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读书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王力平

梳理雄安文脉 助力文化建设
——读《雄安先贤全集丛书》

春 到 人 间 草 木 知
——读《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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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兴

一地之文脉传承一地之学术，凝聚一
地之人文，养护一地之精神。雄安新区在
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可谓群星灿
烂，异彩纷呈。河北大学出版社 2020 年初
出版了大型古籍整理丛书《雄安先贤全集
丛书》，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翔实
的基础性文献资料。

雄安新区由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
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组成。从地缘上来
看，雄安地区的历史文化属于燕赵文化圈，
秉承北学文脉。作为学术概念，“北学”一
词有多种含义。孙奇逢让其弟子魏一鳌辑
有《北学编》，书中辑录了汉代以来燕赵区
域的学人，其“北学”概念，特指燕赵之学。
后人又将“北学”概念进一步扩展，把包括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广义中原地区的
学术思想均称为北学。按照这一思路，《雄
安先贤全集丛书》将自元至清在雄安及其
附近地区阐扬北学的郝经、刘因、杨继盛、
孙承宗、孙奇逢五位先贤的传世著作汇为
一编，为人们展现了雄安重道尚义、崇贤守
正的历史传统与精神风貌。

郝经（1223年—1275年），字伯常，元泽
州陵川人。家世业儒，幼遭金末兵乱，金亡
后迁顺天路总管府所在地（今河北保定）。
先后在蒙古元帅贾辅和张柔家中设馆教
书，结识文史大家元好问和理学大师赵复，
学识上有极大进步。后受元世祖忽必烈赏
识，授予翰林侍读学士之职。郝经提出了

“王统系于天命，天命系于人心”之说，推崇
“四海一家”，反对“华夷之辨”。丛书收录
了《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续后汉书》《郝文
忠公集》等作品，其中《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收录了六种版本，包括明正德二年（1507
年）李瀚刻本、清乾隆三年（1738 年）刻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三种清抄本。
刘因（1249年—1293年），号静修，元雄

州容城人。曾受元召入仕，后辞而不仕，潜
心义理，为理学思想的传播和阐扬作出了
杰出贡献。其著作在元明清时期均有传
刻，影响极广。关于刘因的著作，丛书收录
了多种版本的《静修先生文集》，包括元至
顺元年（1330 年）宗文堂刻本、明成化十五
年（1479年）蜀藩刻本、明万历十六年（1588
年）刻本、清光绪五年（1879 年）刻本、清抄
本等，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静修
集》，另有多种续编、遗诗、遗文等作品。

杨继盛（1516年—1555年），号椒山，明
北直隶容城人，嘉靖年间进士，以直谏、气
节闻名。任兵部员外郎时，因弹劾大将军
仇鸾误国，被贬官。再被起用后，又因弹劾
严嵩而遭诬陷入狱，最终遇害。明穆宗即
位，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谥号“忠
愍”，世称“杨忠愍”。关于杨继盛的著作，
丛书收录了多种版本的《杨忠愍公集》，包
括明隆庆三年（1569 年）王世贞刻本、清康
熙三十三年（1694 年）朱永辉刻本、清同治
十一年（1872年）刻本等，还有评校本《李卓
吾评选杨椒山集》和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味菜庐的校刊本《杨忠愍公全集》，另有
多种年谱、家训、遗嘱等作品。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明
北直隶高阳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二年

（1622 年）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督
师蓟辽，功勋卓著，终因魏忠贤党排挤去
职，辞官回乡。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
包围京都，明廷急召孙承宗，击退后金。崇
祯四年（1631 年），被夺官返乡。崇祯十一
年（1638年），清军大举进攻，孙承宗率家人
守卫高阳，城破被擒，自缢而死。后来，南
明追赠孙承宗为太师，谥号“文忠”。清乾
隆时追谥“忠定”。丛书收录了其传世的

