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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胜前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
结合史前考古成
果，呈现了对中
国文化基因的探
索与思考。首先
溯源文化的演化

过程，确立文化的三重结构；然后溯
源中国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分析
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最后深入到
文化基因的层面，探索中国文化的
渊源，结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探讨
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

荐 书

作者：杜永道
出 版 社 ：生
活·读 书·新
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本
书 以《 红 楼
梦》中的人物
对 话 为 切 入
点，引导读者
从 言 语 交 际
的 角 度 ——
人物说话时的自我身份意识、听话人意
识、言语目的、语境等来欣赏《红楼梦》，
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形
象，领略曹雪芹笔触的精微细腻。

作者：
［澳］克莱夫·詹
姆斯
出版社：
北京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作者
用 四 十 年 时 间
完成，这部介绍
自 由 人 文 主 义
传统“独出机杼
的核心纲要”，

由百篇历史人物评论组成。二十世纪几次大灾
难历尽生死存亡，无数人消失在晦暗的断裂中，
更多不合时宜的事实经过筛选淬炼，重组为我
们所知的历史。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
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捕捉“一场盛大对话的
边角”，以此抵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作者：［英］
保罗·约翰逊
出版社：
世 界 图 书 出 版
公司

内容简介：本书
结 合 最 新 的 考
古发现，综合多
种 经 典 资 料 和
文本，以穿越时空的视角对犹太民族精彩
而神秘的历史进行了精彩而富有创见的解
析。通过对各个历史节点的重要人物和事
件的深入解析，将看似神秘莫测的起伏命
运梳理出合理而完整的逻辑，展现了犹太
人的性格、创造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揭示
了犹太人在经历那么多的迫害之后仍能为
全人类做出如此卓越贡献的秘密。

与委员一起读书读书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成为我的枕边书
已三十年有余。薄薄一册，给予我的却很
丰富。

说文谈艺，品茗聊天，常能俯拾即是，
从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语言，增加自己的底
气。参加一些研讨会尤其是客座美院，更
是以此发挥，从诗词说开去，贯穿诗书画印
的共同审美意趣，尔后，最终归结为《人间
词话》开篇的第一句：“词以境界为最上。”

王国维在五十年的短暂生命里，著作
等身。他涉猎广泛，文史哲融会贯通，且有
精深感悟和开创意义。在文学方面，尤以

《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和
《人间词话》影响最大。

王国维堪称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学
人，于康德、叔本华、尼采最为服膺。然而
后来，他却“疲于哲学”，以其“大都可爱者
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如文学可以直
接寄托怀抱，成为心灵的避难所。诗词，正
是中国历代文人最为便捷的表达方式，王
国维多愁善感的性情对于诗词创作和鉴赏
十分契合而自命不凡。

《人间词话》开宗明义即言“词以境界
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此语可谓至理名言，不仅是词，诗文亦复如
是，以至于书画及其一切文学艺术莫不如
是，无境界则无灵魂，唯数术技艺而已，有
何存在的价值？

后面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

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
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其实，
诗词也好，书画也好，景物不过载体，境界
才是灵魂，景物须情感化方可上升为有境
界之景物。借景抒情，因物传神，哪怕普通
物象，只要能见到作者的真情实感，情景交
融，方可点石成金，冰冷的草木树石便有了
生命，有了温度。正如石涛所言“山川与余
神遇而迹化也”，作者笔下，物即是我，我即
是物，见情见性，自有我在。所以“上焉者，
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
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
我，何者为物。”在丰富的艺术创作中，或忠
于客观实际的描绘，如现实主义题材之小
说；或注重主观自我的表现，如大写意国
画。他们各有优劣，相反相成。从绘画史
上粗略地可以分出，宋代以前作品重在“写
实”，当属“无我之境”，多致力于客观真实
的描摹，人物山水多以肖似为目标，个性流
露殊为少见。宋元以降“转实为虚”，甚至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神采为上”，重在
“写意”。作品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性灵的释
放，所谓“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当属“有我
之境”。但形似神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消彼长，互为其根，又不可须臾而离。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乃艺术之必然。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
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

能观之。入乎其内，故能生气。出乎其外，
故能高致”。能出能入，才能和光同尘、洞
若观火，将世事风云了然于心。由此，“诗
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
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
忧乐”。

铺排风雨晦明，调遣千言万语，有如庄
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信手
拈来，恰到好处。

何谓大手笔？何谓有境界？《人间词
话》用了“隔与不隔”这个鉴赏与创作中非
常重要的概念。问“隔”与“不隔”之别，曰：
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
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
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
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
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
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
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
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
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
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白
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
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
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
花，终隔一层。简言之，自然而然、开门见
山、直抒胸臆就是不隔，反之，闪烁其辞、娇
揉造作、故弄玄虚就是隔。“大家之作，其言

