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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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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的地位，历经时间长河

的不断淘洗而最终确立。经典凝聚着

前人知识和思想的精华，它是一种无

形的力量，更像是一盏不灭的烛火，

不停地燃烧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将

循着它的光亮不停地迈步前行。阅读

经典恰似灌溉施肥，生命之树在沉思

中发出新芽，精神家园在诵读时生机

盎然。

经典之所以被称作经典，是因为

经典中的主题中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类

共通的：家国情怀、高尚情操、纯美

爱情、善良心灵……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这些主题都是永恒的，绝不会过

时，更不会被时间淘汰，岁月的荡涤

反而会让它历久弥新。经典著作，初

读时往往是一见如故，重读的每一次

都会有新的收获，因为作家在构思经

典时会留出一片空白，任凭那些产生

共鸣的读者尽情填充。

少时阅读连环画版本的四大名

著，醉心于孙悟空的神通，沉浸于三

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伟岸，膜拜

于翼德、云长的骁勇，慨叹于红楼一

梦的繁华逝去。再后来，渐渐对那些

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爱不释手。在

鲁迅的笔下感受生命的流逝，目睹淡

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触碰那个时

代的彷徨与呐喊；在王世襄的口中感

知京城文化，见证放飞的白鸽与坚守

的四合院；或者跟随余光中的笔触，

听前尘不再的潺潺冷雨，望逍遥云端

的一声叹息。

经典蕴含的精神宝藏无穷无尽，越

是深入其中，便越是感到自己的无知和

渺小，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烈的精神渴

求。数不尽的浩瀚诗篇，看不尽的鸿篇

巨制，就像长燃于时代的盏盏明灯，点

亮澄澈透明、求知若渴的心灵。翻开书

卷，扑面而来的是书卷馨香。凝眸于书

本，聚神于文字，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眺望，可以看得更高、想得更远，帮

助人们在迷茫困苦过后迎来柳暗花明，

坚定共同的信念和期许，挺立起属于时

代的精神脊梁。

如今，经典之光仍然在烛照着后

世，指引着后人，从来不曾暗淡。我

们正是通过熟读精读，不断晓经典之

意，明经典之理，通经典之神，不餍

足于经史典籍的给予，从经典中挖掘

符合当今时代的特质，在获取精神食

粮的同时得到珍贵的精神种子，进而

长出一棵参天大树，撑起一方精神天

地。

常念为经，常说为典。闲暇之余

捧出经典，诵读默念，采撷珠玑。长

此以往，便能在经典的烛光指引下学

有所得、业有所成，不断将经典中蕴

藏的深邃思想和智慧光芒转化为我们

奋进新时代的不竭动力。

循着经典的烛光前行
■滕鲁阳 张冰瑶

《革命先烈家书选》 1991年初版

时，国家教委等部门曾联合下发通

知，向全国青少年推荐此书。书中

选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08位先

烈的161封红色家书，主要包括往来

家信、狱中信函、所留遗书等。每

名先烈的书信前面都对他们的生平

事迹进行简介，后面附有简要注

释，对家书写作的时间、背景、地

点等加以说明。阅读这些书信，虽

然隔着厚厚的历史云烟，我们依旧

可以清晰地看到穿透岁月的光芒。

时又清明，再次翻开《革命先烈
家书选》（百花文艺出版社）这本蕴含
着先烈精神血脉的家书选，品读着革
命先烈们篇篇震撼、句句深情、字字
凝血的红色家书，他们的勃勃英姿，
他们的万丈豪情，他们的音容笑貌、
深邃目光，仿佛就在眼前，时时震撼
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指引着我们。

书中的 108 位革命先烈，既有我
党早期的领导以及威名赫赫的将
领，也有普普通通的党员。收录的
161 封家书，有的成于在押途中，有
的写在被捕入狱之后，更多的是革
命先烈们英勇就义前所留。他们写
信的对象或是父母妻儿、兄弟姐
妹，或是革命同志、生死战友，甚
至是尚未出生的儿女、同在狱中的
爱人。当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
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时候，年纪
最大的已近 60 岁，年纪最小的只有
17 岁，大多数人正值 20 多岁的青春
芳华。