《高阳集》《车营叩答合编》等主要著作，还
收录了孙承宗的奏疏、年谱及其主撰的《高
阳县志》等作品。

孙奇逢（1584年—1675年），字启泰，明
末清初直隶容城人，万历年间举人。孙奇
逢有诸多事迹被后人称颂，如以孝行天下，
父母相继去世后守丧六年；不畏权宦，积极
营救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明朝灭亡
后，清廷屡召不仕，被人们尊称为“征君”；
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著述丰富，被世人
尊称为“夏峰先生”。在学术思想上，孙奇
逢提出“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等主张，肯
定王守仁“知行合一”的观点。关于孙奇逢
的著作，丛书收录了《理学宗传》《读易大
旨》《四书近指》《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
考》等代表性作品，均有不同版本，另有日
谱、年谱、游谱、家训、家规、答问、语录等多
种作品。

古籍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础
性材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许多古籍
除了其所记内容的文献价值之外，在纸张、
用墨、印刷、装帧等方面也有很高的文物价
值。同一部古籍往往有稿本、抄本、刻本等
多种版本，刻本又可能有初刻本、再刻本、
精刻本等，读者一般很难看到同一种作品
的多种版本。此次整理，编者对上述五位
先贤的作品在国内外广泛搜求，最大程度
汇集了五位先贤的各种作品。同一作品的
不同版本如果各有特色，该丛书也一并收
录，为读者查阅、比对提供了方便。

纵览雄安历代先贤，他们的学行品格
皆为后世之楷模，他们的节操风骨和学养
文德已内化为一种文化力量，在燕赵大地
世代传承，激励着生活于此的人们自强不
息、奋发有为。因此，将他们的传世著作整
理汇刊，自有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助力雄安
新区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钟 芳

春到人间草木知。亲近自然，感应草
木，了解世界万物的奇妙，生命便多了一
层维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著
述的《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3 年 2 月出版），从燕
园四院的植物说起，带领读者从身边的草
木步入植物世界。作者详细讲解了一些
常见植物的命名、分类及其生长特性，强
调了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重要性。全书
用生活化的语言，将深奥的博物学知识讲
得明白晓畅，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走进了
一座七彩的花园。

植物的种类有很多，没有人能认识其
全部。当然，不认识植物也一样可以爱护
植物，但知道植物的名字与不知道则有本
质的差别。植物的名字是“敲门砖”，知其

“芳名”，便会更深入地了解它、热爱它。

植物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无一不饱受大
自然的风雨洗礼。在优胜劣汰的残酷竞
争中，有的植物坚强地活下来，有的植物
过于弱小，而逐渐沦为消亡的物种，令人
叹惋不已。在图解这些植物生长史的过
程中，作者力求通过举例、对比等方式讲
述知识背后的哲理，使读者不仅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既洞悉植物生长、繁衍、进化
的奥妙，又能从中领悟世间草木顽强生长
的生存哲学。全书以平视的眼光，真诚审
视人类与草木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不但
拉近了人们与寻常植物的情感距离，而且
使人们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真正懂得
怎样去爱一草一木。

作者还注意到植物在文学作品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深层含义。比如以
植物名为作品命名的，有周作人的《泽泻
集》、张爱玲的《郁金香》、权延赤的《狼毒

花》等。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中也常
常借植物说事，如“倒啖蔗，渐入佳境；蒸
哀梨，大失本真”“萱草可忘忧，屈轶能指
佞”等。文学作品还常以植物形容人物、
描写场景。《红楼梦》中有“莲枯藕败”“弱
柳扶风”的句子。诗词中则有“江南有丹
橘，经冬犹绿林”“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
成实向秋荣”“西城杨柳弄春柔”“红香径
里榆钱满”等句，涉及了众多植物。

从古至今，人类与植物的命运从来
都是密不可分的。汪曾祺在《人间草木》
中写道：“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
对光阴的钟情。”大自然养育了万千草
木，赋予它们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可贵
品质，而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同样需要草
的柔韧、花的灿烂、树的刚强。植物与人
类在天地间共同成长，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温馨画卷，定会在多彩的春日里徐
徐展开。

