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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古诗的尚奇之风》

葛晓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

本书将唐代天宝至元和年间诗坛兴起的尚
奇之风视为唐诗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在揭
示出奇诗作者所坚持的儒家古道与其创作理念
之内在联系的前提下，着重寻找隐藏在风格、意
象、修辞等表现元素背后的深层艺术要素，尤其
是各家求奇思路的一致性和独特性，及其对联
想方式、艺术视野、构思创意乃至体式声调方面
的影响。意在理解这派诗人深蕴于超现实想象
中的心理感觉和思维逻辑，以及从其苦吟中透
射出来的生命力和悲剧美。同时书中还论述了
诗人们基于对汉诗和杜诗的深切理解，从多个
角度将古诗的表现功能拓展到极限的意义和得
失，解释了中唐古诗之所以成为奇险诗驰骋场
域的原因。

力津报 荐 书津报 架
《星际信使：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美】尼尔·德格拉斯·泰森著，中译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朱嘉明

《读通鉴论新译》，王夫之著、郭孟良译，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

2023年1月出版。

历代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岳鸳鸯

推荐理由：假如一位星际信使从外太空来访地球，你是否好奇他从宇宙视角如何看

待人类文明？全球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科普作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基于宇宙视角书

写了科学与社会、真与美、探索与发现、地球与月亮、冲突与解决方案、风险与回报、肉食

主义者与素食主义者、性别与身份、颜色与种族、法律与秩序、身体与意识、生命与死亡

这12个值得人类反思的重要议题，以幽默而散文化的语言带我们重新理解科学与文明。

在太空中环绕过地球的宇航员们通常会有的“概览效应”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吃

豆人星云、猫眼星云，星云的名字为何如此千奇百怪？如果你“杀死”了一个外星人，这

算不算犯了“谋杀罪”？我们是否每天都在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计算？……在这本书

中，泰森将关于宇宙天体的科普知识融入“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从对解决全球冲突

的见解到提醒人们活着是多么珍贵，泰森用他的热情和雄辩揭示了一系列辉煌而美丽

的普适性真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察和描绘这个世界。

大家 书读

宇宙视角的科学 哲 思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作为一个历史悠
久的国度，中国人最重视历史；在浩如烟海的
历史著作中，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而在解
读《资治通鉴》的著作中，明清之际著名哲学
家、文学家、史学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又是
最重要的一部。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是司马光为皇帝

编写的一部治国理政的教科书，由宋神宗钦
赐书名，上起战国初期的三家分晋，下迄北宋
建立前的五代终结，涵盖1362年的编年体通
史。该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立意于求索治
道、鉴往知来，宋神宗在序中用了12个排比
句，称其“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
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
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
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
义，良谓备焉”。而最早为其作注的胡三省在
序中更进一步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
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
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
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
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
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
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
也。”（《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资治通鉴》
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其经世致用，
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借鉴意义，受到古往今
来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清代史家王鸣盛认
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
读之书也”。（《十七史商榷》卷100《〈资治通
鉴〉上续〈左传〉》）

然而，《资治通鉴》卷帙浩繁，现代通行的
点校本加上胡三省的注多达600万字，加之编
年叙事，一般读者很难通观而直鉴，所以后来
又有了朱熹的《通鉴纲目》和袁枢的《通鉴纪
事本末》，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纲目体、纪事
本末体的简明读本，成为科举时代天下士子
的必读之书。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则是以
《资治通鉴》为基础、讨论“上下古今兴亡得失
之故”的史论、政论杰作。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世称

