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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生活美学

　　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啊呀，以前的东西竟然还管用”——其实刚好相反，我们至今仍然活在先哲的圈子里，

没能跳脱出去。也许科技是飞速进步了，但人文上仍然是他们奠定的思想底座。

说到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就好像天边古老的星辰——时

不时闪过一丝光芒，很快又被城市里此起彼伏的霓虹灯

影所掩映。充满智慧的古人，好像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很遥远；

泛黄的线装古籍，好像轻易也不会被翻开。

都知道中国的古文里满是宝藏，但缺了那把洛阳铲，凭一

己之力似乎总是挖不动，有时候鼓起勇气走进宝山，仍不免落

个双手空空……

然而在网络读书平台，又不时有解读古文的名师火出圈：

讲《诗经》《楚辞》的骆玉明老师，讲《世说新语》的戴建业老师，

讲《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的邵鑫老师……

今人曾经远古文，今人如今又再拾古文。就此现象，记者

采访了曾经的北大文学社社长、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一

届总冠军邵鑫——由他主讲的“邵鑫读书”在平台上的总点击

已经破亿次。他的学生里，有孩子，也有成年人，他们为何今

时今日仍然热衷于古文学习？

古籍不是故纸堆

《论语》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古籍了。作为儒家经典，

这本孔子语录中有大量的句子已经成为如今惯用的成语，比如

不亦乐乎、三十而立、温故知新、不耻下问、诲人不倦、举一

反三、名正言顺、有教无类、文质彬彬、近悦远来、欲速不达……

而《论语》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道不同，不相为谋”等名句，至今也仍然在影

响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身是围绕人生问题的思考。”邵鑫说，

“古籍不是故纸堆，如果你只是把《论语》当作谈资，想从中

获得一些功利性的用途，那你可能没有真正读懂《论语》。北

宋理学家程颐曾经说过：‘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

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今人读古文，要能走得进，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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