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 ■责编：李子木 ■版式：李瑞海 ■责校：姚亚莉
书评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

几年前，我曾邀请秦启庚老师访问中
山大学心理学系，介绍他关于心理学在中
小学教育中的应用成果。在之后的讨论
中，他提到一个现象：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入学时分数都是比较高的，心理学专业
的学习内容也很丰富有趣，特别是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学生的自我感
觉很好。但是，如果他们毕业后进入中
小学工作，则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中小
学特别是初中和高中，不论学生、家长
还是学校老师都还是非常看重升学效果
的。语文、数学、外语以及理化生史地
政课程都是升学考试涉及的，因此是主
课，而心理学在中小学里是德育课程的
一部分，属于辅课。心理学毕业生的心
理落差无疑是很大的。长此以往，必然
会影响各类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心理学
专业的招生与就业。那么，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呢？

秦启庚老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思
考。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心理学能切
实帮助到学生提升他们的各种认知能
力，并促进个性和品德和谐发展，同时
学生的心理也是健康的。这样，心理学
的重要性就提升了。难能可贵的是，他
还把此付诸实践。过去30多年来，他把
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和测验
应用到评估和提升学生的人格、认知、

气质、心理健康等方面，并且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我们知道，教育中关于一般
能力训练最大的问题就是评估、操作的
量化问题。秦老师把实验心理学的量化
方法和实验操控等引入这种训练之中，
是一种创新。秦老师提出，运用心理学
实验设备进行的训练可以体现两方面的
教育价值：一方面学生由仪器训练达到
熟练进而形成迁移，提高相应认知品质
和认知能力，如注意、知觉、记忆和思
维等；另一方面通过认知训练促进学生
的元认知能力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成

功实践，上海市教委也于2011年出台了
相关政策文件予以支持，并在全市推广。

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丰富实
践，秦老师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心理学实
际应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将其梳理
总结，形成了《基础教育中的科学心理
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一书。该
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研究的独特
性。秦老师将高校实验心理学仪器进行改
造，运用到基础教育领域，对学生进行认
知训练，这在之前从未有人探索和尝试。
第二，研究的科学性。秦老师的研究具有
严谨的科学性，且注重实证研究。第三，
研究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秦老师在理论
上回答了中小学生的认知品质能否通过

“可控制、可重复、可记录、可描绘”的
科学训练得到提高的问题，证明了其广泛
的应用性，而且展示出其具有可操作性、
简便性。该书对中小学建设有关工作室、
开展有关教学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我相信，《基础教育中的科学心理
学》一书为心理学在中小学中的应用开了
一个头，也为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更多可
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究竟哪些认知能
力训练是有效的这样的问题。最后，引用
秦老师的一句话结束本文：理论要落地，
实践要有根；不做理论的奴隶，不套经验
的枷锁。

《基础教育中的科学心理学》

理论要落地 实践要有根
□高定国

《什么是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透
过地理视角，以时空思维回答“什么是云
南”。但它并不只是一本地理书，更是一
本地理百科全书，一本鸿篇巨制的画册。
封面采用3D起凸工艺呈现云南地形，指
尖轻抚即可直观感受云南“肌理”。102
位摄影师的177张震撼壮丽的摄影作品、
95张8开绝美拉页、9张信息可视化制图
纵贯全书，用富有审美意义、地理科普的
方式深度描绘云南，让云南之美在自然科
学和人文艺术的深度交融中完美映现。

独特的内容应该有独特的呈现方式。
《什么是云南》的文字叙述更像是一首现
代诗，它将云南地理上与人文上的特点归
结为空间与时间的“折叠”。那是否可以
通过纸张的折叠来呼应文本？拉页的方式
可以将图文分层，外文内图，有对应但不
干扰；图片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展现，在
原本页面的基础上可以呈现出2倍、3倍
甚至4倍的效果，大可气吞山河，小可纤
毫毕现，将云南之美以“巨幕”形式呈现
在读者面前。

为了呈现出足够精彩的图片，科普新
媒体星球研究所向300多位摄影师征集了
2万多张图，最后全书定稿是用了102位
摄影师的177幅图片，说万里挑一不过
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更好的、
让人心动的作品。

