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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不仅是千年商都，也是全球生
态热点城市之一，它给人的印象是绵长无
尽的夏天，四季并不分明。二十四节气，
主要以我国中原一带的气候、物候为依据
而建立，对广州来说，传统二十四节气的
特点无所对应。所以《广州二十四节气自
然笔记》（广东科技出版社）这本书，单
听书名，已经很是让人好奇：广州也有二
十四节气？是怎样的呢？

打开书，不同节气下的广州各有其精
彩，从雨水的燕子、惊蛰的蟾蜍、小满的荔
枝、芒种的荷花，到立秋的蜂、秋分的蛇、立
冬的稻田、冬至的菜园，书中按时序展现着
广州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下丰富多彩的自
然、物候现象。每个节气都配有第一手的生
态图片，有些图片格外珍贵（比如两只雄性
黑眶蟾蜍为争夺雌性而打架斗殴图），可以
想象作者为之付出了多少努力。

本书的作者谢辅宇老师，是一位自然
观察者、自然教育者。书里讲述的，就是
作者以这样一个鲜明且有别于他人的视
角，呈现出他所生活的城市广州的面貌。
除了千姿百态、五色斑斓的生灵世界外，
作者还描绘了在大自然的时光流转中人们
的日常生活。自然的视角、你我生活的城
市、情感的温度，是这本书的特色。

因此，这本书让人倍感亲切。当看到
这样的描述——对广州人而言，冬至在广
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广州有“冬至

大过年”的说法。每家每户都会特别重视
这个节日，很多家庭会聚餐，有“打边
炉”、吃汤圆、吃糯米饭的习俗。“打边
炉”时餐桌上配的蔬菜很多是当季广州本
地产的蔬菜，如增城菜心、萝卜、荷兰
豆、胡萝卜、生菜、蒜苗、油麦菜、西兰
花、茼蒿等，又或者读到——广州人喜欢
荔枝，甚至有些地名都与荔枝有关，如荔
湾区，因区内有“一湾青水绿，两岸荔枝
红”美誉的“荔枝湾”而得名。广州有句
谚语：沙蝉叫，荔枝熟。5—7月，不同
品种的荔枝陆续上市。5月上市的荔枝，
多是三月红、白蜡、黑叶、妃子笑等早熟

品种，6月中旬上市的则是荔枝的一些优
良品种如糯米糍、怀枝、桂味等，这些文
字让人禁不住会心一笑：这就是我们生活
的城市，这就是我们热爱的广州。

一位自然的观察者，往往也是一位深
厚的人文主义者，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你
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因为热爱，因为深
情，作者才可能于20年的默默自然观察
中，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世界，积累下如
此丰富的关于这座城市的自然面貌的记
录，而那些细节，是那么动人，那么趣味
横生。雨水时节，广州寻常的草地上，你
俯下身子，不难找到“草地三宝”之一的
线柱兰，它们平凡、美丽，正如这座城
市。关于节气，关于不同节气中人们的生
活，在这些叙述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作者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态度，感受到他
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浓度。

翻阅书本，300多张彩图带着芬香、
泥土、生机扑面而来，让人赏心悦目。书
中还配有22个视频，可以让读者直观领
略大自然的神奇。同时，本书还具有较强
的实用性，在每一个节气后面附有“节气
观察指引”和“观察打卡点”，便于读者
有针对性地开展观察和探究活动。

总之，阅读本书，有一种清风拂面的
愉悦感受，也由此想象着，什么时候，也
像作者一样，背对城市的喧嚣，去做一个
安静的自然守望者。

《广州二十四节气自然笔记》

方圆几十里，即有世上最美的风景
□李旻

古木有其根，山水有其源。“给
少年的科幻经典”系列 （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汇集了王晋康、叶永
烈、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
尔斯等中外名家专门为孩子创作的
优秀科幻小说。这些小说为孩子呈
现了一个个精彩而深刻的科幻空
间，引领他们看到无垠的宇宙、感
受技术的变革、体会浪漫的诗意、
激发人文的哲思……追逐星光，有
信念、有奉献、有传承，奔赴星辰
大海，成长为有逻辑、会思考、能
想象的少年。

