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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

《理想青年》

《理想青年》是上海文艺
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朱光潜先

生文章选集（共三卷）之一。

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题为“天地之间”，讲社会人
的自我意识与实现； 第二部

分题为“理想青年”，讲成为

理想青年需要怎样的标准，做怎样的准备；第三

部分题为“身心之美”，强调健康的身体与健全
的人格并重，对生命力亦有深入探讨。

朱光潜先生由《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始即和
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文集中的话题个个切

中青年成长和个人修养的要点。朱光潜熟谙东西方
哲学、文学与艺术，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民族发

展一直作认真深入的思考，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对于

今天的青年读者仍有“擦拭心性”之效。

《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是贾平凹
2017年后首部散文集，作者

两次亲自遴选篇目并亲笔
题写书名。 书中有 3篇文章

首次收录，9篇为特级教师
推荐，24篇入选语文课本。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

坛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文

学大家和文学奇才，他的作品，小说具有广泛

影响，散文独具风格。

在贾平凹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 对自然的

深情抒写一直是其写作的基本母题。 这些自然
里都有一层商州厚土的憨实，憨中见奇，通过对

自然的关照去还原生命的纯粹和本真。

自在独行走向内心， 万物有灵唤醒真我。

世间一切，种种风物，从一粒石子到高山流水，

从一丝暖风到天上白云，从一只蚂蚁到一片叶
子……无不在迸发着光芒。 这本贾平凹散文创

作精选集， 收入了作者自 1981年至 2019年期
间的随笔 66篇，共 20万字。全书既有对万物生

灵的敬畏之情，也有对人世苍生的悲悯之心，从
对自然的关照中完成了对生命价值的关照———

关怀其他生命即是关怀人类自己。

《法国大革命物语 1?革命的狮子》

1789年，法国王室濒临破

产，粮食歉收，物价飞涨，民怨
沸腾。 国王路易十六宣布召开

全国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平
民三大等级人士齐聚一堂，共

议国事。

贵族米拉波伯爵以平民代

表的身份进入议会， 他用极具
说服力的演讲和压倒性的魅力

为自己赢得了“革命的狮子”的美誉。 第三等级

平民代表罗伯斯庇尔、 平民律师德穆兰等人也
纷纷崭露头角， 为追求各自心中理想的法国奔

走呼号。

在重振法国的道路上， 他们所面对的是三大

等级之间的重重矛盾和法国国王的优柔寡断……

《法国大革命物语 1：革命的狮子》“以历史学

家的严谨和历史小说家的浪漫，再现十八世纪的

法国。 ”作者是日本作家佐藤贤，这部长篇历史小
说从构想到完结历经 20年。 从书中你能感受到

作者所做历史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干净利
落、简洁易懂地展示了法国大革命的因果脉络。

《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尔》

《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
尔———电影中的哲学思辨》一

书的作者郁喆隽是复旦大学哲
学学院副教授， 德国莱比锡大

学哲学博士，人称“复旦哲学小
王子”。这本书是“哲学小王子”

的电影课。

影院里，观众背对着墙注视前方，一束光影

投射在他们面前的银幕，人影绰绰。 想想，这和
柏拉图的“洞穴人”命题多像。山洞里，你背对火

堆注视前方，有些人拿着木偶在火堆前跑，光影
投射到你面前的墙上……

《黑客帝国》《朝圣之路》《一千五百万的价
值》《星际穿越》……这些到底是现代电影，还是

古老的哲学命题？郁喆隽说，哲学可以和电影达

成一种互动，通过电影，可以用一种更逼近存在
的方式来接近哲学，探讨哲学问题。

    读唐大郎文字的

时候，脑海中经常闪
现一句时下网络流行

语：“好看的皮囊千篇
一律，有趣的灵魂万

里挑一。”用后句来比
照唐大郎极为妥帖。

报人秦绿枝曾这样盛

赞：“综观大郎一生，
可谓人有热肠，行有

奇趣，情有独钟，诗有
别才。”

唐大郎（1908—
1980），原名唐纪常，

字云旌，笔名高唐、云
裳、刘郎等，上海嘉定人。少年时即给小报投

稿，二十出头就成为职业报人，享有“小报状

元”“江南才子”“江南第一支笔”盛誉。作为一
个出色报人，唐大郎交游广阔，其中不乏各界
佼佼者，如戏曲界的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

