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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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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

两种学习模式
造就不同人生

李峥嵘

在·线·阅·读
孝文帝时期，乃至整个北朝，门第虽然

是为官的重要因素，但从来没有过一套严

格的、可操作的标准。只要父亲、祖父辈担

任过高官，就可以算有门第出身，声称远祖

是汉代、魏晋的某位高官也是一个办法。

“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讲究地

域平衡，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门大姓。

《魏书》中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汉魏晋时某

高官，其实他们往往只是同乡、同姓而已，

年深日久，无从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

一般也就得到默认了。不幸的是，李彪出

身寒微，而家乡顿丘还有一个李姓高门

——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实在攀不上

亲，前代的顿丘籍李姓名人，自然也轮不到

他认作祖先了。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诸帝的门第观念尚

不太重，只要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识，出身低

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会受人歧视。冯太

后当政时，很多宦官都受到宠幸，仕至尚书、

常侍、将军、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担任礼部

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按照南朝的门第观

念，这都是一流高门才能担任的清要官职。

冯太后死后，这些宦官年老资深，依旧很受

孝文帝礼敬。

到李彪这一代人进入中年之际，正逢年

轻的孝文帝按照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改革制

度。孝文帝草拟的门阀制度，大概是按三代

先祖的官爵高低划分门第，由门第决定出仕

时的官职。选官制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

面，就问题重重，何况涉及数十年前的“历史

问题”。所以直到后来的世宗、肃宗朝，朝廷

数次清定姓氏门第，一直纠纷不断。这种情

况下，那些门第不是特别显赫的士人，更感觉

压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过

排斥、贬低出身更低的人，来显示自己的门

第。这样，李彪顺理成章地成了寒门的代表，

和他在出身上“划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门

第的最好办法。

李彪和广平宋弁交好，他们都是相州

（顿丘、广平同属相州）人。宋弁祖父宋愔，

太武帝时担任过中书博士、太守，出身背景

比李彪好些。宋弁个人的从政资历比李彪

浅，李彪任秘书丞时，宋弁是他下级的著作佐

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门第受到孝文帝赏识，迁都

洛阳后，仕至散骑常侍，兼领相州大中正，负责划

定本州籍官员的门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

商量，仍旧把李彪定为寒门。这样做一方面表现

了他的无私，不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产生和

自己竞争的同乡门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会作

何感受。退一步说，李彪可以对自己的仕途不作

太多奢望。毕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他从寒微

书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

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

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子李志，十余岁就能作文了，

女儿也自幼教习文字、儒书。李彪对这对子女非

常喜爱和自豪。日渐严重的门第压力，使他常为

孩子的未来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谈、宴会场合，都

要向同僚们称扬夸赞一番。孝文帝对此难以容

忍，还专门批评过他。

李彪的悲剧与孝文帝时代的门第

《他们和

他们：作家眼

中的编辑》，

李清川、陈仓

主编，上海远

东 出 版 社

2023年 3月

出版。

幽默的童诗

《下雨下猪下面条》

【美】杰克·普鲁斯基著

【美】詹姆斯·史蒂文森绘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

《金榜题名

之后——大学

生出路分化之

谜》，郑雅君、熊

庆年著，上海三

联书店2023年

1月出版。

小
柔荐 书

《历 史 的 游 荡

者》，李硕著，世纪文

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

传统的滋养

《问道江南西》

阿痴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本书由十个中短篇故事组成，讲述了一个名叫杰夫
的人在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经历的种种奇幻故事。十个
奇幻故事、十种人生体验，追寻的却是同一种人性。

在每篇故事中，主人公皆以不同性格、不同身份出
现，仿佛穿行于各个平行宇宙之中。十篇故事各自独立
成章，分别涉及梦境、末世、外星以及新科技等领域，或
悬疑推理，或脑洞大开，或于底层逻辑合理前提下的超
强反转，节奏明快、情节曲折。所有故事又均笼罩在善
良、勇气、孤独和爱的人性光辉之下，主人公虽处极恶环
境，依旧饱含深情。

宋代可谓中国近世的“黎明时期”，
工商业发展迅速，城市化程度加深，城
市和乡村出现新的发展形态。书中从
阶层人群、管理制度、等级分布、生产交
换、文化概况五个层面，展示宋代城市
与乡村发展情况，剖析两宋城乡发展背
后的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探讨中国
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逻辑，对解决当代城
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具有若干参
考价值。

本书作者杰克·普鲁斯基是一位“文字魔术
师”，在美国，他是与谢尔·希尔弗斯坦齐名的幽
默童诗作家。他的诗充满了双关语、玩笑话、俏
皮话和图形游戏，融合了机智、搞怪、嬉闹和欢
乐，炫目得让读者目不暇接。

