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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中国》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

万卷书，让人长知识，明道理；行万里路，

见识人间百态、瑰丽河山，方知天下之

大，才能更好地学以致用。

我们或许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希望

有一天，能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名山大川

通通看遍。但中国太大了，大到我们很

难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要

真正认知中国，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视野中国地理

科普著作，称得上是一部书架上的“最

美中国”纪录片。书里选取来自 191 位

摄影师的 365 幅作品，大量摄影师原创

作品都是首度公开，每一幅都震撼人

心，值得收藏。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到处是景致，

处处有故事。本书以广阔的地理视角和

宏大的时间尺度，解读中国故事；以唯美

的照片、专业的地图、深情的文字，描绘

祖国山河，让我们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

时，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充满希

望的未来。

这套原创历史文化漫画读物，全书

共6册，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从春秋战国

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故事，并给孩子科普

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

看半小时漫画，通五千年历史。第

一册主要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楚汉争霸的

历史，以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围魏救

赵等历史典故的由来。第二册从汉朝一

直讲到魏晋，第三册主要讲述从南北朝

到大唐盛世的历史故事，第四册则捋出

了五代十国和宋元史的清晰脉络，第五

册从明朝建立一直讲到清朝结束。有历

史专家层层把关，让读者在笑出腹肌的

同时，不知不觉通晓历史。

此外，在番外篇《中国传统节日》里，

屈原自己都过端午、清明原来不用扫墓、

春节的历史其实也就100 多年、元宵节在

古代其实是情人节⋯⋯本书用段子和漫

画，带着读者追溯二十四节气以及中国

九大传统节日的真正来历，在哈哈大笑

中轻松涨知识。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主

要弟子言行的典籍，集中反映了早期

儒家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和教育智

慧。“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

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

《论语》。”（钱穆）

陆春祥读《论语》几十年，越想越

觉得钱穆的话有道理，便擅己之长，

承《论语》体例，将20篇个性化阅读笔

记结集出版，取名《<论语>的种子》

（2023 年 4 月，百花文艺出版社。以

下简称《种子》）。

一
初见陆春祥阅读《论语》之“笔记

片段”，是在 2022 年《湖南文学》“双

城”专栏里，共12篇。其间，我感佩于

其叙述的简洁和说理的透彻，还就阅

读话题做了摘抄和札记。但因为是

月刊，读得断断续续，消化吸收十分

有限。

2023 年 7 月，我拿到陆春祥新

出的《种子》，便将其放在枕边，入睡

前翻翻——不太专注的，一览而过；

像“学而”“三省”“学思”等感兴趣的

字眼，则比对原文，反复咀嚼，温故

而知新。

《学而》是《论语》的首篇篇名。

《学而第一》则是《种子》首篇标题。

在交代了“学而”的历史背景后，陆春

祥写道：“学而时习之，是读书人终生

的使命。”

“读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

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

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

‘是故恶夫佞者。’”

显然，孔子认为“为学”是要“读

书”的，他收集鲁、周、宋诸国的文献档

案，先后整理、删订《六经》。他创办

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所教弟子达

三千之众。孔子不仅教书不厌，诲人

不倦，而且自己读书也异常勤奋，留

下了“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之佳话。

《论语》是教人以智慧的。孔子

的智慧是什么？陆春祥说：“是仁，是

爱⋯⋯简言之，孔子的所有智慧，都

在 他 与 学 生 零 零 散 散 的 言 谈 中 。”

（《孔子的旗帜》（序言））

陆春祥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早年当过中学语

文老师，那时“判断学生是不是好学，

主要是看成绩，另外也看平时爱不爱

提问”。读了《论语》，他“才发现自己

的浅陋”，因为孔子早就有判断“好

学”之标准：“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

“前两条，应该是为颜回量身打

造的。”陆春祥说，“颜回之所以‘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堪其忧’，是因

为他心中只有一件事——读书，不断

地读书，修身。”（《学而第一》）

读书无论年龄，贵在一以贯之。

不可否认，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完

善，已为人人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提供

了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和发现人才创

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之所以

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是因为人类已经

创造和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我们不

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只有通过接受

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来掌握，这是毫无

疑义的。进一步说，一个人即便接受

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后，其学习过程

也并未结束，而将是伴随其生命的整

个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里，

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人一

旦停止了读书学习，也就意味着缺少

了生存竞争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

的安身立命。

读书学习，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愚昧落后、没

有希望的民族。中国共产党靠着顽

强的学习走到今天，也必将赖此走向

明天、创造未来。

陆春祥是阅读达人，“平时读书，

非常杂乱，有两类最喜欢，一类是历

史，一类是哲学”。他说：“历史是昨

天的今天，今天也马上会变成昨天，

站在今天看昨天，往往让人明智。哲

学呢，不能让人发财，但它能告诉我

们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一些方法，

甚至告诉人们在哪里发财，我觉得哲

学有这个功能。”