船山先生，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
之际三大家。他出身卫籍，自幼习儒，“抱刘越
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立下豪杰-圣贤
的大志。24岁中举，值明朝灭亡，组织乡勇起
兵抗清，后加入南明永历政权，在颠沛流离之
中隐居治学40年，著书近百种，凡千万言，后人
整理为《船山全书》。船山之学，以“六经责我开
生面”的精神“返本开新”，即返本于“六经”；进
而俯仰天地，穷探极论，出入诸子，屏斥申韩，节
取老庄，力辟浮屠，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
王，构建起自己“坐集千古之智”的思想理论体
系；然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予以创造性发展，
溯源历史，弘扬传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所谓
“推故而别致其新”“述往以为来者师”，在其生
命的最后岁月，完成《读通鉴论》《宋论》，标志着
他作为“亡国一孤臣”从文士之思、哲人之思到
史家之思的转变。

作为船山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可以说
代表了他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最后成果，是
中国传统史论的高峰之作。

在卷末《叙论》中，船山申述其对《资治通
鉴》的理解：所谓“资治”，就是为力行求治之
资，而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历史只是其镜
鉴罢了；所谓“鉴”，就是于其得而必推其所以
得，于其失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必思易其迹
而何以亦得，其失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所
谓“通”，就是通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事
之道，“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
也就是可以提升自己、与人分享并感到愉
悦。同时提出“不言正统”“不论大美大恶”
“不敢妄加褒贬”三条原则，进而概括本书的
编纂宗旨——因时宜而论得失，“推其所以然
之繇，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
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
效”。最后表明本书史论的方法——“引而伸
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心得
而可以资人之通”，也可以简称为引论、深论、
博论、合论、通论五论，或言展开评论的五个
环节。当然，每一则评论并非都要包含五个
环节，即使包含所有环节也并非必然依照这
个逻辑顺序，即使达到最后的会通之论，也并
非“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

就中国传统史论体例的历史发展而言，
船山堪称是运用史论这种体裁审视、编排、写
作历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读通鉴
论》借《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上挂下联，左顾
右盼，既联系到战国以前，尤其是追迹三代，
正本清源，下及宋元明三朝，尤其是明代，“明
帜已易，禹甸为墟，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
致焉”，体现了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特
点。正因为如此，他能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
以洞察古今、烛照幽明的识见，弘道正义、济
世安民的情怀，顾盼多姿、清丽宛转的文字，
阐发“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
义”。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对
制度举措、社会风俗，皆能追溯其渊源、分析
其背景、缕述其变迁、阐释其动因、探究其影
响，从而兼具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反思态度
和批判精神，表现出高超的历史解释艺术，而
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其理势统一的历史规律
论、趋时更新的历史进化论和“即民以见天”
的历史动力论。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迥异流
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如严守夷夏大防，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不免偏激；严守正道大义，
在人事臧否上不免以后见之明而苛责古人。
无论是大醇小疵，还是白璧微瑕，均能益人神
智、发人深省，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受到历史
的魅力无穷和思辨的精微广大。

船山曾预言其著作二百年后才会显扬于
世，果然“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
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钱穆《中
国史学名著》）在经历了一段昙花般的绚烂之
后，20世纪30年代以来，《读通鉴论》逐渐回归
到正常的学术视野，吸引着一代代学人分别
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
加以探讨，船山的异代知己愈来愈多。在当
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中，我们要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深入挖掘治国理
政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读通鉴论》便是这样
一部不可不读的史论经典。中央党校出版集
团大有书局于今年年初推出的《读通鉴论新
译》，是目前最为完善、最为便读的一个版本。

