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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理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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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是朱光潜先生于 1932 年写的一
本美学入门书，谈了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以
及美的本质等问题。本书从净化人心、美化生
活出发，提出人生的艺术化，倡导情趣化的生
活。作者认为艺术化的生活，既是个人修养、
快乐的源泉，也是净化社会、收拾人心、拯救
社会问题的根本良方。本书出版以来，颇受欢
迎，值得读者认真阅读领会。

《谈美》
作者 ：朱光潜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选书

作者以深邃的目光、雄浑凝练的笔触，
囊括了中国美学的整个历史。全书共分十章，
从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一直讲到明清工艺，
宏观地描述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发生、形成
和流变的历程。作者认为，艺术趣味和审美理
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
的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故而考察一个时代
的文艺，必先考察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
情况。

《美的历程》
作者 ：李泽厚
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学》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创作的哲
学著作，首次出版于 1835 年。“美是理念的
感性显现”是黑格尔美学的中心思想，也是他
对美的定义。黑格尔在书中提出美学研究的
范围是美的艺术或艺术的美，美学实质上是

“艺术哲学”。他主张美是主观与客观、形式与
内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
他强调艺术是绝对观念在感觉经验上的体
现，艺术的发展是精神克服物质局限性而达
到“主观性”的过程。

                                  （王卉整理）

《美学》
作者 ：[ 德] 黑格尔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之美学篇

文 心 雕 龙

不废江河万古流
——读常崇信散文集《品读江河》有感

◎清青草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

产之要，须臾不可或缺。人们把日月

经天、江河行地当作不变的永恒，唐

代诗人杜甫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

废江河万古流”的诗文。这本散文集

《品读江河》，正是作者对万古流芳

的江河礼赞。

常崇信是一位研究水文化的

学者，这些年围绕山水江河做事作

文。他几乎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先

后有《梦里江河》《踏歌江河》《信步

江河》和这本新作《品读江河》问世。

作者在考察评价水利风景区和江河

湖泊的工作之余，以游人身份旅行

在名山大川，并将考察旅行中的一

篇篇“副产品”汇集成册。这本 38 万

字、36 篇涉足江河的散文集，就是

他行走江河对水文化水生态水文明

的礼赞。

作者按河流的水系流域谋篇布

局，所以散文集由秦地江河、埠外江

河、江河之子、域外江河四大板块展

开。水系按三江( 长江、珠江、松花

江) 四河( 黄河、淮河、海河、辽河)

