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五千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开阔的视野、通俗的文笔和
真挚的情感，全景式再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全书运用系统丰富的史料，配合百
余幅插图，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精髓，带领读者感受
中华文明精华。

《大运河画传》

内容简介：本书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之
一，以文字为线，以图画为珠，运用大量丰富的图片
史料、文献档案，描绘了大运河文化公园的美丽画
卷，全景式立体呈现了大运河的深厚历史底蕴，充
分彰显了大运河文化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时代意义。

民国时期，有一位可爱的老头儿。
在他的笔下，小猫亲人、杨柳春燕、稚子
顽童……世间万物，无不可爱。在成人的
世界里，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不管写
字还是画画，都出于随性。“追赶不上的不
追，不属于自己的不要，挽留不住的不留，
生活哪有那么复杂，简单甚好。”这是丰子
恺的人生哲学。

他的画质朴又可爱，百种场景，皆逃
不出一份天真的勃勃生机。他的文章也
写得清雅质朴，句句至理。他的心和他的
画一样，善良、纯真、温润、有趣。他53岁
开始学俄语，55岁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
笔记》，65岁翻译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
语》，他还给很多书做封面设计，闲暇时间
写音乐理论教材。

半个多世纪里，丰子恺的人生几经沉
浮、几度沧桑，但始终保持着诗心、童心和
仁心。读懂他的天真，你就会豁然开朗。

诗心充满对世间的深情

古典诗词中的经典意象在丰子恺的
散文中随处可见，但他却没有旧时文人的
陈旧腔调，而是以“回返”的方式抵达了现
代。《故乡》从古诗入手，写尽了现代人乡
愁的失落；《看残菊有感》有对残秋残菊的
伤感，更有与古人一脉的忧思而引出的对
于“人生短，艺术长”的感喟；《无常之恸》
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
石，岂能长寿考？”这些慨叹人生无常的诗
句字字刺入心中，在惆怅与伤感之中更增
添了对现世的关怀与期许……

“以诗为题”“以诗入画”处处可见诗
心。丰子恺1924年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
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便是对宋词
《千秋岁·咏夏景》的改写。他单独选取其
中一句，使画面的整体意境跳脱出幽静与
幽恨的氛围，利用三杯两盏的形象将人的
活动痕迹凸显出来，更具温度与温情。
1940年创作的《燕归人未归》，描绘了炮火
下残破的家园，然而画面中却没有表现苦
难的写实场景，只有一个人，在垂柳与雨
燕的映照下萧索的身影。寥寥数笔，看似
漫不经心，实则投注了最为深重、悠长的
意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
知》，画中一现代少女掩面而泣，诗题：“山
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树木、
茅屋、小土丘也因整体的意境而有了超越
时代的情致。

童心怜世的人最惜春

在丰子恺看来，“天地间最健全的心
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
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
到”。丰子恺从孩子们吃西瓜的情态中感
受着活跃的生命和他们明慧的心眼，进而
感叹自己因世智尘劳而蒙蔽、斫丧的性
灵。面对“逃难”，这一惊慌、紧张而忧患
的经历，四岁的华瞻只把它当作“爸爸、妈
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
去看大轮船”，最可欢喜的事。孩子的眼、
孩子的心、孩子的童言无忌消解了苦难，
投射出另一种真实。丰子恺不禁慨叹：

“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了：他能撤去
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
身的真相。”

丰子恺画中的儿童，个个是俏皮、鲜
活的生命。这些孩童，绝非缩小比例的成
人，抑或成人眼中的“乖宝宝”，而是展现

着独立的思想与意识，是人性中最健康、
天真的一面。“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
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世间的人，忘
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
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
女所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
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在这样的视角下，
小孩子的“昏蒙”实则蕴含着大智慧。孩
子拿着两个蒲扇，一前一后作骑马状，画
上题名为“瞻瞻的脚踏车”；小孩扮过家
家，题为：“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宝姊
姊做媒人”，画中新娘子、新郎官还有媒人
样样俱全，这在大人看来透着滑稽，但在
孩子却是极为认真和郑重的。

