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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的 《小文三百篇》 以
作者积年发表在 《人民日报海外
版》 头版著名专栏“望海楼”的
千字文为主体，兼纳其他短文，
结集成册。人名、书名，都甘居
其小，道内、道外，都直抵人
心，颇具大家气象。

纵览全书三百篇，不说字字
珠玑，也是篇篇不空。它们充满
了作者对党、国家、民族和人
类、社会的热爱，灵动着历史唯
物主义的色彩，令人不能不叹服
作者的思想容量与文字功底。

在我看来，《小文三百篇》 是
一本随笔式的政治教科书。国情
亦政情，云诡波谲，澎湃奔腾，
在作者笔下却举重若轻，娓娓谈
来，貌似风轻云淡，但随笔不随
意，大有深意在焉。小文还提出
了 一 个 原 创 性 的 重 大 命 题——

“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为主体，也应该在一定范围用
公共的权力去运作资本、调控市
场、经营经济，执政党不可能不
言‘商’经‘商’。那么，执政党
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验？”

在我看来，《小文三百篇》 又
是一本历史必读书。《古人智慧与
中国外交新理念》 等篇章，对世
界、民族、宗教的历史进行了深
刻诠释。思辨不强辩，原创析原
理，读此可以史为鉴，博古通今。

在我看来，《小文三百篇》 还
是一本中华文化工具书，具有很
强的文化性。

今年 5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
为 《人民日报海外版》 创刊 30 周
年作出重要批示——“30 年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积极传播中华优
秀文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在
外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
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就是娴熟运用祖国文化，
亲切有效地推广中国形象的宏旨大事。小文的“三百
篇”恰恰是非常好的践行示范，巧说不炫巧，大家说
家常。“我小时候家里穷，每天只有红薯一样主食，早
上红薯蒸着吃，中午红薯煮着吃，晚上红薯熬汤吃，
久而久之吃坏了胃，结果落下了胃病病根。后来一位
中医告诉我，饮食需要调剂着吃，不能一日三餐只吃
一样。”人们的公共精神胃口同理——不能只吃一样。
因此，小文先生行云流水般的美文，格外好读、耐
嚼、说人话、余味悠长。他用茶书琴韵礼乐为翼，从
容、大气、平和为体，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历史深
度，还有对中外社会现实的深刻观照，令读者、听者
入耳入脑入心——原来核心价值观可以这样迷人！

他的文章形象生动，亲切自然。《他的头脑像一艘
升火待发的军舰》，形容马克思的头脑，准备一接到通
知便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一盘活棋两个“眼”》说

“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和推进，就像在下一盘头绪繁
多、错综复杂、厮杀激烈的围棋，形势驾驭、棋形死
活、力量消长、最后胜算，关键在于是否在棋形上作
出两个‘眼’，且必须是‘真眼’。一个‘眼’：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另一个‘眼’：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
人民民主”。这种画龙点睛的视角，已经超越了旁观者
的局限，而有可资借鉴的资政意义了。

因此，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一本介绍中
国的书中专辟一章写叶小文。因为他觉得，小文先生既
代表了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也代表了许多具有成熟缜
密思维方式的中国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小文
先生视为中国“软实力”的一分子，亦不为过。

闪
烁
着
思
辨
光
芒
的

大
家

小
文

张
春
香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
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自有
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
儿欲遂平生志，六书勤向窗前读。

——宋·赵恒《励学篇》 贾笠书

书法家简介 贾笠，字墨之，1968 年出生于
书画世家，其绘画格调高雅、艳而不俗，书法则潜心
临摹历代经典名帖，先以柳体为基础，后研究《兰亭
序》和《圣教序》行书、《张迁碑》隶书、怀素《千字文》
草书，20 多年来博采众长，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北京奥运期间作品《吉
庆丰年》获金奖，书法《中华龙》出版发行了邮票首
日封，百米长卷《百福百寿》获银奖。现任中国长城
将军书画院北京分院副院长、中国书画家协会理
事、魅力中国行活动组织委
员会副秘书长、美国太平洋
大学客座教授、大中华诗词
协会副会长。他的小楷《道
德经》《金刚经》分别被故宫
博物院和少林寺收藏。

