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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本书是北京大学龚鹏程教授主编的一部特殊的中国历史读本，全书收录历代经典文章139篇，按照纵向的时间顺序，

以原点的形式，全面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书中收录的139篇文章，起于尧舜，止于清末，可分为改变了历史的文章和标记了

历史改变的文章。

全书依照简介、原点、译文、背景说明、影响五大块解析相关文章，条分缕析，用通俗晓畅的语言讲解三千年中国史，让读史也可

以变得不沉重。

《历史大变局：形塑中国三千年》，龚鹏程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力津报 荐

《学哲学 用方法》，阮青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学哲学拓展人生格局 用方法提升工作能力
陈小白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
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
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
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
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
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
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
主义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更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而且把这种方法内
化为自己的基本素质，提高我们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哲学，掌握方法，贵在应用，这既是
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
统。当代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
重要时刻，我们面临的使命会更神圣、任务更
艰巨、矛盾更复杂、困难更多样。怎样办？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
学方法，不断提高自己分析新情况和解决新
问题的能力，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一、从思想到生活：学习哲学确立人生

理想和拓展人生格局

通常说，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就是说，哲学是关于世界
观的学问。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总的看法和
根本观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决定
着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眼界、胸怀、理想和追求，也
就决定着这个人人生的基本格局。所以，哲学
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其最重要的是解决人
生的格局问题。而一个人的格局是在认识世
界、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处
理自己的灵与肉的关系的过程中展示出来的。

学习哲学，无论对于领导干部还是对于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是非常有用的。
“学点哲学，终身受益。”“哲学是‘明白

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
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
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不学哲学，天赋
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不懂哲学的领导者就
不可能是一个清醒的领导。”

为什么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
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
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真正
实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有机
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科学的
理论体系，经受住来自敌对势力的谩骂和诋
毁，经受住来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失败
的考验，经受住来自实践的风风雨雨的洗礼，
随着人类实践和社会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自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跨越时空的影响
力和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二、从思想到工作：提高运用哲学方法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

人类的活动包括两大领域，即认识活动
和实践活动，与之相应便形成了认识方法和
实践方法，我们通常称之为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思想方法决定着工作方法，如果思想
方法搞错了，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开展，

甚至可能犯错误，所以搞清楚思想方法是非常
重要的；同时，思想方法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
逐步探索和形成的，在工作实践中得到检验和
修正，并随着工作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完善，从这
个意义上说，工作方法又积极地影响着思想方
法。如果能够自觉运用正确的哲学方法进行思
考和工作，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进行；否则，就
可能犯错误，走弯路。这就充分说明学习和掌
握哲学方法的重要性。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的实践和认识
活动来说太重要了，它决定着我们实践的方式、认
识过程和活动结果。如果我们做一个关注哲学方
法的有心人，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处处充满着哲学
问题，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运用着
哲学方法。学哲学、用方法，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
统。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结合
工作需要，掌握科学方法，克服“本领恐慌”。

本书作者通过长期在中央党校教学过程中
总结出学员们反复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解答，
用 17章节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
唯物论、实践观点、联系观点、系统观点等科学
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观点及相应的方法论，帮
助喜欢学习和思考哲学问题的读者，学习一些
哲学理论，掌握一些哲学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做一个理性人、明白人、
聪明人，全面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本书紧密围绕相关理论，精选对现实有指
导作用的代表性相关案例，从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的角度进行总结并对案例进行多维度的、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用通俗的语言、身边的案
例、透彻的分析，在讲清楚基本理论的同时，着
重讲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哲学理论变
成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让读者充分掌握运用
哲学方法来解决身边的各种问题。

分享 读悦

创新解读苏东坡
龚莹莹

《品中国文人·苏东坡三百篇》，刘小川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近日，龚鹏程主编的《历史大变局：形塑中
国三千年》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龚鹏程，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曾任台
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讲席教
授。现任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会长、山东大学讲
席教授。他知行合一，自觉承担起传承中国优
秀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的重任。

由其主编的《历史大变局：形塑中国三千
年》秉持精选与中国历史改变有关的文章这
一核心宗旨，起于尧舜，迄于清末，选取历代
经典文章139篇，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按照纵
向的时间顺序编排，勾勒了中国历史发展的
曲折脉络，展示了历史车轮不断向前的磅礴
力量，揭示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中国的
原动力，展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智慧、中国精
神和中国力量。精选的文章不仅记载了历
史，也解释了历史，更直接形塑了中国，是历
史变动的直接证词。

