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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
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
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
如此。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
，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
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
久的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
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
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
，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
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
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
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
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
，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
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
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
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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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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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采撷古人文笔精华，涵养自身道德境界。
选本博览群籍，精编十大专题，以“山水篇”、“楱隐篇”、“咏够篇”、“爱国篇”、“教子篇”
、“治学篇”、“翻案篇”、“亲情篇”、“友情篇”、“悼亡篇”为顺序，内容通俗易懂，思想兼
容并蓄，是为文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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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序言 文章典范山水篇第一——此景只应天上有，别有深意在心问兰
亭集序小石城山记岳阳楼记前赤壁赋西湖七月半楱隐篇第二——无论人境与山林，怡然自得见真情介
之推不言禄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北山移文方山子传咏物篇第三——物有可观与可喜，体物写意领风
骚陋室铭爱莲说夏梅说芙蕖病梅馆记爱国篇第四——一片丹心图报国，自留清白在人间弦高犒师前出
师表南京上高宗书略狱中上母书《革命军》序教子篇第五——诲之以义方，为之计久远石砧谏宠州吁
敬姜论劳逸触龙说赵太后颜氏家训致儿子书治学篇第六——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有子之言似夫子
五帝本纪赞进学解梅圣俞诗集序为学一首示子侄翻案篇第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游
侠列传序朋党论管仲论读孟尝君传蔺相如完璧归赵论亲情篇第八——天长地久浑不变，无怨无悔驻人
问陈情表祭十二郎文思子亭记祭妹文先母邹儒人灵表友情篇第九——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山中与
裴秀才迪书同学一首别子固送秦中诸人引与丘长孺书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悼亡篇第十——天长地久有
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祭亡妻韦氏文述梦赋亡妻王氏墓志铭祭妇文亡妻龚氏圹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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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典原意】　　西湖的七月十五日夜，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只可以观看游人。
　　观看中元节的游人，可以分五类。
第二类，乘坐在有楼台装饰的游船上，吹箫击鼓，带着高冠，摆设着丰盛的酒席，灯火通明，优伶、
仆从相随，歌声与灯光错杂，名义是为赏月而事实上并没有看见月亮，可以看看这一类人。
第二类，有坐在船上的，有坐在楼上的，或是有名的美人，或是大家闺秀，带着美貌的少年男子，笑
声与叫喊声相杂，环坐在楼船的平台上，看看左边又望望右边，他们虽在月亮下却根本不看月亮，可
以看看这一类人。