船山极深研几，文奥难解，其议论又出
古入今，左右逢源，故其著作必须加以现代
解读方可传承普及。《读通鉴论新译》在广泛
吸收借鉴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严格遵循
古籍整理通则，对原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
究、白话翻译，为广大读者阅读参考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首先，精选版本，严谨校勘。
《读通鉴论》始撰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
熙三十年（1691）与《宋论》一并完成，此后一
直以抄本流传，直至同治四年（1865）金陵书
局本《船山遗书》刊行方正式面世。中华书
局1975年推出的舒士彦点校本，以金陵书局
本为底本，参考若干抄本整理，成为目前通
行的版本。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利用各
种抄本、印本进行会校，订正中华本约 600
处，并参照他本标出细目，堪称最为完善的
版本。本书的整理即以岳麓书社《船山全
书》修订本《读通鉴论》为底本，参校诸本，并
按照古籍整理规范和有关国家标准，纠正现
行各本原文的差错，提供统一规范的文本。
其次，坚持“信达雅”原则进行现代语译。采
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在准确忠实原
文的基础上追求语法结构的通畅和遣词造
句的古雅；原文援引古籍文献则尽量核对元
典，还原本义；另在括号内加注人名字号、古
今地名、年代以及相关内容，以便完整准确
理解船山的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历代治国理
政的得失成败。相较其他版本，经过考证，
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这类问题，均于译
文中加括号予以说明。同时，也改正了其他
版本注释翻译的许多错误。再次，增加题
解，提炼主题。每卷前撰写题解，以时间为
序，以帝王为纲，以帝王系事件和制度，或一
事一议，或同类事、同类人、同类制度与相关
人、事、制度共议，交代历史背景，概括主要论
点。每则原文只有序号，没有标题，本书则依
据其主旨另拟凝练雅致的标题，如“天下昏乱，
忠臣乃见”“刘邦几为富家翁”“更始之失，光武
之资”“怪士不惩，天下不平”之类，以便阅读理
解其本义。复次，核实本事，注明出处。对全
书九百多则论题，一一查找《资治通鉴》中的本
事，在文后标示出处，以便有进一步深入探究
需要的读者对照阅读，领悟其微言大义。此
外，在装帧设计上，从明代刻本《历代帝贤像》
中选取历代帝王线描画像30幅，插入每卷首
页，以便观瞻；从开本选择上，采用32开本，平
装7册，也方便读者阅读使用。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船山有言：“读古人书，
以揣当世之务，得其精意，而无法不可用也。”对
于船山的史论，我们正可作如是观。《读通鉴论
新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中国历史的精良
读本，可以作为历代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作者为中州古籍出版社副编审

当今社会，人类正日益被呈指数级增长
的数据和信息控制与裹挟。与此同时，信息
沟和数字鸿沟急剧拉大，数据和信息的非均
衡和不对称造成了新的“二元社会”。于是，
人们在如何认识“真理”的问题上，产生了分
裂。所谓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某个
群体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专家，
将自认为真实的或希望真实的东西作为真
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的作者，天体
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向读者灌输了
一种宇宙观。这种观念依靠非人类中心主义
和非地球中心主义而形成，基于两个科学基
础认知：其一，仅靠人类的眼睛不足以揭示关
于自然界运作的基本真理；其二，地球不是宇
宙运动的中心，它只是绕着太阳运行的已知
行星之一。当我们将自己代入宇宙视角、以
科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自己与他人、与地球、
与宇宙的关系，就会发现宇宙并不是围绕着
人类和人类的思想运行，而所有诸如战争、政
治、宗教、真理、美、性别、种族等争议性话题，
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造战场”。

本书以科学与社会作为开场，以生命与死
亡收尾。主体部分由10个章节组成，真与美、
探索与发现、地球与月亮、冲突与解决方案、风
险与回报、肉食主义者与素食主义者、性别与
身份、颜色与种族、法律与秩序、身体与意识，每
个章节都提供了关于双重主题的科学哲思。

泰森没有期望提出标准答案，而是要创
作一种与读者以更细微的方式进行对话的语
境。当人们将问题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
时，就会获得对地球上生命的新看法。这些
看法会对各种教条主义提出挑战，让读者意
识到，这种方法不仅能帮助人们弄清什么是
真正重要的，还能激发更大的团结意识——
就是学习的价值。

