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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党史专家金冲及的《漫谈
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是一部谈论治史的学
术著作。全书主体为治史方法
论，一如作者之前的著作，文
风朴实真诚，理论与事例相结
合，活泼生动，夹叙夹议，令
人既读来轻松，又深受启发。

书中关于治学基本功、问题
意识、如何写传记人物等见解，
对于想投身于学术的人，会有
指导作用。书中还有两篇作者
新近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呼应了书中对治史方法的
阐述，可谓最好的示例。此书亦可视为作者的治学小
传，从中可窥一代史学大家对学术传承的殷切期望。

揭示治史精髓

中华经典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也包含了不断滋养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博大文化精神。为了更好地把中
华经典中优秀的文化精神传递给大众
读者，为了让传统文化扎根到国人的
日常生活中，“中华经典百句”丛书
（中华书局） 邀请全国高校里多年从
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优秀学者，请他
们选取经典中的名句，逐句阐发其中
的文化意蕴，引领读者了解、领悟中
华经典的思想智慧。“中华经典百
句”丛书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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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周易百句》《论语百句》《史
记百句》《老子百句》《庄子百句》《传习
录百句》。丛书以读者为中心，具体有
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小切口、大气象。图书以“百
句”为题，带领读者从亲切易懂的“点”
进入经典内部，如《史记百句》中以“大
丈夫”为主题选的“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风起兮云飞
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论语百句》所选脍炙人口
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耳熟能
详、朗朗上口的经典名句，却又常读
常新，是我们人生智慧的源头活水。

“中华经典百句”丛书的作者在逐句
讲解中，将多年对经典研究的心得融
会贯通，循循善诱地引导读者深入探
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二，一线学者阵容。“中华经

典百句”丛书的作者都是全国重点高
校里卓有建树的优秀学者，如《论语百
句》的作者傅杰，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
学教授《论语》20 余年，知识渊博，在
学界享有盛誉；《庄子百句》的作者，复
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华文明国际研
究中心主任陈引驰，致力《庄子》研究
和教学30年，成就卓著；《史记百句》
的作者、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从文献
学角度讲《史记》，30年来在学界独树
一帜，深受复旦学子和社会大众的热
烈欢迎。

其三，大学者，小美文。“中华经典
百句”丛书中，学者为读者选了经典名
句后，又逐句解读阐发，文章长则两三
千字，短则数百字，是一篇一篇精妙简
洁、思想宏富的美文。文中除了博古通
今的知识融汇之外，还有饱含作者灵
光闪现的妙语和金句，让读者深切感
受到什么是文章之美，对提升文化审

美和写作水平也多有助益。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丛书中的每

本书都是以“通俗”“凝练”为主旨，但
行文中每位学者的特色跃然纸上。陈
正宏教授将图书定位为可以让小朋友
读懂的《史记》，行文尽量深入浅出，将
人生大道理融会贯通在娓娓道来的故
事中，并适当为进阶阅读打下伏笔，引
发读者对《史记》及中华优秀经典的兴
趣。傅杰教授则旁征博引，多所借用前
人或时人对《论语》的精妙解读和阐
发，再以自己的话连缀点评，形成一篇
篇知识浓度极高的论评文章。

“中华经典百句”丛书是中华书
局面向大众打造的分级经典普及读物
之一，旨在引导国人了解经典、从经
典中汲取文化滋养。如果读者朋友读
了“中华经典百句”，还想进一步了
解这些经典的更多内容，可以阅读

“中华经典通识”。

让阅读经典成为日常生活
□贾雪飞

多年以前，我曾去过东北，在美
丽的兴安岭林区流连忘返，宾至如
归。多年以后，阅读《追松塔的爸
爸》（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我
再次感受到了游子归乡般的亲切。

“语言是存在的家”，作家在语言表达
上，应自觉向这样的标准靠拢：找到
并准确传递出“存在的家”的感觉。
无疑，《追松塔的爸爸》做到了。

这是一支质朴而清越的森林之
歌，首先打动我的是文字。开篇第一
段话就让我不由得提振起了精神：

“梁库叔叔跑过来砸门的时候，小森
正在把玩那块封了蜜蜂的琥珀。小森

眯起眼，对着阳光看琥珀，里面的蜜
蜂伸展翅膀，腹部的绒毛清晰可见。
好像时间在琥珀里静止，蜜蜂还活
着。”寥寥数语，不足百字，却张弛得
法，动静合宜，虚实相生，不仅俱在且
笔触精准，恰如其分，耐看，耐品，试着
念一念，也起伏跌宕，悦耳动听。

