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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本期主题文章搜集材料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很多网友，尤其是年轻网友毫不吝
惜地表达着自己对通识类图书的喜爱之情。
很多人表示，在大学期间最喜欢选修导读
类、通识类的课程，这些介绍了学科最基本
的学术史和基本方法论、有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通识课程和图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了
解中华文化的窗口，让他们发现了传统文化
中的古典之美。

通识教育培养的是综合素质，帮助人们
开阔视野，提高人文素养。通识教育的核心
是人文精神，这需要以跨学科的方式来实
现。文史哲通识类图书提供的不仅是文化知
识的学习，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熏陶和传
承。可见，阅读文史类书籍有助于我们正确
价值观的养成，能够让我们更加深邃地看待
问题。

通识类图书在输出知识的同时，应该关
注如何引导读者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中，如何思考，如何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传
统文化知识系统。

近几年，在中国出版界，有识之士开始
邀请卓越的专家学者，为大众写书，将其在
书斋里皓首穷经研究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
知识，滋养和培育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有了这些“大家”写的“小书”，没有
古籍基础的人也可以看懂古代经典文献，不
了解写作背景的人也理解了 《四大名著》
的社会历史环境，看到一幅书法、一幅字
画的时候，也能点出到底好看在哪里，这
些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陶冶了我
们的情操，更有助于我们意识到根植于血
脉中的传统文化其实就在身边。只有在生
活中感受传统文化并实践，才能将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下去。

从前一些知名教授不屑于写这样的“小
书”，其实要写好通识著作，比写论文更有
难度，不仅仅是简单的框架式的介绍，还得
看作者是否对学问有透彻的见识。所以说通
识类图书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门槛，但不能降
低写作者的准入门槛，但这准入的标准并不
是说只有教授学者才能写，只要有真知灼
见、有思考、有积累的人都可以为文化的普
及作出贡献，关键在于有没有将阳春白雪转
化成大众读得懂、读得进去的文字。

一本好的通识图书，一定是集学术性、
通识性、通俗性于一体的，既要贯通，也要
汇通。这也是对写作者的要求，要有高屋建
瓴的眼光，要对一个领域进行跨时代、跨文
化的梳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要提出有启
发性的论断和精辟的见解，不断发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

滋养和培育
精神家园
□韩萌萌

“我小时候读 《史记》，打开第一
册，读不下去，是通过看了一本胡佩
韦写的 《司马迁和史记》 的小册子克
服阅读障碍、培养兴趣的。”复旦大学
教授陈正宏以自己的阅读经验举例，
强调经典导读的必要性。在他看来，
经典更需要名家的导读，“我了解到国
际一流学者，真正要写好通识著作，
其实比写论文更有难度，不仅仅是个
简单的框架式介绍，还得看作者是否
对学问有透彻的见识”。

作为当代名家解读传统经典的“大
家小书”，“中华经典通识”丛书（中华
书局）继去年出版第一辑后，第二辑于
近期与读者见面，让经典与传统文化接
榫，以经典滋养人们的身心。

去年推出的第一辑包括清华大学文
科资深教授张国刚的《〈资治通鉴〉通
识》、复旦大学教授郭永秉的 《〈老
子〉 通识》、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的
《〈庄子〉通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竺洪波的《〈西游记〉通识》、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詹丹的 《〈红楼梦〉 通
识》 共 5 本，入选“十四五”国家重

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中国出版集团年
度好书”等，并且已3次印刷，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浓厚兴趣，以及对于导读的热切需求，
给该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
的方向。

“中华经典通识”丛书立足大众，
从经典作品的诞生、流传、内涵，到
它对中国文化、世界文明的影响，乃
至当下前沿学术成果，都以浅显的语
言浓缩在一本书中，相当于走入学者
们的课堂。为了保证整套丛书的品质
和权威性，作者都是该领域卓有建树
的一线学者，写作要求言必有据，力
求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通俗易懂，将学
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将传统经典变
成国人通识。

“中华经典通识”丛书第二辑包
括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复的《〈周易〉通
识》、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的
《〈本草纲目〉通识》、同济大学教授
刘强的《〈世说新语〉通识》、复旦大
学副教授许蔚的 《〈三国演义〉 通
识》、北京大学教授周兴陆的《〈唐诗

三百首〉通识》5种。
第二辑之所以选择这5部作品，丛

书主编陈引驰表示，不是因为它是经典
而选择，而是这些经典给我们传递了很
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密码，呈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跟我们的身心发
展密切相关，也很有帮助：《周易》体
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世说新语》
体现了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唐诗三
百首》虽是清人编选的书，与早期的经
典不同，但影响很大，唐诗也很好地呈
现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三国演义》
代表了古代普通的平民阶层对历史的认
知和理解；《本草纲目》包含着丰富的
药物学及科学内容，代表了中国人对医
学本草的认识、对自己身体的关注。

