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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玉心雕龙    任中南    玉和龙，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常生敬惜之意。
    《玉与龙》，又是把玉和龙这两种殊体形异的精灵，诠释得如此大道天成。
    李荣先生新近编著的这本书，至少可以使人对玉和龙有另外一种新的理解：本不同根生成的玉和龙
，倒是可以同德大行，殊途同归。
真正神圣的物类，大多都会有这样的属性。
    庄子说过：“外化内不化”。
这是道家境界。
玉和龙，在天地人，儒释道的造化里，似可以“外化内不化”，似可以“内化外不化”，似也可以“
外化亦内化”的。
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灵玉；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龙象。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里，玉和龙以德相生，以文相成。
所以，玉和龙文而化之，便在天地万物中，这样天长地久神气活现地相依着、生命着。
这既顺规矩法度，又应人间世故，联袂生出龙和玉之气象来！
    人在天地生，玉龙人中行。
追循自然，倾听远古，顿生愉悦之情，勃发阴阳之气，由此演绎出种种玉龙文化的声色大美来！
    书中自有玉和龙。
玉的前世今生，龙的归去来兮，本序不必细说，本书已说明白了。
这里要说的是编著人李荣。
李荣先生不是职业作家，也无心要做什么职业作家的。
但他骨子里似有点不安分的自由人基因。
看似守静如玉，心却生龙万般地资深媒体人，少有表露的自由天性，使他能够有灵性和静气，对中国
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这本书属于编著，但原创的含量却是很大的。
书里的插图也是书画和影件的精品之作，书籍装帧设计很有创意。
全书集科学、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美学之大成，以玉龙为主脉，穿越中国历史和自然大时空，
是一部玉龙文化的大通观。
    龙有形，玉无言。
玉心雕龙，是为序。
    2012年5月18日    （作者曾任陕西日报副总编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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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玉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几千年来，炎黄子孙都对龙充满着崇敬，视玉为最高贵
的宝物。
《玉与龙》从传说到现实，从远古到当下，从诗文到科学，首次把玉文化与龙文化有效整合，其中蕴
含了玉龙文化知识、独特思维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智慧。
在玉与龙的辉耀腾挪之间，映射着中国人的精神DNA，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彩。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雷抒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水沙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光谦，原陕西日报副总编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
长任中南等鼎力推荐：《玉与龙》既有知识性、趣味性，更有思想启示性和科学实用性，是一本对龙
玉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能不读的书。
也是了解中华民族也绕不过去的读本。

《玉与龙》，16开本，彩色印制，284个页码，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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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荣，男，1962年7月生，陕西蓝田人，博士、高级记者。
现任陕西广播电视台研究发展部主任、陕西卫视华夏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研
委会副秘书长、陕西省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兼学术部主任。
荣获“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称号。
金长城传媒奖`2010中国传媒学术人物贡献奖。

长期工作在电视传播一线，采编了大量具有时代气息和“三贴近”的电视新闻作品。
《莫让失地农民再流泪》等50多件作品，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在《社会科学战线》、《现代传播》、《光明日报》等全国权威、核心期刊及报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
；先后主持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高校学术基地三项
省部级课题。
主编出版了《突破口》、《陕西电视台蓝皮书》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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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玉出东方龙腾中华——玉和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
第二章  玉不去身圆融火气——谦谦君子的处世哲学
第三章  完璧归赵玉心龙胆——中国人的忍辱负重和社会担当
第四章  传国玉玺真龙天子——国人为什么唯官和怕官
第五章  玉房男风包容兼莆——只做不说的同性恋文化
第六章  通灵宝玉望子成龙——中国人的教育观
第七章  温润祥瑞祈福从善——寺庙为何香火旺
第八章  寸玉难辨赌石了断——国人为什么好赌博
第九章  金玉其外珠玑满堂——国人为什么“好面子”
第十章  怜香惜玉 倾国倾城——江山代有美人出
第十一章  琼浆玉液饕餮盛宴——饭局社交何其多
第十二章  玉纳万象龙行天下——外闻人眼中的玉和龙
附录  《资治通鉴》农历龙年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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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
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
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
但是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
