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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中国是一个书法大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的提笔写字，既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也是茶余饭后怡情养性的高雅表现。它灵动脱

俗的摹写方式，以及在千年传承与演进中，自然
形成的严整、规制的书写规律，对于推动书法艺
术的进步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方建勋在

《中国书法十五讲》一书中，从点画、结构、章法、
布局、气韵、意境与境界等方面，纵论书法艺术
的创作规律，就如何写好书法，提高书法创作水
平，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独到的阐发，既让
人脑洞大开，又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书法十五讲》从汉字的起源谈起，讲
述了汉字的形体特点，接着从汉字的生成逻辑
层面，解读了汉字由原初时的文字符号递进到
笔墨图像的迁演规律。之后，对汉字的嬗变之
路，予以了精辟的论述。据史书记载，自黄帝时
期史官仓颉造字以降，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古
老的汉字就先后经历了篆、隶、楷、行、草等五次
重要的变革。本书清晰还原了每一次汉字演进
的历程，评述了五种字体的结构之美和书写之
美。在帮助读者了解汉字起源的基础上，进一
步体悟到中国书法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所呈现出的迷人魅力。

毋庸讳言，要深入探究书法的恒久价值和
多重意义，就必须围绕汉字的生成、结构、布局
等内容，展开精细的解读。在作者看来，好的书
法都是从最基本的点画开始，于一笔一划地潜

心勾勒中，浑然天成地展现出这门古老艺术的
宏阔要义的。作者进一步解释说，字体不同，相
应的点画也会有所不同。当然，书写者不一样，
对精、气、神的表现也会出现殊异，这就决定了
对点画的运用，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字如其人的
创作风格。他认为，书法的结构，则十分讲究

“势”的运用，这种势既特指笔画的建构，也包含
书写者在提笔写字时，对于运笔力度和轻重的
把握。好的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充分
继承前人书写的基础上，对偏旁、字形、笔画锐
意创新的结果。书中，作者就归结了历代书家
对结构的认识，如晋朝时的尚韵、唐时的尚法、
宋代的尚意、元明时期的尚态等等。从中不难
看出，为了突出书法的结构意义，历史上的书法
家曾作出了何等的努力，从一开始时的讲究风
度韵致，到重视法度，再到追求意趣，进而演进
到形与义的和谐统一。正是经过了无数书家择
一事、终一生的刻苦研习，方才有了今天汉字的
端庄大气和潇洒飘逸。

书法，是遵循了一定章法的独特艺术创
造。在作者看来，书法中的章法，既有它自成体
系的一面，也有书家敢于突破窠臼，勇于创新的
另一面。为此，作者在书中吁求，只有把章法与
年深日久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从提高中国书
法理论创见的宏观高度，丰富我们的学理认知；

从每一笔画的运用、结构的安排，乃至字型疏密
的微观把控上，做到孜孜以求，我们的书法创
作，才会呈现出求大同存小异的开放格局，迎来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全书还认为，书法在一次次蜕变中，之所以
能历久弥新并得到长足发展，除了对章法的合
理遵循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对笔
法的有效取舍。简单说，笔法就是握笔的方法，
但也暗含运笔的力道和劲度。作者就此总结了
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笔法运用，如王羲之的八
面用锋法、颜真卿的篆籀意笔法等等。这些笔
法或曼妙隽永或刚劲有力或清秀挺拔，一招一
式里，尽显中国书法的恢宏气象。而在创作实
践中，要具体运用哪一种笔法为好，作者则强调
指出，这一切都要服从于审美的需要，只有灵活
掌握好笔法中的变与定的问题，才能使我们的
书法创作游刃有余，胸中有沟壑，笔下有波澜，
书写出匠心独运的时代佳作。

全书还对临帖的作用与意义、怎样临帖、书
法者如何为时代而书等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个
人建议。强调书家一定要把握好创作与创新的
关系，在增强对书法理论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前
提下，本着功到自然成的宗旨，去认真对待每一
次创作实践，久久为功中，定能把传统书法艺术
发扬光大，把中华汉字书写得尽善尽美。

从汉字中领略书法创新之魅
读《中国书法十五讲》

□刘昌宇

《中国书法十五讲》/方建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9月

2023年是北京城建都 8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
年份里，有着“京味儿小说语言非遗传承人”之称的
刘一达推出了他的最新散文集《北京的声音》。

