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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与弘扬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大量的汉语语词进行交
流，有些人说话得体，使听的人如沐春风，这是因
为他们选择了合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同一个意
思，选用词语不同，也往往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
内中缘由，却少有人探究。在《汉语词汇的流变》
这本书中，作者力图提供一个大致的线索或者说
提示，引读者身临汉语言神奇有趣的世界，一窥汉
语词汇的“前世今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联荣长
期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汉语
词汇史和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他治学严谨，
学术成果丰硕，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和较高声
誉。本书即从词和词义、词义变化、词义关系、名
称的新陈代谢、汉语词汇的变迁与社会发展五个
方面，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简要概述汉语词汇从古
至今的流变过程。

这过程漫长悠远，其轨迹亦是纵横交错，正如
流水汩汩向前，看似散漫无章，实则有源可溯。老
百姓称包拯为“铁面包公”。《宋史·赵抃传》说赵

“弹劾不避权幸”，被称为“铁面御史”。说到铁，人
们就容易想到冷峻坚硬。元代戴善夫《风光好》二
折里讲：“他多管是铁石心肠，直恁的难亲傍。”这
是铁的联想义。花色美丽诱人，所以言语也可以
称花。《焦氏易林·咸之颐》：“华（花）言风语，自相
诖误。”我们平时说的比喻义，有些实际上与联想
义有关。

汉语中的词，有一些基本词汇从古到今意义

没有什么变化，这使得语言能保持一种相对的稳
定。还有相当一部分词，它们的意义从古到今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或是新的意义产生了，或是
旧的意义消亡了，不仅是有的理性意义发生变化，
附加意义也有变化。《墨子·节葬下》：“其亲戚死，
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这里，
亲戚指父母。《史记·儒林列传》：“兒宽既通《尚
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文学，指文献典
籍。类似的这些词与今天相比，有的意义有很大
不同。

“同一样事物，同一个概念，我们来考察一下
过去怎么说的，后来又是用什么样的词来表示，这
的确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树，现在叫树，
过去叫木；脚，现在叫脚，过去叫足。这就涉及到
旧名的继承与消亡、新名的产生。出现在《诗经》
中的词，如天、地等，今天仍在使用，这就是继承。
有一些词，可以说正在消亡的过程中。如楣（门
楣，门上横木）、枢（户枢，门扇转动的立轴），这自
然与房屋建筑的形制有关。新名的产生，如导弹、
火箭等，它是新创制的，或者是新发现的。

词汇的发展有语言自身的原因，这是内因。
词汇的发展还有外因，最重要的外因是社会的变
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变化。如
孝、悌、忠、信、仁、俭、阴、阳这样一些词，是直接反
映人们的观念的，又是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儒
家讲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这里的俭是
指对自己行为思想的约束规范，是一种道德标准，

后来俭主要指经济消费方面的约束，这也反映了
人们思想的变化。

汉语词汇研究之难，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
无不有切身的感受，很多难点至今有待破解。作
者说：唯其难，就更能激发大家探索真知的激情，
从中感受汉语研究的无限乐趣。愿我们能从中读
到真知，做汉汉语词汇的传播者，弘扬者，践行者，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汉语词汇的
读《汉语词汇的流变》

□甘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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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间的智
慧：民族植物学自
然笔记》是国内民
族植物学领军人
物龙春林教授的
最新力作。他以
自然笔记的方式
记录了民族植物
学这一新兴的学
科，将西南地区十
个少数民族在保
护生物多样性方
面所展现出的智
慧，以及他们在认
知、识别、命名、保
护植物资源上所
作出的努力，尽遣
于笔端。

在 祖 国 的 西
南边陲，常年生活
着彝、瑶、傣、苗、
侗、壮、纳西等少
数民族。他们在
长年的生产、生活
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许多植物都具有利用价值，也因
此积累了许多关于植物方面的知识。为了获得更多
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和他的研究团队，深
入茂密的山林实地踏访。在了解植物们生长特性的
同时，还搜集和整理了众多少数民族与这些生态植
物结缘的故事。专业化的讲解，辅以意趣盎然的典
故传说，一扫科普书单调乏味的刻板印象，用既注重
科学性又兼顾趣味性的双重视角，让本书变得既好
看又耐读。紧跟龙春林探幽的步履，穿行于温婉质
朴的字里行间，堪称一场愉悦的纸上行旅。嗅闻着
纸页间微微散发出的淡淡馨香，咀嚼着书里书外平
俗易懂的生态释义，浏览着那一张张氤氲着草木之
香的博物图片，不由对书中所诠释的“天人合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渐渐有了全新的体悟。

