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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读 家

好 书 推 荐

读 家 之 言

连 载

8989
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十一）

以读书“索道于世”
□张维胜

读书，能润泽心灵，能提升本领，能
纯洁操守。有了书香的浸润，人的精神
世界才能丰盈起来。

读书之美，美在润泽心灵。莎士比
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
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
翅膀。”确实，读一部好书，尤其读一部
经典，就是为灵魂打开一扇窗户。那些
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散发着思想光芒
的经典，不仅能让我们与先哲对话，聆
听教诲，更能涵养心灵，为自己的灵魂
找到一片洁净之所。如今，碎片化阅读
渐趋流行，人们往往一看到大部头的书
就头疼，殊不知，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

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啃下一
部厚重的书卷，虽然路程漫漫，却能磨
炼心性，让人撇去浮躁，收获宁静。等
攻克后，掩卷沉思，往往仍有回甘。

读书之获，获在提升本领。如今，
知识的“保鲜期”越来越短。有一条流
行的“知识折旧律”说的是，一年不学
习，一个人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 80%，
致使不少人都有本领恐慌。表现得最
为突出的，是人们对手机和搜索引擎
的依赖：一旦碰到难题，我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打开搜索引擎找答案；而一旦
手机电量不足时，又开始到处找插座，
给手机充电。其实，如果没有足够的
积累，即便搜索出来了答案，我们又是

否有辨别答案真伪的能力呢？要想克
服本领恐慌，要想让自己有两把刷子，
不读书、不学习，恐怕是不行的。书中
或许不会给出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法，
却有着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
而这，恰恰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可
或缺的本领。

读书之乐，乐在纯洁操守。晚唐
诗人杜荀鹤在《泾溪》中写道：“泾溪
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
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从
一个侧面告诫我们，自律是一场终身
修行。在我看来，读书正是增强自律
的最好方法。“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
夜半雪压庐”的怡然自得，“清风两袖

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廉洁意
识，这些都是精神生命的营养剂。工
作之余，少些觥筹交错，多些手不释
卷，于字里行间潜心思考，自我修炼、
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才能不断增强
心有所畏、言有所止、行有所戒的定
力，在精读、深思、笃行中描摹出人的
精神底色。

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
以改变人生的宽度。读书不能改变
人 生 的 起 点 ，但 可 以 改 变 人 生 的 终
点。以书为伴，含英咀华，我们才能
洗涤心灵、涵养浩然之气，让自己的
精神世界丰盈起来。

（据《人民日报》）

情人节来自西方，不过情人之
间的真挚爱情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
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伏羲和女
娲堪称中国最早的“情人”。

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的《伏羲
女娲图》，就表现了中国古代神话
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的形象。图中
男女二人，均微侧身，面容相向，各
一手抱对方腰部，另一手扬起，男
手执矩而女执规；男女下半身均为
蛇形，互相交绕。整个画面空间辽
阔，显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
的崇高意味。

伏羲手里拿的是尺子，称“矩”，
是用来丈量的。所谓“丈夫”，注重

“丈”字，指的是拿着尺子的人在丈
量。在田里干活，要量有几亩地，这
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女娲手里拿的
是规，这是女人拿的。拿“规”是用
来研究天象的。中国最早的历法就
叫“女娲历”，就是用来立法的。

古史传说在远古时代，华胥氏
踩了巨人足印，感应受孕，生男名伏
羲，后又生女叫女娲。遭遇大洪水，
只有伏羲、女娲两兄妹躲在葫芦里
得以存活下来，兄妹结为夫妻，结婚
生子，延续了人类的血脉。后世在
许多古代墓道和石窟的壁画中，都
有伏羲与女娲交媾图，皆为人首蛇
身，两尾交缠。

这种兄妹结为夫妻的故事，在
其他的一些民族中都有类似的传
说。闻一多曾在《神话与诗·伏羲
考》中收集了四十几个类似伏羲、女
娲的造人神话故事。

（据《南京日报》）

范仲淹、韩琦同为新
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
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
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
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
在修城事件上互相对立，

