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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中国（精）》

《诗词中国（精）》是著名作家、人民

艺术家王蒙解读、鉴赏中华古典诗词的

普及读物。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他

曾获茅盾文学奖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等，

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经典诗歌一代

代吟诵传承，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情感和

认知，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

基因。王蒙先生精心选取经典诗词，纵

贯整个中华诗歌史，精妙解读、深入剖

析，以诗化、散文化的文学语言解诗论

词，对诗境、诗意、诗趣等展开论述，其中

注入了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细腻的

体察、宽阔的想象、饱满的激情，包含着

宏阔的历史观、人生观、文学观，感染力

极强。书中还介绍了诗人词人简况和创

作特点，并配有古典名画，诗画相映，鲜

活生动地展现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活过，爱过，写过》是社会学家李银

河的自传。李银河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

力的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

究员、教授，师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

通。她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当代

影响力50人”之一。

出生于 1950 年代的李银河，成长记

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一代人在物

质和精神的沙漠里经受磨砺，认清了现

实与自我。与众不同的是，李银河一生

都坚定地追求爱、美及自由：与王小波热

烈相爱，全心投入中国婚姻与家庭的社

会学研究，通过学术实践为少数群体发

声⋯⋯人们眼中李银河的一生或潇洒或

颠覆，然而经由她自己讲来，平静通透。

本书回溯近七十年的岁月流光，落笔坦

荡，纯真率性，还原完整的李银河，一个

社会学家浪漫超脱的“采蜜人生”。

《活过，爱过，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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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争鸣正源本考证争鸣正源本
教化修身是灵魂教化修身是灵魂
——《只因我是永康人》读后感

□胡钢粮

《只因我是永康人》（下称《永康
人》）一书，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收录原永康县供销联社党组成
员、供销职工学校校长王石周2008年
至2018年的文章46篇，约15万字。

《永康人》的开篇之作是《江南真
水墨美景在永康》。文章介绍乡土作
品精华的《永康地景赋》，并对该赋的
作者作了考证。《永康建县和得名考
辨》是作者对两种建县得名的说法

（“孙权赐名”和“以溪得名”）进行考
析，肯定了“以溪得名”说。

《人文渊薮五峰书院》阐述和考证
了五峰书院的兴衰。五峰书院历经三
起三落，仍能文脉绵延不断，体现了永
康大地人文荟萃、薪火相传的浑厚根
基。其间，诸如朱熹、陈亮、吕皓等一
大批名师硕儒在此授徒讲学，传道育
才，厚德流芳。

此外，《应氏南宗和芝英应氏始祖
应詹》等33篇，主要讲述对镇南大将军
和程榜眼墓葬、胡则名字和家世、芝英
紫霄观、永康王氏及支系、宋朝永康“第
三个状元”等或辩论考证，或质疑争
鸣。同时，书中介绍了芝英七乡贤、应
仕濂家族400年捐建县学的事迹等。

笔者以为,本书有如下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该书

从永康的起源，到在这片发祥地上落
户的芝英应氏、独松程氏等诸姓家族；
从永康历史名臣，到芝英七乡贤，再到
当代的普通人；从吕晧五峰讲学，到被
降职任上还办教育的程文德等都有阐
述。篇幅虽小，但涵盖面广。

二是善于质疑考证，不吝争鸣。
本书的多篇文章都有反映对历史事件
的质疑、考证甚至争鸣的内容。其中，
对程榜眼墓葬地的质疑、考证、争鸣最
具特色。虽然目前未有统一认识，但
他的质疑、考证所引发的辩论、争鸣，
无论对官方，还是对民间都有借鉴意
义。

三是文字精辟、优美。读着《永康
人》的文章，感到作者语言、文字功底
深厚。如“把自己泥水里滚出来的辛
苦钱借给他”中的“泥水里滚出来”，这
是描写农民劳作艰辛、赚钱不易的妙
句。一个“滚”字，画龙点睛，让整个句

