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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撷 英

日前，由中央宣传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
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华
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第二批图书正
式出版。本次出版图书包括《左传》《墨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传习录》5种。
秉持“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

向大众”的编纂目标，《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编纂项目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通俗
晓畅的传统文化读本。2017 年 9 月底，《周
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

《管子》《孙子兵法》《史记》10种首批图书出
版，图书在编纂思想、体例设计、解读人遴选、
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等方面得到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编纂
委员会主任委员袁行霈表示，此次第二批图
书《左传》解读人郭丹、《墨子》解读人姜宝昌、

《韩非子》解读人张觉、《吕氏春秋》解读人张

双棣、《传习录》解读人吴震，分别来自福建
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
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相关书稿的审订专
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专家学者。为
保证图书编纂质量，从书目选择到体
例制定，从解读人遴选到审订专家
确定，从图书装帧设计到书稿编辑
出版，编纂委员会和参与项目的专
家们都层层把关，一切以图书质量
为中心，时间服从质量，希望将经
典之作呈现给广大读者。

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
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介绍，2018
年编纂项目共收到书稿 23 部，是
2017 年收稿数量的近 2 倍，此次出版
的为其中的5部，其他已收书稿及后续
书稿将于 2019 年陆续审订出版与读者
见面。 （据新华社）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简称
《百部经典》）各分册均由相关领域的学者加
以解读，显示了《百部经典》在类似的撰述中
具有一种新的格局、新的面貌，在更大程度
上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广大社会公众对优秀
传统文化学习、理解、提升自己文化素养的
愿望。《百部经典》的编委瞿林东通过几个实
例，与读者共享。

对于《老子》这部经典，解读者王中江
教授在“导读”的第七部分起始，有这样一
段表述：

中国古代智慧的展开，是由经典引导
的。无数的注释家，不断通过注释经典，来提
出自己有创见的思想。《老子》这部书，只有五
千余言，由于它的高度和深度，使其影响源远

流长。通过这部书，老子开创了道
家。这部书成为后来道家哲

学 不 断 发 展 的 源 头 活
水。在中国经典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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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写出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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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又成为彼此交流的一个重要桥
梁。世界上关于老子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将《道德经》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其版本不
计其数，围绕老子展开的探讨层出不穷。
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道德经》翻译史，也
可以写出一部老子思想的世界传播史。

我想，这段文字，足以使一般读者为
《老子》一书而动容，当然也会引起研究者
的共鸣。

又如，《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

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邪枉，日
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其道
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
藏之无形，天之道也。”

解读者孙中原教授的旁批写道：“客观
规律无形象，把握规律靠抽象。”这两句
话，既与原书内容相关，同时也使读者对

“规律”有一种明确而简要的理解，很耐人
寻味。

再如，《庄子·山木》中有两句话是“人
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解读者陈鼓
应教授作了这样的旁批：“‘虚己’就是消除
一己贪图名位之念，名位正如同狐豹的纹
皮，是招祸的根源，生命应另辟精神出口，
免于祸患。”这一旁批，平实地解说原书中
的这两句话，而又具有警世的含义，读来令
人深思。

诸多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相信阅读
过《百部经典》中的某种或某几种经典的读
者，都或多或少会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百部经典》走向大众，大众一定会欢
迎它的到来。

（据《光明日报》作者：瞿林东）

近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
简称《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第二批图书正
式出版。

“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
众”是《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的既定目标。项
目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计划用5年至10
年时间，梳理传统文化经典传承发展脉络与
体系，以当代眼光和时代价值树立新时代经
典之标准，遴选100种书目。所选图书上起
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
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

《百部经典》编纂办公室主任张洁介绍，
书目广泛征求项目顾问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建

议，希望能集思广益，编委们也在审慎研究，
完善书目。

《百部经典》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
相结合的编纂体例。项目成立以袁行霈为主
任委员的编纂委员会，聘请叶嘉莹、李学勤、
楼宇烈、陈鼓应等19位大家担任顾问。每一
部书稿力邀相关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担
任解读人；初稿提交后，还要邀请由2位至3位
专家组成的审订组，对书稿进行审订；审订通
过，才能提交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袁行霈
曾表示，《百部经典》的编纂工作将会聚全国
思想界、文化界5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据新华网）

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经成为多数读书人的
“生活方式”。

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
一生，又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
忘食，乐以忘忧”，是孔子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
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儒”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
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
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
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
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
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
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
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
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
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
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
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
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
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
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
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
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
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心观念则是“学”。虽然孔
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
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传统是重视读书、重视学习的。孔子堪称好学的
典范，他最重视、评价最高的一个德行就是“好学”。孔子
说，忠信的人很多，十里之地就能找到忠信的人，但是要想
找到一个好学之人，却并不容易。整个“论语体系”里，孔子
把“好学”当成一个非常难得的德行。从这个角度来讲，孔
子应该是我们学习文化的一个奠基人，这么说并不夸张。