“每一本书都是有个性、有生命
的。”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表示，“中华
经典通识”丛书致力于把最新学术研究
成果融于对每一部经典的介绍之中，在
梳理经典产生、流传历史及其对中国文
化、世界文明影响的源流过程中，不仅
传授“真知”，还传递学者对人生、对
学术的思考与“智慧”。

将传统经典变为国人通识

通识类图书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学科
壁垒，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十三堂史记通识课》（四川文艺出
版社） 从 13 个不同维度剖析这部史学
巨著，本书作者、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张大可围绕文、史、哲三个方向展开，
评说司马迁其人及《史记》在史学和文
学等领域的贡献。书中精选先秦到汉武
帝间杰出人物的事迹，有帝王将相、世
家公子，也有谋士儒生、武士辩士等，
从作者旁征博引、行云流水的文字中，
关注人物的命运，既长知识，更明事
理，阅读的获得感满满。

通识类图书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知
识，更要能拓宽读者眼界和思路，引发
阅读兴趣，把读者“领进门”。作为全
面解读司马迁“通变”历史观的文史普
及读本，《十三堂史记通识课》一书采

用课堂的形式，用清晰的语言和现代的
视角把艰深的古典通俗化，让人物、故
事鲜活生动起来，让人们明白了为何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也促使读者独立思考，逐步构
建更为全面的历史观。

通识类图书的内容不能停留在泛泛
而谈的概论上，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广
度，更要能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提炼
构筑出一个适合普通读者“入门”的
知识框架，让读者对知识既能够“知
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这就要
求通识类图书的写作者既是该领域的
研究者，又是这个领域的实践者和传
播者。

40 位书法大家，350 幅高清名作，
5000 年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通识》
（新星出版社）带领读者读懂中国书法。

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书法家方建勋，从书体、笔墨、性情、
书写、观念和再造的维度，让读者与历
史上的一位位书法大家相遇，领略一幅
幅名帖佳作，深入理解中国书法艺术。

该书来源于得到 APP 上近两万人
学习的热门课程 《中国书法通识》。
“ 《兰亭序》 到底好在哪儿？涂涂抹
抹的 《祭侄文稿》 为何能成为‘天下
第二行书’？”通过作者深入浅出的讲
解，读者能够看到传世作品背后的细
节与巧思，了解历代书法审美的潮流
变迁。这本书不仅教读者如何看懂翰
墨精品，更准备好了书法学习字帖范
本清单，作者还录制了临帖视频，手
把手地教人们练字，在临帖中与古人
对话，在实践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华。

在阅读中搭建完整知识体系

不仅仅是书法领域的通识图书，
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的通识类图书
都在为人们讲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中蕴藏着无数
的瑰宝，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文化修养，滋
养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常识课”“中国文化通
识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两套书集
结了13位名家、13堂经典讲义，从国
学、哲学、文学、建筑、绘画等多个
角度展现中华文化的多彩与厚重。

王力讲文化，林徽因讲建筑，郑
振铎讲文学，冯友兰讲哲学，曹伯韩
讲国学，汪曾祺讲写作，朱光潜讲美
学……在“中国文化常识课”“中国文
化通识课”两套书中，由多个领域的
名家阐释不同的文化主题，书中收录
了名家们代表性的文章，由点到线，
由线到面，好似导师以面对面的方式
全面科普中国文化。13 本书一边读文
化，一边品历史，展示中国人刻在骨
子里的浪漫情怀，让读者了解中国文

化独特的审美。
这两套书是名家们多年积累的思

想荟萃，从通识和常识两个维度，分
门别类地阐释了中国文化有什么，拓
宽了读者对中华文化认识的宽度；解
释了中国文化是什么，加深了读者对中
华文化理解的深度，读者从一本本小册
子中不仅能够体会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深
刻思想与智慧，而且可以从全球文化
视野下思考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明
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独一无二
之处，进而自觉建立文化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两套书采用口袋
书的形式，不仅色彩丰富，印刷精
美，契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观，也便
于读者随身携带，无论通勤、饭后、
睡前或者旅途中都能随时翻看，不失
为摆脱手机的一味良方。

小小的一本书，蕴含着大大的精

神力量。在喧嚣浮躁、日常快节奏
的当下，这些可以“装在口袋里的
通识课”让我们在与中国文化的亲
密接触中，慢慢沉淀自己，走好自
己的人生路。

多维度阐释中国文化独特审美

近年来，通识类、导读类图书在市场上层出不穷。对于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中，想读一点中国传

统经典，但又感觉自己在中国古代史、文言文等方面知识积累不够的读者来说，最好的“老师”莫过于

历史文化的通识类图书，这些书降低了门槛，引导大众了解传统经典，提高人文素养。

本期《读周刊》聚焦中华文明的通识类图书，带领读者进一步了解这类图书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阐释和解读，如何将学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产品，为读者架起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

让经让经典成为通识典成为通识 让文明让文明融入身心融入身心
□本报记者 韩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