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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用典的当代价值

对刘潋来说，那段日子真是痛并快
乐着。

作为人民日报出版社营销中心副主
任，她每天一早就神经紧张：“今天谁
会打电话来要书？怎么凑出来？”

有的经销商怪她发货数量不公，有
的怪她铺货太慢。河南一民营公司打来
电话，声调高亢：“你不给我发货，是
不是怕我钱不够啊？10万不够，我马上
打给你20万！”

湖北省委书记在 2015 年 4·23 世界
读书日推荐了这本书，江苏公检法用来
作为干部教材，陕西省新华书店将其纳
入干部书架，直到目前，当当网月均销
售仍在5000本以上……

什么样的书会这么火？
“《习近平用典》以习近平引用的

古典名句为主线，既结合引用时的语境
对典故的现实意义进行解读，同时对典
故的背景义理进行诠释。”人民日报出
版社副社长鞠天相说。

据责任编辑赖凌丽介绍，《习近平
用典》一二辑设计风格淡雅柔和，封面
竖排 8则典故，凸显了图书的古典文化
气息。内文设计上，每则典故包含解
读、释义两部分。

和一般人想象不同，编排顺序并不
是“典故”“释义”“解读”，而是将现

实意义解读置于背景义理阐释之前，彰
显了用典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追根溯源 精益求精

《习近平用典》 由时任人民日报社
社长杨振武主持编写出版，副总编辑卢
新宁组织评论部撰写解读文字，总编室
一读室主任杨立新承担了释义部分撰
稿。

习近平古典文化功底深厚，引用典
故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形成了独具个性
的文风，并赋予古代经典以鲜活的当代
价值与意义。《习近平用典》 第一辑从
习近平2014年9月前的数百篇讲话和文
章中遴选出最能体现治国理政理念的典
故 135 则，第二辑遴选出 148 则，两本
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均长达七八页，
涉及数百部文献。为确保每条释义的准
确性，出版社社长董伟要求对每则典故
都要追根溯源、一一核查，还特别邀请
了国家博物馆、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委
员会、国家语委等机构的专家对书稿进
行审读。第一编辑中心主任曹腾感叹：

“这是我们做书以来最大的工作量。”
典故并不好查。有的典故出自好几

本文献，其中一些知名度很低，流传不
广。有些文献的今本和古本存在差异，
需要编辑团队逐句比对，反复核查。

最终，出版社确定典故以最早版本
为据，这不仅增加了难度，而且容易有

争议。比如，“治
国有常，而利民
为本”这则典故
见于《文子》，但

《淮南子》也有类
似表述。《文子》
大半内容与 《淮
南子》 相似，二
者 关 系 殊 难 判
断。编辑查找了
明子汇本版 《文
子》 和两个版本
的《淮南子》，并
借助中国国家博
物 馆 相 关 数 据
库，最终据 1973
年河北定县（今定
州）汉墓竹简，证
明《文子》早于《淮

南子》，是战国时著作，才最终认定这则
典故的出处应为《文子》。

《习近平用典》 第二辑编辑过程
中，共查阅文献 162 部，其中包括明、
清刻本等古籍版本。仅 《老子》 一书，
就查阅了 5个版本：除了任继愈版 《老
子今译》外，还查阅了陈鼓应、蒋丽梅
版，饶尚宽版，汤漳平、王朝华版，王
弼、楼宇烈版。

典故也有其自身衍化过程。如“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
句，不少文献注明出自诸葛亮 《诫子
书》。经查，早在西汉初年，淮南王刘
安主持编写的 《淮南子》 里就出现了

“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
这种追踪源头和演化的过程，是不

是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学问？
最后还剩下一些特别难核实的典

故，责编高亮跑到北大图书馆、国家图
书馆文津街古籍部等处去查。特别难忘
的是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尹文
子》等文献，明明是夏天，工作人员却
递上了军大衣，地库的寒冷给高亮留下
深刻的印象。

