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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城市地理空间是一个长期被

忽视的新闻史研究支点，城市史和新闻史

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艾智科：在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

福德眼里，“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

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

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

更是文化的归极。”然而，在过往的新闻史

研究中，城市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支点，而只

是一个简单的地点，作为重要场景的城市

空间并没有被写入历史，围绕城市空间传

播的一系列命题没有被细致深入地探讨。

同样，以《重庆开埠史》为代表、肇始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也没有

深入讨论报刊与城市，以及贯穿其间的现

代性三者之间复杂、隐秘却又紧密的联系。

欣慰的是，《城市、报刊与现代性》秉承

着一种极富开拓价值的“空间转向”研究路

径，生动地展现了现代报刊在城市空间的诸

多功能——传递信息、展开对话、构建网络、

重塑时空，展开着对城市、民族和国家想象

的宣讲，并监测城市空间中人们的言行，参

与城市的运行。反过来，恰如作者所言，城

市空间的价值也使得《渝报》《广益丛报》《重

庆日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纸从静态的、

中性的工具/渠道转变为极具涵化意义的动

态活动，城市空间从单纯的地理意义中解放
出来，添放进社会、文化和媒介的多元元素，
使得城市空间既是一个“物理存在”，更是一
种文化的栖息之地与人类存在的“诺亚方
舟”，并处在与报刊互为关系的共同编织之
中。无疑，这也是本书相较于以往城市史研
究的一个重大的学术突破。

重庆日报：研究近代重庆报刊史有何意义？

田雷：报刊，不仅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
本性，还是现代性构成的标准化判断。《渝
报》等新式报刊，作为一种晚清城市空间引
人关注的新式媒体，不只是城市现代化发
展的产物，它还能够打破时空藩篱，构建新
式城市交往，推进社会整体向现代性迅速
跃进。

在作者笔下，通过维新变法构建出现代
民族国家想象的《渝报》、建立华西地区可沟
通城市群的英文报刊《华西教会新闻》、川渝
地区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并对社会主义
作简要解释的集报《广益丛报》、从改良向革
命转型的重庆地区第一份日报《重庆日报》、
喊出“吾商幸甚”“吾蜀幸甚”的重庆总商会
机关报《重庆商会公报》，五种风格迥异的报
纸在风云际会的晚清重庆，既“特立独行”，
追逐不同的媒体功能，又“一致向前”，共同
推进重庆城市的现代转型。它们用一期期

版面、一篇篇报道，绘制出晚清时期重庆城
市发展的历史画卷，成为重庆城市现代化转
型和中国媒介现代性的样本。

特别是当城市这一空间概念引入到传
统的报刊史研究时，报刊和现代性有了可
依托的“土壤”，同时，这两者也是城市之所
以成为城市，并维系城市发展壮大最重要
的精神要素之一。

重庆日报：现在回头看 126 年前创刊的
《渝报》，对当时和之后的社会发展有何促
进作用？

方旭：“城门开，潮水来。”开埠后的重
庆，现代启蒙、公共空间、民族国家等现代性
元素纷至沓来。在这一过程中，报刊作为重
庆城市现代性的重要传播载体，激烈且充分
促进了晚清重庆的现代化城市进程。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浓墨重彩地关
注了重庆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
育仁以及他创办的《渝报》。《渝报》的横空
出世，使得一种新的时空观被引入，重庆由
此迈入一种新兴媒体的时间范畴，这是对
城市空间的一种划时代颠覆。新的时空观
加快了信息传播和精神塑造，为现代性的
达成和推广提供了可能。这种现代性，既
弥散于整个城市，也是城市与报刊之间勾
连关系的“摆渡人”。进一步来看，在晚清

重庆城市与报刊的互动中，媒介技术的引
进和应用打破了原有的政治体系和文化形
态，也重构了近代城市空间与人际网络。
报刊引发的舆论思潮、文化影响、知识交换
与价值生成，从多方面建构了“纸上的城
市”，形成了城市多向度的对话，也产生了
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谓的

“媒介即人的延伸”论断，激发了报纸读者
对城市现代性的无限想象。

重庆日报：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着
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回望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对我们当
下的新闻工作有何启示？

