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人文是文化的核心。本书以短小精悍
的形式，依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饱含反思与哲思，讲
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文的传奇，以图
文溯源历史、寻脉人文。本书短小的篇幅，却打通中
西、沟通古今，有历史的厚重也有时代的呼唤，可谓中
国人文研究与普及的奠基拓展之作。

《中国人文大义》

新书推介新书推介

内容简介：《心境》一书选录水彩大家、艺术教育
家简忠威先生将自己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和西方水彩
的研究熔铸到太行山色中的最新创作，从画面构思、
处理、用色到定名，从画作到画意，展现了无处不在的
东方神韵，令人一见钟情的东方美学。

《心境》

经历了史上最漫长的夏季，那持续的
高温与燥热如同一场无尽的考验。然而，随
着秋风的到来，秋雨的降临，那些炎热逐渐
被带走，取而代之的是秋天特有的宁静与清
新。在这样的季节里，不热不冷的天气仿佛
是大自然为读书人准备的最佳环境。

自我记事起，阅读便成为了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初，我读书是为了
增长见识，为了应对各种升学考试。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书的意义逐渐发生了
变化。在大学校园里，我的周末大多是在
图书馆中度过的，那里成了我的精神乐
园。通过广泛地阅读，我不仅增长了知识，
更体验到了阅读的乐趣。工作之后，阅读
仍然是我每天的必修课，若一日不读书，便

觉得生活少了些许滋味。原来，阅读已经
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通过阅读，我结识了无数古今中外的
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让我的心灵产生了
共鸣。书籍，它是智慧的殿堂，是思想的海
洋；书籍，它是无尽的宝藏，为我提供了丰
富的知识；书籍，它是快乐的源泉，能让我
忘却一切的烦恼。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仿
佛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受到了自然
的神奇与生活的多彩。

大学毕业后的那个秋天，正值青春年
华、情窦初开之际，我在书店的一角邂逅了
我的伴侣。自此，书籍成了我们共同的爱
好。后来，在省城成家立业，闲暇之余，我
和爱人常常一同漫步于书店，选购各自心

仪的书籍。
立业、择偶、生子，在这城市的喧嚣中

独自奋斗，书海泛舟，品味人生，乐此不
疲。读一本好书，仿佛与历史上的智者对
话。无论是爱情故事还是处世哲学，书中
自有黄金屋。从书中，我悟出了许多人生
的道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我喜欢在一个慵懒的午后，坐在茶馆
的一隅或是家中阳台上的藤椅上，泡上一
杯清香的绿茶，手持一两本心爱的书籍。
在秋日的阳光下，静静地翻阅着书页，那淡
淡的墨香扑鼻而来。此时，世俗的纷扰仿
佛被隔绝在外，任凭窗外的世界如何喧嚣，
我却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
详。在这平淡如水的生活中，保持一颗从

容不迫的心，静静地享受阅读的乐趣，一个
下午的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书香的气
息，令人陶醉。在秋天的书香中沉浸，聆听
秋虫的低鸣，感受秋菊的芬芳，这是何等的
惬意与满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
够拥有如此片刻的宁静与悠闲，实属难得。

我爱秋天，更爱秋日里的阅读时光。
当我阅读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些优美的诗句
时，我能深深地感受到秋天的美好与诗意。

我言秋日读书香
口述/ 梁征 整理/本报记者 王恬

一

宋代儒学观其风貌，可谓气象万千；论
其精神，则可概之以人文与理性辉映。

既为儒学，宋代儒学自然是远承孔孟，
甚至上溯尧舜，这是宋代儒学的共识。宋
儒自我标举为儒学“再辟”，但考诸学术思
想的直接由来，这一因其呈现出新的学术
思想与文化形态，从而被今人称作“新儒
学”的宋代儒学，其滥觞实在中唐韩愈启动
的古文运动及其对儒家之道的阐扬，以及
啖助新《春秋》学派舍传求经的新经学。

古文运动、新经学、讲学运动虽然路径
不一，但志趣同在儒家之道的重建。只是
儒家之道的根本内涵是什么？如何明体？
如何达用？如何才能真正以儒家之道来整
合世道人心？凡此具体问题，儒家学者们
都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在各自的
社群空间中彼此切磋，尝试着从儒家的传
世经典与史传文籍中去获取智识。因此，
宋代儒学自始便以一种“学统四起”的方