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豪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圆”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交友，情爱，都需要掌握“圆世”哲学，
才能无往而不利。
 真正的“圆世”哲学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武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
圆世”哲学能承受大喜悦与大悲哀的突然发难；真正的“圆世”哲学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
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胡雪岩本来就不是饱读诗书出身的，因而，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
岩是绝对不会有、不能有、也不敢有。
作为一个学徒出身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有八九是要先大吃几年苦头了。
 胡雪岩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
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体察了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了人们的爱憎欲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
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只是他们犹如那庙里的神仙圣人，令世俗中人万分恭敬，但在敬
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比如嵇鹤龄，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却落得“恃才傲物”，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
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
好在他遇到了胡雪岩。
经不住胡雪岩的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他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
出面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
事后论功行赏，却出现了问题。
 地方上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
出力人员请奖，称为“保案”。
保有“明保”、“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
黄抚台给了嵇鹤龄一个明保，胡雪岩一个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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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玉文化是伴随着玉器的生产而产生并发展的，正是中国玉器在上万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玉文化体系，玉器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其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两
个层面。
首先是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的玉器。
据文献记载，处于中原仰韶文    黄澄澄的枇杷熟了，犹如一颗颗黄龙玉；红彤彤的樱桃熟了，好似一
颗颗红玛瑙；还有那翡翠白菜⋯⋯在五月瓜果飘香、万紫千红的季节里，眼前的事物，总让我把它和
玉石联系在一起，也难怪，近8个月的《玉与龙》的写作，使我进入了。
～玉与龙”的世界里难以自拔，为玉痴迷，为龙惊叹，现在，这本近20万字的书籍终于付梓，欣喜之
余，对诸多为本书成书提供帮助的人们的感谢之情也油然而生⋯⋯    去年10月，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我将我佩戴了十几年的和田玉佩“鬼头”向朋友们“显摆”。
  “鬼头”是一位从新疆回来的朋友送给我的皮带扣，我“玉不去身”十几年，有一次搬家，一组铁
皮柜子倒下，柜角正对我的腰间砸下来，在大家的尖叫声中，只听“砰”的一声，铁皮柜尖角正好戳
在我的腰间的“鬼头”上，使我免除了一次致命的创伤，而“鬼头”玉佩上却永远留下了绿豆大的小
白点。
此后，我对玉的硬度和神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几年，我还两次去云南腾冲考察翡翠市场，自费购买了许多有关玉石的书籍，自学玉石鉴赏知识，
对玉文化有了极大兴趣，自己也收藏一些玉石挂件和小摆件，玉石收藏也成了自己的一大爱好⋯⋯听
了我的神侃，全国著名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编审张建明老师说，他最近在策划一套弘扬传
统文化的丛书，向我发出“写一本有关玉文化的书”的邀请，也许是酒壮熊人胆，我当即答应了张老
师的约稿。
随后，便开始搜集玉石方面的资料。
到了11月初，我随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代表团赴美考察前夕，在北京长安街，我的好友，清华大学水
利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为我出国饯行。
王院士是我国水利方面的专家，大江截流的三峡大坝工程的亲历者、亲自在三峡河底挖出过几百公斤
重的大块玉石，曾有拿一辆奥迪车换一块玉石的经历，也是一个玉石迷。
席间，他说，你看过写日本人民族性格的《菊与刀》吗？
明年是中国农历龙年，你为何不写一本《玉与龙》，写一写我们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的DNA呢？
一语点醒梦中人，于是，带着王教授的命题，我踏上了赴美考察的行程，在和美国电视同行的接触中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元素“功夫熊猫”、  “花木兰”、  “张家界”如此感兴趣，他们说，中
国元素的东西画面感很美，很有表现力，而美的东西是有共同语言的。
于是，我就想，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得寻找中国人喜欢、外国人认可的东西，而且是简洁易懂的
东西，于是，我想到了V玉和龙”，他们不仅是中国人崇拜的图腾，也逐渐为国际友人所喜爱。
于是，我在后来的书稿中，几乎每个章节，都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把中国、日本、美国，甚至西
欧人的不同想法和做法，都进行了对比，使中国读者能了解外国人的看法，也为使外国朋友也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有所了解做一些基础工作。
在此，我要向王光谦教授、张建明老师及其他同志的点拨和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12月初我因白内障手术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在稿纸上依稀划出了本书的目录；出院后，白天