“折叠”，是《什么是云南》的内容
创作和书籍设计的灵魂所在。全书以

“折叠”划分章节排列：空间折叠章节展
现云南因巨大海拔落差而形成独一无二
的地形风貌、地理奇观；时间折叠章节
回答云南因何具有无限蓬勃的生命力——
一域之内含7个气候带而成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古今生灵在此交汇；
云南人章节呈现“折叠”的云南造就的
多元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
近百幅原创摄影照片同样以“折叠”的
形态展布全书。拉页设计是纸质出版对

“折叠”炉火纯青般的极致使用，180度
平摊无障碍阅读和欣赏，一帧帧摄影作
品“巨幕”式跃现，焕发新的生命，成
为纸上的纪录片，彰显自然的律动，带

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大胆、创新与
细致、严苛一道体现了本书的精神内
涵，让读者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以
可感知的方式收藏大自然的美好。

《什么是云南》是融合出版的一次探
索，结合数字音频技术，选取10条来自
图片实景的白噪音，与图片应和穿插全
书。读者扫描书中二维码，即可沉浸式读
图，立体感受云南之美。

同时，与图书设计师白凤鹍老师配
合，在信息传递清晰的前提下，使全书制
图简洁、高级、视觉风格一致。这本画册
经作者方、设计师和出版团队逾3年的打
磨，一遍遍选图，一遍遍调整文字，一遍
遍设计，一遍遍打样，不断推翻，不断重
来，共同将所有的心血和经验都倾注在这
本画册里。

中国植物科学画家、“中国植物画第
一人”曾孝濂点评《什么是云南》：“《什
么是云南》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云
南这片土地的瑰丽与丰富。从山川到草
木，从社会到民族，景象、生灵都在这本
画册上一一得以展现。”野生动物摄影
师、野性中国创始人奚志农对《什么是云
南》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星球研究所以

‘巨幕’科普画册的形式，将云南的丰富
与大美呈现得酣畅淋漓，给人以巨大的视
觉满足感。这是对云南‘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最好诠释的长卷，更是云南丰
富多彩的立体呈现。”

《什么是云南》

以“巨幕”呈现美丽云南
□赵怡欣 杨峻

《雄安记》（浙江教育出版社）是由中
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领衔创作的长篇报告
文学作品。该书聚焦科技、生态、历史人
文，全景式展现了雄安新区6年间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不仅给读者带来历史的回
忆、现代的思考，更让读者能够真实地感受
到立体、鲜活的雄安，并从中理解雄安新
区设立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以文学笔触书写重大题材。该书主题
宏大，立意高远，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和
文学性。全书以雄安新区波澜壮阔的发展
历程为脉络，多角度、全景式展现了雄安
之风、雄安新风、雄安雄风。作者深入雄
安，通过实地调研、细致采访，真实记录
了雄安新区在科技、生态、文化等领域创
造的一系列创新型的奇迹，生动勾勒出这
座“未来之城”的崭新风貌和建设者的奋
斗精神，再现了雄安新区崛起的壮美进
程。全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收录了数
十张珍贵的纪实照片，有力增强了报告文
学的真实性与可读性。刚柔相济的叙写形
式，生动建构出文学的张力和感染力，为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留下了鲜活且充
满力量的文字记忆。