式，呈现出自身的丰富多样性。

二

北宋中后期的儒学，渐以王安石的新
学、程颢与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苏洵、苏轼、
苏辙的蜀学为重。蜀、洛二学系以地理位置
命名，新学则是相较于旧学而言来命名。

三家学说各是其是，自洽其说。论其
要，新学重在制度，洛学重在道理，蜀学重在
权变。制度与道理本为表、里，只是制度重
在效益，道理更重原则；虽然效益不可能违
背原则，原则亦终要体现于效益。因此，在
根本上新学与洛学二者似乎不应有冲突。
蜀学因其重权变，“无复实理”，本来与王学、
洛学都不至于构成紧张，但二程尤其是程颐，
与王安石，为人为学都很较真，而蜀学代表苏
轼“烂漫放逸”，连带着在为学上彼此不融。

三家学说又与时局深度关联。随着政
治上的放逐弃用，加之在当时的知识世界
中新学被认为是“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蜀
学是“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都属儒
学所要排斥的对象，故洛学在南宋便渐成
为主流。

三

洛学在两宋之际的程门传衍过程中，
以道南与湖湘为主，但于学术思想上也是
人各其说，莫衷一是。等到宋高宗建炎年
间政局稳定以后，在后续的孝宗乾道、淳熙
年间，宋代儒学始逐渐步入完型时期。

乾淳时期的儒学完型，大致可以分为
相续的前后期。前期是由乾淳诸儒并起，
在政治上同进退，在学术上共商讨，到逐渐
形成以朱熹、张栻、吕祖谦为代表的东南之
学。他们一方面通过整理二程的著作继承
与阐扬洛学，对人各其说的思想现状进行
梳理，同时以二程洛学为主，统摄周敦颐、
张载，旁及邵雍，对北宋儒学进行正统化的
思想建构，代表性的成果是朱熹与吕祖谦
合编的《近思录》，以及朱熹编撰的《伊洛渊
源录》；相对而言，吕祖谦奉宋孝宗之命编

辑《皇朝文鉴》，对北宋学术思想的保存别
具全面的性质，即所谓“得中原文献之
传”。另一方面，他们上溯孔孟，使建构中
的宋代儒学上承孔孟儒学，努力实现他们
的创新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后期随着张
栻、吕祖谦的去世，朱熹理学趋于成熟而使
得整个宋代儒学得以完型；但朱熹理学并
未形成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垄断，因为江
西陆九渊心学于此时崛起，加之接续吕祖
谦婺学而起的永康陈亮，都对朱熹形成了
强劲挑战，稍后集永嘉事功学大成的叶适，
在陈亮逝后，又与朱、陆两家构成了鼎足而
立的思想局面。

朱、陆、叶三家在学术思想交锋的同
时，在政治上基本属于共同的阵营，与官僚
集团形成复杂的对抗，只是他们终其一生
在政治上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抱负。但他们
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而自甘沉沦，
而是秉持自己的学术思想理念，以各自不
同的方式阐扬与践行儒学。在南宋的后朱
熹时代，经过学术化、意识形态化、日常生
活化三方面的持续推进，朱子学最终成为
主导此后数百年近世中国社会前行的精神
主流，成为中国迈向近代乃至现代的学术思
想与文化基础，并传播与影响到整个东亚，
形成以朱子学为主导的东亚儒学文化圈。

四

宋代儒学从兴起伊始，即与士人群体
的意识觉醒相伴。在晚唐五代政治动荡，
佛教在公私生活都形成了巨大影响的历史
境遇中，宋儒自觉担当起了时代与社会的
责任，以回向尧舜禹三代为理想，上承孔孟
之道，直面现实，以复兴儒学的方式重建社
会的主流意识与社会形态，要为人类社会
谋得恒久的安宁与繁荣。两宋各个时期，
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学派、不同儒者，无论
其学术思想异同，都关注世俗社会的建设，
一切以人为中心。概言之，人文性是宋代
儒学的根本精神之一。正是在这一根本精
神的主导下，宋代儒学发展出了丰富的精