作者在科学性和趣味性两方面的解读，井然有
序，显示出很强的专业素养。他将每一个少数民族
单列成章，逐一讲解他们在各自的地域，与一众植物
相识结缘的过程，分享他们在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
然上一些好的做法及经验。毋庸讳言，珍视大自然
的前提，是对包括植物在内的自然界，要有一个全面
清晰的认识。在这方面，西南少数民族深谙此理。
面对门类繁多、葱茏生长的绿色植物，他们早已摒弃
了之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思维，转而视这
些生灵为人类的知己和朋友，以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与它们建立起了和谐相处的关系。彝族人珍爱马缨
花、地涌金莲，基诺族人钟情版纳黄瓜、杰波花，哈尼
族人醉心跳蚤草，纳西族人情系鸡豆凉粉、竹叶菜，
傣族人最喜石梓花、铁力木，瑶族人仰慕粘膏树。一
路盘点下来，不禁让人心生欢喜，每一个少数民族都
有自己心仪的植物，它们就像一种精神图腾，深深地
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这场赏花惜木的生态行旅，让人悠悠想起了
“一花一世界”的诗句。千百年来，花草树木与人们
始终同舟共济、砥砺前行，留下了许多人间佳话。
在这方面，少数民族同胞在与植物的彼此依存中，
同样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智慧。他们在漫长的生
产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开掘植物自身的价值，让
一株株看似寻常的植被，在他们的悉心调教下，给
人们带来安祥福祉。如驰名中外的瑶药中最具代
表性和民族特色的“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类
药材，以及已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的瑶族药浴，乃至作为热带特色植物典型代表
的菩提树等，都是少数民族兄弟用心发现与用情培
植的结果。

作者朴实无华的讲述，呼唤着更多人参与到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中，期待把我们生活的家园，打
造得越发美丽。

山林草木
呈现人文情怀

读《花木间的智慧：民族植物学自然笔记》

□刘昌宇

著名作家春桃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
公公陈万举。陈万举是清末名医巢渭芳
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门生。书中
涉及的病例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病例
不仅具体到姓甚名谁，还有地点时间，以
及发病症状，乃至用药治方法和治疗过
程一应俱全，许多病例资料之详实似可
照方抓药了。

为学中医，陈万举先后师从朱复初、
宋立人两位师傅。春桃在书中反复提
到，从事中医不仅仅需要掌握渊博的中
医知识，许多时候还要有相当的悟性。
正是悟性深浅有别，所以陈万举从两位
师傅身上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朱复初是
经方派，开出的是些‘死方子’，而宋立人
则是时方派的高手，方子很活，即便是简
单的感冒，天热有天热的方子，天凉有天
凉的方子，不同情况的病人在用药和剂
量上也都会有所不同。”

陈万举步入中医行列，按照他自己
的说法，即深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
良医”的影响。1938年，陈万举开始坐堂
行医。行医76载，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阐释了“良医”二字的厚重内涵。中医传
统的师傅带徒制，并没有阻碍陈万举的

“博采众长”。他将针灸与中药治疗融为
一体，并经过数十年的行医经历，通过回
顾大量病例总结出宝贵的诊断方案。除
了一般的头痛发热，腹泄胀气等，还有霍
乱、破伤风、非典、癌症、糖尿病、不孕、抑
郁症、哑巴等疑难杂症，陈万举都有建
树。

陈万举的“良医”理念还充分表现在
他的医者仁心。按理说，陈万举医术高
明，救治病人多，凭他那妙手回春的声
誉，生活条件优越乃理所当然。事实却
并非如此，他甚至因为担心换地方后病
人找不到他，因此拒绝了子女让他搬往
新房的请求。解放前，淮河流域发生霍
乱疫情，陈万举同师傅宋立人一起，深入
淮河霍乱疫区，成功挽救了许多病人性
命。陈万举有时不仅免费行医，甚至把
病人安顿到家里倒贴生活费给人看病。
后来遇到一位肝部患绝症的病人，他发
现病人没有按期复诊，于是不顾耄耋之
年行动不便，一路找过去，贴钱给人治
疗。用春桃的话说，陈万举看病“包吃包
住留在家里观察，看病成痴。他三天不
为人看病，自己就得有病”。

百年前，中医曾遭遇到史无前例的
质疑。在西医如潮水般涌进国门的同
时，正是陈万举这样无数扎根基层的中
医，默默耕耘，通过大量成功案例捍卫了
中医的地位。陈万举收获的那些赞誉，
是他通过大半个世纪成功医治数十万病
人后，一点点口碑积攒起来的。