田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新闻舆论工
作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外界
一些唱衰媒体行业的声音，包括重庆在内
的广大新闻工作者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
言的文化使命没有变，对内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舆论支撑、对外向世界讲好中国式
现代化故事的时代职责也不会变。

艾智科：历史研究应该观照现实。作为
一部开创性的城市史著作，该书在研究晚
清重庆报刊与现代性时，将两者置入中国
内陆城市现代化的起步时段进行考察，这
为我们今天从历史溯源探讨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也为研究中国式
现代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特征及发展路径
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样本。

方旭：“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重庆？”
这是宋育仁、卞小吾、杨庶堪、曹漱珊、竹川
藤太郎等一大批晚清重庆报人参与重庆城
市建设和城市精神塑造时的普遍疑问，点
燃了重庆这座古老城市的启蒙薪火，勾勒
出他们心中的城市文明。那么，今天我们
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重庆？除了对重庆历
史文脉的高度尊重、倍加珍惜外，一个重要
的思路应该是在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下开
放包容、返本开新。

编前语：第三次再版的《星空的旋律：世界科
幻小说简史（典藏版）》经过了大篇幅的修改，近
日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它不是一部科幻批评
史，更不是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它以国别为主，
兼以流派，用通俗易懂的手法，向初步接触科幻
小说的读者，介绍科幻小说史上的那些人、那些
事和那些作品。

本书的作者萧星寒是位老科幻迷，喜爱这种
文学长达二十多年。书中，作者把他所经历的每
一个激动时刻都照原样记录下来。

这是时代给他的印刻，也是文学给他成长所
带去的丰厚礼物。

阅读这样的历史，你能看到作者成长的轨迹。
他就这么长大、恋爱、结婚，就这么孕育着后代。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位都有权写史。
当然，也有权跟任何一种历史记录进行争辩。于
是，整个历史变成了一种互动的过程。在阅读本
书时，我既能看到自己同意的部分，也发现了大
量完全不同意的部分。我已经就这些部分分别
求教了作者，并希望作者在相应部分的修改中给
出自己的答案。我更希望其他读者也能加入我
的行列，跟作者全方位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展
现真正的历史真实。

科幻迷亚文化，是整个世界文学中的一种独
特现象。

这些年出国参加各种科幻会议，看到了国外
科幻迷跟作家、出版商之间的强烈互动。在聚会
上，作家跟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读者就作品、就
相关科技发展方向与作家之间的种种激辩，常常
让我叹为观止。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受益的过
程，更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观察社会、思考社会发
展方向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但能
催生人们对科幻文类历史的重视，更能将一种新
的社会文化关系带入生活。

（作者为华语科幻星云奖联合创始人，该文
节选自《星空的旋律：世界科幻小说简史（典藏
版）》序言，有删改）

很多年前一位长者对我说，人的一生一
定要交两类朋友：一类是医生朋友，一类是律
师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对从事这两类职业的
人是又爱又恨吧。一方面，希望有生之年都
不要遇上他们，因为需要这两类人时一定是
身体或生活遇上了麻烦；另一方面，在漫漫人
生路上几乎又不可能不和他们打交道。谁敢
保证自己不生病，不遇到麻烦呢？这里有一
个问题，是不是一生病就要去看医生，一遇到
麻烦就要去找律师呢？毕竟看医生或找律师
都需要付出经济成本。大多数人有个头疼脑
热可能就自己去药房买点药吃，好了就不必
去医院了。如果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是不是
也可以不找律师，自己解决呢？今天我要给
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该书就是《叔凡说法——一看就懂的法
律常识》，作者李叔凡是一位有 15 年执业经
历的资深律师。本书分为六个章节，包括章