又到“世界读书日”，照例是笔谈读书
的季节。但今年稍有不同，因为孔乙己正
在为脱不脱长衫苦恼、焦虑。

印象里，古人留下了许多好学、苦读的
箴言嘉行，很少有该不该读书、要不要读书
的苦恼。荀子的《劝学》就不说了，通俗易
懂的还有头悬梁、锥刺股、程门立雪、凿壁
偷光……对这些家珍，人们津津乐道，喜欢
时不时地一一数来，以鞭策后辈小子。而
我总是觉得，在产生这些箴言嘉行的古代
社会，熟读圣贤书的举子士人，其实是凤毛
麟角。在广大的社会人口中，没有受过教
育的人占比极大。有一个数字可资参考：
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废科
举、兴新学，曾提出一个十年目标，到 1916
年，使全国识字率达到总人口的5%。可见，
当年让人发愁的不是想不想读书、该不该
读书，而是想读书却不能。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受教育已经
是基本人权。只是心头去了远虑，眉头却
来了近忧。在“升学率”内卷中，让人发愁
的是，莘莘学子肩上的书包太沉，鼻梁上的
镜片太厚。这时候，再去给那些课业繁重
的孩子们讲苦读的故事，似乎已经不太适
宜。君不见脱口秀段子里已经在问了：夜
晚“偷光”苦读，白天干什么，“凿壁”吗？

不劝人苦读，并非要重弹“读书无用”
的老调。社会上曾一度流行的“读书无用
论”观点，让很多人用井底之蛙的眼界和思
维去看待和理解读书这件事。今天，我们
正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谈世界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涤秽布新，仅发生在我
们身边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制度创新，

就日新月异、目不暇接。当此之际，读书，
准确地说应该是学习，正成为一件重要而
紧迫的事情。但唯其重要而紧迫，苦读就
越发不是个好办法。的确曾有人于艰难困
苦中实现了伟大的创造，但创造力毕竟不
是苦出来的。

不劝人苦读。只有在“吃得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的人生规划和自我期许中，苦读
才有合理性和可能性。有人把这种卧薪尝
胆的忍耐功夫叫作立志。我知道有志者事
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的故事，但忍字心头
一把刀，卧薪尝胆的续篇，是三千越甲可吞
吴。一旦走上这条路，苦读是忍耐的过程、
磨砺的过程，也往往是戾气集聚的过程。

不劝人苦读。孔夫子算是读书人的祖
师爷了，学问见识自不待言。尤为可贵的
是，他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
时习之”的教育理念。孔子曾为宰予不刻
苦学习，而骂他烂泥扶不上墙。但对子路、
冉有关于“听到看到该做的事，是否马上去
做”的提问，孔子则给出了“不应该”和“应
该”两种不同的回答。公西华感到疑惑，孔
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
退之。”这就是因材施教。如果既不研究
书，也不研究读书的自己，更不研究社会生
活对书的需求，只一味埋头苦读，虽能吃
苦，却算不得好汉。

不劝人苦读。读书本该是一件快乐的
事，倘若不快乐，不如早放下。你得自在，
书也轻松些。关于读书的快乐，有两点要
说在明处。一是读书的快乐是精神性的，
是思想的碰撞、情感的慰藉、灵魂的对话、
心智的升华，它无法用物质的尺度来衡

量。有人会说，读闲书可能会有这种精神
的快乐，而那些实用性很强的书，比如职业
培训教材，有什么快乐可言？此言差矣！
一个喜欢烧菜的厨娘或煮夫读菜谱的快
乐，是一个除了点外卖只会泡方便面的人
永远不会明白的。这也是第二点，读书的
快乐有很大的个体性差异。你觉得枯燥
的，可能恰恰是别人快乐的源泉，反之亦
然。有人会说，读书不能耽于快乐，甚至应
该主动地、有意识地走出舒适圈，读一些对
自己而言有难度的书，才能更好地提升自
己。这话说对了一半。所以好消息是，事
物是普遍联系的，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
基础，文、史、哲不分家，甚至数学与哲学在
方法论的层面也是相通的。况且，喜欢不
断挑战自己的人，走出舒适圈本身就是一
种快乐。坏消息是，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
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社会分工。虽
然分工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但作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至少在当下和看得
见的未来，消灭分工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
过程。而在此之前，这山看着那山高，还不
是一种深受赞许的美德。所以，“出圈”固
然惊艳，“掘一口深井”更需要才华与实力
的支撑。

