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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浏览一遍《文汇报》，是我至
今未变的习惯，因为有“笔会”和《文汇
读书周报》，那就会时不时地遇到潘凯
雄先生的专栏“第三只眼看文学”。所
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直言》，对
我，正逢其时。

呈现在《直言》里的重头戏是作者
100篇“第三只眼看文学”的后50篇文
章，前50篇已于2020年出版，书名《坦
率》，两本书名联起来正好凑成“坦率
直言”四个字。作者在后记里感谢了
众多出版单位和文学期刊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言下之意，潘凯雄先生在100
篇“第三只眼看文学”中提到的作品，
有不少是出版方提供给他的信息。

浸淫在文学圈里40年，潘先生的
文学品位不容置疑。面对如此丰富的
资源，他完全可以选读其中的优质作
品卒读后褒贬，可在《直言》中，至少有
3篇文章的主角，出自业余作者的手
笔，如毛建军的《美顺与长生》、王洁的
《花开有声》、范雨素等的《劳动者的星
辰》。业余作者与专业作家的差距以
潘先生的“第三只眼”怎能分辨不出？
但他在推荐毛建军、王洁、范雨素等的
作品时，全不见评论家的犀利，字里行
间是诚意满满的包容，比如在《这样的
新人与这般的温暖》中，潘先生这样写
道：“因其有纯真，因其有善良，整部
《美顺与长生》的情节虽不乏曲折波
澜，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也时有起伏
跌宕，揪心处不少。但我相信绝大部
分读者卒读下来的整体感觉都应该是
温暖而非沮丧，是祥和而非躁动。这
样一种感觉的形成固然受益于作品中
那些纯真善良的人与事、言与行，另
一方面也和作者毛建军的叙述语言紧
密联系……”我们当然相信，潘先生
所言的确是毛建军作品的好处，可其
中何尝没有一个专业评论家给予业余

作者的宽厚和善意？这样的宽厚和善
意，会提升业余作者的勇气和信心，
而假如他们能笔耕不辍的话，文坛会
杂花生树。

相对而言，潘凯雄先生对专业作
家好评如潮的作品，则非常挑剔。王
尧先生的长篇小说《民谣》被《收获》文
学杂志刊出后，就收获了不少赞誉。
这让我有些迷惑，因为我的即时感受
却是读起来很不顺畅。坚持下去还是
半途而废？那篇《遗洒在“民谣”中的
那些往事》鼓励了我：“《民谣》这样一
种叙事方式、这样一种少年视角、这样
一种碎片和重构的叠加在今天其实未
必讨巧……毕竟我们在上世纪80年
代后半程已见过不少。所幸这部作品
的内容还比较厚实……”真是异见有
之、肯定亦有之。

《直言》中的篇什，绝大多数评论
的是专业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著名
作家，但潘凯雄先生给出的锐见，一点
儿也不会随着作家的知名度而有所减
弱。可见，这本评论集的确汇集了潘
凯雄只为好书击节的坦率直言。

《直言》

“鉴书官”的宽厚和挑剔
□吴玫

《龙拳少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是一部儿童成长小说。该书的故事也确实
和书名有着极大的联系。即将升入初中部
的陈小旗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一直希望能
接受专业的武术训练。一天，学校里来了
一位武术女教练——李闯老师，她来学校
选拔练武队员。陈小旗在经历一番挫折
后，成功跟着李闯老师练武，并且带领

“龙拳武术队”的队员们，屡次在比赛中
大放光彩，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在练武的
过程中，陈小旗逐渐成长，他的心性得到
了磨砺，也开始在武术领域中独当一面。

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种，该书又表现
了哪一种成长呢？该书借助陈小旗练武的
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孩子在学习中受挫并
最终获得成长的过程。在该书中，陈小旗
主要有三次重大的受挫经历：第一次，陈
小旗因为较差的身体素质，没有被李闯老
师选进武术队，十分沮丧；第二次，为了
在生日那天给爸爸表演完整的螳螂拳，陈
小旗在练武过程中急于求成，受到了李闯
老师的斥责；第三次，陈小旗因为紧张，
在全省武术锦标赛中失误，让整个武术队
错失第一名，他始终无法轻易释怀。

这三次挫折，十分贴近现实中孩子可
能遇到的各种困境。第一次挫折体现了孩
子喜爱某一事物，但在天赋上可能有所欠
缺，在学习中不如他人的困境；第二次挫
折表现了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心