道不完诉不尽的北京情愫，北京是本耐人寻
味的“大书”，它除了有着 870年的建都史外，更有
着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如何展现这座旷世之都
的荣光与辉煌？可以书写的方面很多，诸如城
市、建筑、考古、文化，从每一个视点出发，足以写
出它的光彩照人之处。但刘一达却另辟蹊径，立
足“京腔京韵”这一独特的叙事逻辑，通过打捞历
史、娓娓讲述人文轶事，运用其娴熟的京派语言，
以其温润而诗意的笔触，悉心勾勒出一幅令人神
往的盛世华都镜像。

众所周知，最能代表北京都城文化的，无疑
当首推故宫。这座巍峨的宫殿以恢弘的布局、精
巧的建构令世人为之瞩目。书中，刘一达以京派
作家的敏锐，于洞察古今中，爬梳典籍，系统总结
了蕴涵在中轴线中的文化韵意。他盛赞这条光
彩熠熠的中轴线，是故宫的生命线，一方面体现
了皇权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凸显了国人天圆地方
的哲学思想。刘一达以诗意盎然的文笔，深情地
写道：“俯瞰整个北京中轴线，你会惊觉它就像一

首交响乐，有高有低，动听且优美。直至今日，这
种交响乐般的震撼力仍澎湃在我们心中，仍给予
北京城无限的滋养。”的确，说北京中轴线是古都
的灵魂与脊梁，是凝聚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稀
世之珍，毫不为过。

行吟中，刘一达既像个操着浓郁京腔，气定
神闲说道北京都城建设，聊着北京日常的说书
人；更像个普及京城文化，辛勤跋涉在这座人文
之都的不倦行者。他踏足四九城的城门，穿过东
直门的宅子，走进西直门的府，领略老北京古意
盎然的城建艺术。他带着离京六十年的“老北
京”，徜徉都城，一同遥想当年护城河的盛况，回
味皇城根下的悠悠槐香，共同追怀氤氲在岁月深
处的缱绻京味。他走进含青吐翠的紫竹院，感受
竹的中通外直和挺拔清秀，为南方草木能在京城
落地生根而热切点赞。他饶有兴味地漫步于京
都的大小胡同，从一块块古色古香的牌匾说开
去，与我们共同分享“丰泽园”“全聚德”“烤肉苑”

“鸿宾楼”“天福号”“荣宝斋”等老字号店铺的故
事。之后，又跨过北京的大桥小梁，深切体会着
京都桥梁建筑的华美韵意。在刘一达的笔下，北
京的桥就是一部古都建筑史，从老北京的“五大

名桥”，到新时期数百座立交桥的拔地而起，它宛
如凝固的诗章和激昂的交响曲，向人们款款叙说
着北京这座城的沧桑巨变。

走出鳞次栉比的钢筋丛林，循着一声“芝麻
糊儿——”清亮的吆喝声，刘一达又马不停蹄带
领我们穿越幽僻的四合院，走街串巷去寻觅北京
小吃的醉人馨香。豆汁儿、炸酱面、豌豆黄、驴打
滚、芸豆饼、冰糖葫芦……驻足一个个摊位，各色
美食既看得人眼花缭乱，又在色香味俱全中，一
次次激活着味蕾，让人们在循香而动中不觉胃口
大开。那“哧溜”的喝汁声，“咯吱”的嚼饼声，“嘎
嘣”脆响的啖糖葫芦声，连同商贩们此起彼伏的
沿街叫卖声，一同汇成了缕缕恬淡悠扬的都市清
音，在京腔京韵自多情中，为北京这座千年古城
谱写出怡人的生活乐章。

2023 年也是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年。本书用三十多篇满蓄着京味儿的散
文，回眸了北京极不平凡的建城史和建都史，描
摹了城门城墙、牌楼、老街、三山五园的翩翩风
采。展现了白塔、名桥、寺庙、花店、市树等地理
风貌，讲述了老字号店牌的风云传奇。通过京
城人的吃穿用度和休闲起居，用旁征博引、直抒

胸臆的文字，原汁原味地记叙了北京的儒雅风
情，向广大读者诠释了它作为共和国首都的历
史地位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品鉴本书，将会让
世界更加了解北京，让更多的人热爱上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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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把“海”和“洋”二字连用，组成“海
洋”一词，仿佛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样，实际上，
这两个字的区别大着呢。

当我们漫步于海滩时，“海”近在咫尺，而
“洋”在天涯海角……

这是摘自《探索发现百科全书 揭秘海洋奇
迹》中的一段话。简单的叙述，不仅解释了“海”
与“洋”的区别，而且引发了读者关于“近”与

“远”的对比思考。平实的文字引人深思，如此
富于哲思的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没错，这是
一本普及海洋知识的书，而读起来更像一位长
者满怀深情地讲述着海洋的奥秘。

