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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三十集系列视频“看”
完一本名著是什么体验？当人物关
系被逐一梳理、拆解，书中情节被
画成动画，再辅以故事发生年代及
地点的背景介绍，一部经典名著如
微电影般呈现在读者面前。

2021年，85后读书博主李燕飞
在抖音、哔哩哔哩 （B 站） 等平台
开设名为“1379 号观察员”的账
号，发布了“沙丘”“百年孤独”

“苏东坡”等主题的系列短视频，观
看量累计超5000万次。目前已有百
万网友跟着李燕飞的视频边做笔记
边讨论原著，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
言“一口气看完全集，感谢 UP 主
整理”。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李燕飞位
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工作室，聊他深
耕读书内容，用系列视频讲读名
著，让经典不再遥远的故事。

分享源于热爱

“这是我的第三个‘书房’，也
是我现在的工作室。”李燕飞一边介
绍，一边带记者参观。工作室面积
不大，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被两张
书桌、一台电脑和上百本书“塞”
得满满当当。

出生于内蒙古大草原的李燕
飞，性喜安静，只有聊起阅读才能
让他打开话匣子。“我的老家方圆
50公里内可能都没什么人，独处时
间比较多，所以阅读就成了我了解
世界的方式。”回忆起小时候的阅读
经历，李燕飞笑着说，“小时候大家
交朋友，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玩别人
家的玩具，而我交朋友是看上了别
人家的书，想多看看《水浒传》《西
游记》。”

李燕飞介绍，从小学看四大名
著连环画，到初中读《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巴
黎圣母院》等外国名著，再到工作后
经常购买社科、历史类书籍，他对
阅读的热爱始终如一，并且能耐得
住性子读“大部头”的书。

正是这样一份对阅读的热爱，
让他觉得读书、分享书并不枯燥，
每天在工作室一待就是 12 个小时，
读书、写稿、做视频。“因为我做的
都是名著解读或人物传记这类相对
严肃的内容，必须追求准确，付出
的就要比别人更多。”谈起视频创作
背后的努力，李燕飞表示，他的账
号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近百万粉
丝，压力很大，每天醒来要考虑的
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为观众奉上更
加优质的内容”。

从 2021 年 9 月 发 布 第 一 条 视
频，到2022年初发布“解读世界名

著 《百年孤独》 ”系列，再到当下
正在创作的“解读 《红楼梦》 ”系
列，尽管接触视频创作的年头并不
算长，但李燕飞却把它当作一份事
业扎扎实实地在做，两年时间里，
用 150 余条作品为观众带来诸多

“惊喜”。

搭一把阅读的梯子

“我做的第一部系列视频是外国
科幻小说 《沙丘》 的讲解，一共 40
多集，没想到第一部就做到了这么
大的体量。”回忆起创作缘起，李燕
飞表示，自己就是想消除观众对原
著的误解。“当时《沙丘》这部电影
正在上映，大家对电影褒贬不一，
正好我也读过原著，所以想通过做
视频向观众完整介绍‘沙丘宇宙’
的故事背景和剧情逻辑。”

后来做 《百年孤独》 的系列
讲解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很多
人说 《百年孤独》 太晦涩，人名
难记、情节难懂，看完第一句话
就读不下去了，如果是因为这种
原 因 放 弃 阅 读 ， 我 觉 得 非 常 可
惜。”李燕飞向记者介绍，他对自
己作为读书博主的定位就是“一
把阅读的梯子”，希望通过视频讲
解，让更多人能顺着“梯子”翻
过 曾 经 的 “ 阅 读 障 碍 ” 去 读 原
著，进而读懂原著。

为了当好这把“梯子”，李燕飞
前前后后准备了 3 个月，看了 6 遍

《百年孤独》，还参考了 4 本相关
书籍，查阅的外语论文、纪录片等
资料总计近50G。

吃透原著，接下来就是最难的
文案梳理。“文案不仅要忠于原著情
节，还要结合当下的语言习惯适当
加工，必要时加入一些网络流行
语，从而在十几秒内迅速抓住观众
注意力。”李燕飞说。

反复修改打磨后，最初10万字
的文案被删到4万字，又扩充到8万
字，形成了30个分集讲稿。历经60
小时的后期制作，这部总时长达3.6
小时的“解读世界名著 《百年孤
独》 ”系列视频如今在抖音平台的
播放量超1200万次。