理特征；第三次挫折则反映了紧张情绪对
于孩子各种表现的影响。

面对这些挫折，该书坚持了正向价值
观的表达。虽然陈小旗身体素质不行，但
他凭借坚定的意志和对于武术的热爱，获
得了李闯老师的认可；陈小旗认识到自己
急于求成的问题后，并没有回避自身问
题，而是下定决心要扎实练武；失误的陈
小旗让团队错失第一名，但没有人责怪
他，陈小旗的网友——李闯老师的父亲，
用自己原本因为失败打算放弃螳螂拳，后
来振作起来赢得螳螂拳比赛第一名的亲身
经历，不断激励陈小旗，陈小旗不再气

馁，重新燃起练武的斗志。
该书的成长故事极具新时代的气息，

结合了不少当下的新事物，十分新颖。在
整体选材上，该书聚焦武术队，引出了孩
子们的有趣故事。为什么是武术？因为武
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
一，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中华民族奋
发向上的志气。

在该书末尾，钱塘江畔，老宗师带着
龙拳武术队的队员打拳，他问陈小旗“龙
是什么”，陈小旗说“龙是图腾，龙也是
精神”。最后，老宗师带着孩子们一边打
龙拳，一边唱着中国风嘻哈歌曲 《龙
拳》——“渴望着血脉相通，无限个千万
弟兄，我把天地拆封将长江水掏空……”
这一结尾不仅仅表现了陈小旗经历蜕变
后，在武术领域所取得的精彩成绩，更象
征着新时代下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
的昂扬风貌。

作为一部儿童成长小说，《龙拳少
年》的成长主线清晰，细腻地描写了少年
练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主人公遇到和战
胜困难的过程，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
传递出振奋人心的能量。此外，故事没
有局限于角色本身，而是将角色的奋发
精神融到中国传统武术，以及中华民族
中去。“龙拳少年”，指代的不仅仅是书
中的练武少年们，更是充满热情、坚持
奋斗的中华民族。

《龙拳少年》

用武术之魂彰显少年志气
□金夏辉

朱熹生在福建，长在福建，在福建创办
书院，讲学授徒，代有传人，形成福建理
学。高令印先生研究朱子学有年，累年研究
福建理学史，故有《福建理学史》（厦门大学
出版社）之作面世。本书具有纵贯性、横摄
性、系统性、全面性、独创性的特点。

纵贯性。从唐五代、北宋、南宋前期、
南宋后期、元代、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
初期、清代中期直到清代后期和民国初期，
福建理学共分10个发展阶段。从朱熹之
前的闽中理学的欧阳詹、林蕴到近代辜鸿
铭，福建理学家的生平著述、理学思想各层
面都详为诠释。既有福建理学历史发展的
纵贯，又有人物本身思想发展的纵贯，体现
了历史性，使福建理学历史发展的路径、线
索、条理非常清晰，理学思想的产生、发展、
集大成以至尽精微，逐渐明朗呈现。

横摄性。纵横相应，交感联通。既有
纵贯，必有横摄，学术著作才显致广大而充
实。既然理学是道学与心学的合称，则程
颢、程颐与朱熹的理学（《宋史》立“道学
传”）亦称道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
合。故《福建理学史》横摄心学学者，以至
包括佛儒学家怀海、慧海、希运等思想，乃
至王慎中、李贽等的思想。宋明理学或分
程朱理体论、陆王心体论为二系说；或分三
系说，即加张（载）王（夫之）气体论；或分四
系说，即再加胡（宏）刘（宗周）性体论等。
各说其是，是其所是。这种多元疏理，对学
术研究的深入有益，对钩深致远有利。

系统性。一般说来，系统是指在规则
的互相作用或互相依存中连接起来的那些
对象所构成的一个聚集体网络，由人工智
能而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有组织的整
体集合体。《福建理学史》就是由诸多互
相依赖、渗透、吸收、作用的理学家、心
学家构成起来的网络。系统网络具有整体
性，所有理学家、心学家都是为了达到一
个共同的理念或目标，而构成福建理学整
体性网络。若不顾系统网络的整体性而造
成破缺，则无法说是完整的《福建理学
史》。从该书分成10个阶段以观，已圆满
了系统网络的整体性。