不劝人苦读，除非你能苦中作乐。至
于孔乙己的长衫，如果穿着它感觉由心而
外地熨帖舒服，就不妨穿着。即使有人对
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多有非议，也不妨虽
千万人吾往矣。如果穿着它感觉多有不
便，御寒不足，且碍手碍脚，就不妨脱了
它。年轻人不能让一件长衫束缚住，一个
社会、一个时代更是如此。

□河北日报记者 肖 煜

最是书香能致远。从古至今，阅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理

想世界的坚持，更使得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得到升华与净化。第

28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本报特别邀请我省知名作家、评论

家及资深阅读推广人，为读者推荐他们所热爱的书籍，让阅读之

光照亮人生新征程。

推荐书目：《灶王传奇》（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推荐语：《灶王传奇》以明朝“土木堡
之变”为经，以小神灶王在仙界、人间、地
府的种种见闻和亲身经历为纬，演绎了一
段灶王非同寻常的传奇。灶王成为一面
大镜子，镜中的景象复杂多义，成为寓言
化小说的寓意所指，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反

思精神和批判锋芒。奇诡的想象、曲折的
故事，将人与神、古与今、虚与实巧妙地结
合在一起，以故事的饱满和寓意的深广、
叙述的婉转与讽喻的透辟，呈现了小说思
想和技艺的多种可能性书写。小说在喜
剧的冷嘲中蕴含温热的悲怆，在回归传统
的平实素朴中不乏先锋探寻的锐气和
高蹈。

郭宝亮（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推荐书目：《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

推荐语：《白洋淀上》以淀上村庄王家
寨村为圆心，塑造了老渔民王永泰及王决
心、杨义成、杨义伟、乔麦等栩栩如生的人
物形象。小说与时代同步，鲜活的现场感
与毛茸茸的现实感，使得小说生活气息浓
郁。小说在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雄

安新区建设的同时不回避矛盾，把叙写的
侧重点放在了城市化进程——由传统文
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变化上，
对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乃至基层管理方式等深层变
革，进行了深入思考。小说创造性地继承
了“荷花淀派”的文学传统，成为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新乡土写作的某种样本。

推荐书目：《乡村底色》（花山文艺出
版社2022年8月出版）

推荐语：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民
诗人，白庆国在农村惯常的风物中发现了
朴素的美，通过富有诗意的语言，书写乡
情乡韵乡愁。因为几十年生活在乡村，所

以白庆国的作品具有一般农村题材作品
中很难存在的味道，显得纯粹而深远。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白庆国又有着属于自
己的风格。作为真正的农民书写的“三
农”题材作品，该书为读者展现了当下中
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郝建国（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推荐书目：《苦难辉煌》（作家出版社
2021年2月全新修订增补版）

推荐语：用几个月的闲暇时光，静
心读一本书，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来
说，是一个挑战。在阅读过程中，不断
被激励，不断被作者的生动讲述所震
撼，更证明图书内容的充实和写作手法
的高妙。金一南教授的这本书，联系国
际大背景，从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
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入手，对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宏壮
阔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揭示和
剖析。作者用大量鲜活的资料，探究中
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颂扬了艰
难困苦之中革命先烈不断进取的精神，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
战争的正义、艰辛和伟大。该书忠实于
历史本真，读起来别有趣味。它既可供
研究者采信，更值得年轻一代从中汲取
前行的力量。

推荐书目：《无法完成的画像》（花山
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推荐语：这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的河北作家刘建东的一部小说集，收录了
作家 11 篇作品，由此可以窥见刘建东小
说创作的最新成果和思考。一直以来，刘
建东的小说以故事丰沛曲折、多重叙述巧