小说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大亮
点——东北话的使用。作家在后记
中特别提到，这是她有意为之，想要
传递的，不止于某些具有独特风味的
东北方言语汇，更有东北人“不让话
落在地上”的对话节奏，那是能够让
寒冷的、艰难的、紧缩的时刻悄然流
走的击鼓传花般的节奏。得承认，其
间妙处，有待外乡人细细品咂。作家
常笑予的成功实践，给了广大读者及
其他写作者以珍贵的启示与鼓舞：方
言乡音原来可以如此鲜活地存在着，
一如小说开篇小森手中的那块琥珀。

《追松塔的爸爸》的故事采用了精
巧的双线结构：主线紧张，讲述如何寻

找白气球，救助白气球上命悬一线的
爸爸和河悦叔叔；副线松弛，补叙白气
球之由来，以及相关的林林总总。另有
一个问题值得探讨：既然在故事中白
气球举足轻重，这部小说若改名为《白
气球》岂不是更恰切、亮眼？其实不然，
归根结底，白气球只是道具，而非主
角；故事的真正主角、“灵魂人物”是追
松塔的爸爸。不仅如此，二者之别还涉
及叙事视角的选择，《白气球》之题，更
适合第三人称视角的万能叙事，好处
是一目了然，缺点是有点冷冰冰，没了
亲切感；而《追松塔的爸爸》很显然是
用孩子的视角讲述父亲的故事，贴合
小读者的心灵，更为自然本真地保留
住了某种神秘感、神圣感，是恰到好处
的“留白”。

小森心目中爸爸的形象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随着他寻找白气球的进程，
不断地丰富、变更、修正。那么多人热
切谈论着的爸爸，让小森心里有种说
不出的滋味，感觉亲切又遥远，照亮了

他心里暗淡的那部分。而在故事最后，
小森终于找到了爸爸，“爸爸气息微弱
地倚坐在树旁，像一片被风刮烂了的
布。爸爸一直都瘦，可是骨头立着，精
气神在，人就是顶天立地的。”这样的
爸爸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如此塑造爸
爸形象的活泼灵动笔法，着实卓尔不
凡，同时展现出孩子心灵的逐渐成长
以及父子间心与心的不断靠近。

书中涉及的生态观念，与故事水
乳交融，血肉难分地化入那些可爱的
林区人的言行举止乃至命运遭际里。
以爸爸、河悦叔叔为代表的打塔人，
对年长的树格外敬重；受他们的影
响，初中生小森也学会了爱树、尊重
树、信赖树，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抱住
身边的树，把心里的担心、希望、愧疚
都告诉它。不要说小读者，哪怕是成
年人，读到这般绿影婆娑的文字，也会
由衷感动，进而生发敬畏自然之心，更
进一步，像追松塔的爸爸、小森他们这
样，亲近且护卫森林。

质朴而清越的森林之歌
□涂明求

黄孝纪新作《庄稼人》（广西人
民出版社）近日出版，我由衷地替他
感到高兴。在这本人物系列散文集
中，作者采撷他的出生地湘南八公分
村里的庄稼人，都具有一定的职业代
表性。每一个庄稼人，都是串起作者
真情流露的切入点，每写一种职业，都
是作者的一次次“念亲恩”。作者用亲
身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八公分
村特定的环境里，庄稼人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世事的沧海桑田，时代的
脉搏……都在他的笔端，淙淙流淌。

阅读《庄稼人》一书，我仿佛走
进了一部乡村大地的谱系书里。那书
中的一个个人物，闪着岁月的光辉，
就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词条。每一个
庄稼人，都是村庄这棵大树的年轮。

全书分为“事众生”“制百器”
“促生产”“参天地”四辑。用纪实的
笔触，写出了接生娘、郎中、媒婆、
木匠、队长、记工员等庄稼人的生存
史、心灵史、创业史、奋斗史。用饱
含深情的笔调，细腻入微地写出了庄
稼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写这本书，作者分明是怀着对故
乡深入骨髓的爱去提取素材的。书中
的每一位庄稼人，都与黄孝纪有过交
集。读着这些散发出厚重乡土气息的
人物，我也感觉这些人似曾相识。其

