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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
首发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宋燕）2019 年 12

月9日，《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在北京首发，

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铁凝，作协副主席阎晶

明及多位作家、评论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共计70卷本，由

北京长江新世纪出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结集的最具规模

的中国军旅文学经典作品集，也是自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以来最全面、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

军旅文学大系。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项

目，该大系从19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至今

浩瀚的军旅文学作品中遴选出最优秀的代表作

家和70卷代表作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献礼。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由原总政治部文化

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怀中担任名誉主

编，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协军事文学

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担任执行主编。大系收录有

刘白羽、魏巍、胡可、李瑛、朱苏进、朱秀海、乔良、

徐贵祥、柳建伟等多位著名部队作家的经典之作，

孙犁、邓友梅、莫言、严歌苓、刘恒、刘震云、麦家等

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作家，邓一光、周梅森、尤凤伟

等非军旅作家的优秀军旅题材作品也有收录。

作品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

理论批评、话剧及影视文学剧本等，其中长篇小

说34卷，中篇小说 13 卷，短篇小说 3 卷，诗歌

5 卷，散文 3 卷，报告文学 3 卷，理论批评 3

卷，话剧 3 卷，影视文学 3 卷；收录作品总量

多达700余部。

出版人、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黎波认为：《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

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

值，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

结，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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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

束办公后，又到西花园散步。“花园甚大，满园走遍

后，尚欲登楼，以楼工程未毕而止。”走着走着，突

然脚步不稳，身子向一旁歪斜。原来是突发脑溢

血。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忙问：“纳履未安耶？”

曾国藩说：“吾觉足麻也。”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

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渐不

能行，继以抽搐”。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

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花厅。家人全都围了

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二女纪耀于病急时祷

天割臂附药，亦未见效”。三刻之后就与世长辞，

终年六十一岁。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曾国藩早就有过打算。

他一生曾经三次立遗嘱。在第三次遗嘱之中，曾

国藩特意提到了经济问题，要求子孙力崇俭德，善

持其后：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

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

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

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

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

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

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

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

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

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

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

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

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

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曾国藩曾打算以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

多两养廉银作为养老之资，“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

之资，已极丰裕矣”。

综合这两条，曾国藩身后所遗现金，大抵在一

两万两之间。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

在他身后被证明其实并不充裕。

曾国藩在遗嘱中特别嘱咐丧事简办，不可收

礼：“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

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

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留下家产如此之少，“仕

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之而共

信之”。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

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

守此项遗嘱，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

巨万可以了”。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

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连李鸿章所送两千

两也被拒绝。因此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

上花去了大半。

如果曾国藩在生前对家人生产稍做安排，让

他们在自己身后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绝不是什么难

事。比如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就成了很多人

发家的机会。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

非常高。当时社会上因盐务发家者为数不少。据

《草堰场大盐商周扶九事略》，江西富商周扶九原

本为贫民，在长沙某绸布号做店员。有一次，他替

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

盐票抵偿，而店主回信不愿。周扶九当机立断，自

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家

资万千”的盐商，先后在扬州、上海经商，积银多达

四千五百万两。

然而，曾家一张盐票也没有。

《曾国藩的经济课》，张宏杰著，上海三联书店

曾国藩的
身后事与遗产

元明时期，云南的
民族、文化、社会形态
及边境疆域进一步成
型；在元之前，云南有
长达一千余年的两爨、
南诏大理时期，元朝第
一次将云南完全纳入
中 央 王 朝 的 统 治 之
下。元明清时期是云
南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明清两代实行改土归
流政策，土司制度基本结束，汉族移民大量迁入，
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手工业，少数民族文化
与汉文化交流融合，政治上纳入中央王朝的统
治，完成了中国疆土的统一与稳定，政治经济上
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云南与中原王朝共同演进进
入近古时代，云南从民族、文化、疆域完全纳入了

“中华”这一大概念中。

精简小巧的的口
袋书《美好的小日子》
（全五册），是一套日
本 名 家 闲 适 小 文
集，共选近百篇文章，
涉及七十位日本文学
名家。内容丰富，共
分为五个主题：逛街
町，观竞赛，登高山，
弄花草，品人情。携带方便，随处可读，让你在阅
读中，如翻山越岭看不同的风景。用心经营生活
的人，才更有机会得到生活的善待，生命漫长却又
短暂，那些细密而珍贵的时间，不应拿来挥霍，而
应用在感受生命的爱与美上。

法国国务秘书亨
利·伯丁推崇中国技
术，热爱中国文化，生
前收集了大量中国主
题的图文资料，其中仅
中国手工业和制造业
的 原 创 版 画 就 有
400幅。后来，这些资
料辗转至约瑟夫·布列
东之手。经过其整理及补充说明之后，《中国服
饰与艺术》一书于181 1 年出版。

全书共分六卷，共收录100余幅版画，17万
字。插画中的人物上至皇亲贵胄，下至贩夫走
卒。绘画手法结合了西洋和中国画法，真实生
动，颇具特色。其中，反映手工业、制造业及服饰
的部分插图尤为珍贵。本书一经出版，很快便被
翻译成其他语言，且多次再版。虽然原作已经出
版200余年，但本书仍然是中国服饰和风俗研究
的必读书目。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
【法】约瑟夫·布列东著，中国画报出版社

《美好的小日子》
【日】芥川龙之介等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元明清云南文化史》
周智生、周琼、李晓斌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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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好书
2019年度十大好书

1.《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2.《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
经济改革》
3.《天国之痒》
4.《浮生二十一章》
5.《苔》
6.《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7.《寂静的孩子》
8.《奇兽：山海经动物图鉴》
9.《英国插画书拾珍》
10.《给孩子的唐诗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