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
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

“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
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
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作
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
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
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
民间也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
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
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现在提倡“经典重读”“书香社会”，这些追求非常好，
但不能局限在书斋里读书。经典阅读的方式已经出现了
很多变化。我认识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
爱好，就是读传统经典，比如他们自己编选了一本王阳明
的书信小册子，加上一点简单注释，就开始读，然后把心
得体会发布出来，一起讨论交流，而且还强调学以致用。
这些人中有的在经营企业，是很忙碌的，却仍然发奋读
书，而且读了就要用，用在提升自己身心修养。这只是一
个例子，如果留心观察，还可以注意到这个时代涌现出来
的更多的读书方式，这方面我们以往关注不够，却应纳入
到“经典重读”的思考里来。

（据人民网 作者：陈来）

一部《安居古城》两度出版，并非平常意义的“第二次
印刷”，而是作者李明忠进行自我否定，将作品“第二部”
和“尾声”推倒重来。新版本更趋成熟和精湛。

作品叙事宏大，主副线结合用心谋篇。从抗战年
代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如此广阔而丰富多彩
的生活图景次第推出。作品主人公，一位是因抗战内
迁的军校教官吕旃蒙，一位是川东小镇的大家闺秀周
如惠，在铜梁安居这座安宁的古城，命运让他们演绎了
惊心动魄的爱情传奇。作者精密设置了主线：以周如
惠的人生履历带出各色人等，揭示出各阶层的人们迥
然不同的人生况味。副线则是吕旃蒙主动请缨，坚定
出征，参与惨烈的抗日战役直至壮烈牺牲。作者用心
谋篇，以交叉式结构的方式使主副线浑然一体，收到让
战争场景与和平生活对比强烈、引人遐思的效果。精
细刻画人生百态的写法，文本内容真实性和传奇性的
结合，使这部作品展示出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和文学
魅力。

这部乡村叙事的小说，纵横描写古城的生活，乡土
气、市井气、地域性扑面而来，寓乡村叙事于风物民俗展
示之中，完美阐释了古城文化基因与古城儿女文化性格
的相得益彰。

小说叙事中，古城里每条街道和每个铺面都隐藏着
自己的秘密，摇钱树院子花木的每一个根茎、每一片树叶
中都藏匿着年轮的精灵，每个古城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厚
重生活的痕迹和人生智慧的闪现。凝结着历史传承的古
城天空和土地，它们所提供的养料被作家贪婪地吸取了，
他才会对风物习俗乃至地域特色如痴如醉，而痴醉之间
便有作品中站立起来的古城儿女。一个多元的、深奥的、
活色生香的安居古城，成为古城儿女成长的摇篮，成为人
物性格生发和精神升华的家园。反之，古城儿女则以各
自的精彩或落魄，丰满了古城文化的景观，最终让古城文
化像铜梁龙一样展翅飞翔。

安居古城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俚语、野史、传说、
习惯风俗等，显示出这方土地上生命的自然面貌和道德
的自觉守护。一场抗日战争、一场“文革”、一场改革开
放，让这片土地的每个断层都较量着相向和相对的力
量。报恩与负义、忠贞与背叛的人物与故事比比皆是，
这片土地必然产生大忠大奸之人物，大忠如许崇高，大
奸如周至尹；必然产生坚韧如泥土、与命运抗争之人，如
周如惠。作品还写活了一批张力十足的普通人，如夏旭
金、贺德媛、夏吹吹等等，他们演绎的生死情爱与家国恩
仇亦惊心动魄，有的煞有介事，有的苦苦求索，或令人爱
恨交加，或令人掩卷深思。

（据《人民日报》作者：杨耘）

——评长篇小说《安居古城》（修订本）

古城的乡愁重 磅 推 出

好 书 推 介

《弄墨》

★作 者 许福同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用笔墨对书法的现代性进行思考，收入作者设
色古文字和草书、行书等书法作品共96幅，绘画作品12
幅。许福同幼承家学，少年学书从晋隋入手，远逾唐宋，
后习魏碑直攀秦汉，笔墨线条间余味不尽，其作品多次参
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被收藏。

《蒙古历史拼图》

★作 者 邹进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二批图书出版

用优秀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用优秀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

《百部经典》走向大众

读 家 之 言

读书的意义

500余位专家学者“激活”《百部经典》

本书以关键词的形式梳理了明以前的蒙古史，分成
草原帝国、蒙古人的“约孙”、黄金家族、统一蒙古的战
争、前四汗、蒙古世界战争、南宋之殇、元朝的定制、诸
神的信仰、蒙元与诸汗、重回金莲川等11章，共105个关
键词（即105篇文章），这些关键词可能是人名或部族的
名字，可能是一次战争的名字，也可能是一种称谓或一
项制度。

作 者
李明忠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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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