收集资料，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着手写作。
最先写出的是一块玉石形成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两个典故：“完璧归赵”、  “和氏璧”这一章节
。
由此我想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过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忍辱负重和社会担当，玉不仅是大自
然的精灵，更是中国人独特人格特征乃至审美的承载物和物化的精神象征物。
中国人表现出的精神气节，也是“龙的传人”所表现出的豪迈和大气。
于是，我寻找到了玉与龙相通的精神，即‘“仁、义、智、勇、洁”，完成第三章“完璧归赵玉心龙
胆——中国人的忍辱负重和社会担当”找到了突破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玉与龙>>

此后，便进入写作状态，一发不可收拾。
从2012年大年初二晚上投入写作，大约到了四月初，12个章节基本稿件完成。
寄样书给我十分敬仰的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中国诗歌学会新当选的会长雷抒雁老师指正，没过几天
，收到了雷抒雁老师的评语，照抄如下：“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玉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几千年来
，炎黄子孙都对龙充满着崇敬，视玉为最高贵的宝物，李荣先生花数年心血，广集博览，揭秘探微；
从传说到现实，从远古到当下，从诗文到科学，荟萃了龙玉文化一本小百科，既有知识性，趣味性，
更有思想启示性和科学实用性，是一本对龙玉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能不读的书。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驻陕西记者站原站长孟西安老师，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在
阅读了我的样书后，也写成了上千字的评论：“当好一个新闻工作者不易，当一个学者型、专家型的
新闻工作者更不易，然而李荣却实现了这一跨越！
”    从事电视新闻工作是我的本行，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
26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使我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和思考：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靠《三字经》
、《弟子规》两本儿童启蒙读物，使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而今天的孩子却东奥数、西奥语，迷失在起跑线上；为什么半本《论语》能治天下，而今天我们以德
治国、依法治国却⋯⋯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国近代人身上的‘缺失’造成的？
”我沿着这个思路，梳理了当下社会中出现的“好面子”、“热衷当官”、“好赌博”、“社交饭局
”等社会问题，号住了几千年“玉与龙”的传统文化的脉动。
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滋养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后生！
正如资深媒体人任中南前辈在序里写的：“玉的前生今世，龙的归去来兮”，  “本书已说明白了”
。
  “李荣先生不是职业作家，也无心要做什么职业作家的。
但他骨子里似有点不安分的自由人基因。
看似守静如玉，心却生龙万般地资深媒体人，少有表露的自由天性，使他能够有灵性和静气，对中国
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这本书属于编著，但原创的含量却是很大的。
”    草原上的草很多，虫有很多，但长成虫草的很少；书籍中，写玉的很多，写龙的也不少，但写玉
与龙的却很少。
当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照进现实的时候，仅有感性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要用翔实的史料，严
谨的学术态度去研究这些问题。
这几年，我师从四川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著名文化批评学奠基人欧阳宏生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就
“电视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好
评。
专家认为，这一课题不仅角度新颖，而且原创性、前瞻性都很强。
正是这几年，对传统文化的潜心研究，使此书有了一定的学理性和思想高度。
这本书虽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有一定的学术份量。
欧阳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荣这部著作，‘达到了重构性运用多学科视角的研究范式和出场路
径，为我们深入浅出地思考并试图解决当前转型期诸多民族心理和文化适应性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
研究视角和现实途径。
”    2012年5月新出版的时尚杂志《罗博报告》的封面《私宴》，深蓝色的背景下一个白色的珐琅酒器
跃然纸上，显示出私宴的高贵和神秘。
这幅画是旅美画家，辉煌画派创始人邢东先生所创作。
邢东先生不仅是一个擅画佛教题材的画家，也是一个“和平和慈善大使”。
当他听说我撰写《玉与龙》时，邢东先生放下身段，亲自创作了十几幅传统人物画作为本书的插图。
特别是他擅长的飞天、观音、和尚、老子与孔子等形象栩栩如生、精气神兼备，笔法细腻，圆润大气
，与本书的内容相得益彰，构成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双子星座！
    6月份在青海参加陕西金鹰奖评奖会上，我遇到了忘年交、陕西省文联专职副主席、著名作家《最后
一个匈奴》《大平原》的作者高建群老师，他不仅为我的书题字，还画了一副达摩面壁图，鼓励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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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在这里，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的儿子李想。
他现在英国剑桥集团艺术学院学习音乐，他唱的中文歌曲曾获得英国“亚洲之星”演唱比赛冠军。
在获奖感言中，李想用英文激动的说：“我来自中国古城西安，我要用我的歌声传播中国文化。
”在成书过程中，他提供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并把外国人对玉与龙的评价和看法，以及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国人的理解汇集起来，供我参考和借鉴。