他的诗谈人，谈动物，也谈论那些从来不曾
存在的东西，里面有呱呱叫的公主、跳舞的河
马、受够了做算术的驼鹿、火龙、黏糊糊的蠕虫、
外太空的神奇商场……孩子感兴趣的一切，这里
都有。

两个忘年之交的男人，一个奋力辗转于尘世，在艰难和放弃
之后成功，却死而有憾；另一个则扎根于红土，在传统滋养之中，
成为内在完整的人。所谓“问道”，问的是小说里这些人物和历
史背景，暗含了江西书法文化传承的脉络。小说中还有各色在
“问道”路途中的人物，从怀仁到八大山人再到傅抱石，从迷路的
艺术家到盲人戏班暮年的歌者……

书中部分使用江西方言，人物群像的塑造读来酣畅淋漓。这本
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赞歌，会让我们每个人更加了解脚下的
这片土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中华文明，它们深埋在我们的血脉之中，
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

长久以来，人们都有个困惑：进入同一所
大学同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学
习、深造乃至求职中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到
底有什么能力是高考分数所反映不出来的？

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
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
何去何从。《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
化之谜》指出，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
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型，一类是直
觉依赖型。

对于未来的发展，目标越明确的学生准
备越早。在了解大学的学习内容、课程选择、
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规则后，目
标掌控型学生会有意识地树立目标、管理自
身的行动、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让大学的经
历和成果转化为实现目标的资本。比如计划
出国或读研就要努力提高成绩和学术经历，
弱化跟这些无关的时间投入。

而那些直觉依赖型的学生，靠旧的习惯
和直觉来度过大学生活，甚至因为所在城市
和学习场所的剧烈转变引发精神震荡，搞不
清未来的方向。比如有的学生只是粗略知道
大学需要好好学习，但是并不清楚提高成绩
是为了什么。
再例如，同样是求职，目标掌控型学生会

积极掌握信息、参加对口实习、减少学校社团
的投入，学习成绩保留在一定的水准就可以
了。而直觉依赖型学生出于过往的学习习
惯，没有意识到要为求职提前作其他的准备。

其实，大学学习模式的差别是有规律可
循的，早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埋下了种子。作
为家长，我们能在中小学阶段做些什么来帮
助孩子呢？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帮助孩子扩大视
野，让他们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参加丰富多
彩的活动，而不是局限于分数。孩子越多接
触真实的世界、体验真实的生活，越能适应陌
生的大学环境。
第二，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培养批判精神

和全面发展相结合的能力——这些比背诵能
力要重要得多。给孩子更多的闲暇时间、允
许他们反思自己的人生、发展自主性。

第三，改变传统认知，目光放长远，对孩
子当前的成绩不要太过焦虑、抱有执念。家
长要认识到，考试成绩好只是优秀的基本条
件，丰富的爱好、自主的能力、有趣的个性、合
作的精神、灵活的思维才是未来职业生涯的
加分项。
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确

实受到家庭所处阶层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
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孩子的一切问题都
归咎于家庭，尤其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更应
该积极探索自己的道路。科学研究也告诉我
们，学习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习本身就是
成长的过程，通过校园学习、自我探索，也能够完
成从直觉依赖到目标掌控的转化。
进入大学只是人生的起步，建立正面、积

极的思维方式，找到价值感，才能走得更加长
远。例如读了没什么兴趣的专业，有正面思
维的人不会沉迷于自怨自艾，更不会责怪父
母没有见识，而是看到其中有利的部分，在学
习中既重视成绩又不盲目盯着成绩，在个人
特点和学校制度之间探索最好的结合点，更
好地规划人生。

信念可以为我们塑造出不一样的出路，
因此，我们要积极改变自己的信念，不断优化
自己的学习模式。优秀并不只有一个维度，
人生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遇到挫折时，不
聚焦于自己的缺失，而是看到其他的可能
性。要相信，在危机里依然隐藏着机会。

品读《他们和他们：作家眼中的编辑》，在
我有窥探之意。窥作家与编辑交流、来往的诸
多细节，探彼此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好奇心得
到满足的同时，有如走进没有尽头的文学长
廊，领略丰富的精神风景。
《青梅竹马朱燕玲》为我深深喜欢，毕飞宇