不仅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而且也进一步加重了
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此时西北地区的形势已基本稳定，国内的动乱也
暂时平息。宋仁宗似乎觉得可以舒口气了，一年前的
改革热情已开始降温，转而更加关注朋党问题。

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对辅臣说：自古以来都是小
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结党的吗？范仲淹回答：君子、
小人各有其党。如果结成朋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
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显然无法消除宋仁宗的疑虑。在仁
宗看来，既是朋党，总难免有小人之嫌。要想辨明君
子、小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范仲淹他们是
君子结党，这些君子们的自负、偏激、狂妄、强辩等习气
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同月，欧阳修写成《朋党论》一文，试图为朋党正
名。可是这篇文章产生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首先，欧阳修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
子的专利。这就说明，以前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
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
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
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
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
要任务。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
翻案的论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就连真正的正人
君子也不会苟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阳修明
白无误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
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且要求宋仁宗按此
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
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
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
新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庆历四年六月，前朝旧臣夏竦以阴谋手段构陷新
政人士，迫使范仲淹、富弼离开了京师。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宋太祖蹴鞠图》，描绘了宋
太祖赵匡胤与群臣一起蹴鞠
玩乐的情景。

明人唐文凤《题蹴鞠图》
诗中说明，画面前方正在踢
球的两人是宋太祖赵匡胤与
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后排四
人是大臣赵普、楚昭辅、党
进、石守信，估计这是中国历
史上最牛的一届“国家队”
了。此图说明蹴鞠是宋代初
年军中之乐，是宋朝开国皇
帝和贵族都喜爱的活动。

蹴鞠就是踢球，据传是
黄帝创造，至迟在战国就已
经流行。从“鞠”和“毬”的字
形就可以看出球的形制：最
早是用毛结成，后来用毛填
充皮囊而成。唐宋时期有了
充气的皮球——传世的宋代
蹴鞠图画证明其与今日足球
相去不远，所以宋代而后，就
有人把蹴鞠叫踢气球。

蹴鞠具有检验、锻炼士
卒战斗素质的功用。作为军
中之戏，能够“因嬉戏以讲
练”，也就是寓战于乐，自然
能广泛流传并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葆有活力了。

不止军队，上至皇帝，下
到百姓，都对蹴鞠表现出了
十足的喜爱。蹴鞠盛极于唐
宋。在宋代，出现了专门的
民间踢球组织——圆社（踢
圆的社团）。

大概是气球出现后，
“鞠”的重量轻了，加之规则
的变化，于是出现了女子蹴
鞠。宫廷、平民家还有妓馆，
都可以看到蹴鞠的景象，前
述的圆社就可以接纳女子。
圆社中以技艺高下分诸色社
员为各等级，最高者被称为
校尉，其中就不乏女校尉。
关汉卿有散曲《女校尉》单说
女子蹴鞠之美：“蹴踘场中，
鸣珂巷里，南北驰名，寰中可
意……款侧金莲，微那玉
体。唐裙轻荡，绣带斜飘，舞
袖低垂。”

围棋与琴、书、画合称文人四友，是
古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隅。它创制于我
国，是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棋类，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棋”就直指围棋，后
来游艺凡占了一个“棋”字的，都是它的
小后生。可以说，它是百棋之祖。

围棋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基础。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
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
有博弈者乎？”可见孔子承认围棋作为
消遣，也有其益智的功能。古人围棋，
上至深宫、庙堂，下至市井勾栏，雅俗
同好，不分贵贱。

