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参观孔子研
究院时，他饶有兴趣地翻看桌上摆放
的展示研究院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
物，看到院长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
语通解》、 《论语诠解》 两本书时，
他拿起来翻阅：“这两本书我要仔细
看看。”他还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
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
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
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
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
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发挥积极作用。

一席话，让这两部书“一夜畅
销”。

《论语》 是语录， 《孔

子家语》是全集

顾名思义，《孔子家语通解》是
对《孔子家语》的通盘解说。每篇正
文之前以“序说”通说全篇，“注
释”、“通解”则网罗、综合各家，
既择善而从，又爬梳剔抉。这部书原
由台湾万卷楼于 !&&'年出繁体版，!&&(年 )月齐鲁书社出简体修订
版，全书 '%万字，被列入“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孔子家语》和《论语》一样，都是弟子们对孔子当年教学时的

言语、对话的记录。如果说 《论语》 相当于孔子语录精选本，那么
《孔子家语》 则相当于全集。 《论语》 只有两万多字， 《孔子家语》
却多出 )倍。

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杨朝明说：《孔子家语》提供了一个
通篇的语言背景和环境，更加系统。过去常觉得《论语》篇章之间是
随意堆砌，但如果看了《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其内在关联———它
是按照对于孔子思想的内在认识和系统看法排列的，!&篇服从
于整部《论语》的中心思想，而一篇内的各章是对该篇中心
思想的阐述与发挥。 《论语》 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
体系完整的大论著。

《论语诠解》从仁者爱人、为
人知礼、学以致道、仁义

之交、孝悌齐家、处
世之道、君子境界 *

个方面阐述了
《论

语》的思想精髓及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并对《论语》的很多言论进行了重
新诠释和解读。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缺少具体语言环境，
传统理解是强调君臣父子各行其道，是统治阶级的尊上符咒。但 《论语诠解》
认为孔子强调的是“正己”，就是每个人在不同位置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使个人行为符合自己身份。

《论语诠解》 认为， 《论语》 首
篇首章很多人就理解错了。传统解读
把三句话割裂开来理解，认为“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的是学习，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的是
朋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说的是胸襟。其实这三句话是相
互关联的。“学”是名词而非动词，
指孔子的学说、信念、主张。“假如
学说被社会采用，不是很高兴吗？退
一步说，假如社会没有采用，但是赞
同我的人从远方来和我一起讨论，不
是也很高兴吗？再退一步，如果全世
界都不理解我，我也不恼怒，不也很
有君子的胸怀吗？”这是孔子人生的
三个境界。

再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传统理解是将妇女等同于人格卑鄙的
人，但实际上“小人”是指地位低下
的人，不仅不是轻视，反而是重视。
周初有“敬德保民”的传统，孔子思
想与文武周公一脉相承。 《孔子家
语》中有“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
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
其情，然后民乃从其命矣。故世举则

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就是这个意思。

《论语》光辉耀千年

作为儒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做人之道、
治学之道、治国之道，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已成为一种
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思想、情
感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吮吸到鲜活、丰富的人生营养。

罗素曾评价说：孔子是古代的大师，他的人品一直刻印在中国文
明之页，孔子的传统思想以及同它一起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
活方式一直存在着……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纯属于一种伦理
体系，但又不是高不可攀，可以实行于生活实践之中。这
是孔子的学说很容易被世人接受的重要原因。

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论语》具有世界意义和现
代意义。当我们用文化体验解读《论语》，那些古
圣先贤的光芒，会穿越千年时空，照耀当下，
也让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因为多
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陪伴，而变得
厚重和温暖……这大概也

是总书记要“仔细看看”
这两 本 书 的 初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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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著名演员李雪健 5大家脑海中里总离不开“好
人”、“淳朴”、“善良”这几个标签。我第一次见到这位
著名电影人，的确感受到了他身上的“知足”、“认真”、
“纯善”。

他谦虚地表示，“家里书房简简单单的，没有特别多的
书，但都是平时我爱看的。有些杂，很多类型的书都有”。

李雪健的生活、工作始终没有离开书。他还记得小时候
看的第一本小人书，那时资源虽然匮乏，但他和同学互相借
着看。可能就是在那时，他第一次产生了对书本的渴望。
“对看书这件事的认识，我有两个阶段，前期是典型

的实用主义，需要什么就看什么。比如年轻时候当兵，离
家后会因为念家就读一些和家有关的文章。后来进入专业
后会根据角色，临时找大量相关书籍阅读，其中最多的是
人物传记，印象最深的是《焦裕禄》。角色传记会有很多
版本，这些都要看，没准从哪儿就受到启发。后期是从

!""" 年生病至 !""$ 年痊愈到现在5有过这个经历之后5我
就开始把书当成人生的导航仪，像空气、水一样离不开
了。我认为想当一个称职的好演员，不学习不读书不行，
书可以帮助一个人从艺匠变成艺术家，这是我的理想。而
且在我看来，只要能丰富人生的都是一本书，不单单是指
单纯的书籍。”

李雪健 男，!"#$ 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

在中学、工厂、部队均为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员。%"&'年

借调到二炮话剧队，后入总政话剧团。%"&&年考入空政

文工团，%"&(年入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为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参演作品有 《天山行》、 《鼓书艺人》、 《焦裕禄》、