仁心春天其实是种向往

在丰子恺的画里，日子过的是一种充
满世间安乐情趣的“乐道生活”。正所谓

“平凡中寓有至理”，他从蜜蜂嗡嗡嗡地寻
找出路中，看到弱小生命求生活的艰辛与
不易，为它担忧；看到桌子边上受伤的蚂
蚁，他惊讶于蚂蚁之间的互助，更为这样
渺小的动物能够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
与慷慨的牺牲精神而动容，不禁要向其敬
礼；面对“白象”的两次失踪，他写尽了生
的喜与逝的悲，后因“白象”的遗孤在脚边
承欢而感受生命得以延续的平凡的快
乐。这些散文暗含着社会的苦难、悲惨与
残酷，却以冷眼热心道出了悲悯而朴素的
脉脉温情。

丰子恺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其
护生之旨意在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
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
残忍”。丰子恺的文字与图画，处处体现
着他的温柔与慈悲，率性与自然，在人世
间奔波忙碌的人们，都能从他的作品中
获得一份温润的安抚，一种不忧不惧的力
量。

在·线·阅·读

“童蒙”与“童昏”

两个小孩子，八岁的阿宝与六岁的软
软，把圆凳子翻转，叫两岁的阿韦坐在里
面。他们两人同他抬轿子。不知哪一个
人失手，轿子翻倒了。阿韦在地板上撞了
一个大响头，哭了起来。乳母连忙来抱
起。两个轿夫站在旁边呆看。乳母问：

“是谁不好？”
阿宝说：“软软不好。”
软软说：“阿宝不好。”
阿宝又说：“软软不好，我好！”
软软也说：“阿宝不好，我好！”

阿宝哭了，说：“我好！”
软软也哭了，说：“我好！”
他们的话由“不好”转到了“好”。乳

母已在喂乳，见他们哭了，就从旁调解：
“大家好，阿宝也好，软软也好，轿子

不好！”
孩子听了，对翻倒在地上的轿子看

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开了。
孩子真是愚蒙。直说“我好”，不知谦

让。
所以大人要称他们为“童蒙”“童昏”，

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谦让的方法：心中明
明认为自己好而别人不好，口上只是隐隐
地或转弯地表示，让众人看，让别人自
悟。于是谦虚、聪明、贤惠等美名皆在我
了。

讲到实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
过他们懂得谦让的一种方法，不像孩子直
说出来罢了。

谦让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说自
己好，反而故意说自己不好。明明在谆谆
地陈理说义，劝谏君王，必称“臣虽下
愚”。明明在自陈心得、辩论正义，或惩斥
不良、训诫愚顽，表面上总自称“不佞”“不
慧”，或“愚”。习惯之后，“愚”之一字竟通
用作第一人称的代名词，凡称“我”处，皆
用“愚”。常见自持正义而赤裸裸地骂人
的文字函牍中，也称正义的自己为“愚”，
而称所骂的人为“仁兄”。这种矛盾，在形
式上看来是滑稽的，在意义上想来是虚伪
的、阴险的。“滑稽”“虚伪”“阴险”，比较大
人评孩子的所谓“蒙”“昏”，丑劣得多了。

对于“自己”，原是谁都重视的。自己
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共
通的大欲。今阿宝与软软为阿韦抬轿子，
翻倒了轿子，跌痛了阿韦，是谁好谁不好，
姑且不论，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
彻底地诚实、纯洁而不虚饰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为“昏蒙”。今天看
了这件事，恍然悟到我们自己的昏蒙了。
推想起来，他们常是诚实的，“称心而言”
的，而我们呢，难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
衷”的恶德！

唉！我们本来也是同他们那样的，谁
造成我们这样呢？

摘自本书第二部分“童心”
（原载《天津日报》，作者为王小柔）

丰子恺 为你描绘出整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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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成年，但我的内心还把自己
当成一个孩子。面对那些属于大人的责任
和情绪，我还不大熟练。

