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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里的中华科技》（上海科技教

育出版社）一书，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教授戴吾三所著。全书选取 70 多个

常用汉字，分农事、制器、技艺、认知等

项，还原汉字蕴含的科技元素，生动展现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中国古代

科技的灿烂辉煌。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每一

个精美汉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意蕴深厚

的人文故事，也深藏着科学技术方面的

丰富知识。在古代农耕社会，我国劳动

人民在辛勤劳作之余，一边观察自然万

物，一边在用心思考如何把握这个世界

的普遍规律。在这种长年累月的省思

中 ，他 们 逐 渐 发 明 和 创 造 了 古 老 的 汉

字。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仍处于

农耕时代，使我们依然能从今天所用的

许 多 汉 字 里 捕 捉 到 农 耕 社 会 的 印 痕 。

在那个文明初兴的时代，除了繁重的农

事，中国古人还学会了制造各种器具，

掌握了各种复杂的制作技艺，并从中获

得了对这个世界的清晰认知。这些农

事、制器、技艺和认知，除了体现出传统

文化的魅力，还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古代

科技的发展程度。我们现代人则可以

通过精巧的汉字，一窥古老中国的人文

样貌。

我 们 常 用 的“ 家 ”字 是 会 意 字 ，来

源 于 甲 骨 文 的 字 形 ，上 半 部 分 表 示 房

屋 ，下 半 部 分 表 示 家 畜 。 古 人 以 居 住

之 地 和 畜 养 家 畜 的 农 业 活 动 相 结 合 ，

表现出“家”的含义。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中

国 古 人 已 经 掌 握 了 驯 化 动 物 的 方 法 。

再 如 耳 熟 能 详 的“ 农 ”字 ，它 在 创 立 之

初 本 是 一 个 笔 画 复 杂 的 甲 骨 文 字 ，原

初之意是手持工具除草或在田间与山

林 耕 作 ，后 来 泛 指 农 事 、农 业 ，以 及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的 人 员 。 从 古 意 浓 厚 的

“ 农 ”字 考 据 不 难 发 现 ，在 商 代 的 众 多

农 业 生 产 过 程 中 ，我 国 人 民 已 经 懂 得

了借助各种工具开展各种劳动与生产

活 动 。 随 着 时 代 的 进 步 ，“ 农 ”字 也 在

一 步 步 演 化 ，从 它 笔 画 的 增 减 和 意 韵

的 延 展 上 ，我 们 亦 能 按 图 索 骥 地 体 察

出 中 国 古 代 农 业 技 术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汉字里能折射出中国古代科技的丰

