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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
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

“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
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
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
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闲时翻书，偶然翻开了《儒林外史》这
部书，一路读来，忽然觉得《儒林外史》虽
然写的是凡俗之人的凡俗生活，却洋溢着质
朴的人情味，细细品味，这其中更是透着难
以言说的俗中有雅的美好。

在《儒林外史》这部书中，牛浦郎的祖
父牛老爹跟卜老爹吃过一次小酒。喝的酒是
牛老爹店里卖的现成的百益酒，下酒菜就是
两块豆腐乳和些笋干、大头菜。他们是老邻
居，这样的小酌，格外有人情味，也格外有
生活气息。

牛老爹和卜老爹在《儒林外史》中只是普
通的老百姓，但是，他们面前摆着的简单的下
酒菜却充满了真实的生活味道，其生活细节
中竟然有着难言的雅致，实在让人羡慕。小
辈的婚事就在牛老爹和卜老爹的这场小酌中
决定了，随后，卜家来送嫁妆，牛老爹心里不
安，拿了两块橘饼和些蜜饯天茄，斟了一杯
茶，递过去。牛浦郎为自己的婚宴亲自出去
购买食物，有“几大块肉、两只鸡、一大尾鱼，
和些闽笋、芹菜之类”，另加些油盐作料。朴
素的食物最让人感到踏实，所有的情理都在
其中。老邻居的小酌、平常人家的婚事，这
时，一菜一食的作用远大过仪式本身，足以暖
人心怀。

在《儒林外史》一书中，写的下酒菜是
颇为别致的。比如在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
脰湖，侠客虚设人头会”中，一帮人在船上
吃酒，“两边船窗四启，小船上奏着细乐，
慢慢游到莺脰湖。酒席齐备，十几个阔衣高
帽的管家，在船头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
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不消细说。饮到月上
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映着
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乐声大作，
在空阔处更觉响亮，声闻十余里。两边岸上
的人，望若神仙，谁人不羡？”虽然没有细
说是什么下酒菜，但是，“食品之精洁，茶
酒之清香”这句话，已经足以说明下酒菜的
精致和美味了。这些聚合到一起的人虽然是
一帮凡俗之人，却很讲究喝酒的情调，这样
的人如今太少见了，如今的许多人，大多已
经没有这样的情致了。

下酒菜虽然是平常的菜肴，其实也是讲
究韵致之美的。在《儒林外史》这部书中，
写到了一个马二先生。有一次，这个马二先
生到蘧公孙家里吃饭，蘧家捧出来的是一碗
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得稀烂
的猪肉。马二先生到了杭州，看到“这西湖
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西湖边
上的下酒菜也很多，“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
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
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
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还
品尝了很多小吃，如“橘饼、芝麻糖、粽
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蓑衣
饼”“烫面薄饼”，而且，这里不仅可以就着
煮熟的牛肉喝酒，还可以就着煮熟的牛肉喝
茶，真是别有韵味。

从平常的菜肴里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
派，这是另一种俗中有雅的韵致。在《儒林
外史》中，写到了潘三爷带匡超人去饭店里
吃酒，当时，潘三爷“叫切一只整鸭，脍一
卖海参杂脍，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
饭店里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
捡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脍，加味用
作料”，“出来也不用算账，只吩咐得一声：

‘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爷请
便，小店知道。’”。这样的场景，用这样的
气派让店家端上来一些下酒菜，真的是充满
了浓郁的江湖之气。

赏花时的下酒菜更是洋溢着俗中有雅的
味道。在《儒林外史》中，写到了杜慎卿这
个人。他是一个颇有情趣的帅哥，因为家里
的牡丹盛开了，他就邀请朋友到家里赏花饮
酒，当下，把“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鲥
鱼、樱、笋下酒之物，与先生们挥麈清
谈”，摆上来的“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
子”，买的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杜慎卿
虽然是帅哥，酒量却极大，只是不甚吃菜，别
人吃菜时，“他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
酒”。吃酒时，还有“猪油饺饵，鸭子肉包的烧
麦，鹅油酥，软香糕”这些点心，以及“雨水煨
的六安毛尖茶”。杜慎卿只吃了“一片软香糕
和一碗茶”，真的是“雅的这样俗”。