《四十不惑》、 《蓝风筝》、 《横空出世》、 《百年情书》、

《有话好好说》、《建党伟业》、《杨善洲》、《温故一九四

二》等数十部电影、电视作品。

《论语诠解》抒新见

魏传忠，.(') 年生于

山东阳谷，现任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

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他幼承庭训，苦学颜柳，工

作之后醉心草书，在诗词、

随笔等方面均有造诣，形成

了潇洒劲逸的风格，尤以行

书、草书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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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意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然而，“千秋”之业必得有对文化的敬畏之
心，还须有坐冷板凳的耐力和坚忍。由清史
专家何龄修任顾问、刘宁主编的 《柳敬亭研
究》，以治史的态度打通时空的分门别类，其
多维度的研究观照，不仅成就一部当今柳敬
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还为“乡邦文献”研
究方法作了严谨而生动的探索。

评话宗师柳敬亭是江苏泰州人。生活于
明末清初的他，不仅以说书闻名大江南北，
而且作为左良玉的幕僚参政，虽为谈词之辈，
却非“饮食之人”。正因“亡国之恨顿生，檀
板之声无色”，在世时就有钱谦益、黄宗羲等
大家为其作传并多有诗赞。张岱描写其说
《景阳冈武松打虎》的绘声绘色，作为经典常
被后世引用。“柳研”虽不能算“显学”，但
由清至民国，代有名家研究并为其列传者：

清初“四王”之首的

王 时
敏、被董其昌

视为“初唐王勃”的
冒辟疆、清代著名诗人同乡

邓汉仪、大儒俞樾、民国陈汝衡、
曹聚仁，直至当代散文大家董桥……面对绵
延不绝而又浩茫的资料，编者冷静、科学地
将其分为：“同代人写传记、题赠”、“清
人笔记、诗词戏剧中相关资料”、“评传、
年谱”、“民国迄今研究论述”等六辑。既
按年代时序，又分类别列章，纵横交错却浑
然一体，蓬茎硕大且能辨主杆、枝叶。皇皇
*"万言，多见编者用心与点睛安排。

近十几年来，《四库禁毁书丛刊》、《续
修四库全书》、 《全清词》、 《清代诗文集汇
编》 等大型丛刊的先后出版，使不少材料浮
出水面。编者广为收集，穷尽其有，兼容并
蓄。继上世纪 $"年代现代作家陈汝衡写《说
书小史》 对柳敬亭的资料作较全面梳理后，
版本专家陆铨专门编著《柳敬亭遗事》，中国
社科院研究员何龄修对柳氏生卒年以及生平
活动的详实稽考，“追寻柳老生平于荒烟败
草之中，残册故纸之上”，而德国、丹麦、日
本等汉学家从中国曲艺及中国文学创作中口
述与笔述之关联与影响考察柳敬亭活动，将

“柳研”推向文学生态学乃至比
较文学的新视界。

终日所思，不如须臾所学，跂而

望，不如登高之博见。

———荀子·劝学句
魏传忠书

.! 月 $ 日到 !'

日，“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
四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图展出，
这一活动是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的，
全国 %"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
民族宗教系统等古籍收藏机构参与。展览从第四
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件古籍文献中精选
.."件代表性珍品，包括甲骨文、敦煌遗书、宋元
旧拓，还有民族古籍和外文善本。殷墟甲骨证实
了殷朝的真实性，蒲松龄的 《鹤轩笔札》 让观
众亲睹他的手泽， 《本草图谱》 图文并茂、
相映生辉，宋淳熙八年刻本 《扬子法言》
填补了台州本的空缺，很多稿本上作者
独具特色又颇似法书的字迹更是让
人发思古之幽情。

（张 鹏）

李雪健：丰富人生都是“书”
杨丹伊

由 新 华
社高级记者

刘卫兵撰写摄
影的 《我们这 $"

年———一个记者眼里
的中国改革开放》 （简

称 《我们这 $" 年》） 中英
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同
步出版发行。全书共 .)万字，

!$"多张纪实图片，既有百姓日
常生活变化的小事：诸如“别了，
粮票”、“冬天，母亲给我搬来一
百斤大白菜”、“父母抢购降价货”、
“‘熊猫’广告羞怯上公交”、“今天
你看微博了吗”，也有重大历史事件
的亲历和思考，诸如邓小平逝世、香
港回归、中美世贸谈判、.((/ 年特大
洪水灾害、“非典”肆虐、连战首访
大陆5上海世博会、唐山和汶川地震等，
凝聚了一个媒体人 $"多年对社会变迁
的细致观察与思考，是以个人视角记
录的家国变迁史，也是身处这一历
史变革大潮的人们拥有的共同记忆。

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在序言中写
到：巨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特
别是中国 $" 多年改革开放最显
著的特征。其中最深刻的变化
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可以
梦想成真的年代。作家梁
晓声认为：“这样配有
大量摄影图片的书，
不仅给历史留下许
多珍贵的资料，
还能使人的回
忆和思想
清晰起
来。”

李雪健在书房读书

第四批
国家珍贵古籍
向百姓展颜

明杨荣起抄 周淑祜、周淑禧彩绘本《本草图谱》一页

总书记要“仔细看”的
儒 学 书 籍

许民彤 小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