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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上午，信手摊开一本《中国当代散文百
家名篇》，顿时，一股酽酽的幽香弥漫开来，徐徐浸
润至倦怠的心灵，给我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自小我就爱读书，春天尤胜。小时候，一到开
春，我便如春耕的农夫，行走在氤氲的油墨“地
里”，贪婪地采撷着知识的养料。后来，年岁渐长，
了解到泛读与精读的不同。于是，便有意制订读
书计划，从春天开始品读各类书籍。读书计划让
我有效地规避了不分主次，凡书都泛泛而读的弊
端，学会了浅读与深读。更重要的是，每有心得之
时，我便将体会写入读书笔记中，这些既是读书感
受的真实记录，更是心路历程的一笔笔收获。这
种习惯，让我在春雨缠绵的春天，没有被莫名的春
愁困扰，反而把“嘀嗒”敲窗的雨声，当成了春读中
难得的听觉享受。

春天，是最适合读书的。此时，天气一天天变

暖，万物也从酣睡中苏醒。天蓝水清，花红柳绿，莺
歌燕舞，大自然处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样的
日子，静静地坐在窗下，呼吸着春天清新的空气，翻
看着一本本或厚重或精致，或古朴或典雅的书，精
神会格外舒畅和振奋。春读，有明媚的阳光朗照，
有徐徐的东风送爽，有啁啾的鸟鸣悦耳，有隽永醇
厚的书香暖心。这一刻，生活中的烦恼，凡尘中的
争斗，皆如过往云烟，飘散在滋味悠长的品读中。

春读，没有夏读时蚊虫的频繁叮扰，也没有秋
读时秋虫绵延不绝的袭耳，更少了冬读时凛冽寒
风的侵袭。它恬淡宁静，有如深山里的一泓湖水，
湖面水平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山光
水色，融为一体，让人沉醉其中。在春天读书，就
是放下所有的心灵重负，让自己置身一个静谧的
港湾，踏着生活的潮汐，品味智者的思索，感悟先
哲的智慧。让春日的缕缕暖阳照进心头，让缕缕

书香入脑入心，给人以精神上的巨大享受。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生机勃勃，充满了无

尽的希望。春读，可以让我们合着春天的节拍，怀
揣理想，种下希望的种子，收获生活的琼浆，体会
到人生至真至纯的静美。在春读中，空气一天比
一天清新，鸟语一天比一天欢快，花香一天比一天
浓郁，景色一天比一天秀美，天气也一天比一天温
暖。置身其间，烦恼、忧愁、困顿自然也会一天比
一天减少，心儿也一天比一天亮堂。

元代诗人翁森的《四时读书乐春》：“山光照槛
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
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
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在这大
好的春光里，快打开书吧，君不闻那缕缕书香正伴
着春天的东风，缓缓飘送过来，让你我的心灵亦春
暖花开！

春读的境界
□ 刘小兵

“无为”就是躺平吗？老子
是不是主张“愚民政策”？……
寥寥五千余字的《道德经》蕴含
着无穷的生命智慧，但也因它
的简洁，引发了后世读者的诸
多迷思。《道德经》究竟说了什
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它？针对于此，刘笑敢教授在
本书中通过八大主题，将《道德
经》81 章妙语整合为融贯的道
家思想体系，详解《道德经》的
核心关键词：道、自然、无为、正
反……更有老子治国理政的独
特命题以及对现代社会的重要
启示。

《〈道德经〉智慧100 讲》

春天里，收到了一本大
部头的国学经典书籍，侯振
龙译注的《孙子兵法·三十六
计新绎》，我如获至宝。《孙子
兵法》和《三十六计》一部重
战略，一部重计谋，现在强强
联手，让我珍爱不已。

《孙子兵法》至今已经
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在全
世界传播，可见其博大精深，
影响深远。而《三十六计》大
家耳熟能详，连 6 岁的小孩
子都在研读学习。

随手翻开《孙子兵法》
里的一篇，“知彼知己者，百
战不殆”这句熟悉的话就跳
入眼帘。曹操读到这里，深
有同感，批注道：“欲攻敌，必
先谋。”其实，无论做什么事，
首先要做好充足的功课，因
为“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
头脑”。那如何去谋呢？作
者认为，要想战胜敌人，关键
在于战前充分认清敌我双方
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应敌
策略，打有把握的仗。

这让我想到，教师上课
的时候，备课有决定性的意
义，要备教材、备学生、备教
法、备课标、备教具、备资源、
备作业、备板书，无所不包。
只有胸有成竹，讲起课来才

能行云流水，学生也兴致盎然。我又想到，找工作
的大学生应聘的时候，也要事先进行详尽的准备，
要有平和的心态，充分了解用人单位需求，明确自
我定位，制作精致的简历，系统梳理所学知识，把自
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还有诸如律师开庭、领
导演讲、个人投资创业、医生做手术等等，“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

《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叫“走为上”，俏皮的
人开溜时常会嬉笑着来这么一句。在战场上当逃
兵不光彩，但在生活中“走为上”却不失为一种生存
的智慧。“避而有所全，则避也。”“留得青山在，不怕
没柴烧。”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胜利。