神面相；同时，儒学作为文化的核心，参与
并促成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与人文性这一根本精神相应，宋代儒
学所形成与彰显的另一根本精神是理性。
从学术思想上讲，宋代儒学一方面是对汉
唐经学的突破，另一方面是对佛道二教的
排斥，而后者更渗透在文化习俗中。作为
宗教，佛道二教无论在教义上具有怎样的
精思妙想，全部论说的中心也不是世俗人
间，而是往生乐土与长生仙境。汉唐经学
虽然不具有宗教的信仰特质，与宋代儒学
同属于学术思想范畴，但中古时期的知识
观念是权威尊崇下的认知。因此，作为对
汉唐经学之突破与佛道二教之排斥的宋代
儒学，无论是在基本知识方法上，还是在希
望建构的知识体系上，都必然摈弃虚妄与
迷信，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换言之，理性
构成了整个宋代儒学的根本精神，宋代儒
学以理学为自己的标识既是事实的反映，
更是这一根本精神的充分表征。

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起于怀疑与批
判，转进为分析与辨析，最终落于经验世界
的践履。这意味着宋代儒学的理性精神统
摄了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各种形态，这
为宋代儒学不同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
儒者与学派提供了足够宽阔的理性应用空
间，或一环贯彻，或交相叠用，路径不同，思
想各异。宋代儒学之所以呈现出万千气象，
实与此理性应用空间的足够宽阔有着不可
分离的关系。由于理学成为宋代儒学的主
流，理性精神也因此构成整个宋代文化的底色。

可以说，正是宋代儒学理性与人文精
神的交相辉映，才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极度
繁荣。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何俊，系复旦
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人文与理性辉映
——宋代儒学的气象与精神

内容简介：甲马非马，是云南人用来祈福的木刻
版画，对于谢晔一家而言，甲马也是“写给彼岸的无字
信”。家族中，拥有“梦见”能力的人，能用“甲马”窥人
过往，为困于现实的人疗伤。

十九岁的谢晔从云南来到上海上学，他此行的另
一个目的是为了寻找生母。偶然间，他从大学教授苏
怀殊的家庭合影中，看到了小爷爷的照片。教授与自
己的家人有何关系？母亲为何抛弃家庭，一生下他就
回到上海，从此杳无音讯？在甲马的帮助下，谢晔试
着拼凑过去，找到它与现在的联系。（本报综合）

《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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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霞，是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的一名
小学语文老师。今天，她用数字来讲述自
己和孩子们的阅读故事。

五千张照片，让学生在泛读中学习

1995年，师范毕业，走上讲台，陈霞成
为一名语文教师。29年来，她深情地守候
着阅读的希望。

她从一位爱教、乐教的老师，成长为湖
北省“学生喜爱的好老师”、湖北省优秀语
文教师、湖北省语文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
咸宁名师。但最让她骄傲的荣誉，还是家
长和学生口中的“阅读推广人”。

陈霞从自费给班级买书开始，带领学
生开展班级共读，在学校推广阅读，最后带
领全市多校学生一起阅读。她的学生在小

学阶段就完成了1000万字的阅读量。阅
读，让她和学生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拔节
式成长。

师生共读、精读指导，使得学生们阅读
能力得以提升。而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开
展，则能让学生们感受到阅读带给他们不
一样的生活。

打开陈霞的班级群相册，你会发现
跟阅读相关的相册达到了 50 个，相关
相片约 5000 张。点开相册，你会发现
陈霞班上的阅读活动特别丰富，内容特
别精彩。

刚入学的书香储蓄活动，家长记录
阅读时间，老师负责评奖发奖、贴书香
书包贴，从“书香秀才—举人—进士—探
花—榜眼—状元”，每一个历程都有影像
记录。

和同年级的班级一起开展图书漂流活
动，买一本看十本，太划算了；去往香城书
房、市图书馆，静静地读书，举行一场别样
的阅读分享会；学校的读书节积极准备，绘
制好书推荐卡、设计人物介绍卡，也骄傲地
把阅读成果展示出来。

读完了长长的、厚厚的《西游记》，她和
孩子们来一场“西游记专场演出”，在舞台
上看到了书里精彩的场面，最后还要汇编
出一本《花绎西游》作文集，为这次西游阅
读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走近鲁迅的专题阅
读，孩子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了解
了他坎坷的求学路。

通过《红楼梦》小组研读活动的开展，
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孩子，一群有思想、有
见解、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孩子；《平凡的

