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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是余世存化身为龚自珍所

写的“自传”。近几年国人流行的话题，如中
年油腻男、传统中国生活美学、至暗时刻的
逆袭等，都能从中找到线索。从现代中国向
传统中国追溯，龚自珍是必经之路。我们熟
悉的李白、杜甫、苏东坡等都是文化上升期的
代表，而在衰败期，龚自珍是对世道人心感受
得最为敏锐、丰富的人。有人说我们仍处在

“后龚自珍时代”，读这部书可以让我们了解
中国人的心灵，了解汉语的尊严和温暖。

二、《文化的江山》
作者：刘刚、李冬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关于文化中国的

书籍。作者的个性、才思和健全自信的史观
在书中有酣畅的表达，不少史论可圈可点。
在政治、经济的运行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中
国存在。作者论述了文化中国的意义、功
能，说明参与文化中国建设才是能够安身立
命的，也是能够对历史做出真正贡献的。

《废墟上的怀旧》
时间：11月9日（周六）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叶兆言，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

副主席。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主
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
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以及长篇小说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
《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
久以来》《刻骨铭心》等。

《认识〈诗经〉——以〈周南·关雎〉为例》
时间：11月10日（周日）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李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

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专攻隋唐五代
史。曾获首届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文科特等奖、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文科二等奖、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入
选2019年厦门大学“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

本版撰稿 记者 俞素梅
摄影 记者 周建平

余世存:

传统文化体现在
我们的言行、神情、相貌中

“传统文化可以成为当代人生活的一
部分，成为重要的生活来源和思想资源。
比如说太极，从力量的角度来说，它不一定
打得过拳击，但它能锻炼我们的体能、力
量。传统文化不是非得放到竞技舞台上跟

西方人或者现代人较劲，它有它的作用。”余世存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深入而
独特的，他说，如果你读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读了一百篇还不会写古文，很正
常；但假如你去给古文断句、标点，那么，只要读十篇八篇，你的思维、语境就上
去了。“所以需要我们重新去理解传统文化，从而真正发现它的美。”

余世存认为，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人，一定
是知书达礼的。为什么现在网络上很多网友一言
不合就“互怼”？“只能说明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没
有发挥效用，还没有化成他们内在的一部分。”余世
存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仿佛只是把传统文化
扒开了一道缝，了解了它的状况，而没能进入其中。

余世存也讲了自己和经典的“时差”：大学毕业
那年，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办公室里看到了《金刚
经》，当时没有读懂，只觉得文字有点特别，并不觉
得它有意义。就这样与《金刚经》失之交臂。到了
40多岁的时候，再去读《金刚经》，我被它征服了，
觉得这是天地之间伟大的文字，我甚至专门花了一
段时间去注解《金刚经》。“为什么我和《金刚经》有
20年的时差？”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余世存这些
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希望能把传统文化中很多
好的东西用现代的方法传递给大家。“比如，我给大
家讲《道德经》，从来不讲《道德经》第几章是什么意

思，有什么哲学含义等。我就把老子的一生写给大
家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的一种方式，我
觉得大家能接受。”

尽管当下的传统文化热中有种种不尽如人意
之处，但让余世存欣喜的是，“年轻一代在主动寻找
传统文化，这是很好的现象。比如大家都知道家装
市场有个词叫‘新中式’，它表明年轻一代正在追求
对传统的回归，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对西方的
元素、符号、审美一味地崇拜和模仿。”

人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体
现在哪儿呢？余世存说：“就体现在我们的言行当
中、神情当中、相貌当中。一个有巨大文化支撑的
人，他的眼神一定是坚毅的，而不是偏激的；他一定
不是自说自话的，而是包容的、谦卑的。这种做人
的态度可以通过读书、读经典来转化。文化体现在
我们身上。我们的人生有多厚重，传统文化就有多
厚重。”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出自哪里？
传统文化热尚停留在很表象的阶段