翻开蕴含深邃的蓝色封面，海洋探秘之旅
随即开启。我们来到“水世界”，追溯“蔚蓝之
源”，纵览激情的大洋、形形色色的海，潜入深海

“棋盘”，领略“海底热泉”。身处蔚蓝之下的广
袤王国，与海底动植物亲密接触，尽享每一个

“生命区”的连台好戏——有互惠互利，有团结
一致，还有生存的“小心机”；我们惊讶于海底生
命区的层次井然，惊艳于美丽的月亮水母与珊
瑚，惊叹于海底大块头的霸主风范。打开海洋
探索的篇章，陶醉于海洋神话的浪漫，跟随“海
上勇士”在“风浪里前行”，发现好望角，到达印
度，登陆美洲，打卡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小
憩片刻，了解一些舟船历史和海洋研究现状。

领略了海洋的博大与深邃，作为“探索者”的人
类也不知不觉间成了傲慢的“掠夺者”和“破坏
者”，对海洋的拯救与保护迫在眉睫。于是我们
又化身“保护者”，运用各种科技手段拯救病态
海洋、白色海洋，遏制生态厄运，还海洋以蔚蓝！

《探索发现百科全书 揭秘海洋奇迹》是一本匠
心独运的海洋科普图书，没有教科书式的知识灌
输，也不同于童话式的拟人科普。图书内容可谓
包罗万象，融汇古今，从追根溯源，到演变历程，再
到现状发展，既有基本情况的介绍，又有特点和奇
观的展示，还有时代科技的普及，更有贯穿始终
的、也是图书的宗旨——倡导环境保护。阅读过
程中，读者沿着追溯——认识——探索——保护
的主线，层层揭秘，步步思考，完成一次意义非凡
的海洋探秘之旅。

如果让你说出印象最深刻的科普书，相信
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很多人都会说《十万
个为什么》。作为科普图书中的经典之作，《十
万个为什么》几乎不会缺席家庭的书架。如
今，科普图书琳琅满目，在每个人的阅读体系
中不可或缺，但其阅读体验也是众说纷纭——
味同嚼蜡；晦涩难懂；中规中矩，好像课本；诙
谐幽默，充满童趣……也只能说个中滋味唯有
己知了。

很多科普图书的内容都是以专业术语和数

据为主，阅读过程中会频频惊叹，而阅读过后往
往记不起当时读了什么。而《探索发现百科全
书 揭秘海洋奇迹》以极具画面感的语言见长，其
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和独特的叙述逻
辑，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如果说记住书中
全部内容有点不现实，但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
两个知识点会定格在你的记忆中，总会有些触
目惊心的图片让你挥之不去，总会不自觉地拿
出书来再次翻看，让自己的记忆加深，时不时地
思考自己能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做点什么……

为科普插上哲思的翅膀
读《探索发现百科全书 揭秘海洋奇迹》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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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下雪了》是著名作家迟子
建 的 散 文 集 。 全 书 分 为“ 好 时 光 悄 悄 溜
走 ”“ 暮 色 中 的 炊 烟 ”“ 年 年 依 旧 的 菜 园 ”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我的世界下雪了”
“十里堡的黄昏”六个部分，共五十八篇文
章。书中那些充满大自然气息的生活画
面，令人沉醉。

行走在书中的字里行间，一场场视觉
盛宴扑面而来。《好时光悄悄溜走》里有山
的一年四季。春天“满山满坡都盛开着达
子香花，远远望去红红的一片，比朝霞还
要绚丽”；夏天“都柿、牙各达、马林果、羊
奶子、水葡萄等野果子”相继成熟；秋天的

“森林多情极了，树叶有红的，有金黄的，
也有青绿的”；到了冬天，“雪花一场又一
场 铺 天 盖 地 袭 来 ，远 山 苍 茫 ，近 山 也 苍
茫”。《伐木小调》中，“月光洒在白桦林和
雪野上，焕发出幽蓝的光晕，好像月光在
干净的雪地上静静地燃烧”……当目光触

及这些焕发着大自然光彩的文字，我们仿
佛也流光溢彩起来。

更动人的还有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那
份和谐。作者在《最是花影难扫》提到霜雪
时节女孩子们用蜡油捏“梅花”的趣事。“粉
红娇嫩”的梅花从女孩子们手指尖上诞生，
它们“有大有小，有胖有瘦，有深有浅”，成
为“两层窗格间打造的梅园”。《蚊烟中的往
事》说“阳光和风真是好东西，用不了多久，
酱就改变了颜色，由浅黄变为乳黄直至金
黄，并且自然地把酱汁调和均匀了，香味隐
约飘了出来”。人的心灵手巧与大自然的
力量合作，成就独特的风景，酿出独一无二
的美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音符，轻
轻敲击在心上，久久回荡在心间。