在革命先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
征途中，他们的每封家书都彰显了
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1923 年，
年仅 24 岁的刘华考入上海大学，在
给叔叔的信中，他意气风发地写
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只要认清了
前途，就是拼命也要去干。”同年 11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
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当选中
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参加领导
五卅运动，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
员长、代理委员长……朝气蓬勃、意
志坚定的刘华在自己认准的“前
途”上马不停蹄地奔走疾呼，直至
1925 年 12 月 17 日，时年 26岁的他被
军阀孙传芳残忍杀害。

当革命先烈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
挥下屠刀时，他们的每封家书都闪
烁着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革命豪
情。邹子侃被捕后，敌人要求他写
悔过书，他写信给父亲表明了自己
宁死不屈的决心：“宁死而不求虚
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
可断，志不可屈也”；童年曾和毛泽
东一起在私塾读书的钟志申，牺牲
时留下了一份沾满鲜血的遗书：“当
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
志”；黄竞西在 《狱中给楚云妻的
信》中写道：“死是一快乐事，尤其
是为革命的。我在未死前，毫不畏
惧，你们不要痛心。”

在革命先烈生命极尽绚烂、最后
那一刻来临之时，他们的每封家书

都饱含着对人民的深情、对祖国的
热爱、对革命事业的信心。“谁无父
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
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
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
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
死的同志来完成。”这是 1928年 10月
10 日，陈觉牺牲前四日写给仍在敌
人监狱中的妻子赵云霄的遗书，当
时赵云霄已有身孕。这是一封生别
死离的信，夫妻双双都知道自己必
死无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

凝结着革命先烈声声叮咛、句句嘱托
的红色家书又何止万钧之重！它激励
着“后来人”继承遗志、前赴后继、
艰苦奋斗，鼓舞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人牢记使命，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
斗，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东风浩荡，蓝图
已经绘就，作为青年人，应该如时年
22岁的烈士杜永瘦在慷慨就义前所希
冀的：“你的前途应当是‘干’！你的
责任应当是‘干’！”“干呵！只有干
才是你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勉
之！”我辈自当传承先烈根植于血脉
中的红色基因，依靠埋头实干托举复
兴梦想，通过不懈奋斗把蓝图变为现
实，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以
此来告慰先烈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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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中国古
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历史学家阎崇年在其所著《御窑千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
首先由一个典故引出“中国”与“瓷器”的
历史渊源。“瓷器”与“中国”的英文之所
以都叫作“china”，就在于早在 1000多年
以前中国瓷器就跋山涉水、漂洋过海，成
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成果的无声的使
者，让西方世界把“瓷器”与“中国”合为
一体。这样的开篇马上把人带进一种意
境，让人感受到中华瓷器的深远影响，更
感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瓷器也
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之情。

阎崇年先生这本《御窑千年》，重点
是要探讨宫廷与御窑瓷器的历史、文化
关系。作者立足于千年中西历史，纵论
从宋代到清代以来御窑的兴与衰，透视
不同风格、不同色彩、不同大小、不同形
状瓷器的情与趣，并带领读者去品味诸
如大元青花、宣德青花、成化斗彩、弘治
娇黄、正德青花、嘉德大器、万历彩瓷、郎
窑红瓷、珐琅之秀等御窑瓷器中的经典
之作、精品之作。通过历史的观察，人文
的叙述，以小见大，寓理于器，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御窑及瓷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
作用，展示了瓷器文化的辉煌灿烂。

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瓷器
之所以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就在于中国
瓷器匠人乐此不疲的创新精神。在《御
窑千年》一书的自序中，阎崇年先生就写
道：“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
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创新，既
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御窑千年》
的历史文化，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
精华是“新”，就是思想创新、管理创新、
技艺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既是中国瓷

器文化发展之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
绵延之生命力。阎崇年先生举例道，宋
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
声如磬”；而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又一
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开创了彩色瓷
器的新境界；至于明代的斗彩、五彩，更
是争奇斗艳，五彩缤纷；清代的珐琅彩、
粉彩，又吸取西方绘画技术的技巧，把各
种色彩、各种绘画技艺都纵情而灵动地
铺展在瓷器上……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不断创新，不断追求，不断攀登，才把中
国瓷器推向极致，推向高峰，成为世界瓷
器中的瑰宝。

