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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我和李北山教授相识近二十年，在长期的交
往中逐渐对他有了深入了解，欣赏他的博学多
才，更佩服其非凡的创造力。他是一位出色的出
版人和作家，五年前到大学任教，又成为一位研
究型学者。他一面教书育人一面潜心写作，在进
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致力于中国文化传播，似乎在
独辟一条中国文化传播的路径，五年来李北山佳
作迭出，陆续出版了《宣纸上的中国》《手艺的终
结》《小天下·中华文明（艺术卷）》等人文类著作；
和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联合主编了《中国风俗图

志》（11卷）；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神秘美术馆》
系列和《博物馆下午四点半》系列，颇受青少年读
者的追捧。他的作品，无论是学术类的还是文学
类的，都围绕着中国艺术和传统文化展开。可以
说，他是将整个身心融入文学与艺术的世界里，
专注而投入，乐此不疲。

尽管如此，当我拿到他新近出版的《宣纸上
的中国 2》时，还是感到惊讶——惊讶于他的创
造，他把学术性的成果神奇地转化为大众所喜闻
乐见的故事。他在第一部《宣纸上的中国1》的基
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把该系列写成了一
部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普及丛书。通过这部书，
他带我们去到“艺术的历史现场”。在《宣纸上的
中国》系列作品中，他运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
式，将艺术还原到文化和历史的原初情境之中。
这就使得他的叙述很像小说，但又不乏深刻思辨
和独到的见解。行文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文学
的优美；既有文化的沉思，又有故事的趣味性。
北山教授在大学里一直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和艺
术史等课程，同时又从事文学创作，这让他在传
道授业过程中，对文化艺术有着深度的理解和感
悟，又能够以此作为自己独有的创作素材。

在我看来，“宣纸上的中国”其实是指代“艺
术的中国”，是对于颇具经典意味的书法和绘画
作品的研究。北山教授从艺术的角度诠释这些
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着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中国
人的观念和智慧。从某种角度讲，艺术作为一种
纯粹精神性的文化行为，是理解文化最有效的途
径之一，而北山教授恰如其分又别出心裁地从艺
术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新的传播。

在《宣纸上的中国 2》的那些篇章中，北山从
两个维度上剖析中国文化：从艺术共性的维度剖
析中国文化中的形象特质；从艺术个性的维度透
视中国文化的心灵之美。在他看来，艺术是文化
的表现，表现的既是一种文明的共性，同时又是
生命观念的表达——艺术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人
的精神秘境。他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文化的映照，

亦参与到文化的创造之中，进而成为文化表达的
重要手段之一。

从更深层次角度讲，他试图通过《宣纸上的
中国》系列探讨“艺术为什么”的话题。在今天，
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
术？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伴随整个艺术史而来的，
同时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引人深
思。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都需要想象力和创造
力，同时它们又都在创造美。我相信，如果艺术
是与人类共生的，那么对艺术的热爱便是人类的
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能，人人都应该具备这种潜
能。

北山教授不仅通过《宣纸上的中国》系列传
播中国的艺术和文化，而且通过这部书来探讨学
问之道。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中国话语”，是建立
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北山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和
对本土文化的思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常
常泡在我的工作室，我们一起聊艺术、谈中国绘
画。后来他到欧洲做过两次长途旅行，是艺术家
和文学家的故居之旅。但他的视线最终还是回
到中国——这种思索激发了他对中国艺术无限
的热爱和巨大的热情。《宣纸上的中国》系列开始
于报纸的专栏，而最终由故事转向观念，于是这
部书就诞生了——它着眼于艺术史，在重述经典
的同时，展现中国艺术的文化精髓。

在今天，我们倡导“艺术+”，其实是倡导一种
人文情怀，倡导一种日常生活的艺术和审美，这
种审美活动会让我们学会如何抚慰身心、安顿灵
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宣纸上的中国》系列是值
得一读的好书。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艺术
是将空间意义上的世界浓缩于方寸之间，直到消
隐于人心。当在这段没有终点的神奇旅程中寻
找答案的时候，我发现或许这段旅程本身就是答
案。艺术能够让我们走过漫长的时间的旅程，抵
达我们的内心，我们遇见自己，重构世界，获得精
神的升华，终将实现一种自我的重塑。”

