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文
化的骄傲。

杜甫说李白“千秋万岁名，寂寞身
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东坡的
生前身后却从不曾寂寞，总是熙熙攘
攘、川流不息、热闹非凡。但我想，要
真正走近东坡并不容易。他才华横溢、
待人热情、出言无忌，但也因此给自己
惹来不少麻烦；他重情重义、爱憎分
明、坦诚相见，但有时也不免意气用
事，爱得太偏心，恨得太固执；他诙谐
幽默、乐观通达、举止洒脱，但也因此
常常招致别有用心的流言和非议……

东坡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千年了。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东坡的
身影，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力量。这是
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它萦
绕在我们的心头，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
记忆与人生方向，温暖、光明而坚定。

东坡特别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情
趣。对好些人来说，明天无非是今天的
复制版，但在东坡眼中，生活的每一天都
极为可爱。他以自己独异的言行、诗文
持续刷新生活的形象、气质，赋予生活鲜
亮、谐趣的个性，一次又一次唤起我们对
生活的热爱与信心。

东坡在磨难中渐渐学会与挫折相依
相伴。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虽是自嘲，其
坦荡的胸襟亦令人慨叹。他的精神并未
在漫长的贬谪中垮塌，反而提振起一种
重新发现生活意义的力量。仅此一点，
东坡的意义就超越了文学的范围，他为
千百年来芸芸众生走出困顿之境辟出了
一条心路。

东坡文学禀赋极高，生活阅历极广，

学习与书写令他愉悦，他是众体兼擅的
文学天才。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
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
千八百多篇文章，总数接近八千首（篇），
这些作品泽被后世、沾溉甚远，足以形成
一部浩浩荡荡的“苏轼文学史”。

东坡虽曰兼擅，实则在多个领域都
成为典范。比如与座师欧阳修并称“欧
苏”，是为宋文典范；与门生黄庭坚并称

“苏黄”，是为宋诗典范；与南宋辛弃疾并
称“苏辛”，是为豪放词典范。他还与黄
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北宋书法四家”。
其他如经学、佛道、绘画、美食、医药、保
健等领域，他也兴味浓厚，广为涉猎，颇
有著述，其文化创造的伟力世所罕见，一
时无两。

不过，这些都远远不是东坡最重要
的价值与意义。

苏东坡以他的亲身实践，为后世树
立了典范的理想人格。一是坚持“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
大学》）的天下正道；二是固守“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
文公下》）的君子人格。东坡一生，不论
遭遇多少坎坷委屈，都始终坚守对家国、
百姓的责任，从不自我放弃，更不会摆烂
躺平；不论面临多么艰危恶劣的环境，他
都始终敢于说实话、讲真话，仗义执言，
从不虚与委蛇，更不会朝三暮四、落井
下石。

东坡的身上，有李白超凡的神仙
气，有杜甫执着的忠义气，有陶渊明采
菊东篱的悠然情怀，有白居易直言敢谏
的批判精神。他的思想人格传承先贤、
融汇各家而又自出机杼。

一直以来，士大夫们都渴望拥有理
想的君子人格，文化昌明的大宋让这种
努力成为可能，东坡则使这种可能成为
现实。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成就了千古
不朽的可爱东坡、伟大东坡。

《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
康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从不同侧面看苏东坡
□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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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故宫学重要研究领域的故宫
古建筑，其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神
兽即为其中之一。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周乾的《故宫里的神兽》，就是专讲
故宫建筑神兽的历史文化读本。

公众来故宫参观，可以看到神兽
造型出现在古建筑的各个位置：从地
面到台基、从门窗到顶棚、从檩枋到
屋顶、从殿内到殿外，几乎无处不
在。这些神兽是从哪里来的，在不同
历史阶段有着何种造型，为什么要用
于紫禁城 （故宫） 的特定位置，与帝
王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何种
文化特征及特定含义？上述问题都是
公众普遍关心并且需要了解的。本书

作者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现场考证，采
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读了这些神兽
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市场上已有的故
宫神兽类书籍相比，本书特色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书汇聚了故宫内与古建
筑有关的神兽共计 53 种，数量丰富，
并且按照帝王所期待的功能，对这些
神兽进行了分类。如有加强政权寓意
的龙、犼、凤、乌鸦、鹤、甪端等；
有消灾寓意的狮子、獬豸、海底异
兽、屋顶神兽等；有纳福寓意的鹿、
麒麟、象、鳌、御花园石子路面与灵
沼轩墙体上的吉祥动物等；充当宠物
的猫、狗、蟋蟀、鸽子等。

其次，本书内容比较全面，不限
定于对神兽本身的功能介绍，而且包
含了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
的论述。

历史方面，如“故宫中的龙生九
子”这部分，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龙
生九子”的说法进行了概括，包括陆
容的“异兽论”，李东阳、杨慎、陈耀

文不同版本的“龙生九子”等。
文化方面，如“太和门前铜狮”

这部分，解读了狮子的镇宅文化：狮
子可以驱赶邪恶，带来光明；狮子被
古人认为是“百兽之王”，各种恶兽不
敢靠近等。

艺术方面，如蚣蝮这部分，解读
了蚣蝮造型的建筑艺术：其外观与紫
禁城其他龙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
区别；其龙角、龙眼、龙须、龙嘴等
部位纹路清晰，凸凹有致，给人栩栩
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其整体造型
的凸凹之美，使得台基更加壮观。

科学方面，如“透风上的吉祥动
物”这部分，在介绍透风上的神兽造
型之前，对透风的功能进行了科普：
在木柱与墙体相交的位置附近，安放
一上一下两个透风，使得墙体内的木
柱在上下方向都能空气流通，避免木
柱出现糟朽问题。