富深邃。从侍弄稼穑到日常生活，从器

具制造到冶炼建筑，从统一度量衡到医

学天文，毫不夸张地说，在各个领域各个

维度里都能见到古代科技的影子。从这

个意义上说，品读这些意境深邃的汉字，

就好像穿越了茫茫时空，跟随着古人去

领略古代科技的发展历史，让我们在增

长知识、开阔视野的同时，内心的文化认

同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就 拿 我 们 常 用 的“ 中 ”字 来 说 ，它

的古体字像带有飘带的杆子垂直立在

地面上，表示日影不偏不倚，正处于中

间 位 置 。“ 中 ”字 的 产 生 源 于 古 代 的 测

影计时。彼时，古人为了把握好时间，

通 常 会 用 竹 竿 立 于 地 面 之 上 ，依 靠 太

阳投射下来的竹影长短以标记一天的

时 刻 和 太 阳 的 位 置 变 化 ，竹 竿 也 因 此

成 为 最 简 单 、最 原 始 的 天 文 测 量 仪

器 。 又 如“ 鼎 ”字 ，它 最 初 是 用 来 煮 食

物 的 容 器 ，因 其 庄 严 大 气 的 制 式 又 成

为国之重器的代名词。古时的鼎大多

用青铜铸造而成，有三足圆鼎，也有四

足 方 鼎 ，展 示 了 我 国 在 4000 多 年 前 就

已 经 掌 握 了 成 熟 的 青 铜 制 作 工 艺 ，并

且表现出绚烂的铸造水平。在制鼎过

程中所体现出的采矿、冶金、制作上的

综 合 技 术 被 载 入 史 册 ，在 中 国 古 代 科

技史上耸立起了一座丰碑。

精美的汉字奏出科技与文明的雄

浑交响，让我们聆听到时光深处传来的

天 籁 之 音 ，让 我 们 思 接 千 载 、心 游 万

仞。从汉字中审视中华科技的硬核实

力，可以管窥古老的华夏文明从混沌初

开 到 形 成 独 特 文 化 体 系 的 漫 长 过 程 。

从中华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又能见

证古老汉字随时代而兴、随朝代更替而

演化的发展路径。汉字与中华科技二

者相辅相成，在数千年的沧桑演变中彼

此借鉴，互为依存，共同绘制出了中华

文明的宏大气象。

沉醉于《汉字里的中华科技》，就如

同走进了中华科技的灿烂天地。以汉字

为媒，以历史为桨，划进那片光彩熠熠的

书海之中。就让我们悠然流连在文字的

海洋里，欣然矗立在科学的殿堂中，去尽

情领略巍巍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美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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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作