二
《论语》是儒学经典，字字锦绣。

“吾日三省吾身”，是曾子的名

言。“三省”者，为人做事、朋友交往和

温习功课。特别是最后一句“传不习

乎”，还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传习

录》书名的由来。

“阅读是为了活着”“生命因阅读

而精彩”。这两句是不是陆春祥的原

创，我没查证，反正我喜欢，便立马找

来纸笔，将其记下放在醒目处，时不

时地提醒自己：今天，我阅读了吗？

理论使人坚定，哲学使人深邃，

历史使人明智，科学使人严谨，文学

使人灵动，法学使人规范，报刊使人

丰富，网络使人敏捷，天文学使人目

光远大，地理学使人心胸开阔⋯⋯

总之，阅读让一个人面向了知识

世界，也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个人的渺

小与知之甚少。于是，理解与思考、

谦虚与谨慎，以及精益与求精，才可

望被学习者当作一种品质和境界来

追求。换言之，一个人的骄傲与自

满，或者说狂妄与自大，都是因为他

背离了知识世界，面向了愚昧和无

知，以至最终成为“无知者无畏”。瞧

瞧现实生活，衣食无忧却从不读书而

“面目可憎”者，其实并不鲜见。

“ 想 了 解 一 个 人 ，看 他 读 什 么

书。”读书与做人，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共同证明了一枚硬币的存在与币

值。而读书，又有“要读书”和“好读

书”之分。

“要读书”大多受功利驱使，“好

读书”则往往是闲来无事。

早年读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里头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

会意，便欣然忘食”，总觉得不着边

际。因为既然要读书，便应该正襟危

坐、皓首穷经，衡量得失，怎么能“不

求甚解”呢？这分明是“学而不思则

罔”呀！读书而不好好学习，兴之所

至，随性自然，算是什么好学上进？

后来，渐有所悟，亦明白了孔子的感

叹：十有五而志于学，但是，到了四十

却不惑了。这不是孔子自夸，而是孔

子对于知识和人生宿命的感叹。

三
这些年，陆春祥的集子读过不

少，特别是《袖中锦》《字字锦》《太平

里的广记》等系列笔记，无不“以今人

之手眼探古人之心魂，从容博雅、风

致历历”（李敬泽语），获益匪浅。

拿《种子》来说，文本叙述简洁好

读，美感与历史感并置，史料考据与

现实相杂糅，充满了性情里的见识和

趣味，亦是爱不释手。

有记者问陆春祥：“有没有固定

的枕边书？”他回答说：“经常换。实

事求是说，好多位古今优秀作家我都

非常喜欢，《论语》《庄子》《史记》，山

水散文高手郦道元、柳宗元、袁宏道、

张岱，巴尔扎克、叔本华、罗素，我都

喜欢。陆游的《入蜀记》，文字也是十

分了得。”

阅读是个技术活。以个人之浅

见，好学一定要与多思相结合。因为

书本上说的，不一定都真实、都准确、

都科学，这就要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胡适有句名言：“用人要在有疑处不

疑，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有疑”；科学家

周光召进而作出了“科学的怀疑精神

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的论断。真

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说的都是相

同的意思，就是读书、做学问、搞科

研，都要独立思考，不可人云亦云，不

可一次性思维，不可习惯于顺向思

维，还要有逆向思维，更要有创造性

思维。

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还

说过一席鞭辟入里的话，大意是：世界

上的知识学问浩如烟海，如果用一个

字概括求知识、做学问的诀窍，那就是

“通”字，即要学会触类旁通、融会贯

通、一通百通。我想，读书能步入这般

境界，那真的是把书读“活”了。

陆春祥善于在读书中阅世，也善

于在阅世中读书。他说：“学中思，思

中学，相辅相成，才能有所得。如果

割 裂 ，就 会 毫 无 领 悟 ，就 会 陷 于 迷

惑。”（《为政第二》）

“ 学 者 非 必 为 仕 ，而 仕 者 必 为

学。”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书

读了不少，但为什么对一些重大的是

非界限辨别不清，把握和驾驭大局的

能力不强，问题的症结就是不善于思

考，学而不思，没有“消化”，没有把书

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

西，结果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生吞活

剥，食而不知其味。所以，思考是学

有所获的必经之途。

理性思考是个人素养的灵魂，也

是能力的一种表现。一个素养能力

很高的领导者，必然是善于理性思考

的。高明的领导之所以高明，并不在

于自己的脑袋比别人聪明，而是善于

进行理性思考，把别人的聪明变为自

己的聪明，从而更加聪明。如果说，

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那么理性思

考更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

列宁曾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

到真理。同样，谁不善于理性思考，

谁也就无法进入理性思维的新层次

和新境界。理性思维层次的提高，是

一个潜移默化、逐渐增进的过程，必

须持之以恒。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读一本

书，等于交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朋友。

陆春祥亦说：“自古以来，没有哪本书

如《论语》一样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

方法，每读一遍，都会得到不同的感

受。我保证，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

读了都会受益。”

诚哉斯言！

学而时习之学而时习之
——读陆春祥新著《<论语>的种子》

□潘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