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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热门阅读榜单发布

◎悦评

由资讯服务类APP平

台一点资讯联手新华书店

总店、 韬奋基金会整理的

2016年度热门阅读榜单日

前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

布， 其中包括10部热门图

书和10位热门作家。

在10部年度热门图书

里，除了《S·忒修斯之船》

是2016年出版的新书，其

余皆为经典著作或前些年

就已经赢得读者喜爱和追

捧的书籍，包括《小王子》

《白鹿原》《平凡的世界》

《草房子》《我们仨》《三体》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解

忧杂货店》《天才在左，疯

子在右》。

10位年度热门作家按

姓氏拼音排序则依次为：

曹文轩、丁墨、郭敬明、郝

景芳、贾平凹、梁晓声、刘

慈欣、莫言、余秋雨、张嘉

佳。 据一点资讯副总裁金

治介绍， 这一榜单是将新

华书店的图书出版、发行、

销售数据和一点资讯的搜

索、订阅、点击数据相结合

而得来的， 意在通过对全

年阅读热点的梳理， 实现

传统阅读与数字平台的深

度融合， 通过大数据来引

领和推动传统图书市场的

发展。

（据《北京青年报》）

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生

态鄂温克》一书，是著名旅

行家、作家、摄影家陈刚经

过20多年对呼伦贝尔大草

原和鄂温克族聚居区的关

注、考察和研究写出来的一

部“生态”著作。并于2016年

7月28日在包头举办的全国

书博会上得到重点推荐。日

前，该书面向全国发行。

《生态鄂温克》为彩色

图文并茂图书。 主要反映

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3个部落” 的鄂温克民族

是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和淳

朴的民风民俗。

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的

陈刚1992年开始“独步中

国”，主要考察祖国各地经

济文化、 风土人情和访问

55 个 少 数 民

族。 陈刚曾在

报社、 杂志社

兼职或专职当

过记者、主编，

出版了《独步

中国》《走进中

国最后的母系

部落》《爱在达茂》《人生留

踪》等6部书，被称为“当代

徐霞客”“独步中国第一

人”。

文/王鹏飞

最近， 吉林出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游

思草堂文集》，作者关麟英

是我的老友， 在我区美术

界享有盛名。 他于1959年

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

中国画专业，师从吴镜汀、

吴光宇、王雪涛、秦仲文、

马晋、黄均等国画大师。他

曾任内蒙古美术馆馆长、

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

长、第八届全国美展评委，

还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

院研究员、 国家一级美术

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文化大使、 中国

美协会员。 他的国画代表

作《惠风和畅》参加由国际

奥委会、 中国文化都组织

的 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

会， 并被奥林匹克艺术中

心荣誉收藏。

我喜欢关麟英的国

画，这次读了他的画论《游

思草堂文集》， 同样喜欢，

觉得他论绘画艺术的文章

很有独到之处， 应该推荐

给喜欢绘画的读者。

这本书的第一个独到

之处是深刻， 作者并不是

泛泛谈艺， 也不是水过地

皮湿那样浅浅谈艺， 而是

用简洁的语言直指艺术的

本质。关麟英在书中《中国

审美价值的本质》 一文中

写道：“中国画创作的目的

在于‘畅神’。”“畅神”二

字， 表明人类绘画活动的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

需要， 艺术品审美享受带

来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解脱

的感受贯穿在艺术活动的

全过程， 观赏者也同样被

艺术品审美价值所感动，

从而获得与艺术家相同的

审美愉悦。 这种“状物移

情”的艺术活动，被德国著

名艺术史学家沃林格称为

“移情冲动”， 关麟英又指

出，“移情”与“抽象”是艺

术创作中司空见惯的两种

模式。他认为，“抽象”艺术

活动并不是理性介入的产

物， 也不是理性思考的结

果， 而是未受污染的心理

本能。

本书第二个独到之处

是继承了我国传统画论的

精华。长期以来，我国美术

界有一股强大的崇洋媚外

风气， 否定中国古代先辈

的画论。 关麟英自幼随其

父关和璋学画， 深受传统

画论的影响。 例如父亲教

给他的南齐谢赫提出的画

有“六法”，他一直铭记在

心， 并且在艺术实践中加

以运用，他在本书中指出：

“六法”的提出，对我国绘

画创作及绘画理论的发展

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

是批判精神。多年以来，我

国美术界和欣赏者一直有

一种错误倾向， 那就是从

艺术的真实性上来理解艺

术现象， 复制外物的真实

性就成了艺术判断的标

准。 关麟英在书中一针见

血地指出：“真实就是艺

术。 这是人们对艺术现象

的评判中惯有的心理。实

际上，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

义。 如果我们严格地按照

艺术规律去探究艺术现象

发生的本源，那么，用外在

因素界定艺术价值的论点

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关麟英的国画作品之

所以取得优异成就， 显然

和他掌握的画论息息相

关， 祝愿年过古稀的关麟

英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

文/李悦

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面世

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

推出。该系列是“莫言作品全编”的第一批作品，囊括了

《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