展布。支流按在干流中的地位、历史

文化影响来撰写。作者走进国内七

大流域几十条支流的江河源区，对

水文地质、地貌景观、植物动物、历

史文化、风景名胜、民俗民风等进行

多视角考察。江河流到哪里，他的脚

步就行走到哪里。

书中以江河为轴心，详细地展

示了河流文明。《川西北藏地行》《青

藏高原东隅行》以川西北青藏高原

东部江河源区的历史文化、河流文

明为脉络，歌颂河源区生态文化和

水文化。《泾河纪行》《初读无定河》

《金秋坝上行》以生态脆弱地区生态

环境的河流变迁，展现草原文明与

农耕文明发展与成长，对当今河流

及水生态环境优化有着借鉴意义。

《行走夷水中上游》《乌江画廊行记》

《黔地美景有遗篇》以长江、珠江支

流水文明为主脉，展现西南民族文

化在江河文明上的博大精深和多姿

多彩。《洛水流域出圣贤》《涝水河畔

谒尧帝》《韦水河畔的沉思》则歌颂

了河流的伟大和哲人贤达的作用。

《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地缝》《峡谷型

城市——黔江》《己未初秋登太白》

《徜徉明月峡》《芷江行记》以长江黄

河流域独特的地质地貌奇观和江河

历史文化，展现江河生态文明在山

水形胜中的特殊作用。《无定河畔的

横山起义》《易水行》《邂逅茉莉花》

以发生在河流上的历史文化遗存为

线索，歌颂英雄和河流文化的博大

深邃。

《品读江河》中，不仅有世界第

一长河尼罗河，对世界排名前十位

的长江、黄河、湄公河等河流也有

不少记述。作者按世界名河、异域

河流、界河等特征，把握江河

文明在国内外文化中的作

用。如尼罗河在古埃及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对世界及非洲历史文化的影响、

阿斯旺水坝对水生态的影响、欧洲

河流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影响、湄公

河对中南半岛历史文化的深远影

响，于本书中都有详细论述。尤其是

在尼罗河、湄公河等世界名河上行

船或漂流，从江河上看日出日落，总

会感悟“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哲思。

本书作者是行走江河的行者，

是研究江河文化的智者。他的江河

水文化散文有一股泥土的芬芳和水

滴的清澈纯净，少了摆弄和做作。他

用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勤奋和背包客

式的执着精神，把走江河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形成文字。每

次行走江河前，他都做些“功课”，查

阅文献资料，了解水文地理、地

质地貌、历史文化，搜索前人和

今人的研究成果。行进江河时，

他访问当地居民、文化历史

学者、水利水文工作者，体察

河流所在地的民族风情，掌

握第一手资料，把考察所见用

于记事写景状物，写出了情感真

挚的江河散文，回报他所热

爱的江河。

在岁月长河

中，有些江河断

流了、干涸了，

有些由于气候

等因素，河

流水量减

少 了，水 生

态环境发

生了变化。要让江河万古流，还要在

不废上下功夫，让河流生态不因人为

因素而变差。江河万古流的历史重任

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

适度为美
◎宫妍玉

我有一种爱“生”书的情结。

处在这样一个不甘平庸的年

纪，我不喜欢追寻很多人所追寻的

事物。我向往独立与个性，向往独属

于自己的不同世界，有时甚至有些极

端。可能会彻头彻尾地拒绝广为人知

的东西，比如拒绝阅读人群普遍的书

籍。我读起家喻户晓的书总是兴致平

淡，但那些鲜少听到的书目我却是爱

不释手。比如某个契机，在书店角落

看到的一本《消失的地平线》。

“这里日升月落，星光闪烁，这

里回响着肖邦的失传之曲，和一位

永不老去的少女的传说。”读书前，

我心中已然形成了一个神秘圣洁的

乌托邦。当时假期即将结束，待完成

的任务和预习都还沉甸甸的，但最

终忍不住，开始熬夜阅读。我喜欢脱

离世俗的美丽，这本书中描写的香

格里拉美好得让我完全沉醉其中。

读书中的故事，我好像经历了

一场有关东方神秘之旅的梦。主人

公康韦在香格里拉第一晚所见到的

圣洁山月，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它

是如此无瑕。我没有给他人推荐，可

能是喜欢独一无二的心情作祟，我

想要这份鲜为人知的绮丽世界成为

我“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白月光。

随着阅读深入，我发现书中的

人们，都尊崇一种“适度原则”。他们

认为一切都该适度，不在任何一个

角度走向终点。他们面对世界，处在

一种适时屈伸的状态。他们似乎不

喜欢极致。我阅读了一些关于此书

的书评，其中有一句：“什么是适度，

什么是宁静，智慧圆通和情欲皆无

都不对。书中人放弃了一些情，还是

那句话，适度是美德。”适度原则的

定义其实并非我所想的那样，不进

不退，不拿不取，委屈又消极。它所

指的是舍弃一些不该有的感情，不

让某种极端的心理产生，继而影响

到自己面对事物的态度。

书中如此深藏的内涵，对我产

生了很大影响。追求不同的未来，我

也要接受“平庸”的自己。这是书中

的人物用行动证明给我的。比如在

阅读上过度地追求个性，只会让我

少获得一些美文的滋润，这就是极

端带来的影响。过度追求绝对化，就

会得不偿失。适度的“离经叛道”，何

尝不是一种“美德”？

我已经不再“偏执”于彰显个性

的书了。在《消失的地平线》后，有了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有了《傅雷家

书》，有了《童年》……它们带我走

过的旅行也很美好。学会“适度”，恰

到好处，即为美德。

（作者系宝鸡一中2021届 18班学生）

感受儒家经典魅力
——读史永峰《论语通俗解读》有感

◎菊蓉

收到史永峰新出版的四十余

万字著作《论语通俗解读》，脑海

中立即想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以前

读《论语》也是按注释一章一条地

读，说实话，总觉枯燥，往往是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然而读这本《论语通

俗解读》，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穿越

时空与孔夫子面对面交流一般，在

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学而时习之”的