阅读这本《御窑千年》，我们还能从
字里行间感受到，支撑中国瓷器不断推
陈出新，把中国瓷器的制作水平、产品质
量一步一步推向新高，最关键的，还是那
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是他们用一丝不
苟的精湛技艺创造出中国瓷器一个又一
个高峰，让中国瓷器释放出耀眼的光彩，
惊艳于世界。即使是在清末，清政权已
经风雨飘摇，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
保证御窑的运转和工匠的生活。就是在
这样艰难困苦中，陈国治、蒋子检、冯询
等工匠仍然坚守在御窑的工作间中孜孜
不倦地追求，创造了中国瓷器的又一个
辉煌。事实足以说明，是工匠们的锲而
不舍和创新追求，才不断把瓷器制作工
艺、制作水平发挥到淋漓尽致，让中国瓷
器成为中国的骄傲，世代不衰。
《御窑千年》一书不但能让我们看到

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脉络，也能看到中
国瓷器中包含的灿烂文化，更能够唤起
我们对锻造瓷器文化工匠精神的尊重。
但愿这本《御窑千年》能唤起全社会对工
匠精神的弘扬，让中华文明的薪火烧得
更旺，让中国智慧更多地造福全人类！

瓷器文化与工匠精神
■贾登荣

一日，提笔写字竟想不起“喷嚏”怎

么写，不禁一阵脸红。

提笔忘字，忘掉的岂止是“喷嚏”二

字？再看看充斥在媒体、荧屏、户外的错

字别字，觉得我们真是愧对了老祖宗，愧

对了造字的仓颉。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

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野兽

的脚印）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

书。”这就是“仓颉造字”的典故。据说仓

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

经训》），意思是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

里发出哭声。显然这个传说将汉字神秘

化了，况且把汉字的创造归功于仓颉一人

也有失公允(仓颉可能是整理文字的一个

代表人物)，但是，它却体现了汉民族对汉

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仓颉造字迄

今，中华民族能够绵延数千年而始终能保

持着青春的活力，原因就在于它比任何国

家和民族都更能获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

滋养。其间，汉字的功德殊莫大焉。作为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如果没有

汉字的承载，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也许早

就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湮没了。

记得以前上学时老师常讲，字如其

人，字是一个人的“第二张脸”。写一手漂

亮的钢笔字，老师表扬，同学艳羡，连写情

书都能多几分胜算，是多么令人骄傲啊！

如今这张“脸”却被毁得差不多了。平时

写条横幅标语，年关时写副春联什么的，

偌大一个单位竟找不出几个能写写画画

的人。更严重的是，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

越严重。不信，你写几个试试：鳏寡、龃

龉、羸弱、邋遢、饕餮。这些字笔画虽多，

但也是比较常用的，算不上生僻。

有人说，一手好字让电脑给废了。

还有人说，现在是无纸化办公，蘸着墨水

写字，既不经济也不低碳，干吗写字？这

些说法值得商榷。美国学者杰茜卡·贝

内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新技术

的确给古老的汉字艺术带来强烈冲击，

但把汉字书写危机归咎于电脑，就如同

把走路崴了脚归罪于路，喝酒伤了肝归

罪于酒一样，是站不住脚的。关键是因

为我们对方块字缺乏一份应有的珍视，

对汉字文化缺少一份应有的敬重。

与表音文字不同，汉字是一种表意

文字，音形义三位一体，这种特性使其具

有很强的超时空性，成为世界上罕见的

蕴含深厚文化传统的书面语符号。在书

写过程中，写出形，读出音，想到义，可以

说一笔一画都洋溢着细腻的感情，在此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国

传统艺术的又一瑰宝。2008北京奥运

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将肖

形印、中国字和五环徽有机结合，融中国

文化与奥运精神于一体，令世人惊艳。

也应当承认，过分依赖键盘“敲字”，钝化

了汉字书法的审美能力，忽视了手写也

是传承汉字文化的方式，而仅仅将汉字

视作一种表意符号，一种交流工具，其结

果，就是使汉字沦落到了实用的层次。

至于电脑上开发的这个字体那个字体，

看上去也美，可机器生产出来的千篇一

律、毫无灵性的东西，还能叫书法吗？

据报载，这些年，亚洲一些国家展开

了一连串争夺中华文化的举措：向联合

国申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抢注端

午祭文化遗产，否定中医是中国的国粹，

等等，甚至声称汉字并非中国文字。如

此之举固然让人感到可笑可气，但回头

看看当下汉字的生存现状，难道不令我

们汗颜吗？身为仓颉后代、汉字传人，我

们有理由、有责任守住我们的文化之根，

让它绽放出更为鲜艳的花朵。

莫要愧对了仓颉
■侯继超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大臣，
由他发起主导的土地和军事改革，大大
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生产关系，不但使
郑国走上了“复兴”之路，而且为此后战
国的“变法运动”起到先导和示范作用。