实，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分明就在
我们的身边，他们离我们是如此之近，
近得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父老乡亲。

《庄稼人》中那一个个鲜活的塑
形，黄孝纪的草根视角、草根立场、
草根情怀、草根智慧，就是治愈乡愁
的千金方。作者站在湘南八公分村的
山旮旯里，用这本厚重的 《庄稼
人》，叙说他们的喜怒哀乐；细数家
珍般讲庄稼人的家情、恋情、乡情、
民情、人情、世情；感悟人间烟火的
况味，人间庄稼的奥妙，清平乐的暖
风扑面而来。

在作者的笔下，庄稼人的生活，时
而令人唏嘘，时而让人动容，时而使人
深思，时而催人奋进……一个个故事，
一篇篇文章，看似是从田野乡间信手拈
来的山花，朴实无华，其实是浓缩了乡
下人劳动的真知灼见，以及乡下人的平

凡之路、生活阅历、家国情怀。
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带我们

走进湘南山区的偏僻乡村，见识了这
土地上的一群庄稼人。这一个个面目
清晰的身影，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画
面，久久地在我眼前，让我从中读出
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湘南八公分村的庄稼人，不是个
案，它是乡土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史的
缩影，也是中国乡村几十年奋斗史的
缩影。

每一个庄稼人，都在黄孝纪的笔
下水墨画般地渲染出鲜活而又丰满的
形象，他们看似弱小，却不失有刚强
的一面；看似懦弱，又有着铁骨铮铮
的一面。作者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向
我们诠释了庄稼人任劳任怨、埋头苦
干的巨大能量，弘扬的是庄稼人力透
纸背的“老黄牛”精神。

慰藉乡愁有良方
□黄忠美

写作，从根本上讲，就是
写出自己生命中的发现。《连
老师的写作课：心中还有一支
笔》《连老师的写作课：用第
二支笔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是连中国多年教学的经
验总结。“心中还有一支笔”，旨
在由“写作”引领带动、建设促
成一个个生动鲜活，且有判断、
有思考、有个性的人，让学生在获得分数的同时，通过
写作获得生命的发现与成长。“用第二支笔写作”，不是
眼前已知的那支笔，而是藏在心中的通往更加广袤世
界的笔。该书既有辽阔的写作世界，又有写出高分作
文的切实途径，还有语文大考前的作文准备。

通过写作收获生命成长

《国学典籍那么好看》（湖
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是文津图
书奖获奖作家、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孟琢写给孩子的国学读
物。这套书让孩子爱读并读透
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六大
国学典籍：《论语》《孟子》
《庄子》，富含先贤智慧；《史
记》让我们读懂历史，读懂文
明；《孙子兵法》让我们懂方
法、有高度；《说文解字》则是读懂古文、亲近国
学、爱上语文的基础。这些典籍如同千年智者，等你
我求问。

这套书并不是简单的原文翻译白话，作者将带孩
子了解孔子、孟子、司马迁等先贤的人生故事与情
怀，读透这些典籍璀璨的精华以及典籍内外的拓展知
识，并用古人户籍簿、知识拓展、相关典故、成语标
注、古文注音、难字注音等多元板块，以孩子喜欢的
方式，讲给孩子听。

让传统智慧在心中绽放

龙是中国最为神圣的动物
神，是十二生肖之一，是中华民
族的象征与精神图腾，中国人
被称为“龙的传人”。龙文化是
华夏传统文化中源流最为久
远、延续时间最长,也是最为复
杂的文化现象之一，渗透到中
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哲学、政
治、经济、文学、艺术、社会及民
俗等诸多方面。

借助于各种介质，那些停留在神话、传说、典籍、想
象中的龙，得以具象化。《龙藏九州：博物馆寻龙记》（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将陪伴读者前往各地博物馆去探
寻古代龙形文物的身影，以翔实的文字介绍、丰富的图
片资料，揭晓龙文化在中华文明中连绵不绝、生生不息
的部分谜底。《龙藏九州：博物馆寻龙记》里的龙文物，
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脉的传承，为人们了解和研
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寻龙亦是寻根