在字里行间缀以俏皮、幽默、惬意的文风，而这
一切又都被温馨、温暖包裹住，读来意蕴悠长、
情意绵绵。至今，他还保留朱燕玲以《花城》编
辑部名义写给他的信。为何会有如此深情？
他写道：“假使当初没有这封信，我现在是怎样
的呢？老实说，我很后怕。要知道，在燕玲发
表我处女作的时候，退稿已经退得我快发疯
了。你越是有信心，越是要发疯。是燕玲第一
个从黑暗当中向我伸出她的手。”是千里马遇
见伯乐？是困境中能够抓住的一株稻草？抑
或者是寒夜中的一道暖阳？都是又或者都不
是，再形象的比喻都无法全然呈现毕飞宇收到
那封信之后的百感交集。

不管多少年以后，曾经的文学青年、现在的
著名作家林森都会记得在海南大学的一场讲座
上，时任《天涯》主编的大名鼎鼎的诗人李少君，
当众提及网上读到林森长篇小说时的惊喜，并
视之为海南文学希望之所系。彼时，正在该校
水产养殖学专业就读的林森正在现场。在《李
少君二三事》的结尾，林森写道：“有时我也会
想，如果李少君当年在海南大学的那个讲座，没

有顺口提及我在网络上连载的那篇小说，讲座
之后，我肯定也像往常一样，避开热闹的人群，
悄悄离开；如果那样，我肯定拥有另一种人生。”

于这些文字里，我看到一份份赤诚的热
爱，看到一次次无私的提携，看到一种种天长
地久的信任。不管热爱还是提携抑或信任，都
与文学有关。源于文学，就无所谓地位高低、
权力大小，以一颗平等心对待彼此。仅以稿子
好坏为标准，不是情分不够，而是爱文学至
深。以文学为唯一标准，并不否认情谊的深
刻，相反，让作家与编辑均热爱的文学为情谊
保驾护航，情谊之路会越发宽阔、通畅、长远。
如果非要在这部书中寻找一条最显眼的情感
主线的话，那一定是感恩。感恩的两端，各有
一颗切实拥抱着文学的心。

印象记不求高大全，只是某个瞬间的捕
捉、某种感觉的传达、某种性格的展示。提笔
书写时，心中最想勾勒、笔端自然流淌出的那
些点滴，只是编辑身上的一面或两面。读作家

之作品，是编辑的职责与本分；读编辑之行事
为人，是作家因写作带来的延续。在编写往来
的一次次交集中，品读文章与品评为人常常不
规则又有序地交错在一起。印象记，本就是感
性与理性兼具的散文。这些文字往小了说，是
友情，带着绵绵不绝、丝丝缕缕的温度；往大了

说，是文学史，蕴藏可触可摸的细节。这些细
节，首先与琐碎生活密切相关，其次才与当代
文学史密不可分。

相较于普通或无名的作者，收入书中的作
家多为名家，编辑多为名编，故而也就牵扯名
作，关乎名作之所以在某个时间节点刊发，并
产生如此影响力的来龙去脉。作家撰写的印
象记，仿佛等于把编辑和自己请到读者面前，
作一番隆重的介绍。对喜爱这些作家的读者
来讲，读后有欣欣然的满足，如同被邀请到文
学作品刊发的现场。那种氛围与温度，单凭品
读作品无法感知。很显然，它们是文学传播史
与接受史的有效补充。
整本书何尝不可以被视为众声喧哗的文学

回忆录呢？怀旧是尽量回到当年当月当日的现
场，然而终究无法全然返回，这其中少不了某些
时间流淌过后的美化。我喜欢这样的美化，去芜
存菁甚至化尴尬为潇洒快意。这并非作家主动
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的，是时间巨人释放出的
力量让作家无奈又快意地被裹挟着、推动着，挣
脱不得也不想挣脱。
编辑与作家之间往来的佳话，早已有之。从

编辑成为一门职业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编写往
事早已深深印入一代代读者心中。更多没有名
气的写作者与非著名编辑之间的故事，大多数只
留存在彼此心中，极少诉诸笔端。如果写出来，
相信也同这本书一样，真挚、深切、感人。

我曾经跟风买过一本《翦商》，因为作者李
硕号称史界鬼才。书中从殷商时期的考古发现
揣摩曾经的“案发现场”，那些或凌乱或规整的
墓中皑皑白骨确实触目惊心。但也许是我的阅
读功力欠佳，后面的书页越翻越慢，最后干脆放
弃了，因为太像一册厚厚的论文。近日，李硕的
新作《历史的游荡者》出品，出版方将其定义为
他的首部学术文集。因为涉及内容多，每个部
分独立成篇，所以这本书可以被顺畅阅读。这
是李硕的一场思想之旅，也是一部学术自传，在
他的笔下，历史的灯火阑珊处可以颠覆想象。
翻开书，作者便带我们置身时间之中，面对万