文章和马伊琍离婚的时候，用了一句“一别两
宽、各生欢喜”，很多媒体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出
自敦煌经书的哪一篇。余世存认为，这一现象很有
意思，“说明我们对传统文化尚处于启蒙阶段，大众
媒体都在向读者启蒙传统文化的典故。很多人在
精神上、话语上没有来自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样视
野就非常窄。所以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还远
远不够。”

余世存以文言文为例进一步阐述，“文言文和
现代汉语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对很多人来说是
个巨大的包袱，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时掌握现代汉
语和文言文，那就会如虎添翼，因为这两种语言之
间有一种张力。”

让余世存印象深刻的是，奥巴马竞选成功那天
晚上在芝加哥发表的讲话，有网友翻译成了文言
文，“我当时非常惊喜，感觉看到了传统文化真正热
起来的曙光”。比如第一句“Hello，Chicago”，翻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芝加哥的父老乡亲，你们好”，
而文言文的翻译是“芝城父老，别来无恙”，给人全
新的感受。接下来的正文也翻译得特别好，比如第
一段：“余尝闻世人有疑，不知当今美利坚凡事皆可
成就耶？开国先贤之志方岿然于世耶？民主之伟
力不减于昔年耶？凡存诸疑者，今夕当可释然。”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到这篇文言文的翻译，非
常有意义。”余世存说，“现代汉语和文言文构成了
很好的张力，让我们了解了汉语的美。可惜现在这
么漂亮的文言文翻译太少了。”

有人也许会说，学会写文言文？这要求太高
了！余世存认为大家不应该这么想，“一旦你掌握
了英语、文言文和现代汉语之后，你不是感觉更沉
重，而是更加自信，这是一个现代国民的立身之
本。真正进入才会出入自如。中国人应该把文言
文当成第二母语，这样在世界上立足才不会视野很
窄。”

家庭藏书中需要有经典
每个人都能从经典中受益

“有人统计过，在德国，平均四五个中产家庭的
家里必定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中国家庭都达不
到这个比例吧，这很有意思。而且几乎每隔一段时
间都有德国人重新翻译《道德经》，《道德经》译本之
多在西方世界仅次于《圣经》。”余世存说，我们的家
庭藏书中，对经典的重视还不够，而一旦重视传统
经典，你一定会从中受益。

余世存在写《家世》一书的时候，提到了围棋大
师吴清源的家，发现了一个特别惊奇的事，“吴清源
有两个哥哥。他父亲去世前给三个儿子分家产，其
中一个部分就是分书，结果分给吴清源的是棋书，
就是让他下棋的；分给他二哥的是理财类的书，后
来他二哥成了经济学教授；分给他大哥的是为官之
作，他大哥后来从政了。每个人都能够从家庭藏书

中受益，这话诸位可以慢慢品，也可以在家庭生活
中慢慢实践。”

现在是多元化的社会，余世存认为对藏书文化
也要辩证地理解，“也有可能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不
喜欢读书，怎么办？其实，即便是不喜欢读书的人，
生活中还是有经典在的，这就是藏书的‘藏’所包含
的另一层意义。不喜欢读书的一家人，共同遵奉的
经典是什么？这个东西如果能找着，不断去加强，对
一个家庭的和谐和个人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可能
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喜欢听一些声音，比如佛经的声
音、古典音乐，这也很有意义，说明还是在共同遵奉
那些伟大的文化，不一定以书的形式存在。所以，如
果信念中有一种经典文化在支撑，那它就能够感染
我们一起成长。”

传统文化体现在一个人的
言行中、神情中、相貌中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
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
社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
奖”。已出版《非常道：1840-1999 年的中国话
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立人三部曲》
《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微观国学》
《节日之书：余世存说中国传统节日》《己亥：余
世存读龚自珍》等作品。

11月2日，余世存做客宁波图书馆新馆“天
一讲堂”，主讲了《藏书文化传统经典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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