以多维视角呈现“千年大计”。雄安
新区从零开始，破土、萌芽、生长，以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的目标，如今，一座高水平现代化
城市正在拔地而起，成为一个高质量发展
的全国样板。全书聚焦科技雄安、生态雄
安、人文雄安，以第三人称视角描绘这片
土地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精神内
核。《科技雄安，未来之城》详细介绍了
雄安高铁站、市民服务中心等一系列具有
新时代标杆性质的建筑，充分展示了智能
化、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利。《生态雄
安，华北明珠》以白洋淀、千年秀林等为
例，讲述雄安新区是如何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实现城景应和、蓝绿交织的美丽图
景。《人文雄安，燕赵之风》则着重对传
统与现代化的思考，记录了雄安人民如何
让芦苇画、莲子珠串等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机，展示非遗之美，体现独具风韵的地域
文化。全书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
现。对人物的叙写除了散点分布在科技、
生态和人文三大章节中外，还设置“口述
史”章节独立介绍，并采用第三人称和第
一人称视角相结合的叙事形式，真实展现
了不同领域的雄安建设者们各异的人生故
事，以及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感人故事彰显时代精神。雄安新区
建设的非凡历程中，跃动着无数个建设者
的身影，他们在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该
书对人物的塑造是真实的、丰富的，并非
浓墨重彩地描写“大人物”，而是聚焦普
通的雄安建设者，着重呈现“个体”的叙
事视角，以平凡人物的真实故事，彰显这
个时代的精神。例如，有生于斯长于斯的
种田人、经商者，也有从全国各地奔赴而
来创业的企业家、科技工作者、设计师、
环境保护者……作者以细致的笔触，真诚
书写了雄安建设者的风范、科技工作者的
智慧和人民的生活状态，描绘出新时代建
设者们的精神图谱。他们的故事就是雄安
故事，他们的经历就是“雄安记”。

《雄安记》

多维视角呈现“千年大计”
□王晨儿

“家孔孟而人阳明”，这是明代学
者王士性宦游到江右后的感受，也是
对阳明学派流传兴盛的一个概括。大
家熟知的徐霞客注重的是自然地理，
而人们不太知道的王士性关心的则是
人文地理。以钱明先生领衔，集合了
30多位国内学者共同铸就的百余万
字的《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
署了个副标题“中国人文和自然环境
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把徐霞客
与王士性两人的特长很好地结合起来
了。该书纳入贵州省重大文化出版工
程《阳明文库》，由孔学堂书局编辑
出版。

该书主要作者钱明及其研究团队
花了3年多时间，沿着阳明生前到过
的15个省市，寻觅阳明的遗迹以及
阳明学派传人的情况，梳理出了以浙
东为中心的阳明心学的4条传播路线
（江西、浙江、安徽、江苏）、5个传
播区域（绍州、赣州、吉安、泰州、
潮州）的详细情况。阳明去世数十年
后，“当是时，阳明先生之像遍天
下”。这就是“地缘”。钱明等人把社
会学的田野考察方法称为游学，在游
学中对地方志、石碑、雕像、祠堂、
摩崖题刻、书院遗址作了调查研究，
发现了不少文献中遗漏的内容。如

“致良知”之教，《阳明年谱》记载于
正德十五年 （1520），但无具体月
份。在赣州通天岩游学时，发现摩崖
题刻中有“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访
邹、陈诸子于玉岩石题壁。阳明山人
王守仁书”，这“二十余字《王阳明
全集》 未收”。在广西来宾市忻城
县，发现不见于文献记载，与王阳明
有关的三处白虎山题刻。可以这样
说，这部百余万字巨著的面世，让学
派地理学的雏形初步显现了。

一个学派要为当代与后世人们所
认同，唯一的前提是广为流传。

“流”可以说指地域，“传”可以说指
传人。王阳明一生以讲学为己任，有
亲传弟子271人，遍及浙、赣、苏、
皖、闽、粤、黔、鄂、湘、鲁等
省。而且在其传人中，各地均有家
族世代相传的情况。如绍兴的张氏
家族，从考上状元的张元忭起，中
经张汝霖、张耀芳，再到明末大思

想家张岱，一家四世，一个半世纪
皆钟情于阳明心学。江西安福有邹
守益、邹善、邹德涵、邹德溥、邹
德泳，三代家传阳明心学之佳话；
陕西渭南的南逢吉、南大吉兄弟，
在绍兴受学于阳明后，传于子孙后
代。逢吉传子轩、孙师仲，大吉传
孙企仲及玄孙居仁、居业等。阳明
心学依靠传统的宗法关系而代有传
人，这就是“血缘”。中国古代社会
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血缘”的
作用性自不待言。一种学说有了

