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文轩主编的《童声中国》面世
近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

轩主编的《童声中国》正式出版，该
书从“童声共济 平安世界”海内外
少年儿童短视频朗诵公益活动收

到的近 2000 篇原创作品精选出
100 余篇，这些稿件以孩子的作品
为主，最小的作者刚刚 5岁。

“童声共济 平安世界 ”公益
活动是由中国外文局朝华出版社

等单位主办的战疫公益活动。 活

动开展以来， 收到了来自海内外
孩子的众多视频， 其中不乏优秀
的原创作品，有诗歌、儿歌、散文、
童话、书信、日记等等。 为了更好
地铭记这一特殊时刻， 让更多人
听到、 感受到孩子的心声，《童声
中国》的出版计划顺势而生。

曹文轩认为， 孩子们的声音
虽稚嫩却清亮 ， 虽浅显却真诚 。
“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更偏爱真

实的情感、真实的经历。 也许这些
孩子的文字尚且稚拙， 更谈不上
完美，但这才是真实的他们，稚拙
也是一种美，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
充分尊重他们的认知和他们特有

的表达。 ”
“童声共济 平安世界 ”公益

活动将持续到 6 月底， 继续精选
原创作品，汇编成电子书出版。

（据新华网）

写出一个真实的王阳明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

一个重要人物。 500 年来，对王阳
明及其学说的研究延绵不绝。 研
究王阳明的时候， 我常常提醒自
己：一切凭材料说话，一切据事实
立论。 要求真、求实、求是，重新认
识王阳明其人其事其思想。

最早接触王阳明学说， 始于
上世纪 60 年代。 我在南京大学读
书的时候， 意外在旧书摊上购得
一部 《阳明全书 》，这部书伴随我
度过后来 10 年的乡村教师生涯。
1978 年， 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古
代文学，读到《柳如是别传》，陈寅
恪这部 80 万字传记，实际上就是
通过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反映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当时，我就
暗下决心要给王阳明立传。 研究
王阳明，必须先研究程朱理学。 我
研究生毕业后， 就先着手研究朱
子学， 写出 《朱子大传》《朱熹年
谱》等著作后，水到渠成地转入对
王阳明的研究。

给王阳明写思想传记， 需直
面三个挑战： 一是有关王阳明的
资料很少； 二是这些资料中还有
很多错误； 三是不少有关王阳明
的传统说法存在错谬。 要避免重

复前人谬误， 一定要大量挖掘新
资料 ，要不惮繁难 、全面查找 ，蛛
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这一查找、开
拓资料的过程整整花了 10 年。 我
先是写出 《阳明佚文辑考编年 》
《王阳明年谱长编》， 然后才动笔
写《阳明大传》。

写 《阳明大传 》，最难写的是
他的早年经历 。 王阳明 30 岁之
前，几乎没有留下一手资料。 我唯
有从开拓原始资料入手， 从明代
一直查到当代。 那段时间，我基本
每天都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室

里手抄誊写各种文献资料， 晚上
回家再进行梳理、考证。 除明人的
别集 、总集 、史志外 ，书法绘画著
作题跋中也可找到不少王阳明逸

诗、逸文或相关证据。 穷年累月地
查找、考证资料，是做学问必不可
少的笨功夫。

笨功夫还需成为硬招式 ，一
个前提就是做到文史哲融会贯

通 ，具备坚实的理论思辨能力与
历史叙事能力 。 只有这样 ，才能
驾驭海量材料 ，游心其中 、超越
其外 ，进而侦破疑案 、破解误说 。
我充分利用 21 世纪以来王阳明
的逸诗 、逸文与相关资料等大量

新发现 ，提升理论思辨能力与历
史叙事能力 ，对王阳明生平行事
与经历作了大量新考订 ，纠正历
来的误说 、错案 ，对阳明心学思
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作了全新
探讨。

在写作方法与文字呈现上 ，
思想传记类著作应该是一把灵魂

的解剖刀，要剖析复杂的灵魂、复
杂的个性、复杂的心态、复杂的思
想，远离主观推演与诠释，避免把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抽象为空洞的

符号。 这需要具备宏大开阔的文
化视野与坚实的历史叙事能力 。
为弥补不足、拓展思路，我重读《柳
如是别传》《静静的顿河》《约翰?克
利斯朵夫》，选读大家写的各类思
想传记，学习前人塑造灵魂与形象
的历史叙事能力，这帮助我跳出空
泛叙事、真伪莫辨的纪传体写作模
式，尽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
的王阳明。

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 “心
悟”， 历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其
实，所谓心悟并不玄虚神秘。它是
人经过长期思考后 ，刹那间生发
领悟到的新认识 、新感知 ，是新
认识对旧认识 、新感知对旧感知
的超越。 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常
常发生的认知飞跃现象 ，千万不
要让外在的神秘形式遮蔽具体

的理性内蕴 。 举个例子 ，阳明心
学讲的“心”指什么？ 其实，王阳明
对“心 ”有明确的解说 ：“心 ”就是
“真我”“真吾”。 用现代哲学话语
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自
我意识”。

应该看到， 王阳明的心学超
越传统思维模式， 是讲精神与物
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
客体合一的本体工夫论哲学体

系 ，突破传统的观念论 （唯心论 ）
视域，转向更本真的存在论思考。
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体系具有

强烈的实践精神， 贯穿 “知行合
一”的实践方法论。 一方面，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
了要做 ，知了要行 ，知行要统一 ；
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
升认知， 实践出真知， 真行出真
知。 王阳明学说的这些有益成分
在今天仍有积极价值， 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汲取。

（据《人民日报》）

作者 ：李铁城
出版 ：中州古

籍出版社

本书采用语录

体形式， 以文言为
正文， 辅以现代白
话的简短解说 ，凝
聚了作者几十年对

人生的感悟， 既有
对先贤和前辈观点

的阐释， 也有自己
的一家之言。 原书
早在 1995 年就由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20 年再版， 基本保留
了二十多年前的原文，但对生死、婚姻、爱情部
分的内容做了调整，把近二十年来作者的一些
新感悟放在了原先每章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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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天路》
作者：阿南疆
出版：民主与

建设出版社

青藏高原是

近年来国人旅游

的热门地，特别是
富有个性的自驾

游，正越来越成为
人们赴西藏旅行

的热衷方式。本书
即为作者赴西藏

自驾游归来后整

理一路见闻的文

字和图片总汇。厚
重之处在于，作者年轻时在军营服役，曾与他
的战友们一起驻守西藏，在那里留下青春如火
的激情，成为此后岁月里滋养精神的营养。 通
过此书，可以读到西藏神奇的自然风物，更能
读到感人至深的边疆情、战友情。

《新道德经》（修订本）

《阅读的艺术》
作者：聂震宁
出版：作家出

版社

《阅 读 的 艺
术》分为《阅读的
哲思》《阅读的方
法 》 《阅 读 的 随
想 》 《阅 读 的 笔
记》四个部分，理
论联系实际 ，虚
实结合， 意蕴相
生，环环相扣，层
层递进。 作者以
其严谨的态度、辩证的逻辑、鲜活的语言、大胆
的思考，在向我们设计问题的同时提供了解决
问题的方案。

(文图均据新华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