一样阅读 多种收获

真要佩服这本书最初的创意。每个
典故间并没有逻辑关系，但通过典故、
解读、释义三者巧妙的组合，以及敬
民、为政、治理、天下、廉政、法治、

辩证、历史、文学等篇目分类，不仅构
成一个政治+文化的完整体系，而且使
不同读者从中获得政治、历史和文化多
方面教益。

新华社评价它是“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重 要 读
本”，香港报纸评论该书为“治国之
用，理政之典”。它被众多参加公务员
考试的考生誉为“申论神器”，被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奉为“写作范本”，不少
读者建议将其作为大学必读书目或重要
参考教材。

市场部主任毕春月介绍说，2015年
2月 《习近平用典》 第一辑出版后，数
百家媒体进行报道，评论其为提升党员
干部个人素养与政治理论水平的好教
材；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和干部测
评中心依据该书推出“习近平用典政论
微视频”；与该书相关的讲座一直邀约
不断。很多读者自发撰写读后感和心
得，还有不少读者来电来函，就书中的
用词、释义等进行探讨。

《习近平用典》 也成为外国人士了
解中国的一个别致窗口。

出版社营销中心副主任寇诏说，
2017 年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一位 50
多岁、金发碧眼的女士向他走来：“你
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习近平用典》
是你们出的吧？我是版权代理机构的，
知道你们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一是表
达一下喜爱，二是希望以后出版用典
二、三辑的时候能考虑我们。”第二
天，一位年轻的女士指着 《习近平用
典》 说：“哎，这本书我见过。”“在哪
里？”“瑞典，学中文的班上。”

德国奥利佛图书网创办人奥利佛·
埃文斯曾表示：“ 《习近平用典》 通过
广泛阐释典故背景，分析习近平讲话的
深刻意义，将历史典故同当代社会有机
结合起来，是一本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
书籍。”

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用
典》第一辑出版不到1年，就卖出了14
个语种的版权。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巴斯提的硕
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习近平演讲中的
古典引用和成语用法”。他的导师闵道
安认为，研究习近平主席引用成语典故
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的
政治哲学、政策理念。

1978 年，当中国大地开始
吹响改革的号角，全国顿时掀
起了一股读书求知的热潮。

此时的我已经 25 岁，在一
家水泥厂当了8年工人。但我不
甘落伍，也加入了求知行列。
由于刚迈进初中就因“文革”
终止了学业，文化程度低，读
理 论 、 科 学 方 面 的 书 有 些 困
难，我就把读书的方向定在了
文学、历史方面。

当时我没成家，和4个单身
职工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
舍里，读书环境很差。我求爹
爹告奶奶借来一把车间办公室
的钥匙，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
里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读
了一年书后，心中有了一些冲
动，我开始拿起笔来，创作一
些诗文，投向报刊。渐渐，我
的一些诗文在报刊上发表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 对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很 重 视 ，
1983 年要求在全国大型国营工
厂中开办“政治轮训班”，让每
一 位 职 工 脱 产 半 个 月 ， 学 习

“中国近代史”和“党史”。由于我在厂里读书、写作小有名
气，党委书记特地挑我为“政治轮训班”的教师，送我到我
们省建材局“政治轮训班教师培训班”学习。

“培训班”期间，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一堂“改革启蒙
课”。当时，国门开始打开，一些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知识涌了
进来，其中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 《第三次浪潮》 一书十分
受推崇，于是，省局团委书记特地请来一个大学生给我们讲
解《第三次浪潮》。

记得当时，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听这堂课的。这位
大学生根据 《第三次浪潮》 中的表述，向我们展示着中国改
革后未来的社会、经济、司法、生活诸方面的走向。比如说
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超过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城市人口将会
急剧增加；经济将会多元化，工种会越分越细，未来 20 年
后，将会有许多人在家里上班……他说，当然经济的发展也
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20年后工资将会以千元来计算，当时
仅只有40元工资的我们不由得咋舌。他还讲“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改革，将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诉讼会很多”，这对于当时
个人打官司还是闻所未闻的我们也称得上天方夜谭。

