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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全集》今年5月出
版，全套 365 册，3000 余万字。
人间佛教，尽在其中。

记得数年前原政协主席李瑞
环曾录王维诗，托我转送星云大
师 ：“ 行 到 水 穷 处 ， 坐 看 云 起
时。”此诗，正合此情此景：果
然是“坐看云起时”！

我因当过近15年的国家宗教
局长，职责所系，要推动两岸佛
教交流，便有缘与星云法师交往
甚多。平日，脑海里总能想起他
的话，总能感悟到一个努力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共圆民
族复兴梦、虔诚善良的佛教徒的
赤子之心。

星云大师对我说过，佛教讲
世间的“八苦”之一“苦”，是

“爱别离苦”。爱得越深，思得越
切，别得越久，苦得越重。中华
民族本是一家，大陆人、台湾
人，都是中国人！两岸骨肉同胞

长期不能团聚，乃国之大殇、乡
之深愁。

两岸本是一家，但一度多年
隔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星
云大师呼吁：“三通不通，宗教
先通。宗教不通，佛教先通。佛
教不通，佛指先通。”2002 年，
他牵头成立了“台湾佛教界恭迎
佛指舍利委员会”，促成了佛指
赴台、400万人瞻礼的盛事。

次年我率团访日，星云大师
闻讯专程从台湾赶到日本，陪我
同游富士山，至“五合目”饮茶
叙旧。我们默默对坐良久，百感
交集，却又相视无言。这是怎样
的“爱别离苦”的乡愁。我写了
首小诗回忆当时情景：“男儿有
泪不轻弹，英雄一怒喷火山。无
情未必真豪杰，尚留泪痕挂山
峦。五合目外春尚寒，一饮君茶
暖心间。异国更有思乡苦，万语
千言却无言。”

记得台湾有人企图通过“入
联公投”绑架民意搞“台独”，
挑起两岸冲突。星云大师针锋相
对，在台北举办数万人的“佛光
山祈祷两岸和平大法会”，还从
大陆请了一尊“和平钟”。他在
会 上 赋 诗 云 ：“ 两 岸 尘 缘 如 梦
幻，骨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
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我
也 以 诗 相 和 ：“ 一 湾 浅 水 月 同
天，两岸乡愁夜难眠；莫道佛光

千里远，兄弟和合钟相连！”“入
联公投”之前，法师在台湾“英
雄一怒喷火山”了，他公开发表
文章说：“既然台湾没有加入联
合国的条件，就不要用公投来欺
骗老百姓。大家应该体念台湾得
来不易的现有成就，不要将之毁
于一旦！”

星云大师常说，有佛法就有
办法。

是的，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
内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可以增
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
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
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大师积一生万语千言，归结
起来，就是“存好心，说好话，
做好事，写好字”。

大师 89 岁送我一幅字——
“我有欢喜”。

为何是“我有欢喜”？大师
说，世界上有金钱、有名位、有
富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有欢喜”才可贵。如果拥有了世
界上的一切而不欢喜，人生有何
意义？当然，这个“我”是“大
我”，欢喜也不是个人单独的欢
喜，而是与人共享、共有，用佛
教的话说，就是人间佛教“法喜
充满”的“大欢喜”。

《星云大师全集》 出版，坐
看云起时，人间大欢喜。

9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江西
南昌领导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
告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
一支革命武装的诞生……

9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春夏之交，白色恐怖
逐渐笼罩大江南北。继蒋介石在
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公开叛
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第
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共产
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
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中
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以
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
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起义军包
括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
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及朱德
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战斗
打响，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全
歼守军，起义取得胜利。南昌起
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的历史，8月1日，也被确定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
革命斗争史上，八一南昌起义是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历
史，它的本身充满矛盾和张力，
给人无限想象力。共产党人面对

敌人的血雨腥风、白色恐怖，在
残酷激烈危险的战斗中视死如
归、慷慨悲歌、不屈不挠，表现
出的崇高英雄气概，为后世提供
了十分珍贵丰富的历史和文学的
素材。

几十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以来，南昌起义一直都
是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主题和内
容。关于南昌起义的图书有几种
类型，一是亲历者说，主要以回
忆内容为主，比如李一氓的自传

《李一氓回忆录》；二是史传类、
文史资料类和研究类；三是文艺
作品、纪实、通俗类，如报告文
学作品 《八月一日》 等；四是故
事绘本类等……

《星火燎原》中的“八一”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南昌
起义图书出版曾出现一个高峰，
其中较著名和有代表性的是被赞
誉为“记叙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
史诗”的《星火燎原》。

