？著者在《后记》中
言：“这个‘形’可以置换为‘本体’，鲁迅之‘形’即‘鲁
迅本体’，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名家伊藤虎丸的‘原鲁
迅’概念。我所谓的‘影’，即‘形’（鲁迅之‘形’）的投
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
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
’。”这书名十分恰当地揭示出此书的编著体例与研究
特点。该书分为“正编”与“副编”。正编收录论文十
篇，是严谨细致的学术论文。前七篇关注鲁迅的思想
与创作，即“‘鲁迅本体’的形成过程与内涵”，尤其注
重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后三篇讨论战后日本作家
对鲁迅的理解、阐释与实践，呈现鲁迅在日本的投
影。副编收录六篇文章，包括书评、译后记及学术随
笔，展示中国的鲁迅研究现状，以及作者对鲁迅研究
的三个特点。

不同时期的鲁迅“原型”
《鲁迅形影》发掘了留日时期的多个鲁迅“原型”。
作者注重从早期鲁迅出发，结合日本明治时期的

文化背景，考察鲁迅思想的大问题，如鲁迅的文明观、
孔子观、美术观等。著者的宽阔视野与细致考察，使

“原鲁迅”的真实形象、思想轨迹逐渐清晰。诚如学者
赵京华所言：“追随鲁迅的脚步，董炳月在新时期到日
本留学，他的著作在复原明治日本的思想场域、为作
家鲁迅的诞生提供背景方面贡献诸多。”

不同角度的鲁迅研究
日本鲁迅研究出现了大量成果，其中代表性的有

“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
响。

著者将这种日本学者在学术体制内研读鲁迅的
著作称为“学院鲁迅”研究，而将学院之外的日本普通
读者接受、理解、想象的鲁迅称作“民间鲁迅”研究。
著者在正编的后三篇，集中探讨了日本的“民间鲁迅”
研究，为国内学界介绍了霜川远志、新岛淳良与井上
厦的鲁迅阐释，开拓了鲁迅研究的领域。在介绍霜川
远志的《戏剧?鲁迅传》时，著者无意考察“多情鲁迅”
形象的正确与否，只关注这种虚构反映出来的日本文
化观念。诚如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国恩所说，这
种研究思路可以拓展到鲁迅研究学术史的研究上去，
“不是简单地指出这些研究的对错，而是研究其立场
和观点，研究其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研究其背后的
动机和政治目的等”。

不同研究方法下的鲁迅阐释
该书史料丰富，考证细密，颇见功力。著者在《后

记》中说：“我面对鲁迅能做的，只有怀着真诚的态度、
从切切实实的文本出发探究鲁迅的形与影。”这种研
究特色与著者的学术背景有关。董炳月留日多年，自
然熟稔日本鲁迅研究特色及学术方法。日本学者长
于实证研究，其搜集史料之丰富、研读史料之精深，着
实令人叹服。但有时不免过于琐碎，系统性不足。著
者一方面择其优点，回归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论从
史出，扎实而厚重；另一方面避其琐碎，如前所述，关
注鲁迅思想的大的方面，视野广阔，全面而系统。此
外，著者同样关注中日比较研究，如在探讨留日时期
鲁迅文明观时，注重在日本同时代作家的延长线上考
察“原鲁迅”的思想脉络，分析鲁迅与福泽谕吉、夏目
漱石等文明观的异同。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窥见鲁
迅本体的形成过程，亦可见出中日两国学者对鲁迅的
多样阐释。

对著者来说，《鲁迅形影》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
更有一种鲁迅研究之路的回顾与总结的意义。他自
幼便与鲁迅“相识”，在此后的人生与学术道路上，处
处都有鲁迅的投影。作为“鲁迅影中人”，他基于个人
成长历程与生活体验的鲁迅阅读便产生了一种深刻
的共感与认同。这种共感与认同不仅使自己的精神
更贴近鲁迅，同时“也反过来确认了鲁迅的民间性、叛
逆性与异端性”。著者将研究文学、研究鲁迅作为自
己的“天职”，如此真挚，如此热爱，才能发现鲁迅的
“原风景”，也才会有这样一部论述独到、见解深刻的
研究著作。

（薛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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