《追求公平——加拿大华人领袖
陈丙丁律师》（中国华侨出版社出
版） 新书推介会近日在北京华侨大厦
举行。

陈丙丁是加拿大华人领
袖、著名律师、教育家、社
会活动家，祖籍福建省永春
县 ， 从 事 法 律 、 教 育 30 多
年，担任全加华人联会名誉
执行主席、多伦多华人团体
联合总会名誉主席，曾荣获
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发的加拿
大建国125周年勋章。他曾促
成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全加华
人道歉，还为中国政府提供
了有关“赖昌星遣返问题”
的重要法律意见。

本书围绕陈丙丁在加拿
大打拼开拓的 40 余年历程，
道出了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加
拿 大 华 人 大 团 结 、 华 人 权
益 、 地 位 奔 走 ， 为 一 个 公
平 、 正 义 的 社 会 奋 斗 的 一
生。书中涉及到陈丙丁成长

的时代背景、海外华人面对的挑战
以及在海外社会生根立足、生存发
展的困境和成就，具有一定的历史
价值。 （刘居星）

近年来，国
人对国学突然有
了兴趣，从商界
大 亨 到 文 化 名
流，从权威人物
到莘莘学子，大
家都在念叨千百

年前的古人古书，一致说着 《弟子规》
《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的好，实在让
人既兴奋，又多少觉得有点忧虑。国学，
由汗牛充栋的典籍和口头流传下来的民族
文化精神组成，确实值得学习和继承。不
论什么人，读一点圣贤语录，大概总比吃
喝嫖赌要好。但在下认为，国学并不是童
蒙私塾里念的书歌子，国学是一个完整的
系统，不能靠断章摘句去把握；国学也不
仅仅是一碗心灵鸡汤，而是我们安身立命

的根基，不然的话，生活将是暴虎冯河的
赌局。更为重要的是，既往的国学须经当
代人的眼光加以审视。

国学可以通过典籍去了解，但典籍也
有典籍的局限——它不足以囊括这个伟大
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真正的传统是上自
庙堂下至江湖纵贯千年的风骨，是任何灾
难都颠扑不破的文脉，是文字记载的和口
头流传的家风世相，是连绵不绝且不断演
进的生活方式，这绝不是一个流派一个主
义所能涵盖得了的。

国学包括但绝不仅仅是儒学，它应当
是数千来所有学派的精神集中和文化储
蓄。即使单论儒学，也得以孔子本人当年
的言行为准，而不能将后人的附会作为儒
学的正宗。前些年国人曾经讨论并赞赏过
的文本主义，窃以为，典籍文本至今仍有
价值。比如，要了解孔夫子的儒学，就以
读《论语》为好。

喜欢阅读 《论语》 的人，大概都会看
到孔老夫子的形象。那是一位渊博、执
著、忧国忧民的老先生，而且是一位直率
诚实的性情中人，全不是后来道学家所描
述的那种老气横秋的样子。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图书收藏家，也是
一位伟大的编辑和出版家，单是编校诗、
书、礼、易、乐、春秋这些大书，就足以

证明他学问了得。《论语》 的字里行间，
让我们看到孔子是个多么有趣多么可爱的
老师，他敢怒敢言，有时当面指斥弟子，
有时号召学生们对不肖之徒鸣鼓而攻之。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不赞成孔子的政治
主张，但孔子一辈子忧国忧民，始终怀抱
救世的热心，这一点恐怕没谁心存疑义。
孔老夫子游学各地，不厌其烦地向人宣讲
他的主义，纵有陈蔡之厄路人讥讽，都不
曾更改自己的信念。孔子终生坚信自己的
学说是正确的，他是个明亮而仁厚的长
者，性情就在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有时被
人看穿，他也付之一笑，很是可爱。

必须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才能懂得
儒学的由来和意义。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
是一个礼崩乐坏、动荡分裂的社会，诸侯
间彼此征战相互兼并，谁的拳头狠，谁的