《星火燎原》 共 20 卷，第一
卷内容为追溯八一南昌武装起
义，是“八一”真实历史的集大
成者。开卷首篇揭示“八一”起
义的历史本质，它是“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次篇总结“南昌起
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书中袁也烈的 《八一的枪
声》，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共产党
人在南昌城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第一枪”的完整过程：
这 里 有 南 昌 城 里 “ 打 到 南 京
去！”“打倒蒋介石！”的阵阵口
号声；有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四师的青年军官不顾酷热
等待党向部队庄严宣布起义的战
斗命令的时刻；有叶挺师长传达
中国共产党的实行革命起义来挽
救目前危局，粉碎汪精卫与蒋介
石联合阴谋的决定；有起义部队
怎样靠近敌人、麻痹敌人的巧妙
战术；有战士们“每人左臂缠上
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的白毛巾”

“自动地把枪拿在手里，刺刀装
在枪尖上，子弹袋捆在身上”等
待具有历史意义的起义到来的那
一刻……“‘砰！砰！砰！’城
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
挥部的信号。‘冲！’部队随即像
流水一样冲进敌人营房，开始只
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脚步声，
接着是严厉的叱叫‘不许动！’
再往后是一阵钢铁的撞击声，在
几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
就听得人们到处在喊‘不要打
了！’战斗提前结束……”“从午

夜两点钟起，整个南昌好像沸腾
了，枪声呯呯，炮声隆隆，火光
闪闪……”因“叶挺师长派人找
我。我急忙赶到指挥所，一眼看
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他
的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亮的
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
时，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
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
志。对，我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同
志吗？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
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我
们起义的。”当年南昌起义的时
代氛围、紧张的政治军事斗争形
势、起义战斗的细节、铭记历史
的关键时间节点……都异常清晰
逼真地流于作者的笔端。

赵 镕 的《忆 南 昌 军 官 教 育

团》，记叙朱德任团长的南昌军
官教育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与右派、反动分子进行激烈的
斗争，最后由朱德秘密组织起义
的 过 程 ，“ 起 义 进 行 的 十 分 顺
利，仅四个多钟头就解决了战
斗。起义后，朱德同志被任命为
第九军副军长。我们团便换上了
崭新的枪支，编成了九军指挥部
的基本部队，投入了进军广东的
南征。”

此外，还有周士第的 《起义
中的二十五师》、粟裕的 《忆朱
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陈赓写的

《从南昌到汕头》、傅连璋的 《南
昌起义的伤员》、杨至成的 《艰
苦转战》等文稿。

八一南昌起义，线索纷繁、人
物众多、过程曲折复杂，文中收录
的文章作者从起义前后的不同视
角、不同场景、不同过程、不同细
节来记叙和展示他们所亲历的

“八一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
件，对“八一”精神做了普遍传
达。《星火燎原》的出版编辑形式
和集体创作的方式，使历史客观
与作者主观达到了高度统一。

《星火燎原》的巨大影响

《星火燎原》 的出版，在世
界出版史上闻所未闻。它的出版
是一个系统工程，时间跨度长，

出版过程历经曲折。
1956 年 7 月，经中央军委批

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
国各界发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 30 年”征文活动。550 余位开
国将帅和省部级以上领导人，数
万名官兵、转业军人和地方干部
踊跃撰稿，应征稿件 3 万余篇。
毛泽东为征文丛书题写“星火燎
原”书名，朱德为这套书作序。

解放军出版社 《星火燎原》
丛书自从 1958年至 1963年出版 8
卷，至 1982 年出齐 10 卷，2009
年结集编辑出版 《星火燎原·未
刊稿》 10 卷，2009 年编辑出版

《星火燎原全集》，成为研究我军
军史的恢弘巨著。《星火燎原》
被称为“一部奇书”。文学巨匠
郭沫若赞誉 《星火燎原》 是“用
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
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茅盾
说这部书既是历史又是文学。萧
华说：“ 《星火燎原》 是革命烈
士鲜血、革命群众鲜血构成的一
部书。”

《星火燎原》 出版时，书名
当时释义有二：一谓小火花可以
引发燎原大火。二喻微小的事物
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如今，《星
火燎原》 已成为革命前辈建立新
中国的传世红色经典，共产党人
的红色家谱，具备了传之久远的
伟大史诗性质和史诗文献价值。

历经 34年艰苦努力，《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
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著名法学
家张晋藩主持编纂，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
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

丛书共 10 卷，384 万字，每一卷自成体系。虽然
中华法史研究著作浩瀚，但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却少
之又少。上世纪80年代中国法律史年会上，张晋藩首
次提出要研究民族法史。他认为，中华法律文化是中
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各少数民族在生存、发展、
融合的过程中，都对中华法制文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
贡献。为此，他组织全国数十位优秀法律史、民族史
专家，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最终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徐立星）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
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其作品《虚
构的犹太民族》（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 中颠覆以往
的以色列历史和犹太神话，挑战主流史学，认为犹
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形成是被“编纂”或“虚
构”的历史。

施罗默·桑德指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
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
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
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
古已有之，而是始自 19 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该书并非
贸然推翻现有理论，而是为“犹太人”集体进入民
族国家这个已经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寻找一种更具现
代性的方式。书中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
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
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