最后，本书论证严谨，不“人云
亦云”，客观解读故宫神兽的历史文化
内涵。比如故宫里为什么有很多乌

鸦，有网友因乌鸦形象而产生了不好的
想法。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分析了乌
鸦与满族祖先的原始崇拜的渊源，将其
解读为清宫遗留的“神鸟”，是清朝满
族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又如慈宁门前的麒麟，有网友认
为这是寓意“麒麟送子”。本书基于慈
宁宫的建筑用途，结合麒麟造型在历
史上的多种功能，分析认为：慈宁宫
作为皇太后、太妃等皇家女性长辈颐
养天年的地方，大门外置麒麟，是皇
帝对母辈优秀品德的赞美方式，亦为
皇帝敬老养老美德的反映。

把读全书，深感其语言生动，图
文并茂，内容有趣，细节突出，知识
点精彩，为老少皆宜的读物。本书不
仅丰富了故宫学的历史文化内涵，而
且对于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故宫里的神兽》
周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客观解读故宫建筑神兽文化内涵
□郑欣淼

《天问——138 亿年的宇宙演化历
史》 融合了科学探索与艺术呈现，展
现了独特的创新性和科学深度。该书
全景式呈现了宇宙历史，构建了从宏

观宇宙到微观粒子的完整叙事框架。
图 书 以 多 种 折 页 的 艺 术 形 式 呈 现 ，
结合科学图解与艺术创作，如“引
力子自述”的拟人化叙事，既传递
科学知识，又赋予其诗意和美学价
值。书中有双线叙事结构，文字解
说分为“引力子自述”和“物理现
象简介”两部分：前者以拟人化视
角讲述宇宙演化，增强可读性；后
者以严谨的科学语言解释现象，兼
顾趣味性与专业性。

张杰（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
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天问长

卷上，既有 138 亿年前大爆炸中诞生
宇宙的“创世”瞬间之壮丽，又有
138 亿 年 来 宇 宙 的 结 构 与 层 次 之 复
杂，更是记载着人类对于宇宙起源与
演化规律的发现与理解。

武向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这部著
作体现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永无止
境，它是一份认知自然的摘要，也是
激发人们科学探索之心的火种。希望
它能启发更多心怀好奇之人，一同踏
上揭开宇宙奥秘的征程，为推动科学
进步和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贡献力量。

景益鹏（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天问长卷的画面有璀璨
星河的绚丽多彩，有广阔宇宙的波澜壮
丽，也有微观世界的跃然纸上。从大爆
炸的绚烂开端到宇宙历史的演化推进，
每一个场景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
着物理世界的美妙和魅力。

《天问——138 亿年的宇宙演化
历史》

张杰 策划 李政道研究所全体科
研人员 创作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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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与艺术揭开宇宙奥秘

如何介绍这本书呢？自从编完老舍
先生的这部作品，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
里打转。其实，简单地说，《顶可爱的北
京》是一本汇集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
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
都是从先生的作品中挑出的，目的只有
一个，就为让你能觉出北京是多么可
爱！这点意思总想以特别诗意的方式表
达出来。写了多少次，都是词不达意。

陪父母回江苏老家，早晨开窗时，迎
面扑来了一股子甜香的桂花味儿！吃完

早饭，全家都追了出去，步行到一片农田
旁，爸爸指着河边成行的桂花树，告诉我
和妈妈，这就是花香的来源。我们站在
一棵极大的桂花树旁，花香如风，花落如
雨，忽然想到，此情此景不正是我要找的
那个“诗意”吗？

这许多年，沐浴在老舍先生作品的
京味儿中，如今终于寻到了那些制造花
香的枝蔓和根系，而顶可爱的北京，就是
他那个京味儿的发祥地呀！

和这部书诞生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
小故事。2018年，我在波士顿友人家小
住，和两夫妇聊至深夜，话题都是他们来
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之前在国内的往
事。一早，教授来房间问好，说是已经看
完我送她的书，还说从我的书里闻到了
老舍的京味儿。

回京后，整理老舍先生作品时，我突
发奇想，何不将先生记录北京的文字摘

录下来，将其穿成一条“项链”呢？异地
他乡，昏昏灯火之下，这“项链”低头即
见，满载北京四合院中“鸟多闲暇，花随
四时”之意，和心的距离最近。有朝一
日，如若再见老友，将其当成礼物相赠，
那该是何等奇妙的重逢呢！

熟悉老舍先生作品的朋友常有个疑
问，先生并非一生都在北京这座城市度
过，甚至说，他创作的大部分时间均不在
此地，可为什么他的作品却满载京味儿
呢？对于人们的这个疑惑，我们从老舍
先生 1936 年 6 月 16 日发表在《宇宙风》
第十九期的《想北平》一文中找到了答
案。先生这样写道：“它是在我的血里，
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
所赐给的。”老舍先生 1899 年在北京出
生，1966年在北京离世——还有什么比
生命的起始对基因定格得更牢固呢！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那是美的集

合，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
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这些文字，是
老舍先生爱北京的注释。为使人们也跟
着他一起爱上他的城，老舍先生可是下
了大功夫。翻看老舍先生炙热的文字，
任凭你是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相信都
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
获！这本小书里的景致和人物，似乎总
是朴素又雅致的，带着些幸福、谦逊而又
得意的微笑。

此时，我们在北京的小房子里，捡了
一些花瓣，夹几个给你送去，这就是《顶
可爱的北京》中的字句。愿本书能成为
大家认识北京的向导，也愿北京的文化
通过老舍先生的作品于世间永在。

《顶可爱的北京》
老舍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从书中闻到老舍的京味儿
□零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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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

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

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

本榜、月度科普书榜，为读者推荐近

期精品新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排

行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能为

读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推

荐，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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