相较于一些人对中医一概而论地排
斥，尽管在中医上屡有斩获，但陈万举对
西医却表现得极为包容。为确保病情的
准确诊断，他也经常推荐一些病人先做
西医诊断。对一些病例他也坚持西医治
疗，总的原则是怎样治疗效果好就怎样
治疗，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

对于中医存在的一些问题陈万举并
不回避。比如近年来部分中药疗效确实
有衰减迹象，陈万举通过深入研究后发
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过去的那
些“中药都是野生的，现在这种不顾中草
药的产地特点，又是违反季节地让药材
疯长，没有经过相应的时间与气候，也就
吸收不到日月的精华，只会给中草药的
药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再就是一些
药商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对药材反复
利用，不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极难甄别。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春桃浓墨重彩写了陈万举的一生，
事实上，陈万举只是无数植根于民间默
默耕耘的中医代表之一。某种意义上，
这部书既是为陈万举的中医人生立传，
又是一部从世俗视角观察中医深耕民间
倔强发展的力作。

考古，不仅仅是对文物的发
掘和研究，更是在解读一段历
史、一个文明的延续和变迁。解
读一段历史，就是重现一段文明
的故事，就是在解读我们文化和
民 族 性 格 所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脉
络。而通过对我们自己历史的
重现，也让中国人真正深刻认识
和了解到了我们自己的光辉而
厚重的历史，真正让属于我们自
己的骄傲和自豪感变得更加踏
实、更加鲜明。

从金沙遗址中展翅腾飞的
太阳神鸟，到存世五千载的水利
明珠，再到西汉的海昏侯墓，《从
考古看中国》这本书，以考古学
的角度，剖析了我们的由来，展
现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从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
考古学的发展，为历史上的夏商
时代提供了可信的实证，天人一
体、祖先崇拜、血缘联系等等，这
些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从几千
年前延续到后来，成为了沉浸到
中国人骨子里文化性格的一部
分，也慢慢演进出了中国人特有
的“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

我们还可以看到，属于中国
人的进取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态
度。沉睡在遗址中的贝壳告诉
我们，从商王朝开始，我们就开
始了对海洋资源尤其是盐业资
源的开发，同时还展开了与更远
地区的商业贸易。一直以来，无
论是我们自己，又或是世界对我
们的印象，都是一个内向的的农
耕民族，似乎缺少一些海洋文明
的豪迈气魄。但从对历史的进
一步发掘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答案。中
国人冒险进取、战天
斗地的豪情，还有海
纳百川、开放包容的
态度，并不逊色于任
何一个民族。

说 到 开 放 包
容 ，那 就 不 得 不 提
到 中 华 文 明“ 多 元
一 体 ”的 文 明 格
局。我们的目光从
作为古国文明时代
明珠的“水城”良渚
古 城 出 发 ，流 转 在
组成我们中华民族
的各个历史国度之
中 ，它 们 背 后 因 为
文化交融成就的相

同或相近的内核，以及不同地
区、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体现出
的外在风貌，展现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文明
格局。从我们后来人的角度来
看，也正是这种“多元一体”、开
放包容的文化包容性，成为了
中华文明能够陆续同化外来文
明并不断发展、稳定延续文化
传承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看文明，从历史看
中 国 ，也 从 历 史 看 时 代 的 发
展。着眼历史、学习历史、剖析
历史，从历史中解读我们自己
的文明和文化，发扬其中优秀
的部分，正是我们的文明能够
一直发展、传承、进步的重要法
宝。我相信，传承了数千载优
秀文化，并继承了人类最先进
思想的我们，必将在这颗蓝色
星球的历史上，书写下最浓墨
重彩的一笔，并将这一笔延续
到最明亮、最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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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间的智慧：民族
植物学自然笔记》/龙春林
刘思朝/山东画报出版时间/
2023年3月

《一百年前的“00后”：他
们何以成大师》

宫礼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本书按照“风度”“风华”
“风骨”“风流”分类，以生动的
笔触讲述了顾毓琇、周有光等
20 多位出生于 1900~1909 年
之间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
家的生平、学识、才情。

《天物墟》
孙频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本书是“情感共同体：80
后作家大系”小说卷之一，收
录女作家孙频的中短篇小说。

80 后作家以其个性鲜明
的文学特征和对现实历史的
思考、追问，逐渐成长为当代
文学写作的中坚力量。

《人间一趟，灿日碧洋——
季羡林国内游记》

季羡林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本书收录了季羡林游览国
内著名景点时所写的游记，包
括《登黄山记》《富春江上》《观
秦兵马俑》《游小三峡》等等，记
录他游览时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感。

《文学双城记：文学与公
共生活》

何平 金理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8月

收录了国内非虚构写作
的名篇佳作，提供了一份文学
直接介入公共生活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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