首先，这套书仿效《尚书》，直接选录中国
历史进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记录，和最能体
现历史变迁的文章，让历史“自己呈现”出来。
因此，只发挥思想哲理，不涉及历史变动的文
章，不选；影响深远，但难以句摘篇选的文章，

不选；同一事，其变动有多篇文章记载的，择最
优选；假如改变历史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
本书，那就以序代书，以见一斑。故书中所有
文章都足具代表性，它们就是中国历史甬道
里，一座座里程碑、一盏盏标示其曲折面貌的
灯簇。把这些文章串联起来，完全可以看到一
部面貌清晰的中国通史。

其次，这套书进一步把精选的文章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文章改变了历史，一类是文章标
记了历史的改变。

文章改变了历史，是说中国的历史因为这
些文章改变了命运，或者说，这些文章形塑了中
国。这类文章或代表一个新观念、新时代的出
现，或宣告了变局的形成，具体牵动了历史的进
程。李斯的《谏逐客书》、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左宗棠的《统筹新疆全局
疏》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属于
这一类。试想，如果没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哪
有秦国的一统天下？如果没有董仲舒的《贤良
对策》，哪有后来的独尊儒术？如果没有曾国藩
的《讨粤匪檄》，清朝哪还能延续？如果没有左宗
棠的《统筹新疆全局疏》，新疆哪还是中国领土？
如果没有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
凯称帝之事如何了局？历史之流，因这些文章

的出现扭动了航道。
文章标记了历史的改变，是说有些文章虽

然并未直接塑造、改变历史，可是它反映了时
代的变动，刻画了历史的轨迹，影响了后来的
发展，是历史的直接证词。秦始皇的《初并天
下议帝号令》、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
《南京条约》，就属于这一类。秦始皇的《初并
天下议帝号令》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天下这个变
局，而且文中“朕”“玺”“制”或“诏”等称呼和做
法，为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沿
用；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是玄奘取经的
证词，总说取经的历史意义；《南京条约》的签
订开启了中国近百年来苦难的开端，之后一切
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在《南京
条约》中找到先例。

再次，这套书并非以单一视角选文，而是
兼顾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科技等多个方面，
“让我们看到不仅历史不断处于转折点上，而
且人类也永远在对其生存情境做价值的判断、
意义的创造、技术的更新和生命转折点式的抉
择”。政事方面的如曹操的《求贤令》，文化方
面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学术思想方面的
如韩愈的《师说》等等，全方位展现了三千年历
史之变的复杂和多样。

从次，这套书选文不仅注重文章的史学价
值，还关注文章的文学价值，精选出的每一篇文
章都是千古名篇，是值得学习的典范之作。如，
李斯的《谏逐客书》，顺说、逆叙、正说、反喻，起
承转合，前后呼应，论理精辟，举证精当，文气畅
达，颇具说服力，完全可以看做一篇议论文参考
范文。又如，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豪
气干云，掷地有声，极富煽动性，一传到京师，竟
比叛变的消息更加轰动，人人争传，深入民心，
比武力更能毁灭武则天的声望。至今读之，犹觉
笔劲雄浑，气势夺人，当百万师。允为千古名
作，最流行的骈文佳篇之一。

最后，虽然致力于呈现历代文章的原貌，这套
书还是充分考虑到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
需求。收录的每篇文章不仅有简洁精要的注释，
通俗晓畅的译文，提纲挈领地诠释要义、写作背景
以及造成的影响，还为疑难字词加注拼音，并配置
了一定数量的插图，且精心制作了《中国历史大事
及相关文献一览表》《文章分类索引》和《作者索
引》，为阅读提供辅助。

总之，作为一部文章精选，一部独具特色的中
国历史读物，《历史大变局：形塑中国三千年》“让
历史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仅能通古今之变，
更能参与历史的脉动”。

