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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对贾宝玉有明显爱慕之心的小姐有3位：薛宝
钗、林黛玉和妙玉，仔细读来，发现她们分别体现了儒道释的价
值观，令人感受到作者的匠心。儒道释三家几乎影响了每一个
中国人的生活，当然也影响了《红楼梦》的整体思想。

薛宝钗虽出身富商家庭，却完全接收与承继了儒家思想。
儒家的主要精神之一是积极的入世态度，一个有才能的人要将
服务社会当作正事。薛宝钗对儒家思想的维护与坚守，完全出
于真诚，她只是按儒家的礼教要求去说去做，不知不觉就形成
了这样的观念，局外的人看她是儒家的牺牲品，而她自己并不
觉得，那种思想与观念早已深入到了她的内心，异化成了那样
的一个人。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一个异类，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
这让他的父亲很是失望。宝玉对父亲的观念不赞同，却不敢公
开反抗，但对于薛宝钗对他的劝告，就很直接地表示讨厌了。
贾宝玉对薛宝钗的不喜欢，其实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不喜欢。

林黛玉则是道家思想的代表，她并不像王熙凤或薛宝钗那
样一生都在努力地力争上游，她只是在安心地做一个自己。就
连她对别人的讥讽或取笑，也只是出于自我情感的表达，没有
什么更深层次的目的。

道家思想跟儒家观念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儒家讲究的
是得到别人的承认，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放在社会背景中，
不允许张扬个性；而道家更加关注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我们
看到宝钗时时处处考虑别人会对她怎么想怎么看，所以，在长
辈面前点戏，她会揣度老人的喜好而点热闹吉庆的戏，零食也
点老年人能消化的甜而烂的东西，滴翠亭脱身更是为了保护自
己不惜伤害到朋友的利益。而林黛玉从来不曾刻意奉承别人，
也不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掩饰或遮盖，反而会在所有的诗
社活动时都尽力大逞其才，她自知有才华，就不愿掩盖，她想实
现自身的价值。

妙玉是一名佛家弟子，我倒并不认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
寄身庵中，只是因为身不由己。不过相对于大观园中的其他少
女来说，她已是相当出世了，对宝玉虽有好感，却一点都不外
露，只是一两次的脸红让读者看出其中的意味。正因为所有的
人都不认为妙玉与宝玉间有任何可能，所以宝玉才能那么直接
地表达他对妙玉的了解和关切，他深知妙玉的洁癖，在很多人
到她这里闲坐后，主动对她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
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

连黛玉对妙玉也没有半点的醋意，这与她对宝钗和湘云的
尖刻又不相同。在大观园诸姐妹中最为超凡脱俗的林黛玉，到
了妙玉这里，也是一个“俗人”了，而且还被妙玉很直接地批评：

“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
妙玉本人也是出身名门，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这样一位

千金小姐，最终沦落到这步田地，其实也暗示了贾府中小姐们
在家败世乱之时的状况。

宝钗、黛玉和妙玉各自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
家的思想，其实也代表了每个人心中这三种思想的争夺与影
响。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图片）

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思
想各种典籍中，唐诗传播最
为广泛，从三两岁的孩童到
耄耋老人，都能背诵《唐诗
三百首》里的名篇。李白有
诗曰：“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唐诗健
美多情风姿美妙，既有建安
文学的风骨，又有大小谢

（谢灵运、谢朓） 的清纯可
人。这是文学史发展的必
然，犹如大江大河穿过千山
万壑到中流变得格外辽阔有
气势一个道理。

初唐陈子昂奠定了唐诗
的健康的基调——“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何等阔大的胸襟，何等真挚
的感叹！此后，盛唐出了千
百万个才子诗人，李白、杜
甫算是佼佼者。读一遍《梦
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
诵一次 《蜀道难》《观庐山
瀑布》，真令人陶醉啊！杜
甫不仅在修辞上“为人性僻
耽 佳 句 ， 语 不 惊 人 死 不
休”，他在三吏三别中表现
出的强烈的人文情怀以及对
底层人苦难的同情，让今天

的人们依然引以为知己。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
少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文章合为时而著”，
可不是一般的随波逐流和庸俗的歌功颂德，而
是吟诵民间的真实和人性的良知。唐诗，让我
们看见了文学的楷模。

还有几个诗人不能不提。一是白居易，他
的诗歌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最有名的是 《长
恨歌》和《琵笆行》。白居易的诗歌不仅中国人
喜欢，在日本、朝鲜也很流行，当时被称为中
国第一大诗人。白乐天的诗在当时好比流行歌
曲的词，被教坊中很多艺人传唱。这一风格为
后来宋词和元小令的滥觞。由此可以看出，好
的诗歌应当是通俗易懂的，如果写得云山雾
罩，修辞诡异，那就只能在小圈子里品味，诗
人也就成了孤芳自赏的尤物。

