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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香

悦 读 经 典

如何读好“资政第一书”

书 界 动 态

传递书香 奉献爱心

知人论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恶，这
是史学的重要职能。基于这样的思路，
我决定以人为主线评说《资治通鉴》，窃
以为，这种方式是今人阅读《资治通鉴》
的相对捷径。

至于怎么评说，个人以为要特别注意
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什么叫历史意识？习近平总书记
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
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
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
以塑造。”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历史文化
素养，而历史文化素养中最重要的是要
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

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
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
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为什么要强调学者眼光？《资治通
鉴》毕竟是900多年前问世的史学专著，
随着后世学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
不断发现，司马光时代的很多定论已经不
成立了，这就需要重新解读。例如关于苏
秦的历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基本沿
袭了司马迁的观点，但是，随着长沙马王
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现代
学者的主流观点已经完全颠覆了这段历
史，但普通大众可能并不了解，这就需要
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评说。

至于现代视角，窃以为关键要强调
两点：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尽可能地还
原历史真相，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
不益其恶”；二要知人论世，就是要对他
的功过得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要
有鲜明的、超越历史局限的、符合时代要
求的善恶褒贬，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评说历史不是
为了评说而评说，而是要鉴古察今，鉴往
知来，进而对我们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
信仰乃至对人类基本价值准则、历史公
正与社会公正加以维护。这才是我们读
史的初衷。

（据《光明日报》作者：丁万明）

1月30日，由共青团洛阳市委牵头启动的“书香传递 点亮
童年”图书捐赠仪式在洛宁县东城小学举行。在捐赠仪式上，
团市委向洛宁县5所中小学校捐赠图书2万册，为孩子们播种
知识与梦想。图书捐赠活动将在今年持续开展，爱心单位或个
人如有捐书意愿，可联系团市委学校部，电话：63225067。

记者 姜明明 通讯员 张珂 摄

全民阅动力

《资治通鉴》是宋
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
19 年编写而成的一部
编年体通史巨著。宋
神宗因此书“博而得其
要，简而周于事”，据

《诗经》“商鉴不远，在
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
之意，特将之命名为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

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 403 年）至后
周 显 德 六 年（公 元
959 年）十六个王朝共
1362 年的历史。作为
一部通史，《资治通鉴》
是继司马迁《史记》之
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
学巨著，被誉为“资政
第一书”。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
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
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一部《资
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
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四库全书》甚至
给了《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八个字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
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
难读”。在其问世的前 17 年里，只有一
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

尽管难读，但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对
其都精研细读。一代名臣曾国藩一生深
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以过来人的

口吻对后学者谈读《资治通鉴》的体会：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
《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
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
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
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折衷至当，开
拓心胸”八字可谓深得《资治通鉴》个中
三昧。曾国藩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
能通其一，即为成学”，《资治通鉴》即为
此七中之一。

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更容易理解
《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
古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南宋的
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
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
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 1362 年
的历史归纳为 239 件大事 66 件小事，

“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

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
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

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
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
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
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
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
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
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
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
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
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
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
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 180 多万
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
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
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
读物，深得毛泽东的推重。

理解政治宗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注意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本次狮王争霸赛吸引了众多知名舞狮队伍
参加，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支特殊的舞狮队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小相狮舞。该狮舞素有“中华第一狮”

“中原第一狮”的美誉。
小相狮舞源于巩义市鲁庄镇小相村，其第

二十一代传承人崔西金老人今年已有 76 岁高
龄，讲起小相狮舞，老人满是自豪。

崔西金介绍，小相狮舞历史久、水平高、
名声大，自清代以来常有外村、外地的人来
此聘师或找传承人学习，如今小相狮舞的艺徒，
除 了 巩 义 的 孝 义 镇 、康 店 镇 、涉 村 镇 、鲁 庄
镇，以及圣水村、堤东村等村镇外，还遍及登
封、新密、新郑、洛阳、开封、许昌，甚至新疆等
地区。