艺术体现的魅力
评《宣纸上的中国2》

□李平

《宣纸上的中国2》/青岛出版社/
李北山/2023年

书名清丽，我信手翻阅此书，由衷觉得很多篇章
的笔法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相关的文字组合被豪情
万丈淬炼过一般。阅读过程中，我深刻感受着我们与
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我的热血无法遏制地一直伴随
文字的变幻多姿在激越奔突，因此，其间所透露出的
人文主义色彩就显得尤为美好，让我情不自禁想起了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
徜徉于花海，作者这样描写道：“到处充斥着凶猛

的油菜花香”，“这漫天黄花正肥劲”，“花的香味惊起
如雀羽，扑棱棱地，带着扇动的潮湿，空中似乎飞翔着
无数条金蛇，侵入你的呼吸，让你窒息。”“这花粉的播
撒是绑在阳光上的箭，射向毛茸茸的大地。”原来，在
作者的笔下，油菜花的美是主动的，是生命力旺盛的，
我眼前恍若一幅天然画卷正在肆意铺展，用料大胆、
热烈，呈现出了油画的质感。

艺术是共通的，书中令我读来过瘾的文字还不乏
诗意的歌咏，例如在《大地的火把节》中描写高粱的收
获：“开镰吧！开镰吧！开镰吧！我听见天空中传来
了隐隐的号令，这些彪悍粗壮的庄稼，高大，英俊，壮
实，脸膛赤红，是庄稼中的巨人，是天上酒神牧养在人
间大地的灵兽，是酒神漫卷的初潮，在田野上鼓动起
它们滚滚的烈焰。”

文字呈现出了动感与韵律，仿佛雄浑磅礴的交响
乐，让我深刻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灵性，感受到了人们
对于丰收的欣喜，对于大自然的馈赠予以无尽的赞
美，还有深深的感恩。我甚至能联想到人们似乎在载
歌载舞来表达对于自然的崇敬与热爱，脸上洋溢着热
忱的微笑，胸中是坚定的、纯净的信念，这信念与对土
地的依恋有关，与对生生不息的传承有关。

全书共分为六个板块，分别是“在热爱的世界孤
独地行走”、“在云雾山谷中放声歌唱”、“在生命大美
中肆意徜徉”、“在一如既往的热爱中自由远行”、“在
心安处找寻灵魂的萤火”和“在精神的深处标出生命
的路径”。

在第五板块中，作者回忆了关于家人、故居的一
些往事，笔调变得平实、悠长，颇有种浮华散尽，才懂
岁月深情的感觉，像：“我知道，我不是水手，因此不能
在喧嚣的尘世间击风搏浪，我想做一个平凡的人：读
书、写作、睡觉、换煤气。”这几句就深得我心，而且很
符合大多数中年人的生活状态，平和自然的美好。

第六板块里，作者谈及了阅读与写作，称“鲁迅是
我永远的老师”，无独有偶，我喜欢的作家里面很多都
是受到了鲁迅深刻的影响，都倡导有态度的写作。而
对待当下大众的阅读状态、特点，作者如是说：“我们
不应该放弃一种伟大而充满尊严的阅读传统。”“不如
马上拿起那些已经被时间证明了的作品来，开始安静
地阅读。”对此，我深以为然。

“哲学思考世界，美学品味生活”。对于一些风
俗，我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却要始终抱有一份尊
重。这也是此书给予我的启示。

读罢此书，我领略了《朝向一朵花的盛开》这本书
着实属于“热气腾腾的写作”，感谢丰富多彩的生活及
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我相信只要悉心、潜心钻研
它们，它们就会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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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
陆天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7月

该小说承续《幸存者》的
脉络，谢平、向少文、李爽在大
西北的卡拉库里荒原经历了
种种磨砺与伤痛。十几年的
知青岁月之后，返乡潮起，重
归京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
来。

《江东梦》
张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8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
江边的江东市里，一座德茂公
寓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人
们的命运流转。民间艺人的说
书与暗藏玄机的歌谣，勾勒出
战争背景下世界的苍茫一片。