全面性。全面不是不分主次、轻重、源

流、大小，面面俱到，蜻蜓点水。《福建理学
史》紧紧抓住朱熹这个集大成的大家详为
论述，或经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或政
治学、经济学、教育学、自然科学，或文学、
美学、历史学，都加以仔细深入诠释，对朱
熹弟子的理学思想亦予以详论。这是福建
理学的重头戏，得以鲜活呈现。从福建理
学发展兴盛的人文语境、农商和手工业的
繁荣、科技的进步、文教的兴盛、人才的聚
集，到各个时期理学名家的辈出，全面铸成
福建理学璀璨的画卷，在中国理学史上具
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价值和意义。

独创性。独有独特、特异之义。《吕氏
春秋·制乐》说：“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
极？”独者，与同类不同，有其独有的特色。
创是指前所未有，即发前人所未发，语前人
所未语，是一种新观点、新诠释、新方法。
近现代以降，有关宋明理学的著作甚多，如
夏君虞的《宋学概要》、容肇祖的《明代思想
史》、冯友兰的《新理学》等。改革开放以
后，有关宋明理学的学术著作不可胜计。
虽有以地域性为主的理学专著，但当均无
《福建理学史》这样的规模。在其他理学著
作中，诸多人物的理学思想未曾见述，诸多
问题没被涉及，而《福建理学史》特为论析，
故谓其具有独特性。

《福建理学史》的纵贯性、横摄性、系统
性、全面性、独创性，使其具有突出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它的出版，将在国内外
产生重要影响。

《福建理学史》

匠心独具而智能创新
□张立文

为更好地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提高就业和求职能力，2021
年，在借鉴地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开展了求职能力实训营项
目试点工作，探索开发项目组织实施模式
和课程技术体系，培养建立项目专家和师
资队伍，并结合求职能力实训营教学特点
和训练对象情况，组织专家团队编写了求
职能力实训营课程教材（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

求职能力实训营课程教材包括《求职
能力实训讲师手册》和《求职能力实训手
册》（含求职档案），两本教材相互融合、
相辅相成。教材在内容上突出实际操作训
练特色，着力帮助青年群体激发就业意
识、提高就业愿望、明确就业目标、开展
就业实践，实现提升就业技能的目标。

《求职能力实训讲师手册》是讲师开
展授课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求职能力实
训营培训周期和求职能力实训营教学计划
两大部分，详细说明了求职能力实训营前
期筹备、实施培训、后续服务各环节的具
体工作，以及教学计划的实施方法，教材
附含求职能力实训营监督与评估工具包、
实训工具包等实用教学工具。

《求职能力实训手册》（含求职档案）是

参加求职能力实训营的学员用书，主要包
括求职认知和求职实战两大部分，通过自
我激发、自我画像、自我思考、自我定位，以

“自助”的方式启发学员思考，以“互助”的
方式激发学员的思想碰撞，帮助学员提高
就业意愿，明确就业目标；通过制订求职计
划、制作求职简历、准备求职面试、策划路
演，帮助学员掌握和提高求职就业能力，以
实现就业目标。《求职能力实训手册》中创
新性增加了“求职档案”，学员可用来记录
各阶段的学习成果，最终形成一份专属于
自己的“档案”。

与传统的授课形式不同，求职能力实
训营以学员实操为主，围绕课程教材开展
教学活动。从学员职业兴趣和个人性格出
发，组织趣味多样的实践活动，模拟真实职
场环境，通过互动式教学、沉浸式体验，让
学员在活动训练中潜移默化地转变就业观
念、提升就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自2021
年求职能力实训营项目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不断扩面推广。安徽、四川、重庆、上海、
北京等地先后组织开展了师资培训班，安
徽、上海等地组织开展了学员班。从师资培
训班和学员班的反馈来看，该项目以其较
强的实用性、操作性、趣味性受到了大家的
广泛欢迎，并能够有效促使青年实现就业。

求职能力实训营课程教材是求职能力
实训营项目实施的具体呈现，既汇集了项
目前期试点工作的宝贵经验与成果，也是
后期全面推广项目课程体系、培养项目专
家和建设师资队伍的重要工具。本套课程
教材模式设计新颖、内容具体全面，在指
导青年群体就业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该书既是各地组织开展求职能力实训
营师资培训、学员培训的专用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各地创新就业指导模式参考用
书，帮助相关领域工作者提升就业指导能
力、创新性发展就业指导工作。

