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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美》是郭文斌的散文新作，也
是他在文学、文化问题上的阶段性总结和
新思考。不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纪实的

散文，郭文斌都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土生
活中风俗的多姿多彩，梳理了风俗之所以
形成的自然与社会基础。细读书中关于
风俗的描写，哪怕仅一个年俗，就足以令
人叹为观止。过年期间的衣食住行，一招
一式，都有说法，都有出处。

这些叙述与描写不是从书本到书
本，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堆砌，而是
生活的体验与实践，是田野调查的考证
与阐释，它们几乎可以比肩文化人类
学。它让读者重新认识到，风俗是建立
在自然、生活、劳动与血缘基础上的，在
规范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
具有坚实而隐秘的作用。它是道德、生
活习惯等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以生活的
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
形态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从
本质上说，风俗是一种仪式、一种文化
记忆，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这
正是郭文斌的文化散文远不止于一般
描写的原因。

郭文斌努力挖掘日常生活的仪轨、礼
俗与程序中积淀的文化内涵，揭示其丰富
的象征意义，让我们感受到“小传统”的力
量。以本书开篇的《中国之美》为例，它重

点谈到了农历。农历的内涵非常丰富，它
不仅是一个时间表，而且关涉到天文、地
理、宗教、风俗、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
围绕它产生的一套丰富的话语系统，不仅
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天
文编程、人文编程、教育编程、幸福学编
程，甚至是人类学编程”。

郭文斌自觉地给自己的写作赋予一
种新作用——文学一定要有祝福的功
能。而这一功能的逻辑发展，就是让文学
走进生活，走向社会，走入大众。他的理
解是：“文化一定要让百姓能用、愿用、常
用、广用。必须像大米面粉一样成为百姓
必需，像阳光空气一样让人离不开。”这里
所说的“文化”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郭
文斌从乡村风俗开始，一路寻觅过来的中
华传统文化。这种态度更使他衍生出多
重身份。郭文斌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文
化学者、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习者、一
位心理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志愿者、一位文
化公益事业的贡献者。

于是，有了“寻找安详小课堂”活
动。它让人们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
安详的拥有者，只不过它在沉睡，只要
唤醒它就足矣；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

眼安详的清泉，只要把其中的泥沙淘尽
就是”。于是，有了《弟子规》解读课程
和《朱柏庐治家格言》解读课程。在这
些课程中，郭文斌重点从人的生命力构
建、人的潜能开发等角度，阐述一种整
体教育观，界说一种对于现代人来说十
分重要的生命状态，“那就是在第一规
定性里找到人生最低成本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让阳光、温暖、诗性、安
详、喜悦充满每个人的心房”。于是，有
了《记住乡愁》大型纪录片。以“关注古
老村落状态，讲述中国乡土故事，重温
世代相传祖训，寻找传统文化基因”为
宗旨，纪录片展现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
自然环境、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丰富
多彩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的乡土风
物、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郭文斌走进
一个又一个村落、社区，对乡愁有了新
的理解与解读。乡愁是生机、是春意，
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是“君子
务本，本立而道生”的那个“本”。

《中国之美》是作者对中国之“美”的
寻找与发现，也是作者文化实践的记录，
是一本写在大地上的书。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汪政

——读郭文斌散文集《中国之美》

感受乡土生活的多姿多彩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近日，第32届全国
图书交易博览会第四届少儿阅读节在山东省济南市举
行，活动方发布了百种优秀童书书单，由我市文博学者创
作、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考古都挖了点啥》（一）入选。

《考古都挖了点啥》（一、二）由我市考古专家商
春芳，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原院长、教授王建国和

“90 后”青年王鹏杰共同完成。《考古都挖了点啥》是
以考古出土的文物为讲述对象的通俗读物，它选取
了国内各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内容包括衣食
住行等各个方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解
读。三位作者通力合作，通俗易懂地讲考古，为大众
讲述考古遗迹和文物的来龙去脉，通过这本书为读
者打开一扇窗户。

少儿阅读离不开优秀童书，一本好书就是一座知
识和智慧的宝库，更是孩子们心灵的灯塔和人生的路
标。据悉，百种优秀童书由中国出版协会于今年5月
面向全国500多家出版机构公开征集，并组织出版、教
育、媒体等多领域专家进行专业、深入和细致的内容审
读，最终从数千册童书中遴选而出。活动现场设置了
沉浸式互动体验区、百种优秀童书展示区，并精选了部
分书中的IP元素，让孩子们参与互动阅读体验。

我市一本图书
入选百种优秀童书书单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实习生 宋嘉仪）
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该馆 8 月将开展“河洛讲
坛”“兰台读书会”“洛图会客厅”“夕阳红课堂”“童悦·
故事汇”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读者暑期体验。

“河洛讲坛”系列讲座将于8月3日、10日、17日、
24日、31日举行，为读者带来“文艺相拥洛城”“永怀河
洛间”等系列主题讲座；“洛图会客厅”包括“青春登场
只看洛阳——千名艺术家瞩目千年古都”书画作品展、
VR阅读元宇宙沉浸式体验展、古筝音乐会、朗诵技巧
大讲堂、摄影公益大讲堂等特色活动；“夕阳红课堂”将
举办养生讲堂等活动，满足老年读者需求；“童悦·故事
汇”主要包括话剧演出、绘本阅读、手工制作等活动，满
足少年儿童读者需求。

该馆8月还将开展“阅读服务进基层”等活动，走
进多个社区开展读书会、非遗技艺体验等阅读推广活
动，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特色活动
丰富读者暑期体验

河 洛 书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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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写稿惯用毛笔，常用的毛
笔叫“金不换”。周建人在《略谈关于鲁
迅的事情》里写道：“‘金不换’，都是狼

（黄鼠狼）毛做的小型的水笔，这种笔鲁
迅先生差不多用了一世，我记不起看见
他用过别种笔。”这是绍兴“人鹤汀”出品
的，据许广平说鲁迅的“金不换”：“大约
选料做工都比较好，所以他在北平、上
海，都不远千里托人购用。”

鲁迅的“金不换”，就是他在“杀人如

草不闻声”的黑暗时代的战斗武器。
1933 年 6 月中旬，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总干事杨杏佛，被蓝衣社特务暗杀，鲁
迅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但他毫不
畏惧，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他宣告：“近
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
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
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
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
回敬他们的手枪。”

同年，有人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
鲁迅以“金不换”语意双关地讥讽道：

“在《新儒林外史》里，还赏我拿一柄大
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敬的，但在
实际上……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支笔，
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
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支五
分的便宜笔。”

鲁迅愈到晚年，战斗精神愈加旺
盛。抱病在床时，还托人从故乡带来一

包“金不换”。可惜寄到时，他已经溘然
长逝。当年徐懋庸在其悼文《鲁先生又
有一比》里这样写道：“‘笔战强权’，伏尔
泰就是用了他的笔，反抗了十八世纪的
法国政府和教会的强权，扫荡了当时的
社会上的一切秽丑的……鲁迅先生也有
这样一支笔，它的名称叫‘金不换’。”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
年大会上，高度评价鲁迅的作用：“他用
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
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
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
画家。”

（据《人民政协报》作者：冒建国）

鲁迅的“金不换”书 人 书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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