家吴玉辉的长篇纪实文学《四十九个昼

夜》。作品在历史调查和现场采访的基

础 上 ，真 实 形 象 地 还 原 了 一 段 革 命 历

史。1932年 4月 20日至 6月 8日，中央红

军在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毛泽东等人反

对，强行攻打赣州失败，致使江西中央根

据地面临危险的局面；中央红军在毛泽东

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东进闽西攻打漳州，最后攻占漳州获得

大胜。路线斗争、激烈冲突、战场硝烟，

一个个历史画面的生动再现，使作品十

分引人入胜。

历史的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历

史现场，而是需要在走进历史的过程中

寻找和感受现实的价值。吴玉辉对此

有深刻的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中曾经发生过许多的战役，漳州战役规

模 虽 然 不 是 最 大 的 ，却 有 着 非 凡 的 意

义。这次战役，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提振红军士气、向全国人民宣传红军抗

日主张、筹措资金物资解决苏区经济困

难、扩大红军队伍、强化闽西南革命根

据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更

重 要 的 是 ，漳 州 战 役 用 真 实 鲜 活 的 事

实，证明了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革命方

向、路线的正确判断，记录了他的“农村

包围城市”“党指挥枪”、集中优势兵力

运动中歼敌等军事思想的形成等。这

些思想和行动都对此后的革命产生了

非常重大的作用。

今 天 看 来 ，漳 州 战 役 依 然 是 一 次

需要认真记录并深入认识总结的历史

事件。吴玉辉的《四十九个昼夜》在漳

州 战 役 胜 利 90 年 后 以 文 学 的 形 式 走

进 历 史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 。

作 品 的 篇 幅 尽 管 不 大 ，信 息 量 却 十 分

丰富，主题内容深刻，具有很强的扩展

性，是我们坚守革命初心、正确审时度

势 、沿 着 正 确 方 向 继 续 稳 步 前 进 的 重

要参照。

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文学纪实书

写非常投入和用心。作者仔细认真地

研究了战役发生前后的历史背景——当

时中央红军在思想路线及人事关系方

面的各种复杂情形，真实书写了毛泽东

在遭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排挤的困难

环 境 面 前 ，以 党 的 利 益 为 重 ，顾 全 大

局，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下所表

现 出 的 高 远 见 识 和 智 慧 ，以 及 在 实 际

斗争中展示出的明断才能。作者参考

了 许 多 当 事 人 的 战 争 经 历 和 回 忆 资

料，像朱德、彭德怀、聂荣臻、邓子恢、

耿飚、杨成武等人的回忆。同时，作者

利 用 自 己 久 居 漳 州 ，熟 悉 当 地 地 形 风

物 和 风 俗 的 便 利 条 件 ，多 次 实 地 寻 访

当 年 的 战 场 旧 地 ，然 后 用 近 似 战 场 沙

盘 推 演 般 的 表 达 ，再 现 了 交 战 双 方 的

兵 力 调 度 、战 场 指 挥 、战 斗 表 现 等 情

景 ，生 动 形 象 地 再 现 了 十 字 岭 、杨 梅

岭、天宝山激战的情形。

作品还有不少像红九师参谋长耿

飚渡河时不会游泳，就找来个轮车内胎

作辅助泅渡等这样的战场细节描写；还

有对小号手、田桂祥、李金发、王占春、

高捷成等在作战中不幸牺牲的英雄的

描绘，生动再现了革命前辈奋不顾身与

敌人搏斗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为，在短

暂的时空里展现了红军的革命力量和

崭新形象。他们的牺牲奉献为当时的

中国留下了清晰的记载，也为后人留下

不灭的记忆。

《四十九个昼夜》还详细记述了红

军攻占漳州之后收缴丰盛物资的情景

（这些物资在以后的长征中对红军有很

大的帮助），记述了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

及时会同红军将领和地方领导，就如何

开展纪律建设，加强军民关系以及巩固

胜利成果，推动发展新局面所进行的筹

划安排。正是这些生动的总结和建设，

为以后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宝贵经

验。漳州战役锻炼和培育了一大批红

军指挥员，有力地壮大了红军力量。

漳州战役虽然前后只有 49 天，但它

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开

头，它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

卓识，也证明了毛泽东在思想方向路线

和军事指挥方面的睿智与才能。《四十

九个昼夜》在真实呈现历史事实的基础

上，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生动的历史书写与场景再现
——读纪实文学《四十九个昼夜》