“血缘”的因素，学术上的“地缘”
也就扎下了根。

在“学缘”“地缘”“血缘”中，
“学缘”起到了核心作用。相对于士
人较难把握的“致广大，尽精微，综
罗百代”的朱熹学说而言，阳明心学
较为简易明白，但又不像陆九渊那样
过于简陋，所以它对士人有一种特殊
的亲和力。雩都人袁庆麟“从事于朱
子之训”长达“三十年而无获”，后
带了《刍荛余论》去赣州拜谒阳明，
交谈后袁氏说：“闻其言，如日中
天，睹之即见；如五谷之艺地，种之
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简易，恍然
有悟。”他受教于阳明3个月，收获
却大于自己 30 年对朱子学的钻研。
阳明是一个把生命与讲学合为一体的
人，服膺他的，就收为学生；不服膺
他的，经过争论之后，也会收为学
生，王艮就是其中之典型。这就是

“学缘”。

《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中国人文和自然
环境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

“家孔孟而人阳明”
□朱义禄

艺术美学的阐释、书写与研究
促使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连接，增
进艺术世界与大千世界的融合，引
导社会文化和社会艺术迈入新时
代。202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 《艺术美学概论》（主编赵崇
华、刘立云），为艺术美学的教学研
究提供了学术参照和理论借鉴。在
研究方法上，该书也具有显著的指
导意义。

第一，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一般
与特殊相呼应。王朝闻曾为“艺术美
学丛书”作序，指出“掌握诀窍”的
重点是要研究门类艺术美学，他说：

“艺术美学不只要掌握各门艺术的共
性，而且要掌握各种艺术的个性。经
验表明：即使为了掌握艺术美学的一
般规律，也必须掌握不同门类艺术美
学的特殊规律。”该书正是通过各个
艺术门类的个性总结，在内涵上丰富
艺术美学的思想精神，在外延上增强
艺术美学学科的包容性。书中涉及美
术、音乐、诗歌、戏剧、影视、舞蹈
等学科门类，从艺术的角度提炼其特
殊性，又从艺术与生活、创作动机
与艺术效果、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
的关系等方面总结出共同的美学本
质。在研究视野上，则更是突出中
西方的理论成果与文明互鉴，形成对
话的、互融的、互相启示与互相阐发
的理论资源，美美与共，共同丰富艺
术美学体系。

第二，美学态度的自觉与时代社
会的观照同频共振。艺术美学的研究
核心在于围绕或通过审美经验这个中
心而展开。苏联美学家卡冈曾指出，
把艺术作品以物质对象来研究和以
审美对象来研究的区别，如果将艺
术作品当作物质对象来看，研究的
收获是艺术价值的载体，是独立的
客观存在；如果将艺术作品作为审
美对象来看，成果就是包含了主体
经验、审美感知、审美理想等的艺
术价值。《艺术美学概论》深刻把握
了这一区别，具有高度的美学自觉，

在行文论述时皆从审美领域出发、阐
释、深化，形成了主旨鲜明、结构严
谨的论述。同时，对时代与社会的观
照，更鲜明地展示出艺术美学的动态
性与发展性。该书还关注了科技与幻
境的审美创造、视像化时代“符号消
费”的热潮、媒介变革带来艺术接受
的变迁等热点问题，揭示了艺术美学
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互鉴
互融的内在规律。

第三，中华文化精神的阐扬与中
国学术话语的建设。中国艺术历经上
下五千年，形成了追求“澄怀味象”

“平淡天真”的审美特质，正是在这
样的审美空间中，滋养出独属于中
国的文化精神，伴随着时代不断更
迭。该书开篇就阐释了儒释道三家
作为中国艺术与审美的深层精神支
柱，揭示了中国宏阔与多样的审美
观念，全书充盈着对中华文化精神
的阐扬。“卧游山水”的审美体验、

“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意在笔
先”的审美创作、“拈花一笑”的审
美接受等，体现了中国艺术审美联通
心灵与世界，含纳过去与未来的独特
品质。

《艺术美学概论》构建的学理体
系将为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
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艺术美学概论》

联通心灵与世界 含纳过去与未来
□李嘉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