好奇心改变世界。科学之所以
如此迷人，是因为在探索未知世界
时，它总能给人带来惊喜，让人产
生顿悟。同样，优秀的科幻小说处
处都有令孩子脑洞大开的惊奇。孩
子怀着好奇之心，在科幻世界中自
由穿梭，体验与畅想关于科学的无
限可能：可以飞向冥王星吗？可以
返老还童吗？可以探测心灵吗？可
以时空平移吗？……书中这些充满
想象力的科幻主题能帮助孩子找到
好奇心的种子，从根本上激发孩子
的科学兴趣，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理
想，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
法，启迪科学想象，培养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

想象力激发梦想。“当人工智
能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
许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优势。而
科幻小说则以文学的名义，完成
了想象力的使命。”科技改变生
活，科幻照进现实。“给少年的科
幻经典”系列是对未来的、未知
的多重想象，如脑电波控制机器
人、恐龙世界历险、2889 年的一
天、5 万年前的客人、狄拉克海的
涟漪……孩子们从中能够延伸自
己的思维，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作家美妙的文字描述，更是对未
来发展趋势的思考，对无限可能
性的畅想。这些包罗万象的精神
食粮、全新的科学视角，会激发

孩子们探求世界的奥秘，聆听宇
宙中最深邃的思想，从而更加清
晰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未来。

创造力引领未来。陈鲸院士在
谈及科幻与少年时说：“科幻是最
有魅力的科普，让孩子敢于想象、
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天宫”上
天，“蛟龙”探海……科技创新让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科幻”。普及
科学知识，传承科学精神是培养科
技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给少年
的科幻经典”系列不仅可以提升孩
子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更能
呵护童心，启迪智慧，传播正能
量，引导孩子关注科技发展，种下
科技创新的种子。一套好的科幻小
说，用心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倡导
科学阅读，顺应人才成长规律，
助力新时代科普科幻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

“科学幻想是万能的变形金刚，
在时空的穿梭中改变生命的形状，
改变世界的颜色。”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硬核的科学知识，充满信念的
精神力量，来自中外科幻的经典小
说，送给成长中的少年。孩子在领
略科幻小说的大气磅礴之后，会对
世界永葆一颗单纯的少年之心。因
为他们有能力梦想从未被梦想过的
梦想。

“给少年的科幻经典”系列

科学引领未来 科幻激发梦想
□高清艳

胡咚博士的著作《当代大学生人生价
值观教育创新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于2022年3
月出版。这是一本聚焦当代大学生人生价
值观特点，揭示教育规律，探索教育实践
的学术性专著。

著作共有六章，前三章研究当代大学
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的理论基础、实践
环境、理论指导与经验借鉴，而后三章
着眼教育实践，分别对大学生人生价值
观教育的目标调适、理念更新、途径优
化等进行创新性探索。综观下来，著作
有“守正创新”“适应超越”“继承发
展”三个特点。

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尝试进行
“守正创新”的理解。人生价值是人生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回答什么样的人生才
有价值、如何创造有意义的人生等人生根
本性问题。著作正是关注到了人生价值观
创新的这一时空境遇，因而对人生价值观
的概念进行了拓展性解读：一方面坚持将

“个人通过劳动创造对社会所做的贡献”
等作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作了“守
正”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人生价
值观”是以价值观引导人生、发展人生的

“创新”理解。在此基础上，著作还对
“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内涵作了创新性探
索，认为价值观教育不仅在于社会价值共
识和共同价值观的传递，也应该包括个体
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价值践行等价值
主体能力的培养。

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坚持“适应超
越”的教育观照。著作对改革开放以来有
关大学生价值观特点的文献进行综述，依

托国家社科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学生
思想行为特点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著
作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特点，
提出了问题，揭示了形成规律。这是对大
学生个体适应性的教育观照。同时，著作
还立足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时代背
景，提出了当代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调
适等内容。这是对社会适应性的教育观
照，也是对个体适应性基础上的“超越”。