节 1：职场必备的法律常识；章节 2：结婚这
件大事；章节 3：遗产继承；章节 4：网络时代
如何维权；章节 5：农村农民权益；章节 6：常
见法律问题解决指南。每个章节构架是热
点问题、法律规定、案例。内容从农村到城
市，涵盖了工作、婚姻、家庭、继承、购物、出
行各个方面，贯穿了从结婚到离世的各个阶
段。可谓承包你生活方方面面，管你一世一
生。如果读者有时间认真看完这本书，我有
信心你在面对普通的法律问题时，不用向律
师咨询了，节省一笔咨询费。该书最后一章
还向读者介绍了民事案件的开庭程序。如
果各位想过一把“出庭瘾”，学学港剧中的大
律师，与对方一番唇枪舌剑，可以挑战一下
自己出庭应诉简单的案件。当然我要友情
提示一下：浅尝即止。对于一些案情简单、
争议不大的案件练练手可以。案情复杂，争
议较大的案件还是交给专业的律师去做。

对于哪些属于复杂的案件，很多人可能有
一个认识误区。似乎婚姻、继承这些涉及个人
之间的纠纷就是简单的案件，涉及公司法人之
间的就是复杂的案件。其实不然，比如离婚纠
纷，不涉及财产、子女的，可能就非常简单，但
如果家庭关系复杂，债权债务比较多的离婚纠

纷可能就不简单了。比如一家三代在一场车
祸中死亡，爷爷、爸爸、孩子死亡时间的不同决
定了遗产的不同分配方式。再比如胎儿出生
时是死体，还是出生时活着稍后死亡的，其亡
父遗产的处理也是不同的。所以看似简单的
家事纠纷处理起来一点都不简单。要不要请
律师代理，不要根据案件类型来判断，还是要
回归到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

回到今天读的这本书，或许你还有一个疑
问，没有学过法律的人能轻易读懂这本书吗？
这本书的书名有两个关键词：“一看就懂”和“法
律常识”。法律常识就说明本书主要讲的是一
些常识性的知识，不会太难。整本书里几乎见
不到法律专业术语，而是用一些通俗易懂，甚至
是当下流行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

除了通俗易懂之外，另一个特点是专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中国进入民法典时
代，以前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
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侵权责任
法》《民法总则》等统统废止。取而代之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的各分则编，如合同编、物权编、担保编、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因为，
法律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符合当下主流的

价值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关于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赔偿
金额相差是很大的，以至于人们发出了“同命
不同价”的慨叹。其实该规定与当时经济发
展现状无不相关，以前城乡差别很大是事实，
但时代在发展，城乡差别在逐步缩小，法律也
要顺应百姓的呼声，现在实施的《民法典》已
明确了“同命同价”。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在
人身赔偿方面的区别待遇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叔凡说法”涉及的民事方面的法律常识
均是以《民法典》为基础，这就保证了该书的
实用性，体现了该书的专业性。

此外，本书的内容可谓非常全面。如前
所述，它不仅涵盖了就业、婚姻家庭、继承、
交通事故，网络购物、农村承包经营等方方
面面的内容，凡是你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法
律问题，几乎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除了
实体法律外，本书还介绍了法院开庭的流
程、诉讼时效、管辖权等程序法方面的知
识。并且，还结合网络热点事件，对刑法领
域的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正当防卫与防卫
过当的界限、特殊防卫进行了分析。

读一本书，学点法律常识，少一些麻烦，
人生岂不更惬意。

实用还专业，自己学着当律师
——读《叔凡说法——一看就懂的法律常识》

■ 张妮

今年暑期大火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
里》里面说：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网红作家周公子在他的《大唐群星闪耀
时》一书中说：思想源于生活，读诗的最高境
界是读人。

毫不夸张地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巅
峰，也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学审美天花板，熟读
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每个中国人都
能背出几首唐诗。用一句互联网时代的话来
形容，唐诗就是一个超级大IP。在我看来，《长
安三万里》和《大唐群星闪耀时》对这个超级IP
的解读方式都颇具时代性，因为他们不约而同
地把最重要的触角放到了“人”的身上，诗歌不
是单独出现的，它和诗人的命运，甚至和整个

