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一

奇文共欣赏，
唐诗美隽永。
中外千百年，
打动无数人。

唐诗三百首，
乾隆年编成。
蘅塘退士选，
孙洙是真名。

选人七十七，
选诗三一零。
风行百姓家，
取法效诗经。

诗词誉中华，
诗教有传统。
诗意浸民心，
诗歌养民性。

详析三百首，
先生喻守真。
作意作法析，
词句注释准。

初版半世纪，
陪伴几代人。
重编加注解，
导读依此本。

读诗抓活鱼，
鱼滑乱扑腾。
太松抓不住，
太紧活不成。

不松又不紧，
鱼在手始终。
体悟言外意，
又得入其中。

读诗需火候，
修身讲分寸。
推敲在字词，
陶冶在性情。

唐诗成高峰，
非以数取胜。
诗坛星灿烂，
艺术精妙深。

编收全唐诗，
两万两千人。
诗近五万首，
收录不完整。

文献考事辨，
除重订讹中。
唐诗知多少，
请教陈尚君。

宋诗十倍出，
收录九千众。
元诗三倍数，
录有五千人。

小巫见大巫，
全唐比全宋。
明清超宋元，
全诗未编成。

一千五百首，
杜甫终一生。
三千首传世，
居易已咏成。

宋代杨万里，
四千首遗存。
陆游六十年，
万首诗自称。

清朝乾隆帝，
诗数第一人。
传世四万首，
量当唐诗总。

唐人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
传世仅六首，
两诗名古今。

崔颢四十篇，
黄鹤楼题咏。
春江花月夜，
若虚独登顶。

六朝舞墨人，
悉数自高门。
唐代爱诗者，
帝王及民众。

诗出白居易，
传唱江湖中。
世间有佳作，

朝野俱倾情。

名家自成体，
鲜明有个性。
大家博众长，
融汇集大成。

初唐名家者，
王杨卢骆名。
盛唐齐身者，
孟高岑昌龄。

韩孟贾李贺，
中唐奇险风。
白元张王建，
通俗一脉承。

刘禹锡畅达，
柳宗元简深。
晚唐杜牧新，
沉郁李商隐。

开宗能立派，
追随无数人。
雄浑如大海，
峭壁拔孤风。

壮丽层楼迭，
古雅似瑶琴。
老健漠横雕，
清逸皋鹤鸣。

明净山积雪，
高远长空云。
芳润露春兰，
奇绝鲸蜃临。

名家辈出时，
大家已现身。
李白性豪放，
诗仙才纵横。

乐府得神理，
无迹出神行。
天真葆天籁，
奇思出神品。

杜甫尊诗圣，
身历苦难深。
感怀情沉郁，
浑茫思飞动。

尽得古今体，
更兼人独能。

终生不断炼，
不休语惊人。

中国山水诗，
王维承陶令。
佛理妙融会，
高雅且空灵。

长安感悟多，
辋川回味深。
行到水穷处，
诗人坐看云。

唐诗惟在兴，
羚角无迹寻。
透彻不凑泊，
言尽意无穷。

看似无技巧，
内里藏诗性。
宋后比肩者，
苏轼独一人。

之二

吟咏性情，
唐诗登顶。
沧浪诗话，
揭秘诗性。

理路言筌，
有碍诗兴。
诗材书外，
诗趣理尽。

莫析义理，
莫执文字。
穷理妙悟，
诗性取胜。

香菱学诗，
初喜放翁。
黛玉力荐，
唐代三人。

宋诗精巧，
唐诗逼真。
有口难言，
无理有情。

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

烟直日圆，
潮来天青。

咀嚼橄榄，
入口千斤。
不事雕琢，
心灵指引。

良玉生烟，
蓝田日暖。
可望难置，
诗家之景。

屏风烛影，
长河晓星。
嫦娥悔药，
碧海夜心。

孤帆远影，
碧空望尽。
诗意朦胧，
却非含混。

江头扬花，
愁杀渡人，
江流天外，
黯然销魂。

渭城朝雨，
客舍青青。
更尽杯酒，
出关故人。

实景虚境，
形像象征。
心灵肉身，
艺术意境。

不舍眷恋，
离别之情。
挂念无奈，
生命青春。

乐莫新知，
悲莫生别。
怅然若失，
快意远行。

落笔千年，
新鲜生动。
具体情事，
天真清新。

境界为上，

自成高格。
最高心灵，
艺术核心。

苍茫云海，
风吹不尽。
落木萧萧，
灯下虫鸣。

细叶谁裁，
二月春风。
万条垂下，
碧玉妆成。

天然意趣，
细腻精工。
天然神韵，
透彻玲珑。

艺术矛盾，
融合无迹。
相反相成，
天衣无缝。

出身寒微，
公候我辈。
不满七尺，
万丈雄心。

循迹名山，
远赴边境。
五岳寻仙，
放荡狂清。

廓大雄壮，
静谧清新。
联想空间，
风长月明。

意气相逢，
开朗胸襟。
国势强盛，
文化自信。

唐诗抒情，
直击人心。
领悟生命，
永恒动人。

（《新诗二首》“首发”于
政协委员国学读书群，作者
