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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水平思考是
一种开启创造力、 打破
僵化的固有思维模式 、
拓展思路、 培养创新思
维的思考方法。 与强调
数学思维和逻辑思维的

垂直思考不同， 水平思
考容许暂时犯错， 包容
多种方案的存在，不是一味地追求正确性，而是
追求丰富性，不是完善旧观点，而是提出新观点。
书中提供了一套水平思考的方法、工具、步骤，还
包含了充满趣味性的例子。

（综 合）

从家庭生活看伟人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作者：沈从文
出版社 ： 中国致

公出版社

简介：本书所选篇
目以都市 情 感 为 主

线， 刻画出了富有地
域色彩和性格独特性

的群体之间的不凡故

事， 当愚昧与爱情交
织在人命 不 值 的 时

代， 思想都狂热和脆
弱到令人慨叹。 沈从
文先生擅长于描写细腻的女性角色，即使以男性
角色为主线，依然能将人物的爱情观念刻画到让
人过目不忘。 本书所选各篇均有其独特的故事性
和戏剧性。

《儒学述要》

作者：罗 庸

出版社：北京出
版社

简介：本书分为
《儒学述要》和《孟子
比谊》两部分。《儒学
述要》是罗庸先生在
云南省教育厅的讲

演，在整个中国学术
的背景下谈儒学，源
流并举， 鲜活自如，
将儒学的发展历程

由此娓娓道来，可以说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儒学简
史。 《孟子比谊》是罗庸先生对《孟子》重新编次，
作为课堂笔记之用。 偶有传至于今者，可见罗庸
先生以内省方式重新编排儒典的实践成果。

平凡家事窥见伟大灵魂，深
度还原马克思生命不同时期爱

的具象，而这些真挚的爱将以改
变世界的恢弘巨著 《资本论》得
到世人的见证。

正值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
之际，湖南人民出版社社科文史
事业部出版了这本 《爱与资本：
马克思家事》图书，让我们换个
视角去认识马克思，去感受凡人
马克思的伟大。

这本书揭示了卡尔·马克思
作为一个男人罕见而悲情的人

性面，在他离世后，马克思的著

作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本书还
生动地描述了那个给予他勇气

踏上伟大征程的女人。当马克思
还是个穷困潦倒、前途未卜的大
学生时，迷人的普鲁士男爵的女
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深深
地爱上了他。因为马克思的革命
思想，招来了越来越多如影随形
的政治迫害， 他们一路颠沛流
离，辗转跋涉于欧洲大陆。 历经
数十载的患难与共，燕妮一次又
一次地证明了对卡尔的爱，耐心
地 等 待 马 克 思 完 成 他 的 杰

作———《资本论》。

本书从 1835 年马克思和
爱人燕妮拉开恋爱序曲写到

1911 年爱女劳拉及丈夫拉法格
自杀离世。 不仅客观全面地展
现了马克思一家颠沛流亡的苦

难生活， 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全
家人为了革命理想不折不挠奉

献终身的感人故事 ， 并把马克
思夫人燕妮以及接棒母亲成为

父亲得力助手的几个女儿拉入

人们的视野， 更是为读者呈现
了欧洲社会 1837 年至 1917 年
的政治运动宏图 ， 尤其阐述了
该时期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

展的动态。
本书被赞为 ：“讲述了一个

扣人心弦的故事 ， 作者前无古
人地呈现了大篇幅的研究 ，每
个段落 、每一页 ，或出人意表 ，
或细致入微，或感人肺腑，又或
发人深省， 让我想引用当中的
每一个内容。 从未想象过卡尔·
马克思的书会让人如此爱不释

手，这本书打破了我的想象 。 ”
“是一部让人欲罢不能的书 ，它
用广博而敏锐的视角观察这个

改变世界的男人，最重要的是 ，
发现那些在他生命中被忽视的

女人们， 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幸
福来帮助他传播他对阶级平等

的理想。 ” （何学雷）

换一种方式看文物
我们为什么是现在的我们？
追根溯源 ，是因为中华民

族五千 年 延 绵 不 绝 的 文 明 ，
这是每个中小学生都会背诵

的内容 。 但如何让他们有体
验 、有认知 、有参与 、有互动 ，
这是我们这一代博物馆人的

责任 。
故宫博物院一直尝试让

文物活起来 ，例如在 《我在故
宫修文物 》播出之后 ，我们看
到了年轻人对文物的热情 ；在
故宫数字博物馆内 ，我看到学
生们在 “数字多宝阁 ”前流露
的兴奋表情 。

2017 年年底 ，《国家宝藏 》
的播出是声势最大的一次，9 家
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悉数到位，都
拿出了镇馆之宝，邀请数十位明
星助阵，演绎了一件件文物的前
世今生。

其实在我看来 ， 文物本身
就是活的， 岁月不会悄悄流过
而没有痕迹， 只是缺少我们去
发现； 文物的价值也不应该是
我们去发掘的， 因为它们本身
就存在。

《国家宝藏》展示的是藏品，
但更重要的是一件藏品里所包

含的我们的文化和精神。
《国家宝藏 》所演绎的 ，是

当我们看到一件文物的时候 ，
大脑应该如何思考 、如何产生
脑电波 。 即便在我们还不具备

这种历史知识积累的时候 ，也
应该保持这种好奇心去贴近

他们 ，这才是一件文物应得的
尊严 。

我相信在此之后，我们会换
一种方式看文物———文化远在

器物之上。
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应该

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一
直为故宫博物院在节假日暴增

的游客发愁，但我知道博物馆和
人们的距离还比较远，参观博物
馆并没能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

生活方式。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这 和 博

物 馆 原 有 的 “ 冰 冷 ” 姿 态 有
关 。

我曾经说过 ， 如果不能让
更多观众看到更好的藏品的

话， 那么即便存有世界上最多
中国文物的故宫博物院 ， 也并
不值得我们骄傲 。 其实博物馆
离人们并不远 ， 而且我们一直
在努力举办多种展览 ， 让博物
馆常看常新。

我们现在的每一件文物都

经历过流转，因为每一代人都有
对文化的追索，即便历经战乱灾
荒，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
缘由。

但文物传承至今，我们的历
史使命和前辈文物 “守护人”并
无区别，保护、追寻、探索，但是
今天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是把文

物的前世今生故事讲给大家听，
告诉人们文物与他们现实生活

的关系。
《国家宝藏 》这本书的出

版是一场文化盛事 。 27 件文物
背后是绵延传承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信仰 。 希望
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让大家打
开书籍 ，了解文物背后的中国
温度 ，能让更多父母和孩子理
解中华文化的精神本源 ，也希
望有更多人走进博物馆 ，亲身
感受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温度 。

（单霁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