阴谋诡计多，谁就是老大。百姓在旷日持
久的动乱中失去了安宁，也失去了正常的
心理健康。面对那样一种乱世，孔子努力
探讨善恶、是非、人性和治国之道。孔子
痛心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素质不行，缺
少诚信和忠恕，而且不尊重礼义廉耻；二
是统治者只晓得血腥杀伐，挥霍享受，兼
并侵略，不懂得治国治世还需文化伦理的
依托。于是，他从教育入手，从典籍切
入，创造了儒学。

儒学的价值核心是“秩序”，礼就是
秩序。孔子宣称“我从周”，是说景仰西
周的社会制度、文人圭臬、生活方式。但
是，孔子的学说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其
一是统治者能否自愿实施“仁政”“廉
洁”“克己复礼”？老先生一辈子都想把自
己的文化策论贡献给大小国王诸侯，到头
来到处碰壁，就是这一问题的明证。其
二，老百姓，即孔子所说的“民”，不肯
奉行“忠恕”“好德”，如何解决？

（王兆军 著名作家，著有小说 《拂
晓前的葬礼》、《乡下人》 三部曲等。《拂
晓前的葬礼》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
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报告文学《原野在
呼唤》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
学奖）

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的日子里，我驱车前往加拿大
列治文山市，拜访一位对白求恩着迷的历史教
师罗德里克·斯图尔特。

一片森林覆盖的丘陵，鸟语花香，曲径通
幽，路尽头是一栋二层木板别墅。81岁的罗德
里克身体瘦弱，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

我问，当初是什么激发了你对白求恩的兴
趣呢？他娓娓道来：1969 年，他在多伦多大学
附中教历史，讲二战史时播放了一部加拿大国
家电影局1964年拍摄的纪录片《白求恩》。一个
16岁的学生看后动情地说：他的父亲就是多伦
多大学医学院的名医，家中拥有3部汽车。他本
以为当医生就是为了赚大钱，车多才是成功的
标志，看了 《白求恩》 才明白，医生更重要的
使命是为民众解除疾患。罗德里克当晚难以入
眠：白求恩事迹动人，但影片内容有限，何不
广为搜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非凡的医生？

幸运的是，1970 年加拿大同中国建交，第二
年中国就在渥太华设立了大使馆。罗德里克向
使馆表达了前往中国的愿望，并于1972年踏上中
国的土地，采访了马海德等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医生、
战士和翻译等，聂荣瑧元帅还亲切会见了他。1973年，他
出版了第一本书——《白求恩》。特鲁多总理访华时将该
书送给中国领导人，回国后决定由政府购买白求恩故居。

政府将购房建馆事宜交由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负责，
但恢复白求恩出生时的原貌需要相关资料和专家指导，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按“书”索骥，聘请罗德里克担任顾
问，并满足了他到中国和西班牙再做实地踏访的心愿。
1975年，罗德里克再次访华，去了白求恩牺牲之地松岩
口。之后，罗德里克为加拿大中学生写了一本关于白求
恩生平的普及性读物。1977年，他将在美、加、西班牙
等国收集到的白求恩书信诗文合为一集，出版了《白求
恩的思想》。

罗德里克夫妇在中国担任英文教师时发现，中国人
对白求恩的了解多局限于他在中国工作的22个月，并将
其神圣化。这让他产生了再写一本书，更全面地介绍白
求恩的愿望。2005年，罗德里克携夫人莎朗开始了第五
次中国之行，在白求恩当年的学生张业胜和翻译董越千
女儿董春的陪同下，重走白求恩当年走过的晋察冀山
区。第二年，他们又到西班牙沿白求恩行医、运送血液
的路线以及他帮助难民逃亡的路线重走了一遍，2011
年，《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 英文版出版，
2013年又出了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

罗德里克告诉记者，白求恩一向关心弱势群体。他
20岁时自愿到安大略省林区，义务为外来劳工教授英语
和文化知识。1935年在蒙特利尔行医期间，白求恩周六
免费为青少年教授绘画，周日到青年基督教协会为穷人
义诊。1936年，他组织成立了“保障公众健康团体”。