金素雯、张文涓等，文学界的夏衍、柯灵、苏
青、吴祖光、黄裳等，电影界的费穆、洪深、桑

弧等，艺术界的唐云、施叔范、周錬霞、黄苗

子、黄永玉，更有新闻界的陈灵犀、龚之方、王
尘无等。与朋友的频繁交游以及对生活的深

刻体验给了唐大郎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他的文章贴近生活，取材灵活时鲜，富有真

情，加之文风独特，短小生动，深受读者喜欢。
“高唐散记”“定依阁随笔”“唐诗三百首”等都

是他当年的名牌专栏，以至“看了大郎再睡

觉”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

唐大郎爱诗，晚年尤其是 1976年以
后，他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

表诗作，每天一首或者几首，后附诗注，
进入另一个创作盛期。人还是那个人，笔

还是那支笔，但是笔下所描绘的皆是新
时代的新内容，笔端依然流淌的是真情

实感。“这些诗背景广阔，所涉及的人物
逾百，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文化戏曲界

人士的活动。”（陈榕甫）

唐大郎虽然写的是旧体诗，但是在
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创新，故而依然广

受欢迎。他于旧诗有着深厚学养，严格遵
守前人严酷的声律。据他自己所言，一生

倾慕杜牧诗文，少时读《樊川集》，对《九
日齐山登高》中“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

满头归”两句拍案叫绝，认为“唐代的诗人只
有他能够写得这样灵空绰约”。1949年 10月

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唐大郎在《亦报》“高
唐散记”栏目中发表了《菊花须插满头归》短

文，作了如上追忆，感慨其时新中国已经成
立，祖国河山一片大好，“真的到了可开笑口

的日子”，“大家都可以去登一登高”。因之又

兴起，将“菊花须插满头归”七字提出，请好友
雪丹绘图，“以点缀这个令节”。2018年中秋，

黄永玉先生以此两句诗命题，援笔绘画一幅，
并题：“戊戌中秋，读大郎忆樊川诗文。爷叔冥

寿百十岁矣，彼我忘年一十有六，兄叔之称两
无不可，作此深深纪念。黄永玉于北京。”纪念

之情深，跃然画上。

正如《唐大郎纪念集》的编者之一、上海

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先生所言，唐大郎的诗有
两个特点，一是他的文字很有底蕴，哪怕是打

油诗，实际上每个字句都是符合古典诗音韵
和格律的，但他又不是严格地按照旧体诗固

有的词汇，而是用了很多现代词汇，所以看上
去通俗又符合音韵，所以写的旧体诗非常令

人佩服；二是他的诗注尤其有价值，因为诗注

受格律的影响，要高度浓缩，是诗比较好的解
读，所以他的诗注字数往往是远远超过诗，里

面有年代、时间等。

《唐大郎纪念集》主要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纪念文选”，选文 38篇，约 26万字。

有关纪念评述“小报状元”唐大郎的重要文章
基本都选录其中，文章发表时间从 1934年一

直到 2016年，作者包括唐大郎的朋友、同事、
亲属和研究者。下部为“诗文选”，也即唐大郎
的作品选录，写作时间从 1929 年一直到

1980年，以年月排序，以便读者能从中大致
了解作者的思想和文风的演变痕迹。这 14万

字作品是他的作品在中国内地首次正式出
版。这本书根据一手原始资料整理，对中国近

现代报刊史的研究是很好的切入点。
黄永玉先生欣闻张伟先生多年来对唐大

郎旧文一直尽心尽力搜辑，“靠眼睛、靠脚力、
靠良心，在苦觅、捡拾被疏忽的文化情感”，

“自然产生了尊敬和企望”。如今，《唐大郎纪
念集》出版算是初步满足了黄永玉先生的企

望。当然，要说圆满，那就得等皇皇三百余万
字的《唐大郎文集》早日面世了。

“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
———《唐大郎纪念集》读后

◎ 胡正娟

    “落雨喽，打烊喽，小八腊

子开会喽。”“笃笃笃，卖糖粥，
三斤蒲桃四斤壳⋯⋯”这些耳

熟能详、韵味十足的沪语童
谣，上海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

吟唱几句或背诵几首；而且代
代相传，历久不衰，自然而然

地成为沪上雅俗共赏、老少咸

宜的经典童谣。学林出版社最
近选择一百余首传统童谣结
集成册，出版《市井深处觅童

谣———上海经典童谣选》一书，并配上若干幅

优美风情插图，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增添一
缕清香。

童谣，也叫儿歌，是“语言的化石、文明的
溪流”，更是“民俗之根、文化之源”。小时候，懵

懂的我们常常依偎在大人身边，睁大忽闪忽闪
的眼睛，听他们吟唱童谣和儿歌，心里既充满

好奇，又感到无比快乐。童谣和儿歌以其语言
浅显、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等特点而深受孩子

们喜爱，自然成为他们早期启蒙教育的生动教
材。他们吟唱充满童趣的童谣和儿歌，在享受

快乐的同时，又活跃了思维，增长了知识，并对
其思想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养，以及行