从“师资班”回来，我在厂里办起了“政治轮训班”，开
始向工友们讲述 《中国近代史》。由于我过去就喜爱看历史
书，所以在讲课时穿插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很受工友们的欢
迎。记得在讲太平天国“天京事变”时，学员们都沉浸在浓
浓的悲情氛围中，下课时间到了也不愿离去，要我讲完了再
下课。讲完了后，很多工友还围在我旁边讨论，都说太平天
国的失败是因为后期自身的腐败和内讧。

1984 年，在全国掀起的读书热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热潮
中，各地各部门都相继组织了读书演讲团和读书报告团到各
基层演讲，我们省建材总公司也组织了一个由基层5人组合的
读书报告团，我有幸被选中了。读书团深入到十几个基层单
位演讲，我的演讲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每次演讲完毕
后，总有一些青年围着我探讨读书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演讲
结束后，总公司团委奖励每个成员15元钱，用于购买一个手
提箱。我则要求用钱买书，团委负责人同意了我的要求。

回厂不久，我被省直机关团委评为“省直青年读书求知
先进个人”，还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这是我读书求知生活
中第一次获奖，对我有着莫大的鞭策和激励作用。在以后的
人生中，我一直没有放弃读书、求知、创作，1987年我被吸
收为省作家协会会员；1991 年我获得“全国自学成才”证
书，到今天为止，我的作品获奖200余次。这一切，都来源于
改革开放之初的读书时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方淳
相识，晓得了她在写小说，也晓
得了她供职机关，朝九晚五。

有一天，她把她的文字集合
在我面前——《麦墅纪》。在她的
文字里，我看到的是花朵，是
草，是云层，是故乡，是所有村
庄里的细枝末节。

这座浙西淳安地区的村庄，
叫作大墅。我喜欢“大墅”这两
个字笨拙之中传达出的美意。这
两个字合在一起，十分和谐，像
一对老年的夫妻。

在方淳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的记述与渲染中，绵亘于文中的
家乡风物与风土人情，花花草
草，山山水水，这些日常生活中
司空见惯的事物，都传递出时移
事往的感伤与怀念之情。乡村，
成为她深情回望的那一瞥中所追
念的对象，成为她的精神寄寓所
和灵魂栖息地。

我于是就想：每一位从乡村
出发的作家，大抵是离不开心中
那一方圣土的。比方讲，鲁迅是
离不开鲁镇的，萧红是离不开呼
兰河的，沈从文是离不开湘西
的，汪曾祺是离不开高邮的，贾
平凹是离不开商州的。同样的，
方淳离不开她的大墅。

方淳在大墅长大，对这片土
地上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情。我
相信，她连对这片土地上的所有
灰尘，都有种爱意，并且把这份
绵长的爱意珍藏在她的血液中。

她传统的写作笔法，使每一
篇文字独立成篇的同时，在气场
上又保留了前后彼此的黏连性。
围绕要吟咏的风物，她引经据
典，信手拈来，对每一样小事
物，都写得活泼风趣，平实而自
然。

在她魂牵梦萦的倾诉中，家
乡的人、事、物、节气展现在我们面
前：站立于乡野田间篱笆丛中的木
槿花，匍匐于地头的半枝莲，摇曳
在风中的酒酿花，六月酱、羹、粿以
及惊蛰、清明、芒种……

这是一路繁花。而繁花背后
的故乡，如此明亮、安静、通
达，像一位沉睡中的姑娘。

方淳的散文文风平实，真切
自然。这本来就应该是写散文固
有的姿态。

王国维先生曾经说：“大家之
作……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
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方淳写散文也讲究这个原则
——求真，笔下的文字必然是心
灵的真诚表达。“旷野无声，荒凉