晚唐李商隐的诗歌，感情真挚，体会细
致，富有想象力，最好的当属无题诗。李商隐
在描述爱情时，并不抱男子优越的狭隘态度简
单地欣赏和玩味异性，而是设身处地、自由平
等地去描写爱。他有好多名句至今为人们广泛
传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身无彩
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一位诗人，
能给后人留下三五首甚至一两句美妙的诗歌，
就足以告慰平生了，未必要出很多且很厚的诗
集。

唐代的诗歌之所以构成灿如银河的奇观，
和朝廷的文化政策有关。唐代科举是考诗歌
的。诗写得好，能在考试中得到高分，是扬名
立万的进阶之一。即使在考场外，诗歌写得
好，也会构成名气，甚至成为入仕为官的筹
码。因此，唐代诗人多有拿了诗作去拜访分管
文学艺术的官员的，李白就曾献诗给当时的

“文化部长”贺知章。贺看了他的 《蜀道难》，
情不自禁地感叹：这人简直是被贬谪到人间的
仙人啊——李白因此得了“谪仙”的称号。当
代社会也是这样，市场青睐游戏和歌乐，唱歌
的就很吃香，码字写文章的则相形见绌。

其实唐代的文章也有了不起的建树。位列
唐宋八大家的唐代文学家有两位，一是韩愈，
一是柳宗元。这两个人不仅是好朋友，而且共
同领导了古文运动，被后人称为“文起八代之
衰”的领袖。中学课本中有韩愈的《师说》《原
毁》、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捕蛇者说》，让我
们领略到古文大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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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
首方悔读书迟。

——唐·颜真卿《劝学》 张瑞龄书

书法家简介：张瑞龄，男，1936 年 9 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
市开平镇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商人家庭。在家庭熏陶下，6岁开
始习字，20 多岁起专攻楷书，继承了
颜真卿的雄强与朴厚、欧阳询的严谨
与气度、褚遂良的用笔与变化。其书
法结构严谨、方正灵动、古雅厚实，
尤其是被称为“折钗股”的线条，刚
中藏柔，韵律丰富。他是中国当代著
名书法家，华北英雄纪念碑背面碑文
即由张瑞龄书写，他的作品多次被作
为国礼珍品赠送外国友人。

受热捧的阅读新去处

2015年11月底，久负盛名的台湾“诚品书店”落户苏州，
立即顾客盈门。首期苏州诚品推荐书目是25年来200本的
选书回顾，足够满足读者们的阅读胃口，既保持了一些台湾
特色，也因地制宜作出了改变。也许现在人们对苏州城市之
美的印象，不会仅停留在园林艺术，还会想到这间著名书店。

与苏州诚品几乎同时开放的，还有位于北京的“杂·书
馆”。这是由知名音乐人高晓松担任馆长的一间具有公益性
质的私人图书馆，普通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来这里阅
读。该馆的藏书由民间藏书家贡献，高晓松在个人博客发表
的《杂书馆序》中写道：“大藏家献书百万，变藏经楼为图书
馆。”图书馆一开，即受到热捧。网友“额滴神娜”发微博称，
该图书馆“环境雅致，饮料水果免费，还有儿童图书室”，“有
雾霾的冬日，这里是一处清朗、暖心之地”。读者孙玮则喜爱
其环境幽静，“到这个环境中，人就会静下来，我觉得这是很
好的一个事情、很好的一个地方。”

而在浙江杭州，杭州图书馆在近期接连开放各种主题图
书馆以吸引读者。包括国内首家以电影为主题的公共图书
馆——杭州图书馆电影分馆和最新开放的首家科技图书
馆。电影图书馆拥有近万册的电影主题图书，还设有 60多
个电影观摩座位，读者可以很惬意且直观地了解相关知识。
科技图书馆则提供科技咨询、科技查新与科技体验等服务，
并推出天文科普体验、乐高搭建、机器人演示、创意环保展览
等系列科普活动。

吸引读者各有新招数

除了上述新近开放的阅读场所，近些年在全国各地，还

有更多为人称道的“阅读地标”。它们或是像苏州诚品书店
一样，依靠文化与商业的融合，来吸引消费；或是像“杂·书
馆”一样，以具有文艺气息的环境和令人轻松愉悦的氛围，来
吸引人们回归传统阅读；又或是同杭州的主题图书馆一样，
以独有特色的分类藏书来留住读者。

可以说，以传统阅读为核心的读书场所，在受到网络阅
读冲击的当下，并没有停留在自我哀怨之中，更没有固步自
封，而是积极拓展业务、努力创新、主动出击，使得传统的实
体书阅读更适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精神需求。

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以长期举办各种文化沙龙而著名，
许多爱好读书的人，特别是年轻学生，非常愿意参加这些活
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刘莹说自己常去这家书店：