“中国的狮舞按地域分为北狮和南狮，按种
类分为文狮和武狮，小相狮舞属于北狮中的武狮
类，其传承从清嘉庆年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而
且不断有创新和发展。”崔西金说，小相狮舞发源
于中原河洛地区，几代人不懈努力，一直致力于
将其发展为新的分类——中狮。

小相狮舞的道具主要有狮头、狮皮、刀枪
剑戟棍等器械与绣球等，表演分为高空、高

台、地摊3种形式。其中，在地摊表演中，
一组狮舞需要 3 个人表演，两人扮狮

子，一人抬头一人拱尾，协调动作，熟

练配合，浑然一体；另有一人扮武士，用绣球引狮
或用兵器斗狮，“狮子”则用腾、跳、蹿、扑、伏、回
旋等动作配合，加之鞭炮轰鸣，颇有威武震撼的
气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狮王争霸赛上，小相
狮舞将带来高、难、险、奇的高空表演——五子登
科。崔西金说，表演前要先打“老杆”，即用钢管
搭建一个十三四米高的高台，高台最顶端的椅子
即为表演舞台，高台周围用绳索固定。表演开始
后，在震耳的锣鼓声中，5只“狮子”分别通过高台
周围的绳索攀缘而上。攀至顶端后，4只“狮子”
分别在四角的椅子上表演，1只“狮子”在中间的
太师椅上腾空跳跃。

高台上的表演扣人心弦，台下同样异彩
纷呈，由至少 40 面擂鼓组成的擂鼓队将配
合舞狮动作，敲打出慷慨激昂、气势磅礴
的鼓声。

“小相狮舞的表演者要体力充沛，
因此上台的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小
伙子。今年我们特意挑选20多名
小伙子到王城公园参加狮王争
霸 赛 ，争 取 拔 得 头 筹 。 目
前，小伙子们还在加紧
排练中。”崔西金说。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乔丽娜

洛阳首届“王城杯”狮王争霸赛将于正月初一至十三在王城公园开擂
记者抢先探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第一狮——小相狮舞

看狮王争霸过吉祥大年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

术，逢年过节，有舞狮助兴，可谓
热闹非凡、红红火火。作为2018年
王城公园新春游园会的一个亮点
活动，洛阳首届“王城杯”狮王争
霸赛将于农历戊戌年正月初一（2
月 16 日）至正月十三（2 月 28
日），在王城公园正大门内的明堂
广场盛大开擂，精彩不容错过！

20支舞狮队同台打擂

狮王争霸、以“狮”会友、以舞比艺。舞狮是
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也是广大群众春节期间
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我市的舞狮队伍不仅历
史悠久、风格独特，而且数量众多，在周边地区有
着很高的知名度。

本次狮王争霸赛的邀请函一经发出，就吸

引了众多舞狮队伍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截至目前，本次狮王争霸赛已经
吸引了来自许昌、巩义、登封，以及偃师、
孟津、新安、洛龙等地的 20 支舞狮队报名
参加，届时，他们将为游客带来精彩绝伦的
表演。

探访“中华第一狮”——小相狮舞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当代》长篇小说论坛
评出“五佳”作品

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暨第十九届《当代》文学拉
力赛颁奖仪式日前在京举行。经现场专家评委、学者、媒体投
票与前期读者网络投票汇总统计，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

《芳华》、李佩甫的《平原客》、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范稳的《重
庆之眼》成为2017年度“五佳”作品。

现场还产生了第十九届《当代》文学拉力赛的三大奖项：
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单行本名为《梁光正的光》）获得

“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刘庆邦的《牛》获得“年度中短篇小说
总冠军”，祝勇的《故宫谈艺录》获得“年度散文总冠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任然

高空表演赢得阵阵喝彩

齐心协力完成高难度动作

高台表演扣人心弦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由河南巩义小相狮舞提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