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新诗二首
——刘宁《唐诗为什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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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大年初一，《典籍里的中
国》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
首播。从当代读书人到古代护书人
的穿越，以跨越时空的对话，解读
自古号称难读的《尚书》，辅以戏剧
化、影视化的情境还原，带给观众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为其中的故事
所吸引，感受典籍的魅力。这在弘
扬传播中华文献典籍、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无疑是有益的尝
试，成为新的一年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新开篇。

《尚书》是我国上古各代典、
谟、训、诰、誓、命等历史文件和部
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被称
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相传曾经
过孔子的整理，本只称《书》，汉代
尊称为《书经》《尚书》。秦时焚书禁
学，到西汉初年仅残存伏生所传的
28篇。

《尚书》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
周早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但其文辞
古奥难读，即使汉代人也觉得很难
懂。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周
诰殷盘，佶屈聱牙。”因此，历代解
释、疏说《尚书》的著作极多。这些
解读让我们透过时光隧道了解先
民的生活，了解我们从何而生、为
何而来。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中，
《尚书》有唐高宗时期的敦煌写本，
有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
义》、宋刻本《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
峰书集传六卷》，元刻本《附释音尚
书注疏》《书集传》，还有《尚书图》
《尚书注疏》几十种不同时期注释
尚书的版本。作为《典籍里的中国》
支持单位的国家图书馆还将围绕
尚书制作系列文创，让《尚书》的普
及走得更远。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文化典籍是承载中华民族五千
年灿烂文明的最主要载体，是传播
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

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了的人文意识。中国历朝历代
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
谓“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尚书》尽管难懂，但在我们的学习和
生活中常会与《尚书》中金句的不期而遇。做中国古代书籍史的人，几乎无
法绕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谈治国理政，常会说道“民
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用当代的语言意译，正是“以人民
为中心”；“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勉励也是来自《尚书·周官》。

