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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界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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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撷 英

上初一时，一位远房亲戚来我家，带来的礼物里有一本
《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出版，线装繁体字竖排，设计很漂
亮。那时我正对《三国演义》入迷，连带也喜欢其他演义小说，
看到一本古色古香的书，以为又是演义小说一类，拿来一翻，
全是古诗，又是繁体字，一共识不了几个字，就放到一边。

上初三时，我遇上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刘庭根。
刘老师上课喜欢讲历史故事，引经据典，让我对古典诗词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我背会了课本中所有的诗词和文言文，背会
了刘老师补充的每一首诗，背会了我在课外读到的所有诗词，
这一年大约背会了200首诗词。

我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暑假里，我到处找诗词来读。
农村人家一般哪有这种高雅的书？好不容易我借到一本《中
学古体诗词评点译释》，一看，都是背会了的。忽然想起家里
的《唐诗三百首》，我就找出来如饥似渴地读。因为是繁体字，
我读得很辛苦，有些字甚至读错了。

上高中后，我用两年的时间背会了《唐诗三百首》，接着背
《千首唐人绝句精华》和《宋词三百首》。上大学后我背《古文
观止》，参加工作后背唐宋八大家散文、《离骚》和《道德经》。

《唐诗三百首》内涵博大精深，犹如大海。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坦然之美。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这是闲适之美。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相思之美。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是乡愁之美。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幽思之美。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写山之雄浑。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水之辽阔。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

帆一片日边来——写山水的色彩美。纵观《唐诗三百首》，中
国之美于斯尽矣！

《唐诗三百首》由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收录了唐代77家共
311首诗。其中以杜甫诗最多，38首，王维诗29首，李白诗27首，
李商隐诗22首。朱自清说：“各方面的题材……分配又均称，没有
单调或琐屑的弊病，还大致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和诗歌风貌，是
唐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本书成书后有口皆碑，成为流传不废的
家塾课本，被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

在现代语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写作者，语言容易欠缺音乐
感。信、达或可，怕是很难登上雅的巅峰。雅不是装贵族，追求华
丽，而是语词在节律音韵帮助下，组合出一种美妙的阅读体验。

无诗不成唐，唐朝的一切都和唐诗有关。白居易诗云：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诗与唐史互为表里，
相辅相成。离开唐诗，唐朝平淡无奇。因为唐诗，唐朝无与伦
比。熟读《唐诗三百首》，可以窥见唐史，可以在杜甫、白居易
的诗中读懂社会，在李白、王维的诗中读懂人文，在宫体诗中
读懂朝廷，在边塞诗中读懂战争。

去读《唐诗三百首》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汪翔

《诞生》是一部有温度、有情
怀的著作。它用满满的真情、绵
绵的针线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的日日夜夜，正如书中一位北
平学生所说：“我们过去所渴望
的、追求的，并且不惜以鲜血来争
取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
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日子。作者
在梳理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完全
堆砌资料与讲话，而是精选了诸
多感人的历史故事，比如，车进北
京前毛泽东与警卫战士的对话，
车队到保定时毛泽东对这座古城
的感慨；离开西柏坡前，周恩来亲
自要求各单位把损坏的门窗修
好，借的东西归还，水缸要挑满
水，院子要打扫干净……这些故
事以小见大，让读者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人的胸襟与情怀，以及党
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诞生》是一部有深度、有灵
魂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意味着那些近百年来追寻
梦想的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国家是
谁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

题的答案。
《诞生》是一部有力度、有分

量的著作。作者截取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诞生前 10 个月的历史，是
非常重要与关键的一段。从“打
天下”到“坐天下”，从夺取政权到
建设政权，从枪炮战争转向经济
建设，在这些伟大的转折中，中国
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
务、新的挑战、新的征程。伟大的
民族总是能够直面挑战，汲取经
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诞生》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
的温度、深度、力度，这让它具有
一种阐释正义的力量，这是顺应
时代规律、顺应历史必然的正义
力量。中国共产党如何得天下、
如何被人民发自肺腑地拥护，答
案都在书中。

犹如认识一座山是通过它蕴
含的宝藏、认识一条河是从它的
深度和宽度开始，《诞生》满怀深
情地告诉我们，要认识中华人民
共和国 70 年的历程与辉煌，必须
同时认识她的孕育和诞生。

（据人民网 作者：李舫）

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日前在京首发。该丛书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黎圣母院》《浮士德》等100种世界文学
名著，将于年内陆续与读者见面。

20世纪50年代末，朱光潜、冯至等30余位外国文学权威
专家组成编委会，负责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
书”。1978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
著丛书”。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
丛书，也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以系统性、权威性与
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
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为此，人民
文学出版社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

“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
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据悉，此次新版图书中嵌入AR技术，将名家大师的文学
课藏在书里，让读者享受全新阅读体验。 （据新华社）