《孩子与恶》这本书是写给大人看的，
如今以孩子的视角来看书，有很多地方会
感同身受。

这本书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
恶具有创造性。首先我们得谈谈“恶”是什
么。世上本没有恶，但自从有了秩序，恶就
产生了。

一切能够长久存在的秩序都是有利于
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的，但秩序又是在不断

变化的。在时代的某个瞬间，一个人打破
了当下的秩序，那么他或她无疑做出了恶
的行为。

总之，善恶皆是秩序的产物，一些稳定
的秩序长久存续下来，这些秩序便形成了
传统，传统又演化成道德，道德分化出善
恶。

恶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这看起来十
分糟糕，不被人所接受。青春期时，我开始
萌发自我意识，有些想法与父母的思考背
道而驰。我想要摆脱他们，明面上却不敢
挑起战争，于是暗地里偷偷开始自己的计
划……

初中时，这种“自立”的紧迫感越发明
显。我会偷偷熬夜看小说。每天晚上吃完
饭，我就会来到房间，反锁房门，打开台灯，
手机屏幕亮起，时钟滴滴答答。

我每次都会看小说直到晚上十一点，

然后懊悔似的拿起一天的作业，奋战到深
夜一两点。完成任务后，睡在床上又继续
打开手机，直到深夜两三点，我才熄灯睡
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母亲便会像摆
弄玩偶似的，把我从床上拖起来。

虽然夜晚很享受，但白天的困倦感让
我像条溺水的鱼。这样的日子奇异地持续
了两年，并且我还甘之如饴。

这样的放纵是否该被定性为“恶”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青春期的我，迫切地
想做出贯以自己意志的事情。想要自立的
冲动和紧迫感，使我做出了在母亲掌控之
外的事情。我渴望自由，并以一种不恰当
的方式愈演愈烈。

对于这类“不务正业”的爱好，多数家
长都会将其视为“恶”的一种，认为它是一
种危害孩子学业和前途的“恶”。

大学时，当我离开母亲身边，宿舍生活

让我感到无比快活，并且我拥有了数不尽
的自由，自立的紧迫感自然而然就消失
了。因此，我发觉这种紧迫感是完全可以
通过改变环境，或者改变与他人关系而得
到治愈的。

当了老师之后，我每天都要面对着很
多个“13岁的我”。怎样正确引导这些孩
子青春期里的自立紧迫感，以至于不要
做出错误的“恶”的行为，让孩子平稳度
过青春期，是我和家长们一起摸索和思
考的课题。

我想，善待孩子青春期里的“恶”，尊重
孩子的自尊心，才是对孩子成长最大的认
可。

善待青春期的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本报讯 通讯员李妮报道：“现在好
了，带孩子在小区玩我放心多了。”近日，
望着儿子玩耍的背影，嘉鱼县湖滨路小
区居民张女士露出满意的笑容。

此前，县纪委监委在入户走访中了
解到该小区因年久失修，给居民的日常
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立即督促县住建
局、鱼岳镇、三湖社区等相关单位主动履
职，并召开现场会研讨解决方案。同时，
协调住建部门开启项目审批绿色通道。
目前已解决了该小区居民担心的空中坠
物问题。

据了解，该县纪委县监委把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作为切入口，开展“点题整
治”，推动“点题”常态化、督促“答题”长
效化，持续纠治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
突出问题。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全方位、多渠道收集民意。线上依托清
风嘉鱼微信公众号、政务热线12345、云
上嘉鱼问政等平台，线下深化运用“开门
接访、全员接访、带信下访、入户走访”的
形式，深入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办事

窗口、社区楼栋倾听企业群众心声，切实
把群众意见建议、困难诉求反映上来，提
升整治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同时，该县用“全周期管理”的方式，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具有共性的突出问
题，用好“室组地”联动，通过专项督查、
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推动责任部
门领题答题整改问题。对确定的点题整
治重点，实行项目化管理，推动整治设
计、实施、跟踪问效、责任落实、深化治理
形成闭环。