其实何止是《尚书》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每个历史时期“中华民
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那一句句“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
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不充满着对人生的思考，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典籍里的中国》里伏生问：你们现在还读《书》吗？一语双关，可谓灵
魂的拷问。当代人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如
何将优秀的典籍接过来传下去，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笔者认为，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普适性成为当代社会提供文化产品
的必须。在大年初一大家追看《典籍里的中国》的时候，国家图书馆和阅文
集团合作，以国家图书馆珍贵藏品中的名家手书“福”字，结合年轻人喜欢
的梗，制作福字故事手机壁纸推送，为疫情中坚守的读者送去一个极具仪
式感的春节祝福。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工作人员选取所藏典籍中康熙、雍正、王羲之、
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手书的福，与阅文集团将古籍元素与当代技术结合
进行二次创作，借手机阅读这一个新时代的阅读方式，来秒懂汉字书写之
美、传承经典文化，社会反响热烈。这提示我们在数字时代，以手指触屏的
方式感受传统书写之美，让古籍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触手可及”，“讲
述者”和“转述者”一起将传统文化故事迁移、处理成可以“秒懂”的知识产
品，让看不懂的文字、不了解的历史由更多元的阅读形式进入日常生活，
给读者带来更自然、更喜闻乐见的文化滋养，让经典浸润当代生活，这才
可以让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成为基因，代代相传，才可以有效传承，潜移
默化地提高文化素养、文明程度。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
等化，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并再次强调了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这是期待，是责任，不也是《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
思想在今天的发展和传承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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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文人，写了
一篇散文，名为《沧浪亭记》。
这个人叫苏舜钦，是当时大
宋的“驻京办主任”。

有一年春节，苏舜钦
想招待几位官场哥们吃饭
团年。往常，他都是喊到家
里或单位食堂吃，这一次
有部下建议，“今年经济形
势比较好，国家昌盛，干脆
找个高档的地方吃点好
的。”苏舜钦一听，觉得有
道理。便在京城最好的酒
楼定了个大包间，请了最
铁的几个哥们，其中包括
大宋最牛诗人之一的梅尧
臣。一拨人点了最好的菜，
喝了最好的酒，消费非常
高，花费的一大半，都用的
是公款。当时，有一个太子
的小兄弟名叫李定，也想
参加这个饭局。他一是想
认识大咖，二是想进入圈
子，便找到苏舜钦，希望自
己自费参加饭局，或干脆
代为买单。苏听了后，毫不
客气地拒绝了：“小李，你
级别不够，名声不大，就不
要来瞎掺和了。”

一时气不过，想不通
的李定，当晚就去把苏舜钦
给举报了。称他用公款请
客，还搞低俗娱乐活动。很
快，参加饭局的一拨人，便
被相关部门带去谈话了。后
来，参加饭局的人，均受到
了处理，而苏舜钦则最严重，他被免职了。

苏舜钦出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关系。一是他
的老师欧阳修，二是他的岳父当朝宰相杜衍。欧阳
修认为找人说情开不了口，让他缓缓，看看情况再
说。他的岳父杜衍，则认为丢了自己面子，又爱惜
自己羽毛，根本就不见他。无奈，苏舜钦只有到处
喊冤，他辩解道，太守滕子京公款请客，还给范仲
淹划拨润笔费，托其写《岳阳楼记》。同样都犯了
错，却只给了一个滕子京轻微处分，官职照做。而
他就要被免职，处分太重。他的申诉，一直没有任
何回音。无奈，苏舜钦便携带家人回了江苏，喝酒
弹琴，钓鱼赏花，聊以度日。在那里，他看到一处贵
族遗弃的园子，三面临水，十分幽静，便买了下来，
修了一个亭子，名为沧浪亭，并写了一篇散文《沧
浪亭记》。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篇散文后来
竟然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经典。

没过几年，苏舜钦又被朝廷重新启用为湖州
长史。苏舜钦心中不服，说要把他以前的处分给撤
销，他才去任职。他的僵持和固执，并没有得到朝
廷的回应。倒是梅尧臣想得开，认错态度较好，痛
定思痛，低调地过着他的闲适生活。

沧浪之间，实则也在人生之间。问世上，谁能
无过。错并不可怕，但要知道改正。历史总会有惊
人的重复，苏舜钦没有明白过来，当前的许多人也
未明白过来。洗洗澡，照照镜子，找出身上的毛病，
改正自己的缺点，明天的太阳，依旧温暖如旧。

（作者系全国青联委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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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澜沧江畔的普洱，一个70年
前的故事震撼了我。回到北京后，澜沧
江的涛声依旧在我耳边激荡，一幕幕
难忘的场景还不时映现在我眼前：