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
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
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
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如斯之语，让人
拍案叫绝。

王国维借三段词句言三重境界之说，
亦十分到位并得到广为称颂的：“古今之成
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
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
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
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
也。”并感叹道：“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
道”。王国维臧否人物，评品章句，可谓解
人矣。”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一语道
破，何其精准。“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
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
之口。”堪称不世之论也，尤其为我辈赞不
绝口。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篇幅，可以说比
不到当下一篇普通的论文，然而打开书卷，
如听高僧说禅，常常醍醐灌顶，于言下大
悟，不能不说乃是作者本身境界高远，见解
透辟，知人论世，一语中的。此书虽曰词
话，而一切文化艺术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追
求概莫能外，甚至于立身处世境界格局之
提升，也是受用不尽的。

（作者系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檐前的雨不温不火，不疾不徐，点点滴
滴将某些困顿的泥沼冲刷。先知书社已是

“民进之家”，此时的我捧一本书静坐一隅，
真是享受。

不由得想到生命里那些来来去去的
书，那些被我的一个念头蛊惑的爱书人

“漂”出去的书，都还好吗？
思绪回到几年前——我和儿子一起看

到别的城市有“漂书”活动，就蠢蠢欲动，从
书柜里取下一本书，揭掉腰封，取出小卡
片，掸一掸看不见的灰尘，决定让它去流
浪。好书不应该沉寂在某一个书柜里，就
是该回到人海里去，帮助人们完成某一场
知识接力。

杨绛先生说过：“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
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
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
不怕打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

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
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
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话不投机或言
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
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
会嗔怪”。看看看看，多么惬意，多么自由
自在。生活里要么为自由去折腾，要么为
自在而安居，欲说自由自在简直奢侈至极，
而读书却可以达到这种状态，在读书的互
动中，总能找到同道，找到真正可以师法的
健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每个人经历的都是自己的生活，阅读
却让人在不同的故事里，变化各种体验，给
生活做些有益的补充，任想象膨胀，看似毫
无关系的故事总会唤醒某些记忆，让某些
遗忘的人事重回身边并焕然一新，某些感
受也不再沉睡。个人空间的狭窄与世界的
丰富多彩的连接，只有靠阅读，这样，人生

的路就从单数变成了复数。
当然，问题也来了。古今中外书海浩

渺，穷其一生也读不完啊，有没有一条捷
径，用时间和生命阅读一流的书？或者，在
有限的时空里，因书结缘，一帮志同道合的
人也可以在某个冬日一呼百应：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

先知书社设立的“民进漂书角”，正好
成了阅读爱好者的小乐园。扉页的推荐理
由、书友的阅读感悟、暖心的祝福语、一场
一场的知识接力……就是带动全民阅读良
好氛围的一缕春风。

记得一唐姓先生拿来一本《滚雪球》，
让他留名字却很腼腆地说不用了，难道不
希望书“漂”回来？他说，书里的内容已经
烂熟于心，就让书在喜欢读的人群里“漂”
吧。七岁的汤翊萱在报纸上看到“漂书”信
息，在妈妈的陪伴下带来两本书，亲见她认

真写下书主寄语，一笔一划那么虔诚，我忍
不住给她拍了照片，抛开那些顾忌那些疑
虑，拥抱这个爱书惜书又无私的小女孩，拥
抱这个天使！

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一名区政
协委员，都得益于“书香”。如何通过读书学
习来提高能力、凝聚共识，为推动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尽一份力，更是做好履职工作
的迫切需要。记得在政协群里，委员们聊某
某书值得一读，最后一句往往是重点：我有
这本，借给你看嘛。从对方开口借书上升为
自己主动“献宝”，自以为的好书得到了爱书
人的认可，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看到“漂”进“漂”出的书，看到进进出出
的“漂书人”，看到书里或多或少的留言、批
注……我很放心“漂”出的书，爱书的你呢？

最能致远是书香，就让书多“漂”一会
儿吧。 （作者系铜梁区政协委员）

“《道德经》这本书对我有很深的吸引
力，语言极其精炼，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
处世智慧常常让我惊叹不已。”垫江县政
协委员贺进于对记者感慨道。不惑之年，
她有幸遇见这本书，从此便爱不释手，每
晚都会翻阅，截至现在已经看了十多遍，
仍然觉得常读常新，获益匪浅。“于我而
言，此书不仅是国学经典，也是人生工具
书，还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指引。”

那是2014年的一个冬天，贺进于走进
县委宣传部的阅览室，无意中看到一本《道
德经》，心动片刻后立马抽出来，因为多年
的语文积淀，没有阅读障碍，便埋头看起
来。当时正值国学热，让她对国学典籍情
有独钟，“这些好书值得背记，一方面涵养
心灵，一方面训练记忆，一举两得岂不正
好。”于是，她和《道德经》的缘分就开始了。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至
今，她还记得最初看到这句话时的震撼。

