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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宋红伟）“这次回河南
老家，这么多人来听我的讲座，我很感动，古都洛阳深厚的
文化底蕴名不虚传。”近日，当代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陈廷一，
在洛阳与书友分享了红色经典创作故事。

陈廷一，河南鹿邑人，出身于农家。他累计创作出版
作品 108 部，其中传记文学 101 部。其代表作有《许世友
传奇》《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贺氏
三姐妹》《毛氏三兄弟》等。传记文学界有“南叶北陈”

（“南叶”指上海叶永烈）之称。
“勤奋，有毅力，有恒心，找准与时代的契合点不断创

新。”从传奇文学到人物传记，再到生态文学、报告文学，
陈廷一与洛阳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和体
会。陈廷一说，他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受益者”，
找到和时代主题吻合的突破点，进行写作，是他成功的
密码。

《许世友传奇》作者
来洛与读者见面

日前，市作家协会会
员李金河创作的长篇小
说《畛河川》由团结出版
社出版。

《畛河川》以豫西北方
农村畛河流域为背景，运
用传统的章回结构，描写
了龙湾李家老少几代近百
年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勾
勒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民
俗风情画卷，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

李金河出生于 1958
年，祖籍新安县，在市一
家企业从事政工工作。
工作之余，其先后编导拍

摄专题宣传片、风光资料片、微电影 200 余部，主要作品
有电影剧本《烽火河洛》《北邙殇》、戏曲剧本《黛眉仙缘》

《和合塬》、诗赋集《诗路心语》、散文集《文心雕梦》等。
（郭建立）

长篇小说《畛河川》出版
勾勒豫西农村民俗风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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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门》
指引阅读经典的路径

当然，《经典之门》也有一些
有待改进和商榷之处，其收录各
家经典数量不均，经典内容有
欠完整。《经典之门》的《先秦诸
子篇》中收录了儒家的《大学》

《论语》《孟子》《中庸》《荀子》，
《哲学宗教篇》中收录有儒学的
《礼记》《孝经》《孔子家语》《近
思录》《传习录》，如果再算上儒

家经典的《诗经》（入《文学篇》
的《诗词》类）、《周易》（入《哲学
宗教篇》的《易学》类）、《左传》

（入《历史地理篇》的《历史》
类），儒学典籍达十三部之多。
佛教经典也收录了《心经》《金
刚经》等六部。但是，阴阳家、
名家、农家的文献典籍无一部
收录。这种典籍收录状况反映

了古代文化的主流思想，比如
儒家典籍较多，与其长期占统
治地位有关，但这并不能完整
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
先秦诸子的百家学说。阴阳
家、名家、农家也有很多重要
的经典文献，遗憾的是这些并
未被纳入《经典之门》中。
（据《北京日报》作者：苏俊林）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读经诵典已蔚然成风。面对浩如烟
海的文献典籍，人们常常犯难：到底哪些典籍才能被称为经典？普通读者应该如何阅读经典？

华夏出版社新书《经典之门》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经典之门》首先解决了哪些文献典籍是经典的
问题。《经典之门》分为《先秦诸子篇》《哲学宗教篇》

《历史地理篇》《文学篇》四册。其中，《先秦诸子篇》
收录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的
代表性典籍，《哲学宗教篇》则有易学、儒学、佛经和
杂类，《历史地理篇》分“历史”和“地理经济等”两部
分，《文学篇》有诗词、小说、散文笔记、蒙学四类。

《先秦诸子篇》以《〈大学〉导读》开卷，《哲学宗教
篇》以《〈周易〉导读》为首，《历史地理篇》以《〈左传〉
导读》起始，《文学篇》则将《〈诗经〉导读》列为第一，
所收录典籍无不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经典之作。

《经典之门》也并未局限于儒家经典。其不仅涵
盖儒、释、道等诸子百家和宗教的代表之作，也有被
誉为“医家之宗”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以及有“家
训之祖”美誉的《颜氏家训》，还包括脍炙人口的《三
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唐诗三百首》等童蒙读物，
甚至还收录了探讨在清末大变局中如何“安身立业”
的处世奇书《围炉夜话》，经、史、子、集，无所不包。
书中所收录的，并未局限于传统学术中的“经学”著
述，而是指历史上那些经世流传、被人们奉为典范的
文化典籍。对于读者而言，《经典之门》具有“即类求
书，因书究学”之功用。阅读《经典之门》，可以清晰
了解中国古代有哪些重要的文化典籍，为人们有选
择性地阅读经典指明了方向，《经典之门》是一部了
解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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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文献典籍是经典

为人们阅读经典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人们不仅希望读懂经典的
思想内容，还希望能了解思想
内容之外的更多知识。《经典之
门》充分满足了人们这种知识
需求——不仅对各书的思想内
容进行了高度概括，还对书籍
的作者、版本流传甚至历史地
位、后人评价等进行了详细讲
解。更为重要的是，诸如《〈论
语〉导读》等篇章，为了便于读
者理解孔子的思想，对《论语》
的时代进行了专门介绍。《经典
之门》一书提纲挈领，“提要钩
元，治学涉径”，为人们阅读经典

指明了路径。
《经典之门》对经典文献的

导读，并不是一味吹捧，也能看
到某些思想的历史局限。如

《〈论语〉导读》从“人文精神的发
扬”“尚德传统的简例”“心性主
宰的显现”三个层次肯定了《论
语》的理论贡献，但也对其“尚
德”而不“尚智”，男尊女卑的历
史传统，以及儒家思想的现实功
用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这种客观评论的批判精神，既是
经典的题中之义，也是《经典之
门》的可贵之处。

《经典之门》还特别强调其
现代价值，提醒读者要警惕封建
糟粕，注意汲取经典中的思想精
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
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
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因
此，我们阅读经典一定要有所扬
弃，学习其中的哲学思想，汲取
历史智慧，弘扬高尚道德，倡导
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思想观
念。对于那些封建糟粕，要有警
惕之心，并勇于批判。

收录内容有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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