    在书的附录部分，我专门摘录了《资治通鉴》中从秦代到后唐16个朝代1362年农历龙年大事记，以
史为鉴，启示人们，居安思危，遵循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自然规律，使人们能总结出治国安邦的方略，
为人民安居乐业谋幸福。
在附录部分，我的师弟广东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姚志文博士和我的同事董婷用万年历做了大量比对和资
料整理工作，一并感谢。
    80后画家解诗梵在画说《玉与龙》别册中那些略带禅性的画幅中，自然地表现了当代青年对玉与龙
的理解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悟，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和邢东大师表现风格迥异的视窗，使我感到
了80后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挚爱的温度，也使我测试到了这一代年青人和我们对传统文化理
解的心理刻度的不同点，为我今后传播传统文化找到了着力点和抓手，这一切收获都是可喜可贺的！
在此，我还要感谢解诗梵。
    另外，本书中引用了部分文章和图片，除了部分作者当面致谢外，还有一些作者因各种原因至今无
法联系上，请作者看到此书后联系我们，我们已备微薄稿酬以谢作者。
再此，还要感谢中国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先生、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李立安教授、龙腾中华摄影
李忠先生、收藏杂志杨燕经理、西安展览公司薛宪民经理、北京网络影响力研究公司田崇华经理等对
他们提供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欧阳宏生教授及同门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师弟陕西师范大学城市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安中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邓锐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马京晨同学，我的同事陕西广播
电视台研发部徐小兰、王志强、董婷、米兰、刘宽为我查找资料，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新生，
长安玉文化研究中心刘虹霞等提出修改意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
崇高的敬意！
    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岳父岳母、我的妻子李倩，他们给我生活的照顾和精神鼓励，’使我能顺利
完稿！
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领导，陕西广播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王广群、总编辑顾令阳、副台长胡劲涛
等领导和同事对我多年来的栽培和指导，使我能触类旁通，研究领域不断扩充，从单一研究电视媒体
，向研究社会问题文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转型，也使这一本书亦正亦邪有了枕边书的味道！
    著名媒体人王利芬曾说过：“人的核心竞争力超过一半来自不紧急的事：读书、锻炼身体、与智者
交朋友、业余爱好⋯⋯”从几年前的业余爱好玩玉赏玉，到今天的写出《玉与龙》，一切自在天成，
外化亦内化，所以，我要感谢大自然的造化“玉与龙”，感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感谢生活！
让我们的读者朋友在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芒照耀下幸福安康！
    李荣    2012年6月于玉龙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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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玉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几千年来，炎黄子孙都对龙充满着崇敬，视玉为最高贵
的宝物，李荣先生花数年心血，广集博览，揭秘探微：从传说到现实，从远古到当下，从诗文到科学
，荟萃了龙玉文化一本小百科，既有知识性、趣味性，更有思想启示性和科学实用性，是一本对龙玉
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能不读的书。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雷抒雁    10年前，读到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作《
菊与刀》，深度被吸引，感到这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读本，是日本人的名片，10年来我一直在思
索：日本有《菊与刀》，那么中国人的名片是什么呢？
我现在看到了答案：中国有《玉与龙》，这是了解中华民族也绕不过去的读本；我是学理工的，建议
学理工的朋友也能读读这本书，一起分享难得的喜悦。
在玉与龙的辉耀腾挪之间，映射着中国人的精神DNA，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彩。
这本书首次把玉文化与龙文化有效整合，视角独特有趣。
其中蕴含的玉龙文化知识、独特思维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智慧，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思路开拓大有裨
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水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
任  王光谦    玉的前世今生，龙的归去来兮，本书已说明白了。
这本书属于编著，但原创的含量却是很大的．书里的插图也是书画和影件的精品之作，书籍装帧设计
很有创意。
全书集科学、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美学之大成，以玉龙为主脉．穿越中国历史和自然大时空，
是一部玉龙文化的大通观。
    ——原陕西日报副总编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任中南    李荣这部著作，达到了重构性运用多
学科视角的研究范式和出场路径，为我们深入浅出地思考并试图解决当前转型期诸多民族心理和文化
适应性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和现实途径。
    ——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欧阳宏生    《玉与龙》把“玉体”与“龙魂
”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享用了中华文明一席精神美餐，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