这就是俗中有雅的韵味之美。其实，
《儒林外史》 这部书写的虽然是凡俗的生
活，却把那种俗中有雅的味道写得真的非常
动人。在这部书里，裁缝也可以弹着琴，煨
好了茶，吃着，看那园中的新绿，真的是让
生活的韵味中充满了雅致之美，是俗中有雅
的丰盈生活。

我一直觉得，生活中不能只有雅，有一
些凡俗的味道在其中，才是更好的生活姿
态。也就是说，俗中有雅的生活，才是更为
地地道道的人间美好的生活。

《儒林外史》的饮食经
□王吴军

我最近一口气读完一本名为《〈资本
论〉的读法》的书，觉得很有意思，也很
有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在全世界高扬
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有力彰显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制度优势和旺盛生命
力，书写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篇
章，用实践证明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
真理性。此时，我们要不要读、怎么读好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需要一些态度和方
法的。

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
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文本，集
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资本的产生、发
展、运动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
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和真理性。《资本论》 历经沧桑而不衰，
在长时间的实践考验中始终闪耀着真理的
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仍
然需要我们阅读《资本论》、学习《资本
论》，立足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掌握

《资本论》的科学判断和严谨逻辑，准确
把握《资本论》的真理性与价值性。

第一，《资本论》所针对的时代没有
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在19世
纪的西欧社会，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处在上升阶段的历史时期，《资本论》
是针对以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
导的历史现象进行的深层逻辑研究。只要
资本逻辑还在起主导性、支配性的作用，

《资本论》的批判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真
理性。虽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多
极化，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辉煌成就，但是毋庸置疑，客观上当今
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

位的世界，资本逻辑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仍然生活在马
克思所指明的时代。《资本论》 没有过
时，也不可能过时，因为消灭资本逻辑的
现实条件还不具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
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

第二，《资本论》所贯穿的逻辑无懈
可击。马克思在 1873 年为 《资本论》 第
一卷第二版写作的跋文中提出：“辩证法
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
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写作

《资本论》所贯穿的基本逻辑，而辩证法
的本质正是批判性与革命性。《资本论》
阐明了资本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得以产
生，以及经过什么样的历史过程达到自身
无法超越的界限，从而只是具备一定的历
史合理性的问题。《资本论》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从来不是道德的谴责和伦理的批
判，而是基于历史辩证法的现实批判，是
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分析现实问题的典范，
是抽象与具体的有机统一，是历史与逻辑
的有机统一，是批判与革命的统一，使其
科学结论建构在无懈可击的辩证法的铁的
逻辑基础之上，从而具有了颠扑不破的真
理性。

第三，《资本论》所给出的答案毋庸
置疑。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僵死的教条，
而是指导我们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实
状况的行动指南。《资本论》作为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著作同样如此。《资本论》不
仅告诉了我们资本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运
行的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我
们该如何分析资本问题的方法。只要我们
掌握这些方法的精髓，并依据具体的历史
的条件活学活用去分析现实的问题，那么
不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
化、产生什么样的新事物，我们都能够透

过现象进行本质性的分析、作出合理的判
断、得出科学的结论。即使在当今时代，

《资本论》给出的答案和结论也没有被颠
覆，我们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和结论仍
然可以解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新变
化、产生的新问题。

第四，《资本论》所指明的趋势不可
避免。在《资本论》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
段话：“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
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
国，就开始了。”所谓“自由王国”，正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广大人
民群众实现自身解放的终途，也是资本运
动的必然结果和趋势。《资本论》通过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
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
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资本论》所指明的
这一人类发展历史趋势不可避免，这也正
是《资本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所在。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特殊运行规
律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揭示，因而理所当
然被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但是，
人们往往忘记了 《资本论》 的副标题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是一个哲学
的视角，其意义是“澄清前提”和“划定
界限”，即搞清楚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前
提条件和资本逻辑所必然达到的自身不可
超越的界限，其结果是资本自身运行和发
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资本运动必然是自
己否定自己，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
然性。这才是 《资本论》 的真正要义所
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论〉的读
法》 跳出一般经济学者从单一视角研究