“有网友表示，因为我的讲解，
终于看懂了《百年孤独》，想找原著
再好好读一遍；有学生说我的视频
被语文老师当作课件，进了课堂；
还有网友一边读一边跟我分享他对
人物和情节的看法，一直分享到他
看完整本书。”回忆起观众的反馈，
李燕飞如数家珍。在他看来，这些
反馈比播放数据更让他有成就感，
也让他坚定了自己在名著名家解读
领域精耕细作的决心。

拓宽阅读群体

所有视频中，李燕飞最满意的
是解读苏东坡人生经历的系列，在
抖音和 B站累计播放量超过 1000万
次。“当我处在人生低谷时，苏东坡
的经历鼓舞了我。做读书博主后，
我也想把心中这样一个‘伟大的存
在’分享给大家，鼓舞更多人。”李
燕飞说。

为了读懂苏东坡，李燕飞买了两
本书，一本是《苏东坡传》，另一本是
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他告诉记
者，“做视频时，《苏东坡新传》读得多
一些，当时不停地翻看、做标记，以至
于把书都翻‘烂’了，后来又重新买了
一套，来来回回一共读了4遍。”

“第一遍阅读将苏东坡的生平大
概了解一下。第二遍阅读，我会找出
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节点，并圈画出
来。在之后的第三、第四遍阅读中，
通过这些节点，我会找一些拓展资
料。比如，如果对北宋的制度、某一
个相关人物或事件不了解，就需要去
读宋史，读相关人物传记，像章惇、王
安石、寇准、范仲淹，他们与苏东坡和
北宋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燕
飞一边向记者展示他在《苏东坡新
传》中所做的标记，一边分享了他的
阅读经验——不只读一本书里的内
容，还要把所有的知识点通过网状结
构联系起来。

仔细分析李燕飞的视频不难发
现，在每一个系列的正式人物出场
前，都会有很长的铺垫，历史背
景、相关结论及阅读方法等内容会
被“前置”。李燕飞表示，希望通过
这样一种方式，将自己的阅读经验
分享给大家。

如今，像李燕飞这样做读书博
主的人越来越多，在他们的影响下，
更多读者通过短视频培养起阅读习
惯。上海理工大学日前发布的《短
视频时代的阅读研究》显示，超六成
受访者表示，“相比独自阅读，更喜
欢短视频这种互动性的阅读体验形
式”，在纸质书阅读较少的受访者中，
有71.4%的人认为图书类短视频能够
增强自己读书的兴趣，有 70.4%的人
因短视频推荐而买过书。短视频拓
宽了传统图书阅读的受众群体，让更
多人参与到传统图书阅读中。

当然，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型
阅读形式并非传统图书阅读的替代
品，而是后者的一种补充，为数字
时代大众多元阅读需求提供了一种
新选择。正如李燕飞的个人主页签
名，“不一定改变潮水的方向，但是
可以试试”，他希望自己的视频能让
更多有心开始阅读的人，搭着他的

“梯子”往上走。“因为阅读是一件
主观性很强的事。我通过短视频表
达的是我自己的观点，只有读者亲
自去读，才能从书中找到打动自己
的点。我所做的一切才有价值。”李
燕飞说。

本报电（董世捷） 近日，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大国霓裳：沈从
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新书发布
会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彝伦堂
举行。该书收录了从东周战国到元明
时期出土的服饰纺织品文物研究成
果，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发掘保护
故事，不仅细数了中国纺织考古取得
的辉煌成就，还回顾了沈从文、王亚蓉
等纺织考古人走过的艰辛考古之路。

翻开《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
的纺织考古之路》，仿佛走进一幅由
丝线织成的瑰丽画卷：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素纱襌衣、明定陵出土的孝靖皇
后洒线绣地盘金彩绣百子衣、尼雅古
国精绝王子墓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织锦护臂……一件件精美绝伦
的纺织品文物用穿越时空的魅力再现
了古代中国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经济文
化的发达。这些纺织品文物得以重新
进入大众视野，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
的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大国霓
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
为读者们还原了这一历程。书中提
到，在发掘江西靖安东周大墓时，为
了在清洗过程中不破坏丝织品，王亚
蓉和同事通过海绵将水渗入，以手拍
水将泥涤荡出来，“一直换了六七十
次水，水才变清”。

《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
织考古之路》也是一本服饰研究的文
化传承之书。该书回顾了我国古代服
饰研究的开拓者沈从文多年从事该领
域研究并编写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一书的历程。沈从文由文坛转入中国