对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进行“继承
发展”的实践探索。著作提出了“人生价
值观教育的基本构成”，为大学生人生价
值观教育现状分析、经验总结与理论借鉴
等提供了分析框架。著作在反思当代大学
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总结了改革
开放以来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历程与
经验，分析了存在的主要不足，为创新提
供了起点与问题导向。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坚持以理想
信念为核心，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价
值观，进而以科学的价值观引领学生将
来投身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人生价
值，真正践行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使命担当。期待著作的出版，能为此
贡献一份力量。

《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研究》

引领青年投身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理论探索
□韦冬雪

文化自信是一个庞大且驳杂的命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天然地远离大众，远离
青年。相反，一本厘清传统文化、阐释文化
自信，又兼顾深刻与平实的大众读物，恰恰
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精神营养剂。

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录》之
所以成为东西方文化经典，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即以大众普适、口口相传的对话形式
凝结了人类的智慧成果。真正深刻、通透
的对话在今天是稀缺的，而《走出鸦片战争
阴影：文化自信对话录》消解了理论的艰深
和框架的繁重，以“对话的精神”重新介入
中国传统文化。它所呈现的，正是一种不
被规训、自由流淌的对话——由一个话题
生发开去，允许思考、追问、质疑和情感发
生，使读者如置身妙语连珠的对话现场，见
证高手过招，火花四射。“中国审美理想讲
求含蓄、内敛，像包子一样，把内容、情感
都包在里面。西方审美恰恰相反，讲求袒
露、热烈，就像比萨，什么都摆在外
面。”“创新不是写出天下所无的作品，而
是写出更有意义的作品。天下所无的，也
包括垃圾——天下所无的垃圾。”此类灼见
与金句，在书中俯拾皆是。

对谈有一个浪漫的开始。2021 年 7
月，作家刘斯奋与评论家林岗在一次闲谈
中，聊起了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话题，
自此开启了长达4个月的“走出鸦片战争
阴影”系列对谈。围绕最初拟定的大纲，
两位学者逸兴遄飞，高谈阔论，兴之所
至，灼见迭出。2022年5月，对话落定纸

面，从广府大白话到保留口语色彩的书面
语，开始在《羊城晚报》连载。连载反响
热烈，备受学术界关注，开启了一轮关于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新思考。2023年 4
月，经进一步修缮、梳理，对谈文稿最终
结集为《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
话录》，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是“走出鸦片战争阴影”？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坚船利炮给中华民
族带来了灾难与屈辱，在开启了我国近代
化进程的同时，也灌输了现代化“西强中
弱”的思维定式，为我们蒙上了文化自卑的
深重阴影。通过11场对谈，刘斯奋和林岗
提出，重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
主动走出鸦片战争阴影，认识到现代化发

展并非孰优孰劣的单行线，而有基于东西
方不同文化模式的多种达成路径。围绕如
何“走出鸦片战争阴影”，两位学养深厚、视
野宏阔的对谈者，纵向溯源至先秦时期，横
向跨越文化、艺术、审美、思想、文质、文风、
小说等领域，对中华文化爬梳拆解、上下求
索，最终寻得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根
源与现实依据。

文化自信不是虚浮的概念或空洞的口
号，事实上，它与大众的关切息息相关。
对话录以文化自信为锚，抛出切近时代共
鸣的种种议题：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真的
不如西方吗？中西方艺术最大的区别是什
么？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为何？方言的消
失会带来汉字危机吗？为什么中国人偏爱
大团圆叙事？“中庸”思想如何指导我们
今天的待人处事？文艺创作能否纳入工业
思维？下一个技术变革的年代，该如何进
行文化创新？……当这些问题一一被正视
和解答，我们就能从传统文化里披沙拣
金，找出应对文化断裂症候的珍贵处方。

在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社会，人们急
于迈步前进，鲜少停下来回望过去，审视
传统。当两颗聪明、丰沛的大脑互相碰
撞，精彩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重新了
解和切入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路径。这就
是《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话
录》最大的意义，它展示了新时代文化认
同的可能性，邀请每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人，加入到文化自信这场魅力无穷而任重
道远的征途中。

