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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的 脚 步 越 来 越 近
了，你想为它选一本怎样的日
历？

这几年，被人们早已撤下
台面、堆在墙角落灰的日历突
然间又卷土重来，出现在各大
图书电商销量排行榜上。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共有51
种图书形式的日历书，比去年
增加了35种。

实际上，这些备受大家欢
迎的日历和我们印象中的日历
有着天壤之别。它们不是传统
意义上以功能性为主的日历，
而是一本设计精美、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艺术感十足的图书。

从各大书店和电商平台摆
出的日历书来看，仅中华书局

出版的就有 《唐诗之美日历》
《牡丹亭日历》《红楼梦日历》
《古都之美日历》 等十几种，
这些日历书符合了读者，特别
是年轻读者追求个性化的特
点。有业内人士甚至把今年称
为日历书元年。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冯华
先 生 就 曾 编 撰 过 《故 宫 日
历》，当时被喻为“民国社交
的头号礼物”。与那个时代的
日历相比，如今的日历书更注
重审美价值，兼具了颜值高、
干货多等优点，符合现代人们
对图书实用性、个性化的需
求，迎合了时下碎片化的阅读
习惯，让人们在忙碌之余能够
稍微停顿下来，既受到了文化
韵味的熏陶，又获取不少新
知，引起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和价值认同，市场形势火爆也
就不难理解了。

精美化、艺术化、主题
化、个性化，是这些各类爆款
日历书的共同特征。为了“美
美 美 ” 而 动 员 人 们 “ 买 买
买 ”， 设 计 师 们 不 惜 增 加 成
本，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挖掘那
些适宜日历表现的主题内容。

“90 后”姑娘小白从去年
起，连续两年购买了果壳网推
出的 《物种日历》。她说，其
实自己以前并没有使用日历的
习惯，“时间用手机看看就OK
了嘛”，而之所以会买这套日
历，是觉得“有用”：“我们这

些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在路上
连身边的植物是什么都不认
识。这本日历通过线上线下的
模式，把科普做了出来，让我
们知道科学在各个角落里。”

当然，也有不少人指出，
时下市场上广受关注的日历
书，大多价格不菲，动辄几十
上百，这对工薪阶层来讲有点
贵了。这其实也给广大出版商
提了个醒——日历书的市场未
来走向如何，一方面看的是出
版机构能否找到自己的风格，
使大家觉得值得去买，另一方
面看的是日历书在价格上能否
更平价一些，让更多的人能买
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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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南宋朱熹把《大学》《中
庸》 与 《论语》《孟子》 编在一起，称为“四书”，供读书人阅读。朱熹还
撰写《四书章句集注》以解释“四书”的文字和义理。朱熹曾说：“我平生
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书，方可读他书。”在《四书》体系之中，朱熹
认为 《大学》 是 《四书》 之首，既可引导初学者以正学之径，又值得学者
终身玩味其义理。朱熹也极为推崇 《中庸》，“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
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张葆全的 《大学中庸译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坊间流传
的同类书籍大不同。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学术研究集成了

“诗话词话研究”“文选研究”“玉台新咏研究”“先秦诸子研究”“传统文化研
究”五大板块的学术系列著作。其中，《大学中庸译解》不但集合从教60余年
的教育实践、人生体验以及当今社会现实，融古通今，深入浅出地讲述为学修
身、为人处世的道理，还据原文和朱熹解说（《四书章句集注》）为各章加了标
题。张师“译解法”不但条理清晰地再现了经典风貌，信手翻阅一章也可顺
畅地诵读，而丝毫不显突兀。每章之后，张葆全特摘录重要语句以方便熟
读背诵，“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

“基本的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构成的骨架。如果“骨架”散了，则“社
会”就崩溃了。《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的两部重要经典，堪称“儒家思
想 （或精神） 的集大成者”。宋代大儒张载说过，学人要“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葆全的《大学中庸译解》不
但回溯孔孟原典，还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是对“大学”和“中
庸”学的新发展。如果说 《大学》 沉淀了我们的内心，那么 《中庸》 则进
一步提升了我们的境界。“中”是原则，“庸”是实践，中庸就是知与行的
统一。其中，张葆全对《大学》《中庸》具体思想的内涵、概念的转换和内
容的阐述，对朱熹如何通过经学阐发理学的概念和思想的译解，不但实现
了从经学向理学的过渡，还精准凝练地传承与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更
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而有了这一“主心骨”，整个社会一定
会更和谐、更稳定。