之气薄薄地笼罩于田垄。空气凝
滞着透明的青蓝，只苍苍的，不
动。曲迂而逝的凤林港水上，雾
气苍凉，山峦沉默。对面村庄传
来一声鸡啼，听得清晰了然。”方
淳笔下的乡村，没有沉重的生活
压力，没有难堪的稼穑艰辛，字
里行间饱含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
情感眷顾。所有的乡村苦难都被
她纯净的笔过滤了，唯留下诗意
与唯美的乡愁。

按方淳的说法，突然想到写
这样一本乡村散文，得益于她的
老家淳杨公路开通。原先花 10 多
个小时才能回去的故土，突然之
间，成了风景名胜。一条景观大
道抵达村庄，像一条新鲜的血
管。于是，人到中年、耽于回忆
的她，觉得必须写一写那些曾经
的过往以及生命中美不胜收的人
和事。

酒酿花，学名叫辣蓼花，大
墅村庄屋前屋后曾经到处盛开
着。这是方淳记忆里的大墅。

文字中，少年的人和事密集
地浮上心头，像鳞次栉比的鲜花
开放。

每个人大约都有一个心灵中
的故乡，我们因此而徐徐回望，
或者说我们因此而踏上回乡之

路。那么，总有繁花满枝，总是
一路相送，总会送你抵达豁然开
朗的村落前，送到亲切得让你掉
下泪来的屋瓦与砖墙、黄狗与黑
猫以及村庄里所有的气息和人与
事前。

夜色深重。在书房里写下以
上文字时，我没有办法不想起我
遥远的丹桂房。

此刻的丹桂房，应该被夜色
完全吞没，安静如初。

《习近平用典》：
政治、历史和文化结合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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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主题图书，不靠有关部门的推介，却悄无声息地加印数十次，卖出200多万
册。今年4月出版了第二辑，又发行了70万册，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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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词，是现实生活中人们
最常用的字眼，所谓“在家靠自己，出
门靠朋友”，就说明了“朋友”的重
要。人生在世，谁没有仨俩朋友？殷秀
梅一曲“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
好走”，更是把“朋友”一词推到了极
致。

但在我国古代，“朋”和“友”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
义。

“朋”在古代是一个货币单位，相
当于现在的元角分。通常是五贝为一

朋，也有说十贝为一朋的。《诗·小雅·
菁菁者莪》 中就说：“既见君子，锡我
百 朋 。” 许 慎 在 《说 文 解 字》 中 把

“朋”解释为群鸟聚在一起，多少有点
勉强。因过去的私塾先生大都只教三五
个学生，最多也就十来个弟子，所以人
们把“同学”称为“朋”，还是有一定
道理的。《易·兑》 曰：“君子以朋友讲
习。”这里的“朋”就是“同学”之
意。孔颖达疏：“同门曰朋，同志曰
友。”我不知道“同志”一词是不是从
孔颖达这句话得来的，但“同志为友”
显然要比“朋”的解释确切得多。

“友”在甲骨文中就是把两只右手
合在一起，表示握手的意思。所以说，
人们把“握手”当作是从西方传入的礼
仪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
代就知道“握手”的礼仪，并把它运用
到语言文字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
据。古人不但创造了“友”字，还把交
友的方法告诉后人，可谓是用心良苦。

《荀子·性恶》 中“择良友而友之”，就
是说交友要慎重，切勿滥交，“人生得
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尽管“朋”“友”两字各有所指，
但大家用起来往往把他们联在一起。

《周礼·大司徒》：“联朋友。”《论语》：
“与朋友交。”清·刘开 《问悦》：“朋友
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这里的

“朋”“友”已不分彼此，互为一体了。
当然，也有用一个字代表它们两个字意
思的句子。《世说新语·方正》：“太丘与
友。”《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说乎。”《诗·小雅·常棣》：“每有良
朋。”还有王昌龄 《芙蓉楼送辛渐》：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以上文中无论是一个单字“朋”还是一
个单字“友”，它们代表的都是“朋
友”的意思。

如今“朋友”早成一家，形影不离。
它们两字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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