妙交叉、强烈诗性又饱含陌生化的语言而
备受青睐。他善于在一次次意外和极有张
力的故事构成中展现生活中的人性魅力、
张力以及可能。许多时候，我愿意将刘建
东的中短篇小说当作精妙的解析范本，而
在《无法完成的画像》中，他似乎更为敞开
与从容，也更强化了“巧妙”的魅力。

李浩（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推荐书目：《文学讲稿》（上海译文出
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推荐语：该书是作家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关于七部经典小说的解析。
这七部作品分别为奥斯丁《曼斯菲尔德
庄园》、狄更斯《荒凉山庄》、福楼拜《包
法利夫人》、斯蒂文森《化身博士》、普鲁
斯特《去斯万家那边》、卡夫卡《变形记》
和乔伊斯《尤利西斯》。我愿意特别为

阅读者推荐，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更清晰
地窥见文学的秘密、更有效地品味来自
文学的芬芳，让我们从文本的细读中获
得愉悦和提升。《文学讲稿》是作家以天
才的方式对于天才作品的体验式解读，
而这是我们的文学教育中所普遍匮乏
的。我们应当好好地借助该书补补这
一 课 ，在 此 过 程 中 我 们 一 定 会 收 益
良多。

推荐书目：《乒乓响亮》（贵州人民出
版社2023年3月出版）

推荐语：该书是作家刘海栖的全新
儿童小说，以一个普通男孩对乒乓运动
的爱好与追求为主线，书写了一个儿童
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充满昂扬向
上的成长力量。作家用不事雕琢的语
言、不经意的幽默，成功塑造了一个个子

不高、成绩中等、憨实可爱的普通男孩张
方向的形象。作品也写活了主人公身边
的人物：一群喜爱乒乓球的忘年交、全力
支持他的同学、让学校铃声准时响起的
大爷……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朴实
的生活信念、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纯
真而温暖、简单而欢乐，这才是童年该有
的模样。

刘殿波（儿童阅读倡导者、河北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处长）

推荐书目：“自然学堂博物美文”系
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出版）

推荐语：这是一套集童真童趣与知识
科普于一体的博物美文作品。作者将创
作视野投注在广袤的旷野，将田野中鲜为
人知的动植物知识，用趣味横生的故事普

及给孩子们。整套书插图丰富生动，语言
通俗优美，以色彩缤纷的花草世界，完成
了对中国饮食文化、神话传说、地域逸闻、
文学经典的回溯；以动植物的生存智慧和
主体性的哲学思考，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对
话，编织了充满自然风物与童真童趣的诗
意美学。

推荐书目：《山海经校诠》（作家出版
社2017年4月寰宇全图版）

推荐语：鲁迅童年时期曾对绘图版
的《山海经》念念不忘，阿长为他买来后
成为他“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有很多内
容都来源于《山海经》。《山海经》是一部
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展现了山川

河流和数不尽的奇花异草、珍禽猛兽，
还记载着我们熟悉的神话故事。《山海
经校诠》以对原著的校诠为主要内容，
同时创新性编纂了《山海经万物纲目》
及《山海经寰宇全图》，旨在引导新一代
读者以更加全面、轻松的方式重读《山
海经》，以更加开阔的思路充分领略其
文化价值。

谷静（阅读推广人、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推荐书目：《天蓝色的彼岸》（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出版）

推荐语：这是一本美丽又忧伤的告别
之书。“如果我死了，你会后悔的”，这是小
男孩儿哈里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出了
车祸后，哈里不甘心就这样去往天蓝色的
彼岸，他有必须完成的事，他“必须去原

谅，也必须获得原谅”。他认识了幽灵阿
瑟，一个看起来和他年龄相当的小男孩
儿。阿瑟带哈里回到了人间，见到了亲人、
朋友和对手，向他们表达爱，跟他们和解，
并一一告别。作者亚历克斯·希勒用清新
悠远又温柔幽默的笔调探讨死亡，讲述如
何以爱和原谅，获得安宁、平静和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