一位英俊的佤族小伙子穿戴上赴
京国庆观礼时毛主席送他的毛呢制服、
帽子和皮鞋，然后对着镜子，把参观北
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昆明等
城市时获赠的纪念章一一佩戴在胸前。
推开窗，他深情望一眼云海中的佤山峰
峦，仿佛置身于弥蒙的旷野之中，在悄然
期待大山那边的一抹朝霞。回过身，他久
久地凝望着墙上悬挂的毛主席、朱总司
令画像，眼角挂着晶莹的泪花……

时间追溯到1950年 9月，中课佤
族头人岩顶的养子岩火龙代替养父参
加普洱专区少数民族赴京观礼团，目
睹了国庆一周年盛典。国庆前夕，他和
普洱专区的代表受邀出席了国庆招待
会，还幸福地和毛主席握了手。10月1
日，岩火龙在观礼台上再次见到了毛
主席，他和代表们都情不自禁地跳起
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是他
们发自内心的共鸣。

岩火龙赴京观礼前，许多和养父
一样的部落头人，出于对共产党、解放
军的怀疑和不理解，生怕一去就回不
来了，便以各种借口推辞或让子女顶
替。邦箐佤族头人拉勐甚至提出让竹
塘区区长龚国清把自己儿子送到澜沧
的邦箐大寨做人质才肯去北京。岩火
龙也是带着忐忑的心情而去的。

跋山涉水来到北京，岩火龙的顾
虑就像佤山的云雾很快地飘散了。这
缘于同行的那位佤族代表生病住了
院，不想，竟惊动了毛主席，还亲自去
医院看望。捧着毛主席馈赠的礼物，普
洱各族代表如获至宝。要知道，当时普
洱有26个少数民族，许多部落还生活
在原始社会末期，何曾见过呢料、衬
衣、袜子、牙刷、口杯、皮鞋等稀罕物
呢？后来，他们到各大城市走了一圈，
对新生的共和国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那一年，岩火龙18岁，仿佛在一
个晚上就长大了。回到了中课佤寨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附近各个佤山
村寨，把所见所闻一股脑儿讲给父老
乡亲听。他动情地说：“我还从没听说
过汉人欢迎少数民族，也从没看过官
家来欢迎老百姓，共产党来了，解放军
来了，都变成真的了。阿佤人只有永远

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热爱我们的祖
国，才能过上好日子，阿佤人才有希望。”

1951年 2月，当地政府选送岩火龙
进了普洱专区民族干部训练班。他如饥
似渴地学知识，学文化，学党的方针政
策。多少个夜晚，学员们都入睡了，他还
在油灯下苦苦读书写字，只为多学点知
识，为阿佤人走出大山，迈向新生活奉献
绵薄之力。多少个黎明，他坐在澜沧江
边，期盼着东方旭日跳出江面，让火红的
太阳普照在澜沧江上，让阿佤人都过上
美滋滋的好日子。

二

我那天乘车路过澜沧江，看到在群山
苍翠的映衬下，奔流的江水都被染成碧绿碧
绿的了。时值傍晚，残阳如血，一抹霞光照在
澜沧江上。岁月一晃流逝了70年，那个佤族
小伙子的故事仍在佤山村寨广为流传：

岩火龙眼睛湿润了，沉浸在温馨回
忆中。他抚摸着胸前一枚枚纪念章，感觉
昨天的幸福来得那般神奇。岩火龙有着
阿佤人的天性，是个快乐的年轻人，只是
他也有不开心的事，打不开的结。养父岩
顶在听了他的国庆观礼见闻之后，对共
产党、解放军有了一定的认识，但面对中
缅边境国民党李弥残部的暗中威胁和猖
狂反扑，仍疑虑重重。