香刑》《生死疲劳》《蛙》等莫言的11部长篇小说。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

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上，浙江文艺出版社

社长郑重表示，此次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授权的

“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

出版过的全部作品，属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展

示莫言的创作成就，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

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

莫言201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位

获此殊荣的作家。除了11部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出

版了《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中短篇小说100

余部，剧作6部，散文随笔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

意、日等40余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据新华社报道）

位于北京京郊张家湾

的“瓜饭楼”是当今红学家

冯其庸的寓所。19日，冯其

庸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

抄庚辰本石头记》 终于由

青岛出版社出版。“我对这

部抄本《红楼梦》诊爱到如

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冯其

庸先生说。

据专家介绍，《石头

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

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其

中一个版本因第五至第八

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

定本”，故名庚辰本《脂砚

斋重评石头记》。而相较之

下，庚辰本年代较早，文字

也最为完整， 保留了曹雪

芹《红楼梦》原著及脂砚斋

批语2000多条， 版本价值

最高，极为珍贵。冯其庸曾

说，“文革”中，因担心这个

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

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

虞。 因此他决定冒险照原

样再抄一部。此后，他设法

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

本《石头记》，每天深夜家

人入睡后， 即开始严格按

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

他从 1967年 12月开始抄

写， 到1968年6月抄毕，全

书整整抄了7个月。

这一“冯抄本”完全保

留了原本的样式和内容，由

冯其庸在特殊的境况下以

小楷书就，故而具有非比寻

常的意义。冯其庸小楷有深

厚功底，从这部《石头记》抄

本的书法风格分析，可以明

显地感觉到，前面部分有明

显的晋唐书风，后来转为他

较为熟练的文徵明小楷风

格，再后来则变为书写较为

快速流畅的行书小楷。翻开

《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

阅者无不有赏心悦目之感。

（据《北京日报》）

吕延涛写《老乡》：老记者说老实话

《老乡》 是一部关于顾山村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

报告，它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封面，封面上是一幅黄土

高原的远观图， 那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作品，山

势蜿蜒，沟壑纵横，松柏挺立。本书用纪实手法，对中

国西北一个移民村庄进行一线调查，带我们走进黄土

高原深处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上马洼村顾山村。

本书作者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吕延涛，作者

秉承“老记者说老实话”的媒体作风，描述一个族群150

年的变迁，描绘城市化大潮中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记

录下西北农村的贫苦状况、民族风情、未来期盼等。“只

要活过了，总要留下些什么吧”，这是本书《后记》中令

人难以忘怀的一句话。这也是顾山村人的期望，他们期

盼被了解，期盼自己的真实生活状况受到外界的关注，

期盼获得政策上的帮助，期盼切合实际的政策引领。

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顾山村的方方面面。它的历

史已走过150多年，作者对顾山村医疗和教育倾注了不

少笔力。在书中，作者对“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勉成福

和“全村人的老师”张万钧单独作了特写，对每天要走

十几里山路上学的孩子和留守儿童进行了关注， 作者

深知，提高农村医疗和教育水平是当下最紧要的工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顾山村人奔走在通往城镇的

路上， 作者对顾山村城镇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他呼吁“在通往城镇

的路上，请缓一下”，让农

民进城的路走得更温暖、

更平稳，并希望能够“给

顾山人留一条回家的

路”，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

语，流露的是一位资深媒

体人的人文关怀，对农村

未来走向的思考，对老乡

们的深厚情谊。

（据《石狮日报》）

《生态鄂温克》描绘最美呼伦贝尔

关麟英：画作背后亦有论

冯其庸50年前手抄《红楼梦》出版

陈刚与《生态鄂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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