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发

读 家 之 言

唐诗使我雅

温度·深度·力度

近日，《诞生——共和国孕育
的十个月》（简称《诞生》）由东方出
版社出版。翻开这本书，江河般浩
渺壮阔的往事扑面而来，这是一部
充满温度、深度和力度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诞生史。在作者细腻生动、
在场般的叙述里，时针仿佛被拨回
1949年。随着往事奔涌而来的，是
经过70年岁月沉淀的思考和感悟。

隔了70年的时光回望，往事如
此辽远又如在眼前。1949年，这一
年是新世界和旧世界、新社会和旧
社会的分野点。这一年的第一天，
一切都更显得与往昔不同——毛泽东
在“新年献词”中宣告一个新世界即
将来临。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
这10个月，作者描绘了一些令人难
忘的历史瞬间：

——3 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
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提出党的工
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为夺
取最后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理
论和政策基础。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宣布，即将成立
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

——4月，渡江战役大获全胜，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 月，会聚全国各党派和
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启动。

——9月，国名、国旗、国徽、国歌、
国都、纪元和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

《共 同 纲 领》都 最 终 确 定 下 来 。
新中国的领导人经选举产生，毛泽东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这个月的第一天，全世界的目
光都集中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
这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沸
腾的人流、潮水般的欢呼表达了
中华民族独立的自豪，表达了中国
人民实现梦想的骄傲！

将生趣盎然的细节
还原到故事中

《诞生》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点找寻共产党人
的初心。《诞生》里讲了一个有趣的
故事：1945年6月，黄炎培等6名国民
参政员主动要求来到延安。毛泽东
请黄炎培谈谈对延安的感想，黄炎培
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
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
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
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
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
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
听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
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
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有关故事，尽管很多我们
都耳熟能详，但是作者将更多生趣
盎然的细节还原到这些故事中，让
故事更加饱满丰盈、真诚感人。一
个又一个日子，一则又一则故事，将
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
同人物相联系、相作用、相激荡，共
同推进作品叙述，在读者眼前铺开
了一轴恢宏、动态、悠长的现实主义
画卷，由此形成一定的
阅读魅力。

一部有温度有情怀的著作

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好读本

在近年出版的诸多家风、家训类著
作中，《涵养好家风——党员的10堂主
题党课》（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呈现新
貌。该书以主题党课的方式，将党员干
部家风涵养、家庭建设中最需要关注的
问题，如家国关系、清廉、自律、勤学、诚
信、节俭等，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地
讲述出来，提醒广大党员：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家为国之本，家事非小事，
家庭教育需格外重视。

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必须从中国
渊深源长的家庭教育传统中寻找资源，
诸如司马谈的《命子迁》、诸葛亮的《诫
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家训经
典，无不深深地渗入中国人的治家理念

中，影响着无数家庭的精神成长。《涵养
好家风——党员的 10 堂主题党课》将
厚重的传统家风、家训内容，以“家规有
故事”的形式，讲述得有温度，暖人心。
如书中的第三课讲述北宋政治家与文
学大家晏殊的故事，极为生动。这 10
堂党课，作者在“家规有故事”中设置的
故事，大多类此，细腻温暖，可读，感人。

红色家风、家训，是中国家训发展
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是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红色岁月中形成、累积的
家风、家训资源。《涵养好家风——党员
的 10 堂主题党课》，给党员讲家风，毫
无疑问要涉及红色家风、家训。《涵养好

家风——党员的 10 堂主题党课》讲红
色家风、家训，以厚度见长。如第一课
就讲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家训。特别值
得提及的是，在第九课，作者论述挖掘
我国历史文化中的清廉资源时指出，我
国历来崇尚为官清廉的文化，在几千年
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关于“清廉”“廉
政”的丰厚资源。这些资源既包括传统
文化中的清廉家规家训和家风故事，也
包括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中倡导的“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两个务必”“西柏坡

‘六不’规矩”等清廉思想。“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两个务必”等，不仅是红色岁月
里共产党人的自律原则，这些原则贯彻
在他们的教子、治家这样的家庭教育中，

也是红色家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涵 养 好 家 风—— 党 员 的 10 堂

主题党课》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
是 讲 述习近平总书记的家风思想。
对习近平总 书 记 家 风 思 想 的 讲 述 ，
又以深度见长。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涵养好家风——党员的 10 堂主
题党课》一书奉上的10堂党课，正是立
论于家风就是党风、国风，家风建设事
关党之健康、国之兴衰这一点。广大党
员干部若能读此书，对如何涵养好家风
定有助益。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
何山石）

《涵养好家风——党员的10堂主题党课》有厚度有深度

感悟历史 文学呈现

——读《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1 描绘令人难忘的
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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