作为人类想象力的早期呈
现，神话蕴含着民族精神的密
码，是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
《世界神话二十五讲》（北京大
学出版社）是一部包罗丰富的
世界神话入门读物，它既以生
动的笔触娓娓讲述了希腊罗马
神话及其祖源——克里特和迈
锡尼神话、古埃及神话，以及北
欧神话、印度神话等，也以新视
角解读了鸿蒙盘古、伏羲女娲、
后羿射日等中国神话，涵盖广阔，洋洋大观。

《世界神话二十五讲》也是对世界各悠久古文明
的精神溯源。作者通过跨学科的视角，结合大量新发
现的考古证据和知识，穿越时空隧道，探索了各民族
神话深厚的文化蕴含，以及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文化现象背后深远的神话渊源，进而揭示出丰富多
彩的神话宝库中潜藏着的各种文明密码。

世界神话入门读物

我是江苏人，对江南、苏州、太
湖、碧螺春，情有独钟，怀有一种特
别亲切的感情。当代苏州文学，从陆
文夫到范小青，从金曾豪到王一梅，
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各领风骚，我
也由衷地赞赏。

王一梅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
坚力量，是有代表性的作家。我对王
一梅的了解，是从接触她的早期作品
开始的。她的《书本里的蚂蚁》《鼹
鼠的月亮河》先后获得中国作协第五
届、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她
的《鼹鼠的月亮河》情趣盎然，是不
可多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童话
名作。30 年来，王一梅笔耕不辍地
写作，她的文学创作一步一步走向成

熟与深刻，并不断向更广阔的天地进
发。这次她将目光瞄定在传统茶文化
题材上，创作了《茶乡少年》（读者
出版社 新蕾出版社）这部以太湖湿
地为背景，从两个不同时代的茶乡少
年的成长命运来展现乡村生态保护和
传统制茶工艺传承与创新的作品。我
总的印象是，这是一曲生动的乡村少
年成长之歌，也是一曲颂扬传承创新
之歌、生态文明之歌，可说是当前少
年小说创作中别具特色的新收获。

王一梅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她善
于观察，敏于发现。《茶乡少年》是她扎
根吴地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20
多年深入茶农朋友中间，看他们耕耘，
看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而结出的硕果。王一梅用富有诗情画
意、抒情的笔触，为少年儿童写作，把

少年儿童的小世界与中国千年茶文化
的大世界、大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用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让少年自由
地奔跑在如诗如画的自然山林中，见
证吴地种植业变迁浪潮中几代茶人的
执着坚守与民族气节，而这折射出的正
是我们当下弘扬的中国精神与文化自
信。从这一点上来说，王一梅的《茶乡少
年》是一部丰厚辽阔的作品，也是一部
讲好中国童年故事的作品。

王一梅作为一个在思想、艺术上
日趋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作品
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基础上，更
是把人品和文品结合起来，时刻引导
小读者向上向善，奋发进取，在成长
中不断追求人格的高尚和完美。在

《茶乡少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充
满教育智慧的汪老师用“记忆树”学

习方法告诉孩子们“语文课本里的文
字是茶树的树叶，数学公式是茶树的
树枝，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像树干，
而思想品德是这棵树的树根”。一句

“思想品德是树根”让作品播撒下了
真善美的种子，让种子在孩子心灵深
处生根、发芽、开花。从这个角度来看

《茶乡少年》是一部文质兼美的作品。
小说极其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善于
从人物的实际行动中来揭示性格。小
主人公吴羽峰和他的爷爷老吴，对茶
树王、绿山岛、太湖水有着深沉的爱和
锲而不舍的责任感，他们纯朴、执着，
被刻画得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王一梅 20 多年来，在生活中结
识了一个又一个茶农朋友，让自己的
生活充满了茶香。今天她将这份弥足
珍贵的茶香带到了小读者的身边，让
小读者领略到了中国手工炒茶的非遗
魅力，也助力小读者从几代茶人的悲
欢离合中成长与蜕变，成长为有理
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也将在这些少年中一代代
传承下来。

别具特色的新收获
□束沛德

一只木图鸭飞回来了，这里是木图鸭热爱的家，这里是辽阔的太湖，有大片

芦苇湿地，有帆船点点。这里是茶乡少年成长的地方，无论是悲伤、无奈和苦难，

都能在温润醇香的小叶种碧螺春茶中荡漾开去，微微苦涩的尽头是回甘。

——摘自《茶乡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