此外，做好“点题整治”后半篇文章，
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通过情况
通报、约谈提醒、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等方
式，督促案发单位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
度机制，不断放大“查处一个案件、总结一
类规律、治理一个领域”的综合效应。

今年以来，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围绕
点题整治重点共组织监督检查10次，推
动整改问题8个，推动建立和完善制度2
项，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3个，党纪政务
处分6人。

嘉鱼：

点题整治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向
阳
湖
镇
：

以
考
促
学

淬
炼
村
级
纪
检
委
员
履
职
能
力

本报讯 通讯员杨丽丽报道：“基层纪检监
察人员重点对哪些工作开展日常监督？《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规定，对党员的纪律
处分种类有哪些……”日前，为加强村级纪检
干部能力建设，提升基层监督能力水平，向阳
湖镇纪委组织开展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业务知识
测试，该镇各村（社区）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
参加测试。

本次测试紧贴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实际，紧
密围绕村（社区）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工作职
责、党纪法规、清廉村居建设等重点内容，旨在
检验纪检干部对党纪法规的学习、理解、运用和
掌握情况，不断提升纪检干部业务理论知识和
履职能力。

据悉，村（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
梢”，容易成为监督最薄弱环节，为推动监督下
沉、延伸监督触角，该镇通过开展纪检监察工作
例会、纪律讲座、清风课堂等方式，加强对农村
三资监管、项目审批建设、惠民资金使用等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业务培训和反复指导，不断
提升村级纪检委员监督能力水平，让其会监督、
能监督、敢监督。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把参加日
常培训和知识测试情况纳入到对村级纪检委员
的工作考核中，以此不断提高村级纪检委员政
治理论知识和业务能力水平，增强村级纪检委
员履职能力，切实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通讯员高欣报道：“一个月的
跟班轮训让我受益匪浅，这种实战锻炼对我
发现村里的问题和处理信访矛盾都有很大
的帮助……”近日，在通城县纪委监委召开
的跟班学习交流会上，来自马港镇堆拢社区
的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陈燕说道。

据了解，为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
里”，该县纪委监委在全县185个村（社区）
选聘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并充分运用深
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工作方法，由委领导班
子成员带队，组建4个调研组深入各镇村，
通过集中座谈、个别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等
形式，在一线掌握实情、问需问计，探索推动
全面村级纪检委员规范履职、有效监督的办
法。

经过多轮调研，该县纪委监委创新构建
“1+N”学习体系，精心搭配“全员培训+跟
班轮训+以查代训”等“1”套培训组合套餐，
制发《通城县村（社区）纪检委员（监察信息
员）跟班轮训实施办法》《村（社区）纪检委员
（监察信息员）制度汇编》《村（社区）“小微权
力”清单事项流程图》等“N”个配套制度，从

信访接待、信息报告、谈话提醒、协调配合等
方面规范制度、明确工作流程图，切实解决
村级纪检委员关于“我是谁、监督谁、怎么监
督”的问题。

同时，该县各村（社区）纪检委员依照监
督工作手册，聚焦村级“人、财、物、事”，紧盯

“小微权力”、村务公开、工程项目、移风易
俗、惠民惠农政策落实等方面情况开展监
督。同时，协助乡镇纪委化解信访积案、收
集问题线索、调解矛盾纠纷。截至目前，全
县村级纪检委员共开展监督120次，上报问
题线索9条，解决问题21个。

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将深入运用
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工作方法，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不断完善优化村级纪检委员管
理、考核等相关制度办法，全面提升村级纪
检委员履职能力，让监督直抵“神经末梢”。

通城：

做实调研 让监督直抵“神经末梢”

《敦煌岁时节令》

内容简介：本书将二十四节气、中国传统节日
与敦煌的壁画、彩塑和文献相结合，呈现了古人的
民俗、礼俗和日常生活场景，阐释了传统岁时节令
的人文内涵，再现了敦煌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环
境，展示了敦煌艺术和敦煌文化的多重价值。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