子产在郑国主要实行了以下几点改
革措施：一个是在郑国内整顿田亩，重新
划分田界。使普通百姓有田可种，大大
增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郑国
农业的发展，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可以说
利国利民。再有，他创立了合理的按丘
收税制度，使百姓有纳军赋和服兵役的
义务。他还在郑国铸刑书，也就是把法
律条文铸造在青铜鼎上，并且公之于众，
这样就使得郑国有了法律，人们做事便
有了准则，促使全国上下有法可依，维护
了国家秩序。他的政策大都有利于人
民，所以受到人民的欢迎。

史载，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
20 多年，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
就。公元前 522年，子产病逝的时候，郑
国青壮年号啕大哭，老人也都哭得像孩
子一般。千里之外的孔子泣曰：“古之遗
爱也！”后来，孔子在其《论语》中给了子
产最高的评价：“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
也惠，其使民也义。”

左丘明在他的《春秋左氏传》中也为
子产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左传》载列国
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

关于子产的历史地位，历代著名历
史人物都不吝溢美之词。

明人包裕曾写诗称颂他：“当时豪杰
事纵横，独有先贤治尚平。”清初著名史
学家王源更将子产推为“春秋第一人”：
“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
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
第一人。”另一位学者李元度更是认为，
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使是诸葛亮，也不
过是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
“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指左丘
明）心折之第一人。”

然而，即便上述如此特殊亮丽的历史
记忆，还不是子产一生中最值得后世效法
和赞美的功绩，子产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成文法的制订者。他一改过去统治阶
级“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理念，认为
法律只有公开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基
于此，他将刑法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史称
“铸刑书”，这部成文法甚至比古罗马的第
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早一个世纪。

史载，子产准备铸刑书时，当时的春
秋霸主晋国大臣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
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
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意思是，公布
了成文法后，老百姓便据法而力争，连应
当处以何种刑罚（锥刀是刑具之义）这样
的问题都要和国家争辩，如此便使“贵贱
不愆”的礼制荡然无存了。但是子产毫

不动摇，他回答说：“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
也。”——他以不顾死生的坚定意志，最
终强力推行了有利于国家和中华民族历
史进步的先进法律制度。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子产之
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成就，正是源自于
他的“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由子产改革，我想起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从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到勇于改革
的子产，都以自己的责任担当，为中华民
族的生存发展倾注力量。

勇于担当的历史脉动在延续。孔子
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孔子弟子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孟子则提出：“如欲平治天
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哀民生之多艰”的
屈原在《离骚》中也唱道：“吾将上下而求
索。”

及至东晋，祖逖为北伐中原“闻鸡起
舞”，中流击楫；唐代韩愈更是“欲为圣朝
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到了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了“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著名观点；另一位学者陆
九渊更是坦陈：“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
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
才，传之学者”；名相范仲淹一句“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后世

传唱千古的名言。
南宋文天祥除了留下“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诗文外，还曾
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
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

明代于谦写下了“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担当誓言”；张居正
更以“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
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作为自己的为
官箴言；明末，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先声；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
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
夫之责乎？”学者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
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留下了“大事难
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
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的名联。

清朝末年，时临天下危亡之际，一代
名臣林则徐更把子产的名句“苟利国家，
生死以之”进行了发挥，留下了“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成为后
世华夏儿女景仰追摹的思想标杆……

鲁迅先生总结说：“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
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
就是中国的脊梁。”由子产改革，我们想
到了家国情怀和历史担当。今天，我们
每个人都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历史上
的优秀传统，要勇于担当，勇挑重任，要
敢于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我
们的民族就有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气势
磅礴的力量，我们的中国梦强军梦就有
了牢固的根基和依托。

由子产改革想到历史担当
■吕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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