“有感兴趣的讲座活动都会参加。在店里停留的时候就会不
自觉翻一翻架子上的书，有喜欢的书就买回来。”而三联韬奋
书店的受欢迎则来自于它“24小时开放”。晚上10点还在店
内读书的朱先生表示，自己白天工作比较忙，而这里是一个
不错的晚间休闲场所，在这里看看书让他觉得很放松。

杭州的“蓝狮子书屋”临近西子湖畔，读者可以一边阅读
一边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广西南宁商务印书馆的阅读体验
店，被布置成典雅的欧式风格，蓝色调配以暖黄灯光，令人沉
浸在阅读中；黑龙江哈尔滨的果戈里书店具有浓浓的怀旧气
息，纵深的走廊、传统纹饰的橱窗和镜框、泛黄的城市老照
片，和席地而坐、专心阅读着的人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宁静的
画面……

引领全民阅读新时尚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更应该静下心来读读书，在文
字中找到一方心灵净土。如果面对电子屏幕的时候，总是忍
不住还要打开社交软件或是玩一会儿游戏，莫不如走进这些

新颖的阅读场所
中，和更多的人一
起回归纸质书的
阅读。

近几年，“全
民阅读”不断引发
关注，提高国民文
化素养、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愈
发受到重视。公
益性质的阅读场
所，属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而特色
书店属于文化市
场体系。二者的
建立健全，是我国
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的关键。

国 家 主 席 习
近平热爱阅读，他曾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
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
然之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夕，
给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回信，赞扬其“24 小时不打烊”，肯定

“深夜书房”的作用，称“这很有创意，是对‘全民阅读’的生动
践行”，并认为“读书不仅事关个人修为，国民的整体阅读水
准，也会持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现在，不仅是在一、二线大城市，许多小城镇也开始有越
来越多的公共阅读场所开放，甚至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正
是这些不断开花的“精神地标”，为城市增添了人文气息，也
为推动全民阅读做出了贡献。

新 鲜 阅 读 地

城市的“精神地标”
本报记者 李 贞

新 鲜 阅 读 地

城市的城市的““精神地标精神地标””
本报记者 李 贞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你读了几本书？在
哪里读的？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有人认为，在网络时代，实体书终会消
失。也许电子书提供了一种更为便利的阅读
方式，但传统的纸质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魅
力。目前，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和图
书馆，通过打造自身独特的文化氛围、塑造
品牌风格，吸引人们回归传统的阅读方式。
这些提供实体书阅读的场所，也常被看作是
城市里颇有韵味的“精神地标”，引领着阅
读的潮流。

北京北京““杂杂··书馆书馆””新馆二层阅读区新馆二层阅读区 来源来源：：杂书馆杂书馆

苏州诚品书店 来源：苏州诚品

从钗黛妙身上
看儒释道
刘卫京

陆灏《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
生在 《柳如是别传》 中，不止一次用到“呵呵”二字，很有感
慨：“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个严肃古板的老学究，而在其史学著作
中，居然出现‘呵呵’字样，可见他也不乏俏皮风趣。”

《东方今报》副总编辑曹亚瑟先生曾撰文说：有网友查“呵呵”一
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他本人查遍了唐宋八大家的
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苏轼文集》中收有数百
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苏轼真是个“呵呵”大家啊……

“呵呵”原指笑或微笑和开心的笑，是笑声的拟声词。文中用
“呵呵”早已有之。如 《晋书·石季龙载记》：“宣 乘素车，从千
人，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唐寒山

《诗》：“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抉。”《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
约》：“医者呵呵笑道：‘此乃痨疗之症，怎说是疳膨食积？’”“呵
呵”有时还指说话声音含混不清。如清蒲松龄 《聊斋志异·宫梦
弼》：“ （富者） 已舌蹇不能声，惟爬抓心头，呵呵而已。”

在网络流行以前，“呵呵”是有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
的心情。如今，“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
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
同意对方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
意思。近年来，“呵呵”逐渐变为贬义，
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香
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还记得
2013 年网友评出年度最伤人聊天词汇是
哪个吗？呵呵，对了，就是“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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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七部曲”为中国文学推开“天窗”

天地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航天七部曲”是一套非虚构纪实
文学精品，包括《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

《远征三万六》《中国长征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
风险与阵痛》《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

《发射将军》7部，共计 250万字。它是作家李鸣生 20年的心血
之作，从政治、科技、军事、历史、文化和国民心理等多个维度对
中国航天60年历史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理性审视与文学表达，同
时还为数百名航天专家、科技人员和发射官兵一一列传。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评论说：李鸣
生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关于科技领域特别是航天领域的空白。
航天领域中的故事，是中国精彩故事中的精彩。解放军上将、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亚洲向作者写信表示祝贺：“……用文学
穿越历史，让诗意敞开心扉。（你的）每一部科技题材作品，都葆
有认识高度、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难能可贵。” （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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