近日，《品中国文人·苏东坡三百篇》（以
下简称《苏东坡三百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作者刘小川是四川眉山人，出生成长
就在东坡故里。他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领军
人物，被称为畅销百万的“中国传记文学的
革新者”。早前，《品中国文人》《苏东坡》
《苏轼——叙述一种》《先贤与中国》和《品西
方文人》等传记作品，已经为他赢得了业界口
碑和读者的好评。在《苏东坡三百篇》中，他
褪卸了擅长的评断，以随笔记录的方式创新，
还提出“低沸点欣悦”等新概念。
首先是结构创新。“笔记”是我国古代的

一种史学体裁，形式随意，格式不拘。《苏东
坡三百篇》有见闻杂录、辨析考证，创新主要
体现在整体结构上。寻常结构多如纺锤，中
间粗，两头细，这部传记却似蜂巢。从公元
十一世纪中叶，西蜀小城里生发，北宋时期
的连续事件，被勾连成为多墙面的立体大
网，细细密密地封盖了苏轼的一生，像蜂巢
有相对独立的房间，单篇记录不足千字，纤
薄短小，却承载了历史纵深的辗转腾挪。
其次是表达创新。基于传统汉语的艺术

自信，刘小川没有采用纯粹的方言书写，却有

很多方言表达，如调料佐饰民间百味。例如
“闹天干”“费头子”“掰爬海”，不加以说明，
外地人恐难理解。眉山教师曾经尝试方言朗
诵，再创作后，深受学生的喜爱。在促进传统
文化的保存和赓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重要的是，它们并非野史笔记，而是“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地保有艺术真实，超越地
域空间，以今人之心体味古人，是对历史真实
的撷取和酿造。

内容上也有创新。八百字左右的篇幅，
从细微处撩开，男女老少，前世今生，像蜂蜜、
王浆、蜂胶、花粉，都是东坡文化的恩惠。美
食界有一种说法，“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
简单的烹饪方式”。简单并非浅俗，用刘小川
自己的话说，是“作家要知道写什么，更要知
道不写什么。”当初纪晓岚评白居易，“乐天每
有所作，令老妪能解则录之，故格调扁而不
高。然道情叙事、悲欢穷泰，如写出人胸臆中
语，亦古歌谣之遗意也。岂涉猎浅才者所能
到耶！”同理，能让学生理解喜爱的作品，又能
写出胸臆，刘小川的“不写之写”带着中国人
“无为之为”的坦然，在读者心里，自然能咀嚼
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千般滋味、万般感慨。

总的来讲，《苏东坡三百篇》深入浅出，
贴近平民，也贴合东坡本人的精神特质，是
对东坡精神的参悟和践行。有人不理解，这
样创新到底为了什么？他说，他的愿望是把
年轻一代从手机短视频的世界里召唤出
来。刘小川成名多年，自然懂得如何超越时
代著书立说，并非少年意气与时代硬刚。这
让我想起熙宁四年的苏轼，想到那年的《上
神宗皇帝书》。作为个体，我们无法跳出时
代的场域，类似问答干脆交予山川江月，让
时间证明。

刘小川给我的印象并不张扬，相反极为低
调，譬如将军没有刀剑气，他身上的文人气息
也不明显，接触很久才能感受他锐利的一面。

他把荷尔德林的诗献给苏东坡，“思想最深刻
者，热爱生机盎然。”所谓生机盎然并不等于荒
莽丛生，异苔同岑可以，旁逸斜出就不行。因此
他会用思想的锐行干出披荆斩棘的事来。从他
的传记作品不难看出，他所推崇的世界级文豪，
不论东方西方，无不大开大合，具备开天辟地的
性格特质。苏东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
田院乞儿”，托尔斯泰也是“放浪形骸的纨绔子
弟，从堕落中升起的文学太阳”。与他接触的过
程，往往就是感受他独特为人的过程。一方面，
他安居乡里、远离喧嚣，潜心阅读、著书立说，是
低调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挈领文坛，致力于文化
推广，在东坡文化普及和传播领域，尤其高调。
真正触动我的，始终是他的平民情怀，是他对底
层社会持续的关注与关怀。

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转，他所植根的文学
家园，早就厚实了。持续关注的读者会发现，书
中的人物，多显惇厚旷达，场景也多和谐欢乐，
令人联想到丰子恺的小画。他的锐气让文字依
然呈现开合状态，却非虚无主义者的呐喊在空
旷的精神领域泛滥，而是有源源不断的作品充
填。同时，他还用实际行动夯实着文化传播的
现实空间。