白求恩对医学也颇有贡献。他在西班牙前线发明了

流动输血车，使得伤员不必运往城市医院输血，拯救了
大批士兵，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军事医学上的伟大创
举”。他发明的外科“开肋胸剪”至今还在使用，白求恩
的名字因此被纳入加拿大科技名人堂。

白求恩是个工作狂，做起手术来不知疲倦。聂荣瑧
曾亲自催促白求恩休息，他说：如果你累坏了，对反法
西斯事业也是不利的呀！但白求恩就是不听，有一回在
69 个小时之内做了 115 例手术。他为人处事高度负责，
严厉且不徇私情，为此，人们在私下里称他为“老虎”。
一位助手在手术室里吃苹果，他一巴掌将苹果打落在
地，严厉警告道：“在手术室里是绝不允许吃东西的！”
他还伸手将烟从聂荣瑧的嘴里夺走扔掉，然后说：在医
护所我是 BOSS，
得听我的。我要
告 诉 你 ，吸 烟 是
损害健康的。

白求恩极具
冒 险 与 实 干 精
神。临启程去中
国时，原本同行
的美国医生打了
退堂鼓，最后只
有白求恩带着一
位加拿大护士和
价值 5000 美元的
医疗器械义无返
顾地出发了。要
知道，那时苏联
和美国还远没有

要向德日宣战的意向呢！为信仰和追求放弃锦
衣玉食、美酒跑车的优渥生活乃至牺牲生命，
这是他最为可贵之处。白求恩是有名的胸外科
医生，曾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协会执委，在底特
律行医时开了自己的诊所。他年轻时相当精神
帅气，风流倜傥，并注重穿着打扮，懂得享
受。可他到了西班牙和中国的战地后，把这一
切都毫不顾惜地弃绝了。八路军领导要为他开
小灶，他拒绝了，坚持同当地老百姓和战士吃
一样的粗食淡饭。

在从晋察冀寄给友人的信中，白求恩这样
写道：“我真的想念咖啡、三分熟的烤牛肉、苹
果派还有冰淇淋。想想都是绝佳的美味呀！还
有书籍——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听音乐吗？
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那
铺着白床单软乎乎的床上是什么感觉？姑娘们
还渴望被人爱吗？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
次获得了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惊
喜。”罗德里克说，到中国后，白求恩变成了一
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那 22个月，是
白求恩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当听到中国人民今年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时，罗德里克说，他在重庆教书期间参观过1939年日
机轰炸重庆时人们避难的防空洞，在哈尔滨期间也去看
了日军 731 部队的遗址，曾亲耳听过人们讲述日本侵略
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战争暴行。他对中国人民的惨痛遭
遇和巨大牺牲深为同情，对日本当局至今不肯明确承认
并使用“侵略”一词感到不能理解。他说：不论日本首
相是不是承认侵略，是不是承认“强征”慰安妇，全世
界都知道那是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美国哲学家乔治·桑
特亚纳说过，“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是要重蹈覆辙
的”。将日本的侵略罪行公诸于世，为的就是要避免历史
悲剧的重演。

他与白求恩的 半 生 缘
本报记者 李学江

罗德里克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李学江的采访。 胡 萌摄罗德里克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李学江的采访。 胡 萌摄

《追求公平——加拿大华人领袖

陈丙丁律师》出版

6月30日，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及夫人徐美娟到访中国国家图
书馆，代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向中国国家图书馆赠送 300余

册图书 （含近 100册中文图书和 200余册英文图书），主要是新加坡作
家的著作和内容聚焦新加坡课题的书籍，以期加深中国民众对新加坡的
认识。作为50周年国庆活动之一，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向世界上重要
的图书馆每家赠送300余册图书。

陈庆炎总统一行还参观了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珍贵古籍雕版
特展”和“中国百年童书展”。陈庆炎仔细听取中国雕版印刷术的情况介
绍，观看了珍贵的雕版实物及“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
典》、《四库全书》等部分珍贵古籍，赞叹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

中国政府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取得的重要成效给予高度
评价。陈庆炎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国图馆藏其祖籍地福建

厦门的清代道光刻本《厦门志》以及清代光绪刻本
《新加坡风土记》等古籍。

（谢万幸）

新加坡总统伉俪
向国图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