最妙的是作者笔下那些自然风景中的
人们。《白雪红灯的年》里，作者说“人们之
所以穿上红衣，是想用这火焰般的颜色，烧
碎这沉沉暗夜，驱散这弥漫在天地间的苍

凉”。《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写夕阳里坐在
院门口的老人，“他们满面的皱纹里横溢的
金光，使他们的脸显得更为祥和”，“那满头
的白发似乎都能变成年轻人琴上的几根柔
和的弦了”。“我第一次意识到，炒米胡同有
太强太旺的生命在天地间存息”……这些
在如画风景中的人们，冒着风雪，穿越人生
的重重磨难，朴素地立在天地之间，却像温
暖的春风，吹拂着走过严严寒冬的大地，带
来蓬勃的生机与美好的希望。

正如作者在《我的世界下雪了》一文
所说，“所幸青山和绿水仍在，河柳与青杨
仍 在 ，我 的 目 光 和 心 灵 都 有 可 栖 息 的 地
方，我的笔也有最动情的触点”。阅读这
些文字，仿佛看到远山含笑，听到流水在
深情地歌唱：来啊，来啊，沿着文字为你筑
起的长梯，去摘那夜空中的星星。你看，
你看，当指尖触碰那星辰的刹那，你我便
亮起一身璀璨的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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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含笑水含情
读迟子建散文集《我的世界下雪了》

□筱禾

王伟力是我省著名作家，近年来，他创作了系
列猎人长篇小说：《最后一个老猎人》《女猎手》《兄
弟猎手》；长篇小说《新开流人家》。最近，他又创作
了新著《东宁的拳头》，讲述了“四个一”的龙江故
事，即：一腔忠勇的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家国情
怀、一片神奇的北疆热土、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这部长篇小说对照前几部长篇作品有继承和
创新。在讴歌真善美的主题建构上对以往作品有
所传继，要表达的主题，仍然是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书写黑龙江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弘扬中华民族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民族
精神。保卫国家，需要这种精神；建设国家，同样
需要这种精神。

《东宁的拳头》在叙事结构上有更加精妙的
表现形式，它构建起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
多条副线的拧绳式的框架结构。叙述的主线始
终沿着主人公王鹰杰的人生经历展开：童年中的
拳王理想、山洞中的生命历险、为民工讨薪的被
误解打伤、参加泰国拳击的闯荡、倒爷生涯、发扬

“精武”精神的“综合格斗馆”的建立。这些叙述
路向，都按着踏实严谨的顺序层层推进。而主人
公王鹰杰和秦雨晴的爱情，与谢廖沙、伊万诺夫
的友情，与二爷王建国、弟弟王鸿儒的亲情，以及
和张大公的父子较量、和石塚二弟兄的擂台对决
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
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
方式向前铺衍。这种多线索多角度多层次多样
性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
突、紧贴人性的善恶纠结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
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
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
节的推进并不依靠翻天覆地大起大落的陡转，却
以生活、历险、生存、斗争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
画，成功地搭建起一条物质性的“叙事文本”与内
在精神性的“心理文本”交相辉映的阅读渠道，有
效地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可亲可信而心生
敬意的同频呼应。

小说虽人物众多，王鹰杰家族几代“闯关东”的
历史，王鹰杰和秦雨晴的婚恋、王鹰杰的武友谢廖
沙和伊万诺夫、王鹰杰的“倒友”赵金娥和钱利明，
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代表着当代普通人
的普遍诉求，因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这部小说涉及到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内容，又
和鸡西的历史珠联璧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
北、中苏边境修筑了 17处庞大的秘密军事要塞，在
东宁就修筑了十处。而鸡西也有虎林、半截河、庙
岭、靰鞡草沟等四处军事要塞。特别是在日本战
败后，在东宁地下要塞发生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最
后一战；而在鸡西地区的虎林地下要塞则成为二
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

王伟力创作的长篇小说《东宁的拳头》，坚持
民族现实主义特色，追求故事的传奇，情节的紧
凑，结构的讲究，进展的依序，语言的明快，叙事的
凝炼，人物行为的刻画，作品的批判性能，文化品
格和美学风范。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王伟力出版了三
部猎人系列长篇小说和一部武打传奇故事：第一
部《最后一个老猎手》、第二部《女猎手》、第三部

《兄弟猎手》、第四部《东宁的拳头》，已经形成一
种美学风格，那就是雄浑、古朴、赤烈、勇毅，展现
了家国情怀、民族魂魄和古朴的黑土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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