理想可触碰，现实有温度。在苏东坡的故
乡眉山，大部分文化志愿者都以一种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的姿态，守护“三苏”这类源头性的文
坛巨擘，从传统经典中品味初心。刘小川也用
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孜孜创新，令人感佩，为此
写下这段文字，给《苏东坡三百篇》点赞。

《光明行：

盲人张喜平的一天》

许海涛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

《简单心理：向内看见》

简单心理著

新星出版社

2023年1月

《呼吸的力量》

【意】米凯·马里奇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2年10月

《揭秘微观世界》

【英】英国尤斯伯恩

出版公司编著

接力出版社

2022年12月

书津报 架

大家 书读

本书是一部非虚构长篇小说，主人
公是家住西安市的张喜平。他是一位
先天失明的盲人，从 20岁开始，近四十
年如一日，用担笼在距家30多公里的西
安回民街卖鸡蛋，自强自立；赡养老母，
孝心有加；抚育弃婴，慈爱如山。而他
自己孑然一身，至今未娶。他诚信经
营，与人为善，和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他战胜了黑暗的挑战，走出了属于
自己的“光明行”。

社会和善良的人们对残疾人的关爱
和帮助，也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他的典型事迹多次被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陕西日报等媒体报道，他本人则入选
“2022年度中华慈孝人物”。

国内专业心理平台“简单心理”历时
八年，以数百万的案例为基础，为大家打
造的自我疗愈之书。

你是否高敏感、低自尊，经常负面幻
想、自我苛责？你是否有拖延症，经常抑
郁、焦虑，还有一定的强迫症？你是否被
家所伤，习惯讨好别人，时不时还被
PUA？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问题。而人
的一生，最重要的关系，是处理好你与自
我的关系。然后是与世界的关系，与亲密
爱人的关系，与原生家庭的关系。

本书就是带领大家“向内看见”，接
纳自己，学会与自己和解，抵达生命的自
洽。作者沿着人出生后与世界建立关系
的脉络，以理解自己、理解家庭、理解人
际关系、理解性别和亲密关系四条路线，
来切实解决你生活和生命中遇到的诸多
困境。本书没有选择常见的角度，而是
选择了人们在心理咨询室里最常讨论的
困境和痛苦感来切入，认识自我、向内看
见，在每个议题上，讨论它们是什么、为
什么、怎么办。

人们一天内的呼吸次数为2万次左
右，如果能充分利用每一次呼吸，这将
释放多么巨大的健康能量啊！懂得好
好呼吸的人少之又少，而本书作者米
凯·马里奇正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一生都在呼吸，这是生物自
然、无意识、发自本能的动作，但我们常常
忽略呼吸的重要性。就连作者本人也是
经历过种种才认识到呼吸的神奇力量：他
热爱自由潜水，热爱海洋，拼命追寻屏住
呼吸的时长和下潜的深度；攻读法医人类
学硕士期间，训练自己屏住呼吸以免闻到
尸体的气味；挚友在海上不幸去世后的黯
淡日子里恐惧外界事物，几乎无法呼吸，
又重新学会呼吸；最终立志将呼吸作为终
身事业去拓展，当一名呼吸教练，帮助职
业运动员及更多的人。

在本书中，自由潜水世界冠军、医
学教授、呼吸教练米凯倾囊相授十种独
家呼吸诀窍，可应对不同困扰并适应日
常需求，适用者不分年龄阶段。同时，
书中推荐了可搭配呼吸训练的全天候
饮食方案，还有适宜儿童、孕妇、运动员
的专属呼吸训练方法。用呼吸调整身
心、控制压力与情绪，更能助你轻松应
对人生的重要考试、关键面试、决定性
会议等每一个决胜时刻。

这是一本适合 5-10 岁儿童阅读的
科普图书，用翻翻的形式揭开表象。

本书借助显微镜，探索人眼看不到
的微观世界，从奇妙的微型动植物，到生
活在我们身边甚至体内的数百万微生
物，从病毒的种类到传染病的防治，从微
生物的神奇作用到微观技术创造的奇
迹，再到显微镜的发展历史，帮助小读者
从全新的视角了解世界。

中国历史因这些文章而改变
关俊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