古江河。他写历史，更写人心，也用相当比重的篇
幅书写自己赤诚笃定的野蛮生长；他无问西东、行
读万里，学术探索不为自己设限，以多维视角看历
史，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打开书，便可以
做一次时间的旅行者，与李硕一起“游荡”。

周幽王宠爱褒姒，江山美人的背后暗藏了怎
样的王朝政治变局？寒门出身但才智不俗的李
彪，时逢重建士族门阀的孝文帝，“门第焦虑”如
何酿成两代悲剧？在缺乏退出机制的古代，一个
普通女性要为禁忌之爱付出怎样的代价？当拉
铁摩尔在大漠中与晋商的驼队同吃同住时，他发

现了商行怎样的经营密码？游牧与农耕两种文
明在同一时空又是如何碰撞的？作者在这部饱
含人性关怀的著作中一一解答这些疑问。
跟随书中对更多过往迷思的探索和梳理，我

们可以读出宏观历史的变奏、文明之间的碰撞，
以及个人命运裹挟在时代之中的种种图景。也
正因如此，这本书不仅讲述影响王朝走向的诸多
微末事件，更着意分析这些事件的原因和影响，
以及其本质上意味着什么。

无问西东 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2023年春，中断了在巴基斯坦背包行走的
李硕，在病中整理了自己从2005年以来思索并
写作的若干文章。这些文章以多个朝代为研究
对象，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也因此，他进
入政治制度史、法律史、边疆史、文学史乃至考
古学。而他的视野，更是纵横欧亚大陆，涉及东
晋江南、华北蠡县、北魏洛阳、上古关中、玉门关
外、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霍布斯时代的不列
颠，试图多维度理解尘封的历史。

在他的笔下，隐入尘烟的历史被挖掘，层层
迷雾在抽丝剥茧的行文中逐渐清晰。他关注帝

国的边缘与中心、内亚世界的古今变迁，乃至整
个亚欧大陆农耕与游牧文化区的互动历程，在
文明史观的视野下发现冲突与共容，也由此，他
致敬拉铁摩尔孤胆英雄般的北部边疆行旅，认
为真正的学问就是要“行万里路”，应避免简单
空泛的历史解释模式。

他也关注高高在上的帝王，叩问他们面对百
官臣僚时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在“家天下”思想
与天下国家之间的纠结；他留意古今中外饮食男
女的“情欲”，并从法史的视角梳理了不受控制的
“食色，性也”所带来的个人灾难与制度变迁；他
也关心一个县城大食堂兴衰过程中那些日常生
活的片段……他以不同于王朝史的传统方式，让
我们了解到古代的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政治
体的独特面相和更多普通人的生存逻辑，这也是
一场知识量和思考力并重的盛宴。

学术终点 是回归永恒而复杂的人性

不同于以往的文集，李硕特别为本书的12个
主题撰写了12篇导读，坦言自己为什么想到这些
题目、这些题目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写出它们。

李硕坦承“人性最难写”，他在导读中说道：
“我感叹自己的想象力太有限，在真实的历史面
前，人类的虚构能力真显得过于渺小。”“在博士
毕业（2013）之前的十余年里，我治中国古代史
关注的真正重心，都是世袭制度……聚焦春秋
贵族寡头家族和东晋士族门阀的末路，所谓‘历
史的出口’。”正是通过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使
得本书的每个主题都看点十足。对于人性的刻
画与解读，是李硕此前20多年学术生涯中矢志
不渝的探索。在他的笔下，帝王、贵族、士大夫、
军官甚至“骗子”，都穿越历史，还原为一个个鲜
活的人，他们喜悦、振奋、忧虑、恐惧，有时隐藏
自己的情感，有时也欲盖弥彰。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先生说：“李硕的研究范围远超出我的专
业领域，但即便是我比较熟悉的方面，也都能发
现他独特的视角和见解，显示了他的天赋和潜
力。”这本书正是他向公众大胆袒露如何进入学
术，在学术丛林中野蛮生长，最终又告别学术的
心路历程，形散而神聚，终究还是自有旨归，不
为学术而学术。同时，这也是他作为少数派学
者，为大家作出的“少数派报告”，他性情的、孤
勇的、有态度的私家志趣在这本书中一次性地
讲给大家听，让我们看到这位史界鬼才是如何
炼成的。
“独行的旅程永无尽头，但人终究会找到适

合自己的方寸之地。”这是李硕在文中的直抒胸
臆，也是一位学者与我们的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