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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勒泰》一书，原生
态记录了作者在疆北阿勒泰
地区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人
与事的记忆和感悟。在本次
全新插图修订版上市前，作者
亲自做了篇目和文字的修订
润色工作，写了新的序言，并
将全书分为“上篇：记忆之中”
和“下篇：角落之中”两个部
分，使内容更为纯净和集中。

作者李娟以一颗纯净和
温暖的心走进阿勒泰，体会到
遥远的阿勒泰角落里的一些
寂静、固执的美好，领略到这
世界肌肤深处的秘密，并最终
写下了这样一部作品，我们或
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完全同意大家对李娟
作品的评价：舒飞廉说“她的
出现，就像当年的萧红一样，
是天才的出现。李娟和阿勒
泰的关系，就像萧红和呼兰河

的关系”。王安忆说：“她的文
字一看就认出来，她的文字世
界里，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
变得很小，人是偶然出现的东
西。那里的世界很寂寞，人会
无端制造出喧哗。”刘亮程则
说：“我为读到这样的散文感
到幸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
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
了。那些会文章的人，几乎用
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了，不
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而
潜心生活，深有感悟的人们又
不会或不屑于文字。”

阿勒泰是作者的精神原
乡，李娟用纯真的目光打量这
个世界，让自己的思想在这片
深厚的大地上自由驰骋。李
娟的文字将读者带到美丽的
北疆，把我们带到童真的世界
阿勒泰。

我喜欢李娟作品的一大

原因，便是其中蕴含的对脚下
土地的热爱，让人感觉特别亲
切。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与她
的成长经历有关。李娟小时
候在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度
过一大段童年时光；少女时期
辗转在阿勒泰的深山中，与游
牧的哈萨克牧人为邻；后来离
开家，外出打工，继而在阿勒
泰市工作了五年。是这片土
地滋养了她，并赋予她独一无
二的天赋与才华。

李娟爱生活、爱自然、爱
世界，这份热爱赋予了她写作
的灵性和独有的才气，原生态
地再现了疆北风物人情，充满
了朴野清新的气息。在这里，
她不仅仅是一个讲述者，更是
牧民生活的参与者。的确，当
你的眼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时，幸福也就藏在指掌之
间了。

眼录过

市扫描书评书

《醒 来》
作者：海 飞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这是一部描写中共地下党在隐
秘战线中战斗的长篇小说。小说以
抗战为背景，情节内容跌宕起伏，层
层解密，重重反转。中共地下党成员
相互协作，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最
终获取情报，锄杀日伪高官。

位列儒家经典“四书”之
一的《孟子》，大名赫赫。早在
宋代之前，它就是士大夫阶层
的必读书目。宋代之后，该书
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孩童
开蒙的官方指定教材。乃至
现在，学生课本中也依然选录
不少《孟子》中短小精悍的佳
篇。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等，皆
是源于《孟子》的千古名句。

然而，尽管我们对该书中
的部分内容耳熟能详，可它毕
竟是一部形成于战国时期的
作品，距今有着两千多年的历
史。加之后世学人阐释《孟
子》，多从艰深晦涩的训诂、修
辞、义理角度出发，这使得很
多读者虽有心拜读此书，又怕
理解不了，以致望而却步。笔
者以前也曾认真聆听过师长
们对孟子说理笔法的分析，努
力体悟过孟子劲健、通透的历
史眼光，尝试理解过“亚圣”渗
透在文字当中的微言大义。
不过此次看《孟子读法》，发
现张定浩先生在写法上是另
辟蹊径了：作者先是自拟了
每一篇章的题目，在引用原
文之后，并没有如常见的《孟
子》解读书那样附加现代白
话文翻译和详细注释。作者
认为，字句的准确解释不过
是理解《孟子》表层文字含义
的前提和基础。他决定采用
的乃是折衷诸家、撮取大意、
融古贯今、辨析要点的方式，

目的是使读者能通过阅读，将
古代学术经典和对现实生活
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而挖掘出
自我发展与社会变化之间的
联系。当然，张定浩的此种解
读法，并非“前无古人”。王夫
之的《读四书大全说》，黄宗羲
的《孟子师说》，康有为的《孟
子微》，也都是用“博学反约”
的学术求索精神在去芜存菁，
探究深意。

按照《孟子》原著的顺序，
作者将《梁惠王》、《公孙丑》、
《滕文公》、《离娄》、《万章》、
《告子》、《尽心》这七章的内容
分别进行讲解。《梁惠王》和
《公孙丑》主要记录孟子和魏
国、齐国国君间的对话，这一
部分是全书重点。我们知道
孔子曾经不辞辛劳地周游列
国，而他的衣钵传人孟轲，同
样有过竭尽所能游说诸王的
经历。梁惠王算得上是一个
有志于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君
主，他主动问政于孟子：“叟不
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
乎？”孟子的回复便是那句震
铄古今的“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义而已矣”。这是《孟子》的
第一章，开门见山，提出了儒
家一以贯之的“以仁治国”的
理念。到《公孙丑》，孟子回到
故乡，致力于教育工作。至
《滕文公》，孟子开始和各色人
物就政治和民生问题展开充
满智慧的辩论。不过孟子的
辩论方法和现代辩论完全不
同，他没有显露强烈的目的
性，也没有滔滔不绝，就像孟

子自己所说——“予岂好辩
哉？予不得已也！”

古典辩论一般要求先搞
清楚对方在说什么，严格区别

“名”和“实”的关系后，再厘清
对方所执概念的含义及其对
应的具体事物。孟子的辩论
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古
希腊的苏格拉底的辩论术：不
断追问论敌，于追问过程中，
由对方自己来发现逻辑上的错
误。这部分内容中，我尤其欣
赏一句叫作“豪杰之士，虽无文
王尤兴”的话。古代知识分子
惯于“厚古薄今”，喜欢将周文
王视作贤君典范。但孟子却提
出：“即便没有周文王这样的君
主，只要你做得好一点，所有的
人都做得好一点，那么这个时
代，这个环境也就会跟着好一
点了。”此话作为古代版“从我
做起”的训导，对当下的我们也
依然不失教育意义。

二十世纪杰出的物理学
家惠勒说过一句话：要了解一
个新的领域，就去写一本关于
那个领域的书吧。张定浩先
生出言谦虚，他说自己原是研
究现代文学的，古典修养并不
深厚丰赡。正是出于“了解一
个新的领域”的目的，才写了
《孟子读法》一书。不过，幸而
这位年轻的学者“大胆”地写
了此书，才让读者能借此体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
人”的深邃意义。

（《孟子读法》译林出版
社2020年5月版）

先秦经典的当代解读
——读《孟子读法》

□清 宸

在这里读懂阿勒泰
——读《我的阿勒泰》有感

□田 婷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作者：祝 勇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本书是“故宫书写者”祝勇最
新的随笔集，也是其唯一一本具有
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作者深情讲
述其丰富且传奇的人生经历，从沈
阳到北京求学、闯荡，以及远渡重
洋，辗转多地。而故宫，一直是祝
勇深埋在血液中的文化故乡。

《李白那年三十整》
作者：周白之白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李白在唐朝开元盛世下，看似
风光潇洒、人人称赞，实则因得不
到重用而无比苦闷，到处访道求仙
来排解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本
书为读者还原一个在诗仙光环下，
那个真实得你不太想承认的李白。

励开刚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