《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
间》

史铁生等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这是一部名家散文集，史
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
恺、沈从文等12位名家写给独
行者的生命之书。

《兴安岭》
耿建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3年10月

本书是一部小说集，共收
入小说十一篇，其中，《兴安岭》
以大兴安岭林区生活为背景，
以大兴安岭林区百姓为主角，
题材新颖，语言朴实，人物鲜
明，故事生动，散发着浓郁大兴
安岭松脂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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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这首小学语文课本里学习的《二十四节气歌》，相信大
多数国人都能随口背上两句。它不仅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
成长，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

节气，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诗词，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节气
与诗词的完美结合，从《诗经》中的那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就已经开始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节气不断触发诗人创
作的灵感，而诗人们创作的诗词又丰富了节气的内涵。

《一个节气一首诗》就是一本将“节气”和“诗词”融为一体的书。作者章
雪峰以四季为序，为每一个节气选定了他认为最般配的一首诗，并用自己独特
的视角和轻松幽默的语言，将节气和诗词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带你穿越时空，
感受自然与文化的水乳交融。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从古至今都备受人们重视。作者在写
立春时，先引用古代博物学著作《群芳谱》：“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也。”再由
张九龄《立春日晨起对积雪》诗中的“春祀”发散开去，详细解说了古代立春日“祭
春”“鞭春”“饰春”“咬春”等活动的具体内容。其中的“饰春”，就是用与春天有关
的装饰物，来营造春天到来的气氛，“人戴春胜，屋挂春幡”。“春幡”是把彩纸剪成悬
挂或张贴用的小彩旗，以表达人们迎春的喜悦。春幡上一般写“迎春”“宜春”“大
吉”等字，或是写“春风得意”“六合同春”等吉利的话。这些春幡，可以贴在门楣或
挂在花树枝上，从而使整个房屋或庭院呈现出一派春意浓浓的迎春气象。这些娓
娓道来的节气习俗，一下子激发起读者阅读的兴趣。

立春“咬春”，立夏吃冰激凌、寻找“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书中种种节令
食俗，让我们感受古人多彩生活的同时，也为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参考，
让我们的节气更有仪式感，更富诗意。

书中选取的诗词，未必都是最脍炙人口的名篇，作者生动形象的解读，给读者
带来了新鲜的节气体验。比如大暑节气，选的是白居易的《夏日闲放》，作者首先
对诗中“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进行简单直白地解释：“中午吃的是什么呢？菜
肴不多，但有鱼有肉。”接着作者抛出一个问题：“白居易午餐吃的鱼是怎么做的
呢？”为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根据史料，从唐朝食用鱼的品种和主流吃法讲起：

“唐时，鱼的产量丰富，而且被公认为可口的美食。当时食用鱼的品种，和我们
今天差不多……唐人食鱼，有‘脍’法。所谓‘脍’法，就是指将鱼肉细细地切
成丝儿，经过调味之后，直接生吃。这种鱼肴，又叫‘鱼鲙’……唐人的‘鱼鲙
’，色泽鲜亮，造型优美，如果再加入橙丝拌之，称为‘金齑玉脍’：‘南人鱼
鲙，以细缕金橙拌之，号曰金齑玉脍’。”

接下来作者结合白居易的其他作品分析他的吃法：“白居易似乎不
大喜欢‘鱼鲙’这种生吃法，他的个人偏好是把鱼煮熟之后的吃法。他
在《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中说‘朝烟烹白鳞’，在《晨起送使病
不行因过王十一馆居二首》中说‘饭香鱼熟近中厨’，这都是把鱼煮
熟了才吃的。”作者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重现了诗人的生活
场景与历史现实，让我们读起来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诗歌呈
现的意境之中。

一个节气一首诗，陆游“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
描绘的立夏景象，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表
达的思乡之情，苏轼《冬至日独游吉祥寺》诗中“井
底微阳回未回”包含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
人生智慧，梅尧臣“而今共唱新词饮，切莫相
邀薄暮天”向好友发出的共度大雪节气的
邀约……一个个节气在一行行诗句中
流动，吟之令人宛如口角噙香。每
一个节气，都蕴含着丰富的中
华文化，节气与诗词背后
的文化密码，等着
你 一 起 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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