第三类，也坐着船，也有音乐和歌声，名妓助欢，闲僧佐谈，慢慢地喝酒，轻轻地歌唱，萧管低吹，
琴瑟轻弹，乐器伴和着歌声，这类人也在月下，也看月，而又希望别人看他们欣赏月色的姿态，可以
看看这一类人。
第四类，不坐船不乘车，不穿长衫也不戴头巾，酒足饭饱后，吆喝着三五成群，挤进人丛中，在昭庆
寺、断桥这些景点，大叫大嚷，声音杂乱，假装酒醉，哼着没腔没调的小曲，月亮也看，赏月的人也
看，不赏月的人也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可以看看这一类人。
第五类，坐着带有轻薄帷幔的小船，带着洁净的茶几和烧茶的火炉，现场煮茶，雅洁精致的瓷茶杯静
静传递，好友美人，对着明月坐在一起，有时船停泊在树影之下，有时为逃避喧闹而驶进湖里，他们
在赏月，但别人却看不到他们赏月的情态，他们也不是故意做作的赏月之人，可以看看这一类人。
　　杭州人游西湖，巳时出门，酉时回城，躲避月亮好像躲避仇人似的。
这天晚上，他们只是徒爱虚名，一群群人争相出城，多给守城门士卒些赏钱，轿夫举着火把，在岸上
排队等候。
一上船，就催促船家赶紧划到断桥，以便赶上参加盛会。
因此，二更天前，西湖上的人声、鼓乐声，如同开水沸腾、大地震荡，如梦魇时的喊叫，又如喃喃的
梦话，如聋子叫喊，又如哑人咿语。
大船小船一起靠岸，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船篙击打船篙，船碰着船，肩膀擦着肩膀，脸对着脸而已
。
没过多久，游人兴致已尽，官府宴席已散，由衙役吆喝开道而去。
轿夫招呼游船上的人，以关城门来恐吓游人，使他们早归，灯笼和火把如同一行行的星星，人们一一
簇拥着回去。
岸上的游人也成群结队地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湖上游人渐渐稀少，不一会儿就全部散去了。
　　这时，我们才将船靠近湖岸。
断桥的石磴开始变凉，我们在上面摆设酒席，招呼客人纵情畅饮。
这时月亮仿佛刚刚磨过的铜镜，山峦好像重新梳妆打扮过一般，湖面好像刚洗过脸似的又恢复了平静
光洁。
先前那些慢慢饮酒、低声歌唱的人出来了，隐藏树荫下的人也出来了，我们和他们打招呼，相互问候
，拉来同席而坐。
风雅的朋友来了，有名的妓女也到了，杯筷安放好，歌乐齐发。
月色显得更加幽凉，东方即将破晓，客人们才各自散去。
我们任凭船在湖面飘荡，在十里荷花丛里酣睡，荷花香气扑人，连做梦都清新幽香，真是惬意极了。
　　【当代阐释】　　此中有真意，几人能理会　　这篇游记小品追忆了明代杭州人中元节游西湖的
风习情景。
杭州人习惯于此夜游西湖赏月，因此俗人雅士一起拥来，鱼目混珠，乌烟瘴气，不堪入目。
作者通过对五类人身份地位、情态格调的概括描述，表达了鄙视庸俗的情怀，寄托了一己之高雅情怀
。
　　中元节游湖赏月本是件风雅之事，但对多数人来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半是流于形式。
他们只不过是巧立名目，赶凑热闹，根本无暇欣赏月色。
游人散尽，喧闹嚣杂的西湖归于平静，湖山月色之美韵，才真正呈现在有心人的面前，他们才可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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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其中的真味。
这令人不禁想起时下社会上追逐时髦蜂拥而上的种种现象，他们的行为与西湖赏月的五种人何其相似
！
他们同样不过是凑热闹、赶形势而已，有几人能真正理会其中的真谛？
　　【国学故事】　　张岱品茶　　张岱不仅善于为文，而且精于品茶。
其《陶庵梦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友人周墨农向张岱谈起闵汶水茶不置口，引起了张岱的极大兴趣。
1638年9月的一天，张岱专程来拜访家住桃叶渡的闵汶水，闵汶水起初并不热情，但当听完张岱“今天
如果不畅饮您的茶，我决不会走”的话后，非常高兴，马上亲自起炉煮茶，茶煮好后，把张岱领到一
间窗明几净的房里，里面有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多种茶具，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灯火下，茶的颜色与磁瓯没有分别，而且香气逼人，张岱不禁拍案叫绝。
　　张岱问：“这茶是哪里产的？
”汶水说：“这是阆苑茶。
”张岱品了一口，说道：“别骗我了，这茶是阆苑的制法，但味道却不像！
”闵汶水暗暗一笑，说：“那你说是哪里产的？
”张岱再品了一口，说：“多么像罗齐茶啊！
”闵汶水不禁吐舌称道：“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张岱又问水是何水。
闵汶水答道：“惠泉水。
”张岱又说：“不要骗我了，惠泉之水在千里之外，运到这儿怎么还能如此新鲜呢？
”汶水只得以实情相告。
汶水对张岱的品茶功夫连连称奇，话还未说完，便抽身而去，不一会儿，又拿出一壶，给张岱斟了满
满一杯，说：“客人品品这茶吧。
”张岱品评道：“此茶香气浓烈，味道很浑厚，是春茶吧，刚才喝的是秋茶。
”闵汶水大笑道：“我都七十岁了，见过很多品茶高手，但没有一个能超过你！
”于是张岱与闵汶水结为了好朋友。
　　【文化常识】　　西湖十景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杭州市市中心，旧称武林水、
钱塘湖、西子湖，宋代始称西湖。
西湖处处有胜景，主要景点有：苏堤春晓、柳浪闻莺、双峰插云、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南屏晚钟、雷锋夕照、断桥残雪等，号称“西湖十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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