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城湖·读书05 2024年5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肖淑丽 美术编辑 / 张锦萍 校对 / 李丽 颜莉

117连载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时间从来不语，却

回答了所有问题》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分为5个部分，40篇文章，
分别从对时间流逝的坦然、对人生意
义的思考、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对真实
自我的表达、对人间真情的热爱等方
面，传递出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
命的思考。

跟着节气去探究
——读《我们的节气》有感

○ 金永淼

重新认识经典
——读《经典常谈》

○ 安格

回到东边小院，谢榛躺在床上，
羞愧心理一下子萌生出来。他靠近
墙壁，用头咚咚地撞墙。他还一句
一句地说，我让你孟浪，我让你孟
浪！

侯爷对你那么好，你却不听他
的嘱咐，仗着喝了点酒，就敢追看人
家女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
是一介食客，不过是一个诗人。诗
人算什么，不能与官员比，不能与富
商比。

谢榛的眼前，出现了老妻的面
容。老妻正站在院子里，朝北方凝
视。她知道丈夫在京城就问：“天
冷了 ，穿暖了吗？晚上的被褥厚
吗？”

谢榛的眼前，依次闪现出五个
儿子的脸面：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
五。前三个儿子已结婚生子；后面
两个，还没有。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呢？眼看就要年下了，还能干什么
活呢？寄去的一百两银子，应该收
到了。

小心、小心，以后在侯府一定要

加倍小心，再也不能犯错了。
转眼已至年下。谢榛在侯府帮

助崔元宴请宾客、处理事务，凡事得
体。谢榛毕竟是聪明人，像记账、写
请柬之类，既快又好。崔元说，也就
是年下这段时间忙乱，过了年下，就
不劳谢先生了。你是大诗人，怎么
能干这类活呢。

谢榛说，能为侯爷出力，我高
兴！

爆竹一片乱响，1547 年过去，
1548 年来到。这年，是嘉靖二十七
年。

转眼已至初春时节，谢榛想起
香山的玉峰上人，便带上二十本《游
燕集》，前去拜访。

山上无处没有新绿，无处不空
气清新。谢榛走在通往寺院的山道
上，竟然对玉峰生出一点羡慕。还
是出家人好，没有牵挂，没有烦恼，
不受荣耀，不受屈辱。想到大长公
主的那张冷脸，谢榛就会心儿猛地
一缩。

玉峰没有变，与多年前相比。

他笑呵呵地说，今天一大早起来，有
一只喜鹊在我窗户上叫，我就知道
会有故人来到。果不其然，果不其
然。

落座之后，谢榛问询：大师，一
向可好？

我是散步、读经，读经、散步。
不像你，名满京师，红得发紫。

谢榛脸上一热，本应该高兴的，
却偏偏想到侯府受辱的那一幕。这
样，他只能摇摇头，苦笑一下。

怎么，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吗？
谢榛摆手，说，不提也罢。
玉峰看看谢榛，疑惑于眼中滋

生。玉峰这样的人，心明眼亮，能把
谢榛的心思猜测个八九不离十。见
谢榛不愿多说，玉峰也就不去追问。

谢榛问，大师沉浸于佛理之中，
一定十分愉快吧？

玉峰说，那是当然，佛经里蕴含
的哲理太多了。每天读，每天都有
觉悟。世间，没有什么幸福能够比
得上心灵的安静。

（未完待续）

目前市场上有关节气的书籍很
多，多数是面向学生的，旨在让学生了
解二十四节气的含义、由来、风俗等，
带领学生探索节气中蕴含的人文、艺
术、科学等多方面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提升审美认知、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节气+”概念倡导者三耳秀才（韩
光智）先生的新书《我们的节气》中以
节气旅行的方式介绍二十四节气，让
人眼前一亮。

三耳秀才延续了《跟着节气小步
走》中的节气人物——春天赵小燕、夏
天钱壮壮、秋天孙湉湉和冬天李大力，

只是这次他自己也置身其中，成了这
些孩子们节气旅行的“导师”。介绍每
个节气采用固定的“思维导图+旅行故
事+趣味小拓展”模式，思维导图中包
含“小百科”“习俗”“节气三候”“故事
传说”“我的节气小目标”等等，再辅以

“小插画师”画作，既拉近了与孩子们
的距离，也让书籍充满了朝气和亲和
力。旅行故事中，三耳秀才巧妙地将
节气和地理、养生等知识融入其中，再
加上作者幽默且带点小痞风的语言，
让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十分轻松有趣。
比如在介绍白露时，三耳秀才引用了

杜牧的诗作《怀钟陵旧游四首·其三》，
用谐音梗引出了白露节气的介绍，还
把秋天节气人物“湉湉”的愿望加以阐
释，既科普了知识，又传递了文化，自
然而然，不留痕迹。趣味小拓展中更
是蕴藏丰富的知识，既有二十四节气
非遗申报的背景介绍、又有人生三问
这种哲学难题，通过对话的方式展现，
有互动有探究。

在《我们的节气》中，三耳秀才充分
利用地域资源，用亲历的情感，串起节
气的内涵以及对生活的体悟，在与节
气人物探讨的过程中，带出散文、诗

歌，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四季。其间还
探讨了雾霾的形成、清明怀念烈士、生
活中的抱怨等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
题。这种立足实际和生活的教育方
式，将中国农耕文化、传统智慧与现代
生活相结合，更有利于让孩子对节气
乃至传统文化产生乐趣，并潜心接受，
转化为属于自己内在的一部分。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时
间制度、知识体系及社会实践，只有真
正内化于心，才能深入领悟其中蕴含
的智慧。

近日，我阅读了朱自清先生的《经
典常谈》。这本书不仅让我认识到具
有高超文学造诣的朱自清先生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也让我对中国传
统经典有了全新的认识。

《经典常谈》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
代末到40年代初。在那样一个动荡不
安的时代，朱自清先生却以极大的热
情和毅力，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普及。他在这本书中，以浅明而切实
的文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
典籍中的经典作品。从《说文解字》到
《周易》，从《尚书》到《诗经》，再到《春
秋三传》和《四书》，从《战国策》到《史

记》《汉书》等，朱自清先生按照传统的
经史子集顺序，逐一为我们展现了这
些经典著作的精髓。温儒敏认为，《经
典常谈》讲述重点是古代典籍，以书为
点，以点带面，再将若干的“面”相连，
呈现中华文化的基本样貌。这对读者
而言，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在讲述这些经典作品时，朱自清
先生不仅注重学术性，更重视通俗性
和普及性。他以白话文的形式讲述这
些经典文章的来龙去脉、要旨精髓，
让读者能够轻松地理解古代经典。
《诗经第四》的第一段，用浅白的短
句，描绘了古人抒发情绪、咏唱歌谣

的情景，生动形象；《战国策第八》描
写的苏秦发愤读书场面，能够引起读
者丰富的联想；《汉书史记第九》讲述
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之后，在
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而获宫刑、忍辱
著《史记》。朱自清先生用大白话娓娓
道来，就是在深入浅出地讲故事……
这种讲述方式不仅降低了学习门槛，
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文化
的瑰宝。

对于国人来说，《经典常谈》的意
义不仅在于传承和普及传统文化，更
在于让读者重新认识经典。《经典常
谈》提醒我们，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文

化的瑰宝，是历代先贤智慧的结晶，是
我们民族精神的根和魂，是我们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典常谈》让我
们重新认识经典、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和传承这份宝贵
的文化遗产。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
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说：“没有经典，
我们会停止思考。”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通过我的努力，
希望能引导学生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和探讨传
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