子活起来、动起来。这些反映农村、农
民生活的精辟语句，表现了作者善于
观察生活的性格特点。

四是反映教化修身、崇尚教育的
内容丰富。本书多处反映我们永康古
代教育方面的内容。早在公元 325
年，芝英始祖镇南大将军应詹在《疾笃
与陶侃书》中就有“选贤举能，讲信修
睦”等内容。这是他提出为国选才，个
人修身、讲信用的教育观念。现实的
生活和国家迫切的人才需求，使应詹
产生教化人民、为国举才的强烈愿
望。以宋太宗端拱二年，胡则登进士
榜为标志，永康的教育不断发展。宋
淳熙九年，在寿山石洞，陈龙川请朱熹
主讲席，从游者数百人，盘桓累月。明
嘉靖年间，应典与卢一松、程方峰“创
讲会于五峰，集诸生讲授”，“从游者常
百余人，衢、婺、括苍诸郡邑士，翕然向
风，来从学者日益众”。

读了《永康人》这本书，笔者有四
点感想：

一、考证争鸣正源本，为子孙后代
留下记录原貌、评价真实的人物及其
事件。

受历史环境条件的限制，史料中
的记载出现谬误，在所难免。发现谬
误，对其进行质疑，基于不同的证据、
观点进行考证争鸣，值得提倡。古时
寿山坑，有朱熹理学与陈亮事功之学
的“王霸义利之辩”。现今《永康人》作
者，引经据典，质疑、考证，进行争鸣交
锋，充分展现出了永康文坛的求是之
风。这是五峰书院薪火相传、勇于争
鸣的历史基因在现代的传承,是值得
肯定和弘扬的。我们质疑谬误，考证
求实，还原真相，正其源本，为的是记
录好昨天、让后人了解昨天；让其服务
今天、做好今天；以便指导明天、规划
好明天。

二、注重修身，重视教育,就必须
加大资源投入，从而造就更多人才。

教育既是人类进步的灵魂，又是
科技进步的依靠。《永康人》书中虽有
诸多有识之士重视教育的实例，但也
反映出不足的另一面：古代重视教育
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社
会也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换言之，
就是政府体制不全，百姓热情不高。
这种状态长期严重抑制了国民素质的
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今社会，如何更好、更快地提高

国民素质，造就更多适应现代需求的
人才？笔者看来，需要多方面下功
夫。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政府、
社会各界、家庭个人，都应该继续加大
教育资金的筹集和投入力度。二要按
照教育规律办教育，慎用商业模式办
教育。三要实行精英教育和大众普及
教育并重，学校教育与在职继续教育
相结合。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既
需要社会精英，也需要掌握一定技术
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同时，需要兼顾
在职职工的业务技术教育。我市尤其
应该重视和加强对民营企业员工的业
务技术教育。

三、名师很重要，需要多途径培养
发掘。

读《永康人》这本书，发现一个有
趣的现象：但凡能够取得功名和成就
的人，大多有经受过名师教育、训导的
历程。以程文德为例，他先后拜朱方、
李沧、潘竹简和章枫山为师。这四位
名师，个个都是大官。是故，程文德能
高中榜眼，除其他因素外，与这些名师
的教育不无关系。名师在学子成才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然
而，名师是稀缺资源。要将一名普通
教师培养成为名师，不可能一蹴而
就。那么，在现有途径培养、发掘的同
时，可否另辟蹊径？《永康人》这本书给
了我们启示。当今的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乃至社会上有大量高学历、高
素质、有学识、有工作经验的“名师”，
教育部门是否可以把这些宝贵优质资
源，转变为巨大的财富？

四、女性在家庭教育中至关重要。
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与家庭中

的 女 主 人 是 否 开 明 、贤 惠 密 不 可
分 。 在 这 方 面 ，《永 康 人》多 有 展
现。孙权得益于吴夫人的良好教育
而为帝王；芝英始祖应詹,依靠祖母
刘太夫人抚育、教训成为镇南大将
军。正是由于这些女主人的贤惠和
辛勤付出，再加之教子有方，子女都
颇有出息。

当今社会大多数是小家庭，女主
人的言行举止，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
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女
性的影响力，所及的不仅是一代人，还
可能是几代人。因此，社会、家庭都要
重视和加强对女性的教育，不断提高
女性的自身素养，让每一位女性都成
为优秀的家庭教育工作者。

读书札记

春江水暖鸭先知 施天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