围棋另有许多别称，很有趣味。《世

说新语》写道，名士王坦之把围棋当成
是坐而归隐，奇僧支道林认为围棋是以
手清谈。“手谈”“坐隐”流传千古。

《述异记》讲的是晋代王质上山采
樵，观数小儿围棋，不知落子之间，人
世百年已过。回过神，来时所持的斧
头，木把儿已经腐朽了。“烂柯”于是成
了围棋又一别称。

围棋在中国古人手中，是才思的
流露、逍遥的象征，主要的功能还是娱
情遣兴、彰显风度。一局终了，讲究

“失不为悴，得不为荣”，很显涵养。如
谢安围棋赌墅、手谈却敌，那是何等的
潇洒从容、自在不迫。

傩仪，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
傩仪盛行于商周。周人认为自然的运
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所以必须
适时行傩以逐邪恶。

傩仪作为古代巫术活动的一种，
与中国戏曲的起源有着紧密的关系。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著戏曲研究专
著《宋元戏曲史》中，就对这一现象有
深刻的思考。《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
古至五代之戏剧”开篇即提出：“歌舞
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自王国维以
后近百年来，不断有学者试图从巫觋
或宗教祭祀的角度考察中国戏曲的起
源、形成及其历史发展。

现代人之所以把巫觋或宗教祭祀
与戏剧起源联系起来自有原因。先民
深信，万物有灵，山川湖海、花木虫兽都
有“灵魂”，当实体的物质、肉体生命毁
灭或死亡后，其“灵魂”仍然不灭。人们
如果希望祈福避祸，则可通过“巫”（在
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人被称为“灵媒”或

“萨满”）与鬼神进行交流。巫觋“装神

弄鬼”，非常类似戏剧的“扮演”。
在各种巫术活动中，傩仪因其公

开性和公众的普遍参与而特别引人注
目，历代相关文献记载最多，也最为翔
实。傩仪中巫人头戴面具、手执兵器
以驱邪祟的仪式内容始终未变。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系统大量
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大型科研项目

《中国戏曲志》编撰启动，研究人员在
各地陆续发现了各种形态的傩（戏），
这些被发现的傩戏后来大多被冠以
地域性名称作为当地“剧种”受到关
注，如傩堂戏、桃园戏、阳戏、地戏、梓
潼戏、关索戏、端公戏、僮子戏、赛戏、
对戏、跳五猖、香潼戏、师道戏、铙鼓
杂戏、坛戏、洪山戏、嚎啕神戏、藏戏
等。此后国内相继召开多次傩戏会
议，傩戏作为中国戏曲的“活化
石”的提法也开始出现，
中国戏曲源于巫觋
说也不断得到
回应。

宋太祖：中国足球史上
最牛球员 围棋：百棋之祖，雅俗同好

中国古代戏曲起源于巫术活动？

类似伏羲女娲
造人的神话有40多个

新 书 快 讯

★主编：周毅 舒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歌以言志》

在这本文集中，三十位会讲故事的人以散文的形
式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有的是对儿时的回忆，有的是对
亲情和友情的追念，还有对艺术的感动、对自然的喟叹
和对人生的体悟。这些文字，是过去十年间华语散文
创作的宝贵积累。

★作者：伊迪丝·华顿（美）
★翻译：吴其尧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纯真年代》

本书主要情节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的纽约上流社会。那是华顿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
作家把那个时代的纽约上流社会比作一个小小的金字
塔，它又尖又滑，很难在上面取得立足之地。作为小说
家的她，对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既有亲切
的眷恋，又有清醒的针砭。

★作者：黄昱宁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假作真时》

本书收录了怀念已故老翻译家陆谷孙、傅惟慈、
吴劳的文章以及那些家族故事、听过的歌、难忘的
人、吃过的家常食物等。这些饱含深情的私人记忆，
字里行间所勾勒出的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望，引人回
味与共鸣。

一

近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图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通识读本——《中国文化二
十四品》丛书出版。

该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通识读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宗教、科学技
术、古典文学、传统艺术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本书分二十
四册，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南开大学教授叶嘉莹担任顾问，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十多所知名高校的学者。作为通识读本，丛书中许多内容读来饶有情趣，我们从中

《风土人情——民俗与故乡》《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
《花雅争胜——南情北调的戏曲》摘编了部分精彩段落，以飨读者。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出版

以小知大
传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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