历史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
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后，“从文物与观
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其心愿正是

“复原周、秦、汉、唐以来种种服
装”。而今，他的弟子王亚蓉等人接
过接力棒，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湖南
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
宫等 20 多项重要纺织文物保护修复
研究工作，并通过“大量复原复制的
实践，竭尽全力让文物活起来”。王
亚蓉说，考古不只是解决“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解决服饰传承的大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评
价：“《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
织考古之路》 兼具学理性和故事性，
梳理了从东周开始，中国3000多年纺
织品文物的演化发展历程和纺织考古
研究中的新发现，生动讲述了考古人
保护传承中华服饰文化的故事。”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翩跹舞
姿、大美写意，让人不由联想到宋代
名画《千里江山图》青山绿水、水天
一色的浩淼气象。以青为主调的艺术
创作，引起人们对“青”的好奇与欣
赏，进而感受到颜色历史乃至中华文
化的源远流长。包岩的 《青色极简
史》（现代出版社） 即从专业角度进
行理性分析，深入探究青色的文化寓
意以及演变历程。

单从颜色分类上讲，青不过是七
色之一，似乎没有特别之处。但在

《青色极简史》 中，作者却对青色另
眼相看，认为“在中国，没有哪一种
颜色比青色的覆盖面更为广泛，文化
寓意更为丰富、复杂；没有哪一种颜
色比青色的历史文化变迁更为腾挪跌
宕”“了解中国的青色，是了解东方
文明和中国式审美的重要途径”。

作者眼中，这个常见的颜色缘何
能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联系？
或者说，它从哪些方面反映、彰显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魅力？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在《青色极
简史》 中，作者通过认真研究发现，

“青”的世界大有乾坤。与从甲骨文
里就能找到白色词语的悠久历史相
比，青色虽然在先秦文献中才被大量
使用，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

“青碧绿缥铅紫绀、緅繱蓝翠蒽苍”，
13 个成员，让青色家族显得蔚为壮
观；诗词、歌词、佛经中描绘形容的
天之青、水之青、草木之青、山石之
青、万灵之青、神佛之青、画染之
青、瓷器之青，更以特有的青之韵味
让人心旷神怡，为之倾倒。

青，在画家、诗人眼中是一种颜
色，但又不单是一种颜色，它更是一
种文化内涵的折射与呈现。比如对

“青楼”这个词，《青色极简史》通过
梳理文化史，正本清源地还原了它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含义。“青楼”
在汉末魏晋指的是富贵人家的华丽屋
宇或年轻女性的居所；唐宋开始，它
成为文艺与爱情的集散地；到了元
代，“青楼”与杂剧发生了联系，是
表演杂剧或歌舞的演艺场所；进入明
清时期，“青楼”才成为现在的含
义。拓展到青衣、青丝、青衫、青
山、青云、青天、青牛、青鸟、青
龙、青帝、青帮、丹青，从人到物，
从自然到生命，从群体组织到艺术职
业，作者在书中通过 13 个与青有关
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详细解读了青色
文化寓意的潜藏轨迹。这种解读，不
是想当然地自说自话，而是从经典文

献、历史记载中总结提炼，创新研究
得来的结论。

青色寓意的演变，并不是自然发
生的。作者上升到哲学史高度，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影
响。“这种影响，有的是对中国艺术精
神的哲学美学层面上的根本性影响，
有的则是对某种社会实践的具体影
响。”从道家、道教与青牛的关系，到
道服颜色的变迁，从儒家礼制对青色
的影响，到文人的青衫情结，从佛教
消除灾障的青面金刚，千手观音的青
莲花，到“空”与青色的同质性，作
者探察儒释道与色彩文化的关系，从
深层次揭示了青色的哲学密码。

在探究青色文化寓意变迁时，作
者收集整理了历朝历代诗词中关于

“青”的使用频次，这是青色在传统
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剪影。而儒家对青
的审美，让“青色不断地以‘青+’
或‘青色+’的方式渗入和融合到中
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之魏晋玄学
的推动，青色更加抽象化，升华为中
国文人的风骨。从中可以看出，青已
经不单是一种颜色，更成为国民性格
的一种象征。

综观 《青色极简史》，青之内，
是青色的产生与运用；青之外，是青
色与主流文化交织作用的发展历史。
作者历数青的历史，辅以权威典籍佐
证，更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乃至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对青的感知，
为我们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颜色密码
开辟了一条通幽小径。