《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话录》

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文化对话录
□许阳莎

老子著 《老子》，又名 《道德
经》，是一部格言式的智慧书，老子
的智慧在这五千言里得到集中体
现，而且他论“道”的玄妙、抽
象，至今没有谁称得上完全懂。但
人们从中普遍感受到了他独特的宇
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以及贯穿其
中的自然精神与朴素辩证法。作为
国学瑰宝，历史上，韩非子、魏
征、唐玄宗、王安石、司马光、苏
辙、宋徽宗、朱元璋、顺治、康熙
等都曾给《道德经》做注解；在当
代，潘基文、钱钟书、白岩松、陈
道明、林语堂、彼得·汉德克皆是
《道德经》的拥趸。

两 千 多 年 来 ， 解 读 《老 子》
之人皆随其文化立场而发，或以
儒解之，或以法解之，或以佛解
之，或以西学解之，诸多途径，
各展所长。深耕国学经典的阮忠
教 授 在 其 所 著 的 《曲 终 人 不 见
江 上 数 峰 青 —— 〈老 子〉 演 讲
录》（海南出版社） 中则前所未有
地“以老解老”，灵活调用相关典
籍、历史故事、古代诗文，抛开
烦 琐 的 训 诂 考 辨 ， 用 人 生 的 阅
历 、 生 命 的 觉 悟 去 品 味 老 子 哲
学，将那原本生涩难解的文字赋
予血肉，给予全新的灵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这是《道德经》的第一句，
也是老子道家宇宙观的开始。阮忠
教授为解析这奇妙无穷的“道”，煞
费苦心，引经据典，从 《论语·里
仁》《论语·公冶长》《墨子·兼爱
下》《韩非子·主道》《庄子·知北
游》，到唐代欧阳询的类书《艺文类
聚》、东汉应劭的 《风俗通义·佚
文》，再到汉代的《古诗十九首·驱
车上东门》、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
龙·神思》。内容之丰富，文采之斐
然，需一读再读才可尽数吸收。“以
老解老”，以先秦相关典籍解老，以
历史故事解老，是因为老子是春秋
末年的人，对相关典籍和历史故事
的引用尽可能偏于春秋战国时期，
会更有代入感。引入古代诗文的点
缀，则平添些文学的色彩，使解读
灵动而不太板滞，以高等级的文化
自觉，让读者从哲学和文学高度领
略《道德经》的魅力。

《道德经》 以“逆向思维”观
察人生与社会，将我们从习以为常
的方法和价值中惊醒，从而进入全
新、更大的格局。无论是面对人生
困境，还是时代转型，都特别需要
《道德经》 的启发。唐代诗人钱起
的 《省试湘灵鼓瑟》，述说的是湘
水女神的故事，其中有两句“曲终
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说的是湘
水女神虽然不在了，但她缥缈的身
影和悠扬的乐曲，已与江上青山相
融为一。江上烟气消散，只有一川
江水，几峰青山。这一切的一切，
都尽在不言中了。阮忠教授巧用这
两句诗为自己的再读《老子》做注
解：老子虽然不在了，但他那意蕴
深厚的道德理念已经与中华大地相
融为一，不断启示后人，并让后人
念叨和怀想。老子格言般的表述方
式蕴含着深厚哲理，他希望君王善
待百姓，希望每个人善待自己也善
待他人，在不自彰自伐中，委曲求
全，以退为进。在当下繁复纷扰之
际，现代人要么锐意进取，“卷”
得 乐 此 不 疲 ， 要 么 突 如 其 来 地

“丧”，只想“躺平”。所以当我们
内心焦虑、无所适从时，应重拾
国学经典，从中看看我们的祖先
是怎么面对人生困顿，又是以何
种心境去解决的。以 《道德经》
《庄子》 等为首的国学经典在现代
刮起了极简风，其实与断舍离的
新式生活态度不谋而合，这有助
于读者对抗当下心灵的焦虑，让
心变得豁达明朗。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老子〉演讲录》

妙解国学经典 顿悟知人论世
□朱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