民族的命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长安三万里》以高适和李白的交集为

主线，让高适作为线索人物游历各处，见证
李白的各个人生阶段，让观众代入高适的视
角，亲眼见证当年在长安城以李白为代表的
一群诗人的故事。它的结构像伍迪·艾伦的
名片《午夜巴黎》，1000 多年前长安，就像后
来的巴黎，也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至于《大唐群星闪耀时》，肯定是受到茨
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启发，但我觉得它
更像一部剧版的《长安三万里》，比起电影，出
场人物更丰富，时间跨度更大，故事更饱满，
作者把每位诗人的作品、历史背景和生平传
记融为一体。在作者的笔下，李白、杜甫、王
维、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韩愈、元稹……
大唐最具代表性的8位诗人，每篇人物故事都
像单独的电影一样精彩，所以它的体量就像
长达8集的《长安三万里》。在体裁上，作者讲
述每个诗人都有一个概括性的标题，比如孟
浩然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我示范给你
看”。看上去这是典型的流量时代的“标题
党”，但实际上作者是能够做到逻辑自洽的。
为什么孟浩然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呢？

原来当时孟浩然入长安的时候已经名动

天下，但他居然在觐见唐玄宗时脑壳短路，
在皇帝叫他写诗的时候，他念了一首《岁暮
归南山》，其中有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
人疏”，意思就是唐玄宗没有识人之才，我这
么有才华你居然不赏识！之后他多次科举考
试不中仕途不顺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此
外，李白的标题是“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
整个大唐”；杜甫是“从高富帅走向诗圣的路
有多长”；韩愈是“勇往直前、炮火全开的人
生到底有多酷”……都是同样的风格，看似危
言耸听，实际却不过分。作者以学术性与通
俗性、专业性与趣味性兼具的形式将诗歌与
诗人的命运融为一体，不但还原了唐诗背后
的悲欢离合，而且颠覆了人们对于诗人的刻
板印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扣人心弦，语言又幽默风趣，时常让人
忍俊不禁。作者本人甚至说：“如果真能穿
回唐朝，有幸拜见太白，终于可以面无愧色
地来一句：李大哥，为了让读者们认识一个
全面、立体、真正的你，不才在下真的尽力
了！”至于《大唐群星闪耀时》是不是像他说
得这样厉害，那就只有请读者来评判了。

如果你看了电影《长安三万里》意犹未尽，
那再看《大唐群星闪耀时》，或许更能理解为什

么“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阅读这本书的感
觉，就像穿越到大唐，骑着骏马，沿着江山起起
伏伏温柔的曲线，和那些诗人们把酒言欢，醉
看风月。当你游历在祖国的名山大川，遥想你
脚下的土地就是1000多年前诗人登临过的地
方，当你随口念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的时候，那一瞬间，你就已经和诗人们
共情。这是对宇宙和自我的深切感受，这是人
类永恒的情怀投射，这也是诗歌为何只有寥寥
数语，却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原因。那些写
诗的人，那些久远的文字，虽然在历史的长河
中如同三万里那样遥远，但每次只要一读到他
们就像昨日重现，每一个意象，每一种情绪都
如此鲜活，仿佛从没远去。

时至今天，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只
要是中国人，当我们爬山登顶，脱口而出的
往往会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穿越
长江三峡，百分百会吟出“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面对离别，涌上心头的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诗，

就是铭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精神乡愁。建议用
你碎片化的时间阅览《大唐群星闪耀时》，也许你
会更好地明白乡愁因何而生，因何而起。

《大唐群星闪耀时》，一部剧版《长安三万里》
■ 蒋敬诗

回望百年前的重庆新闻史
关于城市、报刊与现代性的三重对话

历史需要记录者，社会需要守望者，时代需

要瞭望者。媒体人就是被时代选中的那群人。

而在 1897 年 11 月（农历 10 月），重庆历史上

第一份报纸《渝报》在渝中区白象街诞生。当时

那些新兴的报刊不断出现在古老的城市空间里

时，带来了什么样的现代性反应？城市、报刊与

现代性之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性互动呢？

今天，我们围绕即将再版的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蔡斐教授、刘大明副教授合著的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1897—

1911）为中心的观察》（以下简称《城市、报刊与

现代性》）一书，邀请三位专家从新闻史、城市史

和哲学史三方面进行跨学科对话。

——编者

以热爱之名
奔赴浩瀚科幻星海

■ 吴岩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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