世界》引申出了一系列阅读活动——《平凡
的世界》之人物关系图、《平凡的世界》之人
物小传、《平凡的世界》之孙少林的故事、
《平凡的世界》之片尾曲听后感、《平凡的世
界》之教会我十条……

一千个题目，让学生在精读中思考

如果说海量阅读，是阅读层次的1.0
版本，那么，进入到中高年级后的四大名
著精读指导则是阅读的2.0版本。四大名
著精读指导使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得到很
大提升。

阅读四大名著，犹如攀登阅读界的珠
穆朗玛峰。为了扎实推进名著阅读，陈霞
身体力行，每一本名著都和孩子们共读。
四大名著的阅读进度是一天一回，她和孩
子们一起共读了441天。

记得共读《三国演义》时，正值寒假，
俗话说“叫花子都有三天年”，可陈霞和她
的学生们没有，仍旧是每天读一回，从不
拉下。

为了让学生们能在阅读中带着问题去
读，陈霞会提前进行相关章节的阅读，然后
根据章节内容出3道题目，第二天早晨八
点钟发布在班级微信群里。四大名著共
441回，每一回出三道题，陈老师一共出了
1323道阅读题目。

有了这些问题的指引，学生们阅读更
有目标、更有方法了。阅读批注做得有模
有样，分析问题也回答得像模像样。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学校举行的“好书好阅读”
现场阅读比赛中，全校三个特等奖，他们班
就占了两个。

两百篇笔记，让学生在品读中提升

陈霞说，自己就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
在阅读的生命流里修炼、深耕、飞扬……

从进入小学任教开始，陈霞就带着学
生们阅读。一年级读15万字的《小巴掌
童话故事全集》，二年级读25万字的《怀
特动物三部曲》，三年级读120万字的《马
小跳故事系列十集》和《少年读史记系列》，
再到后面345万字的《四大名著》，110万
字的《平凡的世界》，400多万字的《射雕三
部曲》《边城》《呼兰河传》《城南旧事》《俗世
奇人》《朝花夕拾》等，陈霞带着孩子们一本
本地读。陈霞不仅乐于和孩子们一起阅
读、一起开展各项有意思的阅读活动，她同
时还是一位勤动笔、乐记录、愿反思的好
老师。

陈霞的QQ空间里，她自己亲自撰写
的关于阅读日志约有200篇。这些年来她
作为市级课题主持人完成了3项阅读方面
的课题研究，在省、市报刊上发表阅读方面
的文章6篇。

有人说陈霞老师傻，傻傻地只知道埋
头陪着孩子们阅读。但就是这样一位用数
字讲述自己阅读故事的“傻”老师，现在正
在默默地影响着她的同事们，咸宁实验外
国语学校现在已经是省级书香校园了，外
校的老师们都和她一样，正在努力做一个
打开孩子们阅读之门的书香老师；她也在
影响着她的小城，很多家长成为她的微信
好友，跟着她的朋友圈一起读名著；她也用
行动在影响着咸宁周边的城市，武汉的有
一部分老师们也开始跟着她一起读名著。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陈霞：

让学生读起来
本报记者 王恬

邱春林诗书作品集

《大师刻痕诗书》出版
本报讯 记者郭蓉报道：近日，我市作家、书法家

邱春林创作的诗书作品集《大师刻痕诗书》出版上
市。该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不仅有木刻艺术的
精品展现，还将木刻、诗词和书法进行了完美融合。

据了解，该诗书作品集收录了红军长征、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等各个时期的红色木刻
版画作品，系邱春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从版画集《大师刻痕》一书的100多幅木刻作
品里挑选出80幅作品，以格律诗的形式进行再次艺
术创作，又将其题诗以斗方书法的形式一一书写出来
而成。

《大师刻痕诗书》的创作前后耗时四年，主要是为
了教育当代年轻人牢记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
血，用生命换来了幸福的今天，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回
报社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主席苏士澍评价，《大师
刻痕诗书》不仅有木刻艺术的精品展现，更是一部木
刻、诗词和书法结合的文化史诗和交响曲。“邱春林先
生将各位大师的木刻作品与自己创作的诗词、书法相
结合，是对传统艺术的深情致敬与现代诠释。使每一
件作品都成为可视可触的艺术新篇章，展现出他对艺
术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