朱熹曾言：“《大学》是个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
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张葆全也曾在课堂上对众生言道，《大学》

《中庸》 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
则可举而行之矣”。

其实，无论是比作“地盘”，抑或“坯模”，《大学》《中庸》不但承载了修身
治国的根本之道，还确立
了修学进德的正确导向。
当代学者在学术成就和思
想深度上胜过张葆全的可
能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
能把“大学”“中庸”之精要
以生动自然的语言融汇贯
通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体
系中。在这一方面，张葆
全对《大学》《中庸》的译解
是难以替代的。

“大学”“中庸”浸润社会价值观
刘英团

不久前，“四大
名著”是否适合青
少 年 阅 读 的 话 题 ，
引发社会讨论。事
实上，关于名著的
讨论由来已久。很
多讨论都绕不开的
一个问题是：怎样
的作品可以称为名
著？就此问题，本
报采访了多位专家。

读者群相对广大

小酌时有感而
发：“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身处

异乡不禁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即使不
是文学爱好者，也可能会脱口说出“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这句莎士比亚戏剧 《哈姆雷特》 里的经
典对白。

这些作品凭借巨大的读者群，成为公认的名著。
美国教育家莫提默·J.艾德勒在 《如何阅读一本书》 中
指出，名著的读者最多，名著靠时间积累起了大量读
者。

以“四大名著”为例，它们普及程度高、读者群
体广大。中国版本图书馆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根据 2013 年至 2016 年 8 月 CIP 数据统计，重复出版排

名前 10 位的均是名著。其中，《西游记》 出版 525 种、
《红楼梦》 出版 492 种、《水浒传》 出版 485 种、《三国
演义》出版484种。

再以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为例，
根据出版社的数据显示，到 2015 年 9 月 《平凡的世
界》累计销售至少300万套。

有启发性影响力

“一部文学作品能否被称为名著，还在于它是不是
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人们是否能从文
学作品中观照社会和历史，然后进行思考。”中国社会
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党圣元向本报表示，
著作要成为名著，就应该有原创性，并且要能达到一
定的思想深度，进而启发读者进行思考。

莫提默·J.艾德勒也认为，名著最有影响力，因为
名著最有启发教益，含有独特的见解，是言前人所未
言，道前人所未道。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在文学创作上给人诸多启示。中国作家莫言坦承，他
的文学创作受到过马尔克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
示。而马尔克斯自己也承认，他的创作也受到卡夫卡

《变形记》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向本报表示，文

学名著可以分为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前者艺术生
命力很长，而后者相对来看可能艺术性稍弱，但是在

文学史上影响力很大，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比
如，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
先河，具有较大影响。

当然，名著并非专指文学作品。党圣元表示，其
他一些理论性、研究性的作品要想成为名著，应该能
以思想性和原创性推动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

时间上有延续性

“尽管不同的读者、不同时期的读者对名著的判断
标准有所差别，但是名著应该存在共同性的东西。莫
言的作品、贾平凹的作品现在也还在被人研究，过了
二三十年了，这些作品仍然没有过时。”程光炜说。

名著在时间上往往有延续性，很多作品流传几十
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孙子兵法》成书于约2500年前。军事科学院研究
员钟少异认为，孙子战略思维的一些基本取向，如

“重根本”“贵有备”“求全胜”等，对于妥善应对国家
安全的长期复杂态势具有借鉴价值。意大利埃尼公司
总裁贝尔纳贝评价《孙子兵法》，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战
略的全面的教科书，今天仍能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
中去。

党圣元表示，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历
程就是由一部部名著、一篇篇名作构成的。中国几千
年的文学史之所以这么丰富、灿烂，就是因为每个阶
段、每个时代都有高水平的名著出现。“名著在艺术和
思想上的成就虽然属于它的诞生时期，但是名著也可
能超越历史、超越时间空间，在诞生几千年之后仍能

给人新的启发，能被不断解读。而畅销书就不同，很
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销声匿迹。”