■李炳银

《党的作风建设十讲》
■孙江涛

《党的作风建设十讲》（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一书，在分析党的作风建设的

重要性和当前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的形势

基础上，提出通过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

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坚决反对“四风”，

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

效化，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

设提供理论支持，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

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掠过弹孔的风音》
■张擎峰

《掠过弹孔的风音》（春风文艺出版

社）是诗人东来的第 11 本诗集。在这

163 首诗歌中，讴歌英雄和军旅的诗篇

占了近三分之一。东来诗歌创作传承

“新英雄主义”创作方法与理念，歌颂民

族英雄，传诵人间大爱，赞美大美山川，

具有触动心灵的细腻笔触、不合俗流的

语言风格、深刻凝重的哲思睿语。《掠过

弹孔的风音》《如果只唱一首歌，我要把

它献给人民英雄》等，体现了作者近年创

作的风貌。

每天早晨，窗外刚露曙色，只要一到

晨读的时间，我的“生物钟”就会自动唤

我醒来。下床找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角

落，拿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坐在椅子

上，在晨光熹微中开始了新一天的阅读

时光。细细想来，我的晨读习惯至今已

整整坚持了 29 年。

每次晨读少则一个小时，多则两个

多小时。不论前一天多累，抑或前一晚

的心情有多糟，第二天我都会雷打不动

地早起，捧一本书静静地阅读。

喜欢上晨读不只是因为它能让我少

了烦心琐事的打扰，更重要的，是因为晨

读时心静，记东西快，容易牢记知识内

容。凭借 29 载如一日的晨读，我完成了

人文社科类、文学艺术类等十几种 180

多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还记下了 20 多万

字的读书笔记。

晨读难在坚持，也贵在坚持。起初，

我也是硬着头皮早起晨读，可坚持时间长

了竟然养成了习惯。当然，这种习惯也是

一种自律——没有什么硬性要求，也没有

人监督，便能习惯性地早起阅读，现在不

晨读反倒不习惯了。

说句实话，我的晨读也曾因工作过

度烦心劳累而差点坚持不下去。每到这

时 我 就 暗 暗 告 诫 自 己 ：先 捧 起 书 本 再

说。每次一捧起书本，就像见到了离别

多年的老朋友，它不仅为我分担了生活

的忧愁，还医治了我心中的伤痛。时间

久了，我萌生一个想法：既然无法延长自

己生命的长度，何不通过读书去拓展生

命的宽度？因为每读一本好书，从某种

程度上说，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拓展。不

同的书像不同的朋友，有的清雅，有的温

馨 ，有 的 豁 达 ，有 的 浪 漫 ，有 的 循 循 善

诱 ……读下去，久而久之便会体味到一

种通晓人情的练达、一种“从心所欲不逾

矩”的从容。

看起来，晨读虽说算不上大块的读

书时间，但日积月累就能带来内在丰盈，

让我获得了知识、锻炼了思维、开阔了眼

界，还润泽了我的心灵、涵养了我的品

格、塑造了我的精神。

回想起来，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有

很多时候，尤其是当自己的才能还撑不

起自己的梦想时，如果不是静下心来用

苦心读书来丰富、武装自己，哪有后来的

见识和才干？又怎能驾驭一个又一个新

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必备本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晨读兴趣越

来越浓，从起初读一些世界名著和诗词

歌赋等文学作品，逐渐扩展到政治、军

事、哲学、历史、艺术、文化等领域。每读

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位高尚的人在谈话，

有一股暖流滋润着心田，让我陶醉其中，

领悟人生的真谛。

晨读不只是让我更加明白世界，更加

看清自己，更是帮我更好地直面纷繁复杂

的大千世界，让我的心智更成熟，让我的抉

择更正确，让我的行动更有力量，让我的生

命更有光彩。

人到中年天过午。我为自己感到

幸 运 ，我 与 书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寂 寞

时，我常常通过晨读充实自己，将心中

的苦、乐、悲、喜融入书中。书陪我走过

无助的孤独，迎来奋斗的欢乐；书也教

会我勤奋刻苦，努力拼搏，做生活的强

者。

晨读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让

我从中受益颇多。

受益晨读
■徐兴奇

新书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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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视觉阅读·边关月 李 江摄

