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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朝花》文
章将发送至半岛＋
客户端“快读”频道。
扫一扫，更多精彩极
速浏览。

■新书讯

□半岛记者 刘鸿亚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
慨——— 现在很难沉下心来认真地做一件
事。其中原因不外乎是面对各类的信息，与
更优秀的同龄人对比产生压力，于是开始
沉不住气，对自己现在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对人生产生了诸多想法，从而让生活陷入
左右摇摆之中。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先生在新作

《百年明朝一鉴开》《山自在，水如来》
《文人的贵族精神》中，通过对历史人
物的直接评论、对文化和生活的思考，
为年轻人展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他也用自身的经历给我们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做事情就是要沉下心，慢慢来，
这是值得当下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百年明朝一鉴开》：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

熊召政是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擅长
历史故事的书写，他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
说《张居正》在2002年问世后，被誉为中国
新时期长篇小说的里程碑，他也因此获
得“茅盾文学奖”。而《百年明朝一鉴
开》《山自在，水如来》《文人的贵族精
神》是熊召政先生继长篇历史小说《张居
正》之后耗费3年创作完成的新作。
在创作中，熊召政也表明了自己对
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对于文学来讲
非常重要，从古至今我们都不能否认这
一点。“比如，古人在写小说题材的作品
时，不懂一些历史知识就很难写好奇遇。
中国戏剧也是这样，如果把历史题材抽
掉，中国的戏剧史就没办法写。在中国文
学史上，历史小说、历史文学的创作占有
很重要的位置，抛开了历史题材，文学史
也没办法写。”
《百年明朝一鉴开》用评价式叙事的方
式来讲述和评论明朝的一些典型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从明初朱元璋的
帝王师刘伯温开始写起，一直到明神宗万
历年。有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论和对
整体的思考，其中重点讲述和评论了刘伯
温、宋濂、方孝孺、姚广孝、解缙、李东阳、杨
廷和、严嵩、徐阶、叶向高、张居正、张璁等
明朝著名历史人物。
书中着墨较多的是对张居正的评论：

“明代所有的帝王师中，对国家社稷贡献最

大的是张居正，对皇帝倾注心血最多的也
是张居正。但是，他给家人带来的悲剧也异
常惨烈。帝王师中除了方孝孺，摆在第二位
的悲剧，应该是张居正了。张居正“宰相
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历代评价
中，往往对他加以道德评判，如晚节不
保、权臣等等。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
说为官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
作为唯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
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
“明朝是一场悲剧，看懂了它就看
懂了中国历史。”熊召政说。历史就像
一面高悬的镜子，对历史有恰如其分
的了解，会让我们知道前人走过了怎
样曲折的道路，从而指导我们的人生，
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山自在，水如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
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这是明朝著名
画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谈论的作画
方法。意思是，如果能读万卷书，在这心中
形成自己的见解，行万里路，在行走的过程
中沉淀内心，摆脱芜杂的思想，画画时自然
也会胸有成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
以说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梦想。我们现代
人也常说，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
上。熊召政的《山自在，水如来》就是谈
论他在行万里路中的思考。在这本书
里，熊召政列举了很多他去过的地方，
并且每到一地，都会写下随笔。
熊召政将游历与创作相结合，把游历
中的素材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如“运河是一
段乡愁”一节，他在河南永城境内看到了运
河故道，想到了运河的古今，运河最灿烂的
年代在明朝，它急剧地衰败则是近一个
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
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
经日渐式微。运河的诗意也退出了我
们的心灵，这时运河就成了一段乡愁。
在熊召政游历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
历史典故，每个知名建筑都有历史名人做
背景。如苏州的沧浪亭，是北宋时期的著
名文人苏舜钦建造的私家园林，建亭之
时，苏舜钦正在落魄之中，因为他无法适
应朝野中的“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所以
在沧浪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这些历
史名人，每个人都有一段独特的境遇，每段

境遇都会有一处地方来做注脚。我们来到
这些地方，回味他们的故事，也是反思自
己。《山自在，水如来》让我们知道，读万卷
书，更要行万里路。读书行路的过程，也
是反思生命，遇见更好自己的过程。