为习惯的养成，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

孩子们一次次吟诵童谣和儿歌也是一次次接
受母语熏陶的过程。

上海方言又称上海闲话、沪语，是在上海
地区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方言，它汇聚了江南

文化的精华，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积淀。因
此，这本童谣集子不仅能在传承沪语文化、保

护方言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同时还为
源源不断加盟的新上海人学习上海闲话提供

一些实用性的形象读物，特别是为新生代儿
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语境和氛围，让他们

尽快地过好语言关，入乡随俗，从而真正融入
上海。

全书按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弄堂里厢好白
相———游戏谣；东门西门小囡萌———逗趣谣；

童谣伴随我长大———益智谣；七弯八绕有劲
道———绕口谣；唱唱猜猜动动脑———谜语谣。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说过：“儿歌儿
歌，童年的歌。唱唱玩玩，快乐多多。”

当我们吟唱这些俚言俗语、充满童真童趣

的作品，享受快乐的同时，也从中了解到形形
色色的弄堂文化和市井风情，勾起一种难以忘

怀的美好记忆，自然也会获益多多。

    今天，当我们谈到

《论语》，想起孔子这位
圣贤，似乎很难不肃然

起敬，屏气凝神，做出洗
耳恭听状。我这个对“国

学”充满好奇的菜鸟，曾
经对经典摸不着门道。

近来遇到一本好教材

《给孩子讲<论语>》，书
名看着亲切，灯火新凉

烛可亲，一家人围着一
本《论语》，由古及今，各抒己见。

作者陈小云把自己对孔子的理解
贯穿于对女儿的教学中，呈现出的不

是文本上的孔子，而是一个立体的、充
满人格魅力的孔子。他觉得，既然《论

语》记载孔子的思想，透露了孔子的方
法，那么了解孔子的思想，学习他的方

法，无论是讲解还是讨论，也应该尽量

停留在平常的、情境的、动态的层次。
比如，“平常”包括日常和平等。围

绕日常的道理，结合《论语》讲解，父亲
没有高高在上深奥莫测，而是和女儿

约定一个小目标，每天来一小段，读二
十遍到背下来，这个小约定就在父亲

工作之余和女儿学习之间坚持下来。
日复一日，点滴积累，从书本来到生活

中的思考，帮助女儿打开看待世界的
天窗。

比如，“情境”是父亲参考孔子喜
欢聊天的风格与女儿“聊天教学”，针

对所见所闻，避免耳提面命的死记硬
背和高谈阔论。《论语》本就不是孔子

一个人在书斋里写的格言集，陈小云
将它还诸可能的环境里，遇到好的词

句就模仿造句，迁移能力也体现了女
儿的理解程度。

比如，“动态”是指孔子的心态是
一个开放的状态。《论语》不是一个封

闭体系，孔子讲的道理都是与特定对
象的互动。书中，父亲和女儿的讨论也

是如此，女儿不时会冒出

一些疑惑，父亲没有打断
女儿，在点到为止的引导

里包含了温厚和正气，也
有成年人在复杂现实中的

坚持和执着。
如果定睛凝视，孔子

就会从字里行间走出来：

他博学多才，注重仪表，能
动能静，既能吐槽又能发

呆，桃李满天下。不虚空缥

缈，不清修苦涩，充满真挚、诚实、善

良、热忱，是一个温和有力的人。

平素，我们总是想要追求最好的、

最权威的，但如果不用心体会，再好的
经典也只是一份文本而已。我们需要

做的是真心珍惜和疼爱所拥有的。就
像孔子那样，珍惜自己的真，珍惜自己

的理想，游历诸国，不忘初心；他疼爱
学生，“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用奢侈

的方式培养他们，鼓励他们发挥最大
的价值。孔子教育的目标是要养成

“人”———为国家服务的人。
“君子不器”，不仅是孔子对学生

的指导，也是一生对自己灵魂的叩问，

这也是我们学习《论语》始终不能忘掉
的要紧事。如果我们都能像作者这一

家人那样学习经典，经典可以回馈我
们很多。求学的方法、做人的道理、处

事的态度，都在父女对话中完成，疑
惑-解惑-存疑-鼓励-再探索的过程，

自然就摒弃了常人所担心对经典的不
恰当阐释带来的误导。

朱自清先生写过一本小书《经典常
谈》，他的美好心愿是“希望读者能把它

当做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
我们能试着了解古人把自己置身于天

地自然之中的价值观，多少可以明白书
法家的“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的语境。

孔子一生的最高境界“从心所欲不逾

矩”，也是学习、思考的广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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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呈
富

“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读《给孩子讲<论语>》的启发

◎ 王 曦

新书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