我喜欢读诗，无论工作之余还是每

晚睡前，总用片刻时间读一首小诗。或

低声吟诵，或静心揣摩，总觉得回味无

穷，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古至今，大凡

学子自幼开蒙，就受诗歌的熏陶。孔子

曾告诫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

以言。”可见，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对

学诗是非常重视的。孔子认为，“《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熹

则认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

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这实

际上说的都是学诗的作用和意义。

在古代，不仅读书人之间常用诗来

进行学习交流、沟通思想，诸侯国之间

的使者有时也用诗来应答。据《左传》

记载，晋献公宠爱骊姬，但骊姬却用计

杀死了太子申生，后又逼晋献公的另一

个儿子重耳出走。重耳在外流亡多年，

先后到过卫、齐、宋、郑、楚等诸侯国，最

后到了秦国。秦国是当时的强国，重耳

到秦的目的就是想见到秦穆公，以求他

的帮助。重耳见到秦穆公后，诵了一首

《河水》，这是《诗经》中未收入的逸诗。

重耳诵这首诗是想表达对秦穆公的仰

慕，有“水流归海”之意，同时也是隐晦

而婉转地恳求秦穆公相助，帮他回到晋

国得到王位。秦穆公当时就回了他一

首《六月》，这是《诗经》中《小雅》里的一

首 诗 ，内 容 是 歌 颂 西 周 有 功 之 臣 吉 甫

的，赞美吉甫辅佐周王室有功。秦穆公

回这首诗的用意很清楚，既是相信重耳

将来能成就一番大业，又是委婉地答应

了重耳的请求。

诗词，不仅在人们对外交往中有其

妙用，在表达人们内心情感方面也是重

要载体。南宋诗人陆游 31 岁时曾写过

一首《钗头凤》，这是为他的前妻唐琬而

作 的 。 陆 游 与 唐 琬 情 投 意 合 ，两 心 契

阔，但陆母不喜欢唐琬，无奈之下，唐琬

只好改嫁。后来，在一次春游中，陆游

与唐琬偶遇于沈园（今浙江绍兴）。唐

琬遣人为陆游送去酒肴，以示牵挂。陆

游百感交集，一时兴起，便在沈园内墙

上写下了这首《钗头凤》：“红酥手，黄縢

酒 ，满 城 春 色 宫 墙 柳 。 东 风 恶 ，欢 情

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

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唐琬读了这首词，后来也写

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

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

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

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

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 、瞒 、

瞒！”此后不久，唐琬因感情折磨，抑郁

而死。

但陆游一生没有忘记唐琬，而是时

间越久思念越深。陆游晚年多次重游

沈园，每次看到题写在墙壁上的《钗头

凤》，总恍惚回到了从前，不禁涕泗横

流，泪湿衣襟。为此，他曾写过两首《沈

园》，一首是：“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

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

照 影 来 。”另 一 首 是 ：“ 梦 断 香 消 四 十

年 ，沈 园 柳 老 不 吹 绵 。 此 身 行 作 稽 山

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两首诗是触

景 生 情 而 作 ，都 表 达 了 陆 游 对 唐 琬 刻

骨铭心的怀念和无比哀伤的心情。陆

游 还 写 过 两 首 有 关 菊 枕 的 诗 ，其 中 一

首是：“釆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閟

幽 香 。 唤 回 四 十 三 年 梦 ，灯 暗 无 人 说

断肠。”意思是，记得当年唐琬亲自釆

了菊花，把菊花的花瓣缝入枕囊，如今

在屋内屏风和帷幕间还能嗅到菊花的

幽香，而每当闻到这香气，就不禁想起

四 十 三 年 前 的 往 事 。 可 如 今 ，在 昏 暗

的灯光下，只能徒增伤感，又向谁去诉

说 这 令 人 断 肠 的 悲 伤 呢 ？ 可 见 ，诗 言

志，更能言情，用诗词传情达意，则能

增 添 许 多 触 动 人 心 的 力 量 。 正 所 谓 ：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当然，我们学诗、读诗，不一定非要

成为诗人。我们读诗的意义在于，它至

少能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让我们多感

受一些书卷里的含英咀华。“学诗可以

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苏轼有一句

名言：“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思是说，若

一个人饱读诗书，那么他的才华、他的

气质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和显现出来，

这个人就会与众不同。

诗词是浓缩的情感，也是浓缩的世

情和人生。我们读诗，不仅可以触摸到

诗人的心灵、品格、修养，也能了解历史

风云、时代悲欢、人生冷暖，使我们在“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骛八极，心游万

仞”中陶冶性情。孟子就认为，如果你与

品德高尚的人交朋友还不够，那就要与

古人交朋友。他说过：“颂其诗，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这是在告诉人们，吟诵

古人的诗歌，研究古人的著作，就要了解

古人的为人，做到知其人、论其世。而无

论是古代优秀诗人还是现代优秀诗人，

他们的作品总能反映出其人生态度、价

值取向、胸怀抱负，我们读他们的作品就

如同见其人、交其友，就会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他们诸多的积极影响。

在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军

事题材诗歌历来是创作极为活跃的领

域。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

元曲，以及后来各个时代，以边塞与军

旅、守疆与征战、抗敌与平乱、保家与卫

国为素材的精品力作比比皆是。有的

诗人本身就是军中翘楚、一代名将，他

们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善于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尽显

笔剑卓绝的风流。

因此，对我们广大官兵来说，多读点

他 们 的 作 品 有 益 于 个 人 成 长 、建 功 军

营。譬如，读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

一书生”，可让我们从中体悟家国情怀；

读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可让我们从中体悟为国担当；

读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

奴血”，可让我们从中体悟血性胆气；读

于谦的“营中午夜犹传箭，马上通宵不解

鞍”，可让我们从中体悟时刻备战；读袁

崇焕的“仗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

侯”，可让我们从中体悟军人情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既是中国红

色 政 权 的 缔 造 者 ，更 是 成 就 卓 著 的 诗

人。读他们的作品，有利于我们更加了

解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进一

步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不 忘 肩 负 的 使 命 担

当。愿更多官兵从优秀诗词中收获成

长，获得力量。

让诗词伴随心灵成长
■轩 荻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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