夏天，我们经常能看到甲虫被困在房间里，拼
命地飞向玻璃窗，打算到海阔天空的外面去。它百
折不挠地飞，每次都碰到玻璃上，挣扎过后，依然不
改变思路，继续碰壁。有些人也是这样，项羽在四
面楚歌下逃至乌江，明明有船不渡，自刎身亡。有
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善于拐弯和取舍，也是一种
迂回的智慧。“水能汇入大海，就是因为它能巧妙地
避开所有障碍，不断拐弯前行。”人啊，不要撞了南
墙才回头，放弃那条不可能的路，说不定就绝处逢
生，柳暗花明了。

现代生活中，这些计策仍被广泛地运用着。
经典永远流传，这两本书依然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
意义。让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它的一双慧
眼为我所用，做一个深谋远虑的领导者，一个驾驭
生活的智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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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著述
导读》（东方出版社 2023 年 1 月出版），系恒南书
院院长李慈雄整理的南怀瑾文化导读课。全书
分为十二个章节，先从南怀瑾的生平说起，之后，
着重就其《论语别裁》《老子他说》等 14 部重要著
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可谓由浅入深鞭辟
入里，为读者阅读南师著述乃至中国文化典籍提
供了重要阶石。

1918 年，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温州乐清。得益
于父母的良好教育，南怀瑾从小就深受中国古典
文化的熏陶，这为他日后探究中国文化的长久魅
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看来，探讨中国文化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陷于空谈，而是要把一个人
的生命和精神，都深深地融入到这场年深日久的
文化探究中。在深入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之后，南怀瑾还特别强调做学问要懂得应用，他把
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内修外用”。意思是说，在
增强品德修养的同时，还能努力做到对社会有所
贡献。在这本书里，南怀瑾阐释了几千年来东西
方文化思想的演变路径，并指出：“未来中华民族
的复兴，应建立在重建文化自信之上，整合东西方
文化的精华，才能真正找出一条康庄大道。”

究竟应该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书中，
南怀瑾认为，首先应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对中国
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认知到“中国文化是
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证体系的，它尊重所有的圣贤，
超越宗教，但是又包含一切学问。”他强调指出，中
国文化最独特的一点就在于，它不单注重知识的
累积，还关涉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既关注个体的
成长，也重视社会的和谐发展。他说，重建我们的
文化自信，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既要树立正确的

“三观”，也要葆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力求从容自在地对社会有所贡献。
总之，中国文化如同一条流动的“血脉”，把个人、
家国和整个世界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历经五
千年的风雨淘洗，也由此形成了“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担当精神。南怀瑾进一步指出，重建文化自
信，还要认识到“中华文化对国家治理有完整的理
论和丰富的经验教训”。纵观我们的文明历史，我
们的国家和民族尽管历经风雨、饱受磨难，但正是
因为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等一众中国文化精神的滋养，才实现
了国家和民族的自强。南怀瑾由此自豪地指出：

“所以思想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灵魂，也只有

抓住了灵魂，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他进一步升华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
定要用心挖掘我们的文化宝藏，努力做到中华文
化与世界文明的融合创新，以此在重建中国人的
文化自信上，走出一条天宽地阔的新路。

在本书的《论语别裁》等一系列重要篇章中，
南怀瑾还高度评价了孔子、老子、庄子等先贤们在
传播中国文化上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称赞
他们用睿智深邃的思想，深刻阐述了儒家、道家等
丰富学说，孔子的“仁、礼”主张、天下为公的政治
韬略、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老子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大巧若拙
等系列辩证思维，庄子的逍遥自在、旷达洒脱、物
无贵贱、万物平等等朴素哲学，不仅推动了中国文
化的交流互动与有效传播，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
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读书悟道，其义自见。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只要我们善于从名家名典中汲取丰厚的
精神给养，就能在创新中转化、转化中创新的思想
淬炼中，领悟中国文化的精深要义，求得中国文化
的真经，在重塑我们的文化自信上，行稳至远，大
道远行！

从名家名典中领悟中国文化精深要义
——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著述导读》

□ 钟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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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是黑暗时代”已是
被现代学术界完全否定的神话：
如果没有中世纪学者的贡献，伽
利略、牛顿、科学革命都不会出
现。本书指出，中世纪的人并不
认为地球是平的；宗教法庭并未
因任何人的科学思想或发现而
将其烧死，事实上教会是科学研
究的主要赞助者……中世纪欧
洲人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多成
果，他们发明了眼镜、机械钟
……几乎所有类型的机器以及
工业革命本身，都可以溯源于中
世纪被遗忘的发明家。

《血疫》的作者理查德·普
雷斯顿1984年出版的这部非虚
构作品讲述了天文学家如何寻
找来自宇宙边缘的光。故事的
核心是5米口径的海尔望远镜，
主角则是詹姆斯·冈恩等天文
学家，书中讲述了望远镜的设
计和制造，以及天文学家探索
宇宙奥秘的卓绝努力，还描绘
了科学家日常的一面，可读性
极强。

《科学的起源》

《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