求职能力实训营课程教材

开创就业指导新模式
□高媛

《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州古籍出
版社）是继《陶渊明的幽灵》之后，鲁枢
元老师的又一力作。鲁老师自称：

“《天地之中说聊斋》，是一个中原‘土
著’在天地之中的嵩山脚下对于《聊
斋》的阅读与品味。”他的品读试图从
蒲松龄钟情荒野、热爱乡土、尊重女
性、善待万物的主旨中寻找其生态精
神，探索《聊斋》中体现的“人与大地的
关系”“生灵万物与大地的关系”。借
助几十年生态研究的底蕴，这部家喻
户晓的《聊斋志异》竟被他品评出不一
样的味道。书中拉家常般的娓娓道来
里，透递出他走遍大江南北的人生阅
历、古今中西兼容的学问积淀，闪烁着
电火般的感悟与灵动。

乡土，我们的精神故乡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不仅仅
是生产粮食的地方，它还是中国民族
文化的源头、精神故乡。村头的一棵
古树、一口老井，都凝结着几代人的
情绪记忆。镇上的一座小庙、一座牌
坊，关乎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书
中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

乡土，是我童年的梦幻。长大成人
离开村子后，每次遇到困难，痛苦万
分、辗转反侧之际，我便梦回那树荫之
下，成了那个探着头听大人讲故事的
小丫头。醒来之后，昨日的一团乱麻已
经理清头绪，我只需要按部就班做事
就大功告成。乡间的童年经历，让我本
能地热爱乡野，痴迷鬼怪故事。童年给
我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滋养，这样的
成长经历让我的心灵能够轻易地“回
归到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之中”。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多
的人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乡村似乎
成了贫穷和落后的代称。可告别乡村
之后，不断曝出来的青少年抑郁、自
杀的新闻，给世人敲响了警钟。为什
么泡在“蜜糖罐”里，吃着汉堡、喝
着可乐、玩着乐高的“城里娃”更容
易陷入抑郁的泥淖呢？

可能是乡村的广阔天地，给了
青少年更多情绪宣泄的出口：到野
外疯上一圈，听到鸟语、嗅到花
香、吹拂着来自旷野的风、看到流
淌的小河……感受着大自然蓬勃的
生机，焦虑、惶恐、愤懑等情绪，在乡村
的原生态土地上被缓冲、被抚慰。

鲁老师在书中再三强调：“乡村
的土地，要比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蕴
藏着更多的魅力。”在笼子里豢养的
动物比在荒野中成长的动物寿命要

短。建议学校多组织孩子们到乡村、
山野中采风，在那里让孩子们接受一
下大自然的精神洗礼，葆有更健全的
精神生态。

善良与互信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明确规定禁止携带金属物品进入
考场，包括带有金属物品的服装、鞋
帽、腰带、裤子挂钩、衣扣等。为什么
会有如此烦琐的细则出台呢？原因很
简单，社会已经严重缺乏互信，曾经有
考生利用先进的电子设备作弊过。

看到这则新闻，不仅让人想到
《聊斋志异》 中那篇 200 字的短文
《骂鸭》。围绕着鸭子被偷这一小事，
一个乡村懒汉、一个养鸭老翁，两个
主人公连姓名都没有，却形象生动、
个性鲜明。鸭是乡村常见的家禽，哪
家懒汉嘴馋去偷邻家一只鸭来吃，也
司空见惯。然而，在蒲翁笔下，“偷
鸭贼”做了亏心事后能够良心发现，
暗生愧疚；养鸭老翁不但宽厚善良且
善解人意、与人为善，一场纠纷迎刃
而解，皆大欢喜。

如今，在繁华的城市里，为杜绝
舞弊，不得不采取如此“严苛”措
施。看似一场闹剧，背后却透露出大
城市里的摩擦的加剧、冲突的升级与
人们的愤懑、无奈。我们传统文化精
神中的“恕道”“恻隐之心”在快节
奏的都市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

科技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并不
等于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有时甚至
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矛盾，
以及更多精神上的困扰、心灵世界的
障碍。如何让我们的心地更淳朴，让
我们的精神更清爽，让我们的生活更
静好，“空闲时不妨读一读蒲松龄三
百年前写下的这部《聊斋》”吧！

《天地之中说聊斋》

寻归心灵的家园
□李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