《文人的贵族精神》：

充满爱心，存有敬畏

“读书人的要求很低，只要天上有
雨、有雪，只要有一盏清茶，就可以读
一本书，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文人的
贵族精神》一书主要讲述了熊召政对文
人、文化的理解和体悟。
熊召政认为，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熟，
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充满爱心，二是存
有敬畏。这两者不仅是我们处理人类事务
的法则，也是与自然相处的法则。处理和社
会与自然的关系，先哲的态度是“有所为有
所不为”。有所为者，是因为我们的爱；有
所不为者，是因为我们的敬畏。
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当今社会，我
们依旧提倡过诗意的生活。熊召政提到的
诗意生活，包括人与自然两个部分。古人
有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里的仁
智之士，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精英。
他在书中写到：“在任何一个时代，那些
与自然为敌的人都会遭到知识精英的痛
斥与批评。当今之世，作为社会良知的精
英已被日益边缘化。物欲膨胀带来的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淹没了智者的声音。面
对经济腾飞背景下的道德缺失，以及人
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我们的有识之士绝
不能仅仅只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哀
叹，而是应该真诚地告诫大众：以人为
本，不能只强调人的物质的一面，更应
该关注人的精神需求。所谓诗意的生
活它应对的不是物欲横流，也不是人
定胜天，而是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爱。”
熊召政先生的历史散文多半是他沉浸
历史典籍、寻觅历史遗踪、考辨历史故事的
结果。他的散文是他孤独和冷僻的史学游
踪与曲折隐晦的心迹记录，同时也传达
着他对自然、生命、历史、文化的追究
与省察、沉思和感悟。访古和咏史，考据和
悟道，山河岁月，文史遗迹，在他的文字
里密不可分、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有
着浓厚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现代
文人的奇崛而丰茂的精神世界。

《父亲的声音》
作者：朱传荣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本书是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荣怀

念父亲之作。作者在书中怀念父亲，同时
怀念父亲的朋友：马衡、启功、王世襄、吴
仲超、倪征燠、那志良、庄尚严、冯华等诸
位先生，并由此构成那个时代旧式知识分
子的人生写照。本书即以文物为线，以从
事文物工作的各位先生为点，以故宫为背
景谱织出一幅微缩的关于中国文化、文
物、文人的中国式文人情调的织锦。

《精简写作》
作者：（美）罗伊·彼得·克拉克
译者：黄筠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被誉为“全美写作指导老师”的罗伊·

彼得·克拉克在本书中带领读者深入探寻
“短”写作中的表达规律和创意思维，并聚
焦于写作中的一个基本法则：精简。从莎
士比亚的剧作到林肯的演讲；从诗作、歌
词、广告到标题、图片说明，甚至墓志铭、
网络表情符……所有“短”写作都是本书
的讨论对象，而书中所有单个案例均不超
过300个单词，在作者天马行空、幽默风趣
的文字中，我们将一窥“精简”写作的奥
秘。

《玩命旅行》
作者：刘文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作者耗时9个月，穿越11个国家行程

10000公里，骑行7000公里。开启了一次惊
艳的异域之旅：获埃塞俄比亚人资助，在
印度打工为生，徜徉在柬埔寨的雨林，徘
徊在乞力马扎罗山，流连于恒河、马拉维
湖，惊叹于印度、非洲古文明的恢弘伟
大……作者给大家讲述旅行中的传奇故
事和诸多收获。

《朋友之间》
作者：阿摩司·奥兹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朋友之间》讲述的是发生于朋友之
间的故事：五十多岁的鳏夫发现风华正茂
的女儿被自己半辈子的挚友“诱拐”了；步入
中年的基布兹领袖，面对曾经的暗恋对象，心
中依然会泛起涟漪；男女之间的情愫让一些
人相互靠近，也让另一些人匆忙遁逃，比如单
身汉茨维，笨拙倔强地阻止着友情转为恋情，
却伤透了朋友的心；两个女子爱上了同一个
男子，胜利的后来者又想跟原配做知心好
友……这些故事上演于今日的基布兹，它们
是这个不该孤独的地方存在的孤独。

熊召政新作勾勒传统士大夫与现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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