◎ 好奇心驱使人类进步

“宇宙”是一个大词。它包括了宇宙中的
每一个物质粒子，在一个直径高达100亿光年
的系统中，拥有大量的星系。通过这个镜头
看向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有趣的新视角，因
为这个视角具备时间和空间的恢宏维度。当
我们倒退约3万年，想象一群遥远的、住在山
洞里的祖先蜷缩在火堆旁，这个人类族群的

心智地图不超过洞穴周围十几平方英里的范
围。在这些边界之外是巨大的未知，一些人
可能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虚无；另一些
人在考虑它时，可能除了危险和死亡之外什
么都看不到。有一天，一对无畏的洞穴居民
咨询他们的长者，他们想看看外面有什么。
长者们权衡此事，并思考风险和回报。有时，
你必须离开山洞才能解决你的山洞问题。尽
管，巨大的未知世界里潜藏着危险和死亡，但
它也蕴含着治愈疾病的植物和制造新工具的
有用材料的希望，以及新的食物、水和住所来
源。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新的思维方式有待
发现。这就是许多科学家所珍视的一种想
法，也是人类史上一种深刻的想法。

探索关乎旅程，也关乎目的地。当人们
开始出发时，他们不仅发现了新的世界，还学
会了以新的方式看待我们已经知道的世界。
泰森认为，这就是宇宙观。采取这种观点是
为了拓宽我们的参考框架。把熟悉的想法重
新编排，才能重新来看待我们的出发点。

而这将改变一切。因为，人类已经到了
必须从宇宙视角思考才能真正认知地球的历
史时刻。

◎ 拥有宇宙视角才拥有地球观

作者将目光聚焦于美国，总结了在
1968—1973年间所观察到的现象。一种全新
的政治和文化边界被打开：在美国，民权活动
家正在重新定义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意义；
在布拉格和巴黎，在墨西哥城和东京，学生们
在研讨室里梦想着新的乌托邦；披头士乐队

从印度归来，带着西塔琴的声音重新定义了
西方流行音乐；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巴黎成立。

这也正是科学探索的重要时期。第一艘载
人航天器抵达月球。阿波罗8号在返回地球之
前围绕月球运行了10次。在其中一次飞行中，
宇航员威廉·安德斯以月球视角拍摄了地球。当
这个图像在全球流传时，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
式思考地球。宾夕法尼亚州排放污染物的工厂、
波兰森林中的酸雨、尼日尔三角洲被石油覆盖的
海滩，都不再是本地问题——它们现在被看作影
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问题的局部症状。

这是值得再认识的历史阶段：人类通过前
所未有的放大视角，开始把环境作为全人类关
注的现象来把握。一波立法浪潮反映了这种观
点的转变。1968—1973年的最后一次登月任
务圆满结束。世界各国开始通过法律来规范工
业污染物的排放和像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DDT杀虫剂）这样破坏生态的农药的使用。
负责保护自然资源和防止过度捕捞的新机构
也随之出现。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始纪念地球
日——一次支持环境保护的国际示威活动。从
此，宇宙观作为一个观念成果，体现在人类开始
对我们星球的生态系统进行关注上，即使大自
然实际上并不关心我们是否健康或长寿。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 宇宙观下没有常识性假设和定义

人类的科学史总是在不断被超越的。过去的
科学受困于能力和认知不断被证伪，而新的科学范
式需要人们更多的实验和观察产生更多的数据，从
而确定究竟什么是客观的真实。这意味着知识是

以指数形式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因此根据过去预测
未来变得十分滑稽。它还让你认为，所有出现在你
生命里的那些惊人的发现和发明，都代表着你生活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就是指数增长的一个基
本特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特殊时期，无论
他们在曲线上处于什么位置。一切历史都不是线
性的，自然界的发现之河以指数形式增长。

泰森用确凿的事实和批判性思维钉住了
人与人之间相似性多于不相似性这一基本事
实。这似乎符合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有无相
生、虚实相形、阴阳相依。