岩火龙规劝岩顶别听信国民党匪帮
的蛊惑，要和人民政府一条心。岂料养父
根本就听不进去。时逢这时，李弥残部从
缅甸流窜过边境，骚扰解放不久的普洱
地区。岩顶愈发动摇了，害怕养子惹事，
就把他禁锢在寨子里。1951年5月中旬，
李弥残部一度攻占了西盟区政府，岩顶
又公然讨好敌人，两次逼迫养子去参加
残匪在西盟、允恩召开的“佧佤山反共抗
俄促进会”。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岩火
龙一身正气，拒绝代表中课部落在写有
反共字眼的条文上签字。残匪头目知道
岩火龙去过北京观礼，就怂恿岩顶让养
子去台湾参观。岩火龙义正词严地回答：

“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无计可施的残匪只好把岩火龙放回

中课寨，让岩顶对他严加管教。养父的所
作所为，让岩火龙寒透了心。一次次劝告
都失败了，绝望中，他想到了以死明志。于
是，他穿戴上毛主席送他的毛呢制服、帽
子和皮鞋，胸前挂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纪
念章，在最后时刻，他要把心掏出来，向澜
沧江的流水一样永远向着东方……

在他的客厅里，整整齐齐地摆出了
各地馈赠的礼品，这些都是他平时舍不

得吃，舍不得用的心爱之物啊。这个场景
更像是一种告别仪式，他静候着召集的
寨民到来，只为与众乡亲分享毛主席和
政府送给阿佤人的真情，只为了向朝夕
相处的寨民做最后的诀别。

寨民陆陆续续进来了，看到屋里这
番摆设，又看到岩火龙这身打扮，惊讶中
也有几分新奇。火龙拿出礼品分送给寨
民，声泪俱下地说，“国民党土匪压迫我
们兄弟民族，掠夺我们的财物，要我们互
相分裂仇杀。共产党要我们团结成一家
人，我们要坚决跟共产党走，建设幸福美
满的家园。有一天，假如我不在了，你们
也要跟定共产党走啊！”

岩火龙的肺腑之言，声声是泪，字字
泣血，深深打动了在场寨民的心。他们陪
着火龙一道落泪，相互说着贴心的话，一
直聊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万
万没想到，岩火龙留给他们的话竟然是
铮铮铁汉的最后遗言。

三

几天来，我先后在普洱的思茅、宁
洱、西盟、澜沧等地采访，当我从澜沧景
迈机场登上返京航班时，满脑子里还不
时闪出岩火龙最后时刻的那种悲壮：

岩火龙目送乡亲们一个个离开，当
他回转身时，已是热泪盈眶。“我还有什
么脸面再去见毛主席，我还有什么脸面
去面对那么多关心我，爱护我的同志，我
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那么多信赖我的乡
亲，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生我养我的
那片土地啊！”

“再见了，我的中课佤寨；再见了，我
的普洱；再见了我的祖国！”岩火龙带着
最后的微笑，操起身边那把手枪。随着一
声沉闷的枪响，时间凝固在了1951年 9
月，一朵19岁的生命之花凋落了……佤
山的山茶花闻之默哀，澜沧江的水闻之
哭泣，写到这里的我，眼睛也湿润了。

岩火龙的慷慨赴死，感动了普洱大
地和普洱的各族人民。在绵绵思绪中，航
班起飞了，透过舷窗我俯瞰着佤山云海，
那一团团白云，好似翻滚的雪浪花在拍打
着绿色的峰峦村寨。随着云开雾散，太阳
普照在澜沧江上，我仿佛看到了佤族姑娘
在尽情地跳着甩发舞，我好像看到拉祜族
小伙在热情地跳着芦笙舞，我似乎看到傣
族少女柔美地跳着孔雀舞……哦，普洱的
大美山川，还有26个少数民族儿女幸福的
今天，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岩火龙当年
所追求所憧憬的明天吗？

（作者系著名作家）

太阳照在澜沧江上
剑钧

国家图书馆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上有“惟
殷先人，有册有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