乐趣，感受儒家经典的魅力。

首先，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尽可

能地把《论语》的每一章语录，还原

到当时社会背景和语意环境中，探

究由来和目的，进而做出合乎情理

的解释和阐发。在《为政篇》的解读

中，作者联系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的社会现实，解释孔子主张“为政以

德”的政治原理及实现途径和对为

政者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他告诉

读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始终关注

的是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观更是

现实主义的政治观。在孔子看来，政

治是为政者内在仁德的外用，为政

的关键是要言而有信。为政者要有

大孝天下的情怀，以君子平实、质

朴，敬事而忠的本色，肩担道义，赢

得民心拥戴，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

程中实现自身价值。这样的解读深

刻精辟，充分体现出推陈出新、古为

今用的原则，这就不难理解史永峰

写出的文章，无论是状物抒情，还是

说古道今，总透着一股肩担道义的

气息和风骨。

其次，作者借鉴名家又不迷信

名家。在综合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

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出自己独

到的见解，突破了对《论语》每篇中各

章语录“一条一条孤立注释”，通过模

拟孔子授课及与人对话的情景，还

原了其中心明确、结构严谨等特点，

读来生动有趣。在《述而篇》中，他对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是这样解读的：孔子在阐述人生

志向与追求。“志于道”即仁道，包括

天道和人道。孔子曾悉心研读过上古

名作《周易》，懂得有关天道的学问，

但他说“天道远，人道迩”，即：天道深

奥，距离人们的现实生活高远，人道

与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这样的阐

释，把抽象道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

出来，在通俗中见深度，并进而指出：

“据于德”的“德”，即得也——有收

获、有成果就是德。所谓道德，即“道

之所得”，既包含结果，又包含过程。

“志于道，据于德”之间是递进关系，

合起来就讲了一个立志的问题；“依

于仁，游于艺”与上两句并列，讲的是

做人做事的原则与智慧。孔子反对那

种说得来做不来的迂腐书呆子，他追

求的是既有远大志向、又有实际能力

的人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既是孔子的人生追求，也是他

教育弟子的方针，尽显一代圣贤的志

向与睿智。

第三，“通俗”是这部著作最显

著的特点。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

《论语》作为其仁道学说大智慧的结

晶，单靠文字训诂是难以真正理解

的。作者研读《论语》四十余年，经

历了从一章一节到整体、系统地把

握认知的过程，因此，他能够打破局

限，整体把握原文精义，发掘孔子的

人生智见，使《论语通俗解读》真正

突破了《论语》成书年代、语意环境

对现代人阅读理解所产生的困难和

障碍，对许多章句的译注和阐释，以

故事的情节展开，增添了文学的趣

味性、耐读性，让人对作者的治学精

神更添敬重之情。

第四，作者不仅勇于面对历来

《论语》诠释中存在的各种争议，而且

敢于对某些评论与解说质疑，提出

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解读《学而篇》

第一章中指出，本篇既是整部《论

语》的总论，也可以看成是孔子对弟

子的“第一堂课”，中心思想是教导

弟子端正学习目的和态度，解决获

得真学问、培养仁德修养的途径和

方法。他指出 ：“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中的“习”并非是传统解释

中所说的“复习”，而是“用”的意思，

即“实践、实习”之意。学习本是苦差

事，乐在其中的是“学以致用”，能够

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获得解决现实问

题的智慧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

乎？”的“朋”也不是普通的朋友，而

是指心有灵犀的志同道合者；“远”

也并非是地域的概念，而是时空概

念，指遥远的地方或很久的将来；“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愠”

不是“怨恨”，而是不抱怨别人对自己

的不理解，教导弟子要坚定仁道信

念，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克服功利

思想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我认为这样

的解读，真实而不虚伪。

《论语通俗解读》是史永峰老师

一部饱蘸心血的力作，是他对经典通

俗化解读的成功尝试。这本书有独特

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这对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现

实意义，相信它一定能在浩瀚的《论

语》研究成果中占据一席之地。

小作者很喜欢读书，她读书不
局限于人们平时的认知，也不局限
于一个中学生对佳句美词的追求。
她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构思很巧妙，
不仅仅悟出书中的道理“适度是美
德”，而且从读书中悟出了“舍弃一

些不该有的感情，不让某种极端的
心理产生，继而影响自己面对事物
的态度”这种道理，既而联系到读书
做事，这篇文章采用以小见大的手
法，语言流畅简洁，是一篇佳作。

指导老师 ：王永娟

书香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