◎ 看待生命

本书的尾声“生命与死亡”提供了无价的
洞见，也是泰森对为什么使用科学分析和方法
论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生命、死亡和人类的，非
常有启发性和批判性思考的回答。他引用了
19世纪教育家霍勒斯·曼的墓志铭：“我恳请
你们把我的这些临别赠言珍藏在心中，在你们
为人类赢得一些胜利之前，请以死为耻。”人类
不断向外探索的原始冲动肯定比不断互相残
杀的原始冲动要大，那么人类的好奇心，将确
保人类会持续对星际进行无尽探索，这些见解
也迫使人类在地球上的短暂时间里，成为自己
文明的越来越好的牧羊人。

◎ 结语：“概览效应”

泰森在本书中强调，这本书是献给“所有希
望看到世界本来面目，而不是现在面目的人”。

那么应该如何利用本书呢？本书给了读
者极为重要的钥匙：用宇宙视角认识地球、地
球上的人类及其生存的社会和生态，还有他们
的未来。这就是所谓的“概览效应”。“从宇宙
视角回到地球视角，我们会改变与自己所在的
这颗星球以及与人类同胞的关系”——这应该
成为至理名言。

与此同时，请千万记住：人类还处于“按照幂
率方式增长”的时代，这样的速率已经超出人们正
常理解的范围。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唯有适应。

作者为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

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百术不如一诚：

一本书读懂稻盛和夫》

曹岫云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年6月

稻盛和夫曾反复强调，其思想哲学的“原
点”可以凝缩成一句话:以“作为人，何谓正
确”当作一切判断和行动的基准。

作者基于这一“原点”，对稻盛的人生足迹
做了梳理和描绘，书中阐述了许多鲜为人知但
蕴含无限哲理的故事。在此基础上，作者向我
们系统地阐述了稻盛的成功方程式、企业经营
的目的、人生观、工作观、经营观、幸福观、婚恋
观、教育观、善恶观、国际观、政治观、科学观、
生命观、心性观、宇宙观等是如何从这一“原
点”中演绎出来的，帮助读者用一本书快速读
懂稻盛和夫。

《中国式申奥》

黄克俭著

团结出版社

2021年7月

2001年7月13日，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
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亲口宣布了北京成功获
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本书记录了作者在
任中国奥申委多媒体总策划期间的工作历程，
他与奥申委的同事们一道披肝沥胆，千锤百
炼。终以卓异的智慧、精妙的创意、专业的表
现和严苛的细节，铸就了中国申奥代表团的完
美陈述，征服了国际奥委会，征服了世界。

本书真实再现了作者在奥申委的工作始
末，披露了奥申委为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
主办权的努力过程，突出了申奥成功的各种
不为人知而精彩纷呈的细节，令读者回到申
奥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你不是孤单一人》

小馆长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本书洞悉那些被我们藏在时光里的每一
抹情绪。书中收录71个瞬间，71种情绪，陪
失恋的你、单身的你，或偶尔孤独的你，走过
又一个盛夏。护封烫黑，书中采用双封设计，
内文双色印刷，为你打造治愈的阅读体验。
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有人爱。

《两课经济学》

【澳】约翰·奎金著

九州出版社

2023年7月

如果没有政府等外部干预，经济就不会
衰退？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灵药？这
些都是已畅销70余年的名著《一课经济学》
中的经典论断。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尤其在
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衰退与萧条此起彼
伏、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当下，《一课经济学》的
解释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就说：“若有人鼓
吹‘一课经济学’，我建议，回到第二课。”

在本书中，澳大利亚经济学巨擘约翰·奎
金以极具穿透力的思想精彩地讲授这两堂
课。他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对理论的雕琢上，而
是通过对经济运行现实的梳理和洞察，回答了
市场如何运转、危机因何发生、失业从何而来、
贫富差距如何弥合、宏观调控是否有效等经典
经济问题。全书没有公式和计算，零基础的读
者也可以通过本书轻松掌握经济学分析现实
问题的思路，清醒认识世界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