《资本论》的窠臼。
《〈资本论〉的读法》还有一个特点

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出发，根据《资本论》的精神，紧扣主题

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物品和你
的关系是价格决定的吗？人是作为目的还
是手段而存在？投资所得和劳动所得根源
上有区别吗？追求科学的经济学是否有内
在偏见？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的
前提有什么不同？剥削与操控：如何辨别
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钱是如何变成资本
的？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
方经济学存在分歧和人们普遍关注的问
题，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鞭辟入
里、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正面回答，起到了
正本清源的作用。此外，书中面向大众，
大量采取举例说明的方法，把深刻的道理
浅显易懂地表达出来，鲜活事例在书中随
处可见，让人看得懂、看得进，令人喜闻
乐见，又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

讲《资本论》的道理并不是仅仅局限
于论理，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历史和思想史
的坐标中进行考察，从而具有历史的厚重
感和立体感。《〈资本论〉的读法》指出
黑格尔思想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背景，黑
格尔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对
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马克
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头下脚上，所以他
必须把它倒转，恢复成头上脚下的正确位
置。这是对于阅读《资本论》辩证法逻辑
的思想史的简要梳理，给读者深入理解

《资本论》提供了历史的、立体的辩证法
的视角。

《〈资本论〉的读法》作为深入浅出
介绍《资本论》核心要义的通俗读物，从
哲学、经济学、历史和社会学等不同的视
角给读者展示出了这部伟大著作的精神实
质，确实独辟蹊径，巧妙地把马克思的伟
大思想立体地展示给了读者，品读起来令
人手不释卷。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资本论》怎么读是对的？
□董振华

我的故乡是东北林区的一个小山村，
我少年时代的时候，那里还没有通上电，晚
上的照明设备，就是一盏煤油灯。我那时
就喜欢上了读书，每天晚饭后，我都独自一
人到小屋子里，点上一盏煤油灯，坐在桌
前，开始阅读。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午夜
时分，我也有了困意了，便合上书本，吹灭
了桌子上的灯，准备休息。在月亮很圆的
晚上，当灯吹灭了以后，月光便照进了屋
里，银色的月华洒满了各个角落，也洒满了
我的全身。那一刻，我便有了一种如梦似
幻的感觉，仿佛置身于自己所读的故事中。

多年以后，我进城读大学，有一天，
在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副对
联：“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我忽然
觉得，这不就是我少年时代经常经历的情
形吗？这副对联是谁写的？我不知道，但
我却很喜欢它。又过了几年，当我在城里
有了自己的书房时，我请别人把这副对联
写了下来，就挂在了我的书房中。

如今的我，已经成了靠写作为生的专
职撰稿人，因此，读书于我而言，就不仅仅
是为了满足兴趣，而更像是一种职业了。
我每天都要拿出五六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阅
读，我的阅读时间，仍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小城睡着了，我仍然坐在书房里，守着
一盏台灯，静静地阅读。一卷在手，神游千
古，思接八荒，于耿耿青灯下尽享夜读的乐
趣。张昌华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书窗读
月》，我很喜欢这个书名。有月亮的晚上，
我读得累了的时候，就站起来伸伸腰。为
了能让月光照进室内，我故意关了灯，朦胧
的月色便充满了整个书房，也照亮了我的
全身。披着满身月华的我，在书房内静静
地沉思，思考文学、思考人生……那个时
刻，月光与我同在，我与月色融为一体，感
觉到了生命的有限和宇宙的无涯。

很多个夜晚，读完一卷书之后，我会
关了灯，走到窗前，抬头仰望苍茫的夜
空，遥望明月和浩瀚的星辰，那一刻，我
总会想到康德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有两
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
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就是我们头顶
上灿烂的星空。”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读书最好的时间
就是晚上。“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
书窗”，宋人刘子翚的这两句诗，让人心觉
怆然。“夜深人静风儿轻，正是男儿读书
时。”夜读的生活虽然寂寞，但却是愉悦的
精神之旅，它能使人的心灵在喧嚣中沉静
下来，心如止水，进入忘我的境界。万籁俱
寂，夜阑人静，在橘黄色的灯下，隔着时空
聆听大师们的教诲，觅一方内心的独白，寻
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宁静，清风拂心，宠辱
不惊，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所有的惆怅会随
之释然，从而生发了一种淡淡如菊的意境，
拥有了一份云水悠悠的心情。