“这本书体现了虽朴素却很有价值的辩证
法，对我启发很大，让我开始慢慢试着从
不同角度和立场出发看问题。”她说。在
反复阅读《道德经》后，她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慢慢地有了很平和的转变，对名和利的
态度也更超然，追求更多的是内心的安宁
祥和。

工作中，当付出同样甚至更多的努
力、工作成效也更好但结局却大不相同的
时候，她说，以前会郁闷、气愤，但是看了

《道德经》后，应对方式柔和了许多。“善人

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外
其身而身存”“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
思想，让她养成了“履职尽责，做好每一件
事就是收获”的工作态度。

“我认为《道德经》不是让人消极避
世，而是希望人能够遵从‘道’和自然，这
种遵从不是目的，而是在应尽本分之后的
一种态度。”在她看来，这种态度就是努力
工作，认真生活，不刻意追求结果，相信付
出总会有收获，只是收获的时机和方式不
尽相同；同时不苛求回报，特别是当这种
付出是自己主动决定的时候；也让她明
白，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份努力和付
出都会得到等量回报。正所谓“圣人之
道，为而不争”，做好应做之事，不争不抢，
顺其自然。

“阅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她说，
“一本好书，是打开智慧宝库的钥匙，能
‘授人以渔’，从书中获取知识，修养灵性，
集聚人生的能量；一本好书，也是最好的
朋友，阅读时沉浸其中，自己也成了当中
的一个角色，可以借他人妙笔而丰富自己
的人生体验，虽一人而其乐不减；同时，一
本好书也是珍惜当下的提醒，掩卷沉思，
能够安然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感觉幸莫大
焉！”徜徉在书海里，修身养性，她始终乐
在其中，不断把那份宁静不争的心态外化
在工作和生活中，既浸润自己，又熏陶他
人。在这片广阔自由的天地中，如今的她
满心欢喜，乐得自在。

在潼南区政协组织的委员读书沙龙
上，区政协委员、区血浆站站长倪佳一眼就
看中了傅佩荣撰写的《哲学与人生》。“一直
以来我对哲学都很感兴趣，这本书的作者
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书中他不仅介
绍了哲学入门知识，还分享了很多他对生
活、对智慧的感悟，书里的辩证思考、逻辑
分析都让我受益匪浅。”倪佳感慨道。

书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哲学对每个
人都是必需的，因为人类天性之中就有一
种哲学的倾向，每个人的内心都希望自由，
能够做自己、摆脱各种限制与压力，越来越
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喜悦。那么如何才能
达到这种境界？要爱好智慧。爱好智慧就
是从事哲学思维，它像人生的照明灯，让我
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人生就好像航海一
样，如果你没有罗盘，就不知道自己往哪里
走。罗盘就是哲学，哲学是对人生的经验
做全面的反省。我们可以向别人借这样的
一个罗盘或指南针，参与许多伟大哲学家
的见解，也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启发这样
的智慧。用一句话来说，离开人生，哲学是
空洞的，它没有内容；离开哲学，人生是盲
目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这
让倪佳感悟很深，“读这本书不仅是学习知
识的一个过程，更是对自我人生的审视。”

作者从哲学是什么、思想方法、人性的
真相、苏格拉底、存在主义、中国哲学的起
源和特质等方面，结合哲学理论与人生感
悟，深入浅出地为倪佳上了一堂哲学“大师

课”。“书中，傅教授说道‘当真正用理性思
考经验后，你就能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知
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
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
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
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
下那个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
已’。这段话给我很多启发和反省。”担任
潼南区血浆站站长多年，面对行业的发展、
竞争，在工作中倪佳难免偶尔会产生懈怠、
疲惫的心情。“这段话让我对自己过去的工
作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也让我用更加积
极的态度面对工作与生活。”

利用闲暇时间看完这本书后，倪佳对
自己的人生也有了新的看法和态度。“这本
书让我明白在工作中保持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这个行业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
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跟上发展变化，就只
能落后、被时代所抛弃。同时这本书也让
我学会树立健康的生活观，以宽容和理解
的心态去面对家庭和生活，善待亲人，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强健体魄，以乐观向上的
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经历。此外这本书
也让我开始更加客观地认识自己，剖析自
己性格、处事态度等各方面的长短处，在这
种与自己的交流对话中，我收获了勇敢面
对人生、真诚对待他人的勇气。”倪佳表示，
这是一本关于人生、关于智慧的书，“也希
望更多人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方向，收
获一些感悟。”

《道德经》：让人顺乎自然之道
□ 黎 赕

我读《人间词话》
□ 熊少华

品读《哲学与人生》
□ 陈钰铃

最 能 致 远 是 书 香
□ 张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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