谈及畅销书，党圣元认为，在读者群是否广大这
方面，畅销书与名著也是有区别的。党圣元表示，畅
销书可以在一个时段之内积聚起不少读者，而名著在
一定时间段之内很可能是不畅销的。

艾德勒在 《如何阅读一本书》 中也提到这一点，
他认为名著的读者
是通过时间汇聚起
来的，而不是一时
的，名著不是一两
年之内的畅销书，
而是经久不衰的。

党 圣 元 认 为 ，
与畅销书不同，名
著也有可能在诞生
时 期 没 有 受 到 重
视，经过一段时期
才 能 被 人 重 新 发
现、解读。东晋时
期陶渊明的山水诗
就是在唐朝王维、
孟浩然等人的山水
诗兴起之后才被人
重新发现的。

什么样的作品能
称为名著？

李泽岩 潘旭涛

顾炎武从年轻时起，就有志于学问，想成为一个学术大家，所以，特
别重视读书、学习，每年都要利用春夏时间温习经史。

在乡间做教师工作时，他不是一个人读书，而是请4个声音洪亮的朋友
来一起读。在每个人面前，都放置了经史书的注释本，顾炎武坐在中间。
开始学习了，顾炎武让一个人先大声诵读，其余4个人静静地听。在读的过
程中，如果某个人对所读的内容有疑义，就打断读书人，提出自己的疑
义，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互相辨析、争论，直到意见统一
了 （当然，也有可能没能统一，就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再接着往下
读。读着读着，又有人对其中的内容提出疑义了，就再停下来讨论……
这样一篇篇地读下来，等全部读完的时候，基本上就能把疑问都解决
了。一个人读 20 页，就另换一个人读，周而复始，一天能温习100页书。

《十三经》读完了以后，接着又读“三史”“南史”“北史”等书，5个人收
获都非常大。

这是笔者在 《郎潜纪闻四笔》 中读到的一则史料，顾炎武的这种另类
的读书法，对我们现代人也极有启发意义，这种读书法有三个好处：一是
把“看书”变为“听书”，印象更加直观。二是变一人读为多人共读，活跃
了读书的气氛。三是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讨论问题，集多人观点于同一
问题上，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更有利于理清思路、得出正确的结论。数
年以后，顾炎武成了一名杰出的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
初“三大儒”，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我想，与他另类的读书方法不无
关系。

顾炎武的另类读书法
唐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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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何读名著”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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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
文人编纂《文选》始，几乎各朝
代都有自己的文选，如唐代的

《群书治要》、宋代的 《文苑英
华》等，借此倡导自己的价值取
向和审美偏好。

流行广泛的《古文观止》编
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 （1695），
为学童启蒙之用，所选文章到明
代止；《古文辞类纂》 成于乾隆
四十四年 （1779），选文以唐宋
八大家为主，距离现在最近的一
部《经史百家杂钞》成于咸丰十
年 （1860），所选文章多为宋前
的，明代后只有两篇清人文章，
到今天也有150多年了。一个半
世纪过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需要新的文选育人
资政，给后人留下一份具有当代
性的文化遗产。

2015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
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座谈会上提出“一代人做一代
人的事情”，倡议用“百篇”的
形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文选，以传承文化经典，展现
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为构建
民族精神家园助力。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务院参
事室汇集强大研究力量，确定体
例，精选精编、九审三校，《中
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 于今年
10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旋即获
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其
经典名篇也是灿若群星，数不胜
数。《昭明文选》 的标准是“事
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
义与辞采兼具，一般不收经、
史、子。那么，《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百篇》又以什么为标准选择
篇目呢？

在近日召开的《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百篇》出版座谈会上，该
书主编、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介绍
说，该书的读者对象首先是公务
员和领导干部。书分上下两册，
所选作品包括先秦至近代的诗
歌、辞赋、语录、史传、奏议杂
记、序跋、尺牍等各种文体，尤
其注重关乎修身立德、治国理
政、伸张大义、嫉恶刺邪、亲情
伦理的传世佳作，可谓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较小体量的
缩影。每篇文章都做了题解、注
释和解析，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
力，让人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百年孤独》企鹅版《百年孤独》企鹅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