不仅仅停留在对玉与龙的考证和表述上，而是作者处于新闻职业的敏感，用玉和龙承载的传统文化，
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探究。
    ——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原站长，高级记者，西安市收藏协会名誉会长 孟西安    玉是至善至纯的
灵物，龙是代表国人精神追求的图腾。
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了在儿时课堂听到的圣贤之德、青年时期打拼社会经历的不懈追求。
这是一本从理性到感性世界，都能读出智慧和昭示的好书。
    ——媒体策划人  刘宽（70后）    这是一部逸趣横生又充满无限民族文化情怀的读物，枕边放一册，
精彩故事可以陪伴我入眠，白天打开，又可以觉察到丝丝点点的文化踪迹，带给我无尽的思考和遐想
。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马京晨（80后）    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打开并细细品读这本书时，书
中精彩的故事、诗歌，美丽的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
不要以为我们90后只是盲目的崇拜欧美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其实我们是怀着一颗炽诚、神往、崇敬
之心的。
    ——西安高新一中 杜雨程（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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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荣编著的《玉与龙(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探析)》中自有玉和龙。
玉的前世今生，龙的归去来兮，本书已说明白了。
李荣先生不是职业作家，也无心要做什么职业作家的。
但他骨子里似有点不安分的自由人基因。
看似守静如玉，心却生龙万般地资深媒体人，少有表露的自由天性，使他能够有灵性和静气，对中国
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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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玉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几千年来，炎黄子孙都对龙充满着崇敬，视玉为最高贵
的宝物，李荣先生花数年心血，广集博览，揭秘探微；从传说到现实，从远古到当下，从诗文到科学
，荟萃了龙玉文化一本小百科，既有知识性、趣味性，更有思想启示性和科学实用性，是一本对龙玉
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能不读的书。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雷抒雁 10年前，读到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作《菊
与刀》，深度被吸引，感到这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读本，是日本人的名片。
10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日本有《菊与刀》，那么中国人的名片是什么呢？
我现在看到了答案：中国有《玉与龙》，这是了解中华民族也绕不过去的读本。
我是学理工的，建议学理工的朋友也能读读这本书，一起分享难得的喜悦。
在玉与龙的辉耀腾挪之间，映射着中国人的精神DNA，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彩。
这本书首次把玉文化与龙文化有效整合，视角独特有趣。
其中蕴含的玉龙文化知识、独特思维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智慧，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思路开拓大有裨
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水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
王光谦 玉的前世今生，龙的归去来兮，本书已说明白了。
这本书属于编著，但原创的含量却是很大的。
书里的插图也是书画和影件的精品之作，书籍装帧设计很有创意全书集科学、历史、地理、文学、哲
学、美学之大成，以玉龙为主脉，穿越中国历史和自然大时空，是一部玉龙文化的大通观。
 ——原陕西日报副总编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任中南 李荣这部著作，达到了重构性运用多学
科视角的研究范式和出场路径，为我们深入浅出地思考并试图解决当前转型期诸多民族心理和文化适
应性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和现实途径。
 ——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欧阳宏生 《玉与龙》把“玉体”与“龙魂”
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享用了中华文明一席精神美餐。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不仅仅停留在对玉与龙的考证和表述上，而是作者处于新闻职业的敏感，用
玉和龙承载的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探究 ——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原站长
，高级记者，西安市收藏协会名誉会长 孟西安 玉是至善至纯的灵物，龙是代表国人精神追求的图腾
，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了在儿时课堂听到的圣贤之德、青年时期打拼社会经历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本
从理性到感性世界，都能读出智慧和昭示的好书。
 ——媒体策划人 刘宽（70后） 这是一部逸趣横生又充满无限民族文化情怀的读物，枕边放一册，精
彩故事可以陪伴我入眠，白天打开，又可以觉察到丝丝点点的文化踪迹，带给我无尽的思考和遐想。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马京晨（80后） 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打开并细细品读这本书时，书中
精彩的故事、诗歌，美丽的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不要以为我们90后只是盲目的崇拜欧美文化，对中华
传统文化其实我们是怀着一颗炽诚、神往、崇敬之心的。
 —— 西安高新一中 杜雨程（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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