《虚构的犹太民族》 是施罗默·桑德“虚构三部
曲”的奠基之作，迄今已有 21种译本，是全球译本
最多的以色列历史著作。该书曾获 《纽约时报》 年
度好书、法国“今天奖”年度最佳非虚构类图书、

《独立报》年度最杰出史学著作等荣誉。（陆 丝）
一份由第三方机构最新

发布的上海小学生阅读行为
分析报告显示，上海儿童每
人年均阅读书目 15.32 本。报
告发现，在闲暇时间更多的
寒暑假和周末，学生并没有
阅读更多：发生在寒暑假的
阅读行为仅占所有阅读行为
的11%，周末的阅读行为则占
到35%。孩子们阅读最多的时
间，主要集中在工作日下午4
点半到晚上9点半，正是完成
回家作业的时间。调查者分
析，同时也提醒家长，“作业
式阅读”需要引起重视。

所谓“作业式阅读”，说
白了，就是老师布置的阅读
作 业 。 小 学 生 “ 作 业 式 阅
读”的现象普遍，说明现在
的小学较为重视学生的阅读
量，经常布置阅读任务。有
人 认 为 ， 阅 读 应 是 一 种 爱
好，而不该成为一项任务，

“作业式阅读”不可取。事实
上，小学生的自觉阅读习惯
尚未养成，远未将阅读变成
爱好。在这种情况下，就需
要学校经常布置“作业式阅
读”，限定某一时间段读完一
本书。不可否定，“作业式阅
读”必将使不少孩子开始阅
读，爱上阅读。只要能促使
学生阅读，“作业式阅读”就
不失为好办法。

我们最应该反对的，是
学校及老师唯课业是举，唯
成绩是论，不怎么布置甚至
从不布置“作业式阅读”。儿
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说，如
果学生想把作文写好，就必

须把书读好，这个“书”不
只是一本语文教材，而是指
广泛的课外阅读。他把阅读
和写作的关系比喻成“弓和
箭”：“阅读是把弓，写作是
支箭。离开读书谈写作，几
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小学基
本不重视引导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不重视培养学生的
探究精神。

不给学生创造课外阅读
机会，在初高中尤其普遍。
在人生最初两道坎——中考
与高考面前，学生读课外书
就 成 了 老 师 与 家 长 眼 中 的

“看闲书”“看无用的书”。事
实上，初高中阶段的学生仍
需要“作业式阅读”，来促使
他们继续培养阅读习惯，这
不但能提高他们的作文写作
水平，对他们的人生构建也
非常重要。

当 然 ， 对 中 小 学 生 而
言 ， 最 理 想 的 阅 读 状 态 应
是，既有任务性的“作业式
阅读”，又有爱好性的“自主
式阅读”。最理想的阅读过程
应是，由“作业式阅读”走
向“自主式阅读”。要实现这
两点，一方面，布置“作业
式阅读”不宜仅限于上学期
间，寒暑假更要布置。另一
方面，要给中小学生减轻课
业负担，将他们从题海中解
放出来，让他们有时间读读

“闲书”与“无用之书”。关
键在于让学生们能读到有价
值、有趣味的好书，让他们
由此真正爱上阅读。

7月2日，作为对香港回归20年的献礼，漓江出
版社在北京单向空间发布了海派作家吴正的中篇小
说集《情迷双城》。

吴正的作品称得上是“双现小说”，即将现实主
义写作和现代主义写作相融合。他激活潜意识中的
氛围，用细腻的行文、精微的意象、优雅而韵味悠
长的节奏描绘出难得的“历史感”，将逝去的那个年
代不加偏见地呈现出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温
情，用诸多个性鲜明且富于艺术魅力的形象，生动
再现了上海与香港这两个最具传奇色彩的大都市 60
年来的剧烈变迁，彰显了中国传统小说笔法和中国
传统审美情味。

吴正 1948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世家，1978年赴
港与家人团聚。迄今出版的各类纯文学作品有 30多
种，创作发表 350 万字，曾获国内外文学大奖近 20
种。他说：“我们沿着河走，过去的时代在河的对
岸，必须找到桥，那就是人性和美学，《红楼梦》是
这方面的典范。” （小 章）

《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

颠覆以色列历史和犹太神话

《情迷双城》的潜意识写作《情迷双城》的潜意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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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式阅读”也是阅读
何勇海

铁血熔铸九十年（一）铁血熔铸九十年（一）

军旗升起的地方
——从《星火燎原》看八一南昌起义

杜 浩

今年，是南
昌起义 90 周年，
也是中国人民解
放 军 建 军 90 周
年。我们特推出
系列栏目“铁血
熔铸九十年”，和
大家一起读书，
回顾这支人民军
队走过的万水千
山。

——编 者

八一南昌起义老战友合影

反映南昌起义的版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