伴随上世纪末的“重写文学
史”，旧体诗词重新进入现代文学研
究视野，特别是旧体诗词“入史”
的问题被广泛讨论。学者李遇春对
此早有关注，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
体诗词研究已近20年，他的《现代
中国旧体诗词通论》（下称“《通
论》”） 不久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收录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
果。相较于他此前以单个作家创作
为焦点的个案研究 《中国当代旧体
诗词论稿》，以资料文献整理为主体
的编年叙事 《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

年史》，《通论》 一开始便明确将旧
体诗词作为一种方法范式来看待，
探索如何借此参与重构现代文学研
究新路径。用书中的表述，即“从

‘ 合 法 性 ’ 论 争 到 ‘ 合 理 性 ’ 论
证”。这一细微变化，也意味着将旧
体诗词纳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范畴，
正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从书中能看到作者在学科反
思、资料整理、研究路径的探索与
深化等方面的创新。在内容方面，
对五四新文学如何确立“新诗”的
合法性，并通过一个世纪的学科机
制建设、文学史书写不断强化加以
反思，构成了全书各章论述的背景
和语境。书中涉及的浩瀚驳杂的文
本资料，也彰显着作者力图突破传
统“印象式点评”窠臼，从客观辨
析出发的实证精神。从严复、王国
维、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
人，到吕碧城、沈祖棻、何香凝为
代表的女性文人，再到黄宾虹、刘
海粟、张大千为代表的画家诗人；
从清末民初的 《南社丛刻》 到抗战
时期的《民族诗坛》，从新中国建立
初期的 《东风》 副刊到改革开放时
期的 《中华诗词》 等纸质媒介，乃
至新世纪以来各类网络空间中的写
作，都彰显着旧体诗词是有待研究

者开采的“富矿”。
也正是这种反思和实证精神，

使得 《通论》 没有陷于研究对象之
中，而是保持着适当的审视距离。
比如书中直陈，一些旧体诗词创作
存在“斤斤计较于寻章摘句，老死
于‘过度格律化’的形式桎梏”趋
向；执着于“外形式”，反而走向了
诗的反面。李遇春提出，由作者精
神结构外化而形成“内形式”，是当
前旧体诗词创作的突围方向。这一
点，应当向“新诗”学习，需要在
精神修养方面大胆借鉴现代哲学、
文化、文艺的有益滋养。守正的同
时，强调开新，实则表明——即使
是“传统的感性”，也有其立足于所
处时代的意象、情感与内容，旧体
诗词的写作与研究，也应有“现
代”的视野和路径。

《通论》中的部分章节，开始将
研究触角延伸至旧体诗词与现代媒
介、绘画、女性主义等诸多问题的
阐释上。旧体诗词在这些研究视野
中，不再只是旧时文人习气“骸骨
的迷恋”，亦不再只是为填补文学史
空白的“边角余料”，开始指向“现
代”的精神成果。正如书中前言援
引章培恒教授之言，“研究古代文学
的人，要以现当代文学为坐标”，

“旧体”作为方法，恰恰是以“现
代”为旨归。《通论》 中对旧体诗
词的多元呈现，同样折射出 19 世
纪末至今更加普遍的现代文学生态
和更深层次的现代精神症候。“现
代”视域下的旧体诗词写作，用作
者的话来说，本没有“新诗”那般
呼风唤雨、凤凰涅槃的风光，是一
种“余事”的常态。文学史研究，
自然要依托那些经典文本，可久居
边缘却具有广泛基础的旧体诗词写
作，何尝不构成一种还原现代中国
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乃至文学演变
的路径？

故而在 《通论》 中，作者尤其
注意并开掘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
旧体诗词如何走出被遮蔽的状态，
在历史进程中绽放出光彩。诸如清
末民初报刊兴起之际，旧体诗词在
结社雅集外，“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民
主意识”；抗战时期女性的诗艺探
索，在颠沛流离间，用新旧意象写
下“现代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改
革开放之初，旧体诗词在解除思想
禁锢方面多有抒发；新世纪网络空
间中，“老树画画”等诗配画折射出
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达
观态度”。这些研究，为我们在五四
文学经典文体之外，探究相应的

“现代”话题提供了新视角，也让人
欣喜地看到，在“内形式”与“外
形式”的融合统一下，这些诗词的
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通过李遇春
的阐释，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特色
得以彰显，《通论》 中阐而未尽之
处，更让读者对后续进一步的研究
抱有期待。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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