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
□唐宝民

雨水过后，万物开始萌动起来了。
一条涨满春水的河流，沿着山崖脚

下“哗哗”向前奔涌着，岸边，春雪消
融了，大地湿漉漉的，一丛丛迎春花散
发着淡淡的清香。在岸边的沙地上，远
处的小山包上，地软，也称作地耳，黝
黑发亮，是开春雪融化后大地生长的一
种菌类。乡亲们的一双双手，把这些黑
色透亮而柔软的花朵，捡拾放在竹篮里，
带回家，放在春阳下的庭院里晾晒。之
后，拌上小蒜和春葱，包饺子，蒸包子，品
味春天带来的第一缕馨香。

春天煦暖的阳光，暖暖地照耀着。
大姑娘小媳妇漂亮的脸蛋渐渐红润起来
了。她们三五人一簇，七八人一群，五
彩缤纷飘荡于河流两岸的山野田畴。她
们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提着竹篮子，
采挖白蒿芽。“二月茵陈三月蒿”，她
们在春风里，春光满面，满载而归。此
时，晴空之下，郁郁葱葱的碧绿麦苗环
绕的村庄，红砖青瓦的房子上面，炊烟
飘起来了，一缕缕在风中摇曳。此刻，
风中正弥漫着刚出锅白蒿麦饭的缕缕
浓香。

一场淅沥沥的春雨过后，万物次第
展现出勃勃生机。坡畔上的山桃花，挂
着晶莹的雨珠，娇艳可爱；岸边春柳柔
软的枝条，露出鹅黄的嫩芽，随风摇来
荡去。菜园子里，春韭刚刚露出尖尖的
嫩芽儿；青蒜一行行，葱葱绿绿；那些

油绿婆娑的菠菜，蓬蓬勃勃，绿意盎
然。庭院里，一株红牡丹，红嫩的芽儿
站立在枝头；一棵白玉兰，硕大的花
苞胖胖嘟嘟，呼之欲出。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看淡眼前的物
是人非，于是读书、行走，喜欢和性格
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喝茶、小酌。
再后来，我渐渐迷恋上了养花，闲暇时
间，在居室和庭院里，常利用废旧的盆
盆罐罐，养些花花草草。写作疲倦了，
可以惬意地欣赏那些姹紫嫣红的杜鹃、
山茶花、牡丹，还有梅花、兰花等。有
的花卉能叫上名字，有的至今我也叫不
上名字来。

侍弄花草盆景是个劳心劳力活。春
季要搬到室外晒太阳，夏秋两季要搭棚
遮阴，冬季要弓着腰加温取暖。面对
这 些宝贝疙瘩，浇水，施肥，修枝，
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妻子曾戏谑地说：

“你对待这些花草盆景，比对你老婆还
要亲呢！”

有些花草，奇怪得很，你越是勤
快，它就越是很难养活。用花友们的话
说，关键是我的手太痒痒了，不是浇水
施肥过多，就是为了冬季赶阳光，不停
地将花草室内室外搬来搬去地折腾。去
年春天，我费心费神地养的一盆“五色
赤丹”和一盆“香妃”山茶花，还有一
盆“红荷红”兰花，都是上档次的花
卉，就是被我这个坏家伙搬来搬去瞎折

腾，死掉了。
后来，据我云南的一位文友说，每

类花草植物，都有它自身既定的生长环
境，当它们适应了环境后，就会茁壮
地生长，尤其是兰花，它适应了生长环
境后，就会产生一种兰花益生菌，促进
兰花发芽、开花，散发的阵阵幽香沁
人心怀。有些植物，和人类成长一样，
你不必过勤地照管，即使缺水、缺肥、
缺少阳光，甚至缺少土壤，它们照样顽
强地生长。

后来，我在他指导下，精心侍养的
一盆“绿宝石”绿梅长得花枝招展；一
盆大花彩玉海棠妩媚动人，浓香缭绕。
是呀，万物都有它的生长方式，我们不
要过分地去打扰它，让它无忧无虑、自
由自在地自然生长。

此刻，面对着大自然呈现的无限生
机，以及迷人的风光，我佩服庄子《逍
遥游》的洋洋洒洒，我艳羡诗人李白仗
剑云游山水天涯，我羡慕苏东坡“日啖
荔枝三百颗”，我又想起了几句歌词：草
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
谁停下……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
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万物中的一
粒种子，成为一棵小草，成为一棵小
树，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花朵，与大自然
万物一起，向着阳光，向着春夏秋冬，
共同生长……

随万物一起生长
□冯敏生

杨柳岸 春之声
雷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