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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是一种意志
力，抗干扰，抗浮躁，
坚定信念；定力是一
种明辨力，辨是非，懂
荣辱，明智成长；定力
是一种免疫力，抗诱
惑，耐寂寞，艰苦磨
炼，迈向成功。我们
求学读书，尤其要保
持定力。孔子讲读书
要“学而时习之”，方
能“融会贯通、学以致
用”。说的就是不二
法则“定力”。

孟轲年幼时喜欢
贪玩，读书偷懒，甚至
逃学。有一天他母亲
知道了，等他逃学回
家后，就拿起剪刀把
家里织布机上织了一
半的线剪断了。孟轲
一见大惊，惶恐跪下
问母亲为何要把线剪
断。母亲责备说：“求
学跟织布的道理是一

样的，必须一丝丝不断积累，才能织成有
用的布料。如果中途把它剪断了，那就
会前功尽弃，成为一堆废料。求学更是
要不断地用功，持之以恒下去，最后才会
有所成就。而你现在却偷懒逃学，这样
自我堕落，如何能成就学业？”孟轲听了
母亲这番话，非常惭愧，立刻向母亲认
错，从此发愤向学。后来终于成就了自
己的道德学问。

曾国藩《家训喻纪泽》云：“尔之短
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不
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
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
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时刻告
诫他的子孙读书要有恒心，有毅力，不
可半途而废。

鲁迅在《两地书·致许广平十二》中
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
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说
的就是读书能否做成学问，除必要的天
赋外，很大程度取决于有无锲而不舍的
精神。

延安时期曾流传一句毛泽东的名
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
错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始终如
一，孜孜不倦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
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
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这些至理
名言，无不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志向、
读书精神、读书态度和读书风格。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
有一句话说得好：有定力的人，才能做
出大事业。保持读书的定力，戒除急躁
和虚浮，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地读书下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才能够得以实现。

朋友们，让我们保持定力读书学
习吧！

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罕见的文
学巨擘，对宋词的词风转变贡献
至伟。在词艺世界，他开疆拓土，
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樵歌体”“希
真体”，影响了身旁和后世的大批
词作者。“他在苏轼和辛弃疾之间
架起了一座桥梁”（陶尔夫、刘敬
圻《南宋词史》），被誉为“宋词三
变”的主角之一。他以叙事纪实
和自传性的词章，记录下两宋动
荡离乱的社会变迁，堪称以词写
史第一人。然而，时光流变，这位
曾在两宋词坛显扬一时的词人，
却 渐 渐 隐 身 于 历 史 的 硝 烟 云 雾
中。时至今日，他的影响力远不
及当年，不仅普通读者，即便是大
学中文系的一些学子，也有相当
多人对其感到生疏。但是，他在
宋词发展历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
绝不容低估和忽视。

两宋之交是个特殊的历史时
期，外侮内患、烽火连天，家国沦
丧、民族危亡。时局动荡，文学也
相应发生着变化。在北宋时已相
当繁盛的“诗余”“长短句”，走到
了演变的十字路口。朝廷长达十
六年“禁乐”，失去音乐依托的“曲
子词”如何繁衍存续？北宋时备
受朝野喜爱，无论宫阙官衙还是
市井巷陌均广泛传唱的宋词何去
何从？值此特殊时期，诞生了一
个特殊的艺术群体——“南渡词
人群体”，而朱敦儒便是其中的最
杰出代表，也“应是个巨擘”（陆侃
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朱敦儒
的词被时人称为“樵歌体”“希真
体”。两宋词坛，群芳竞秀，但公
认自成一宗、独自成体者寥若晨
星 。《全 宋 词》辑 录 词 家 1330 余
人，但词风真正被公推为“体”者
仅有 10 位左右。

历经八百余载风雨激荡，今
天的人们该如何认识、评估朱敦
儒在宋词的地位和价值？或许，
其同时代人的看法能为我们提供
参考和佐证。南宋中期文坛盟主

周必大称朱敦儒的诗词“独步一
世”，对其赞许有加。宋末诗人汪
莘则从宋词演化流变的角度肯定
了 朱 敦 儒 的 卓 越 贡 献 ：“ 唐 宋 以
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
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
寓何如尔！余于词，所爱喜者三
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
之 气 ，隐 隐 然 流 出 言 外 ，天 然 绝
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
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
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
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
之三变也。”（汪莘《方壶诗余自
序》）南宋著名词选家黄昇评论朱
敦儒是“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
称其词“辞虽浅近，意甚深远，可
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非
止旷达而已”。凡此种种，无不彰
显出朱敦儒词在当时词坛的影响
力和重要地位。

如今，学界公认苏轼、辛弃疾
为宋词豪放派之主帅，但人们常
忽略了由苏轼的清逸旷达向辛弃
疾的悲壮豪放转变过程中的朱敦
儒。辛弃疾自己公开表示，其《念
奴 娇·赋 雨 岩》词 乃“ 效 朱 希 真
体”。显然，由承平时期的苏氏之
旷转为动荡乱世的辛氏之豪，绝
非偶然，更非天生如此，而是经历

了 朱 敦 儒 的 承 继 、接 力 与 过 渡 。
朱敦儒在创作上借鉴了苏轼的旷
放之风，但又多有开拓创新，他把
词的触角伸向现实生活，打破“花
间词”的娱宾遣兴、绮罗香泽之窠
臼，着力发挥词体的抒情言志功
能。其词章的清奇逸趣，以及无
所禁忌、包罗万象的纪实叙事性
表达，更为词体范式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摹本。

朱敦儒大大拓展了词风、词路，
口语式的议论、散文化的表述、天
上人间的浪漫玄想转换，以及珠玉
般跃动闪耀的佛机禅理等等，都令
词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呈现方式
更为立体多元。诚如胡适所论：

“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
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
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
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
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
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
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
（胡适《〈词选〉自序》）显然，诸多词
家和学界大师将朱敦儒与苏轼、辛
弃疾相提并论，视作宋词史上领袖
式的人物，既因三人词风有一脉相
承的基因，更在于朱敦儒对词体变
革带来的巨大推力。他不仅冲破
了以往词的题材、风格之束缚，提
升了词的品格、品位，而且以丰富
的创作实践，为词艺拓展出更为广
阔的生存空间，引入更具生命力的
新范式、新境界。

朱敦儒词章展现出的深厚内涵
和风格的丰富多元在词史上确实
少见。千百年来，人们惯于用豪放
与婉约来为词家归宗并类，但若以
这种简单化的标尺衡量希真词，就
会徒劳无功甚而摸不着头脑。他
有李白般“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
放，也有晓风残月、闺情绮怨的柔
美委婉，更有极具个性的“山林气”
和“疏旷风”，而其豪放与婉约也明
显异于他人。他那奇思妙想的游
仙词，以及充满渔樵之乐和山家风

味、不带半点烟火气的隐逸词，更
令 其 词 章 呈 现 出 独 一 无 二 的 风
采。而这，正是“希真体”“樵歌体”
屹立词坛的魅力所在，是任何词家
都无法取代的独特标签和贡献。

他不仅是位词人，亦是时代
的记录者、吟咏者。风云际会，他
见证了两宋王朝的更替。他勤于
赋词笔耕，词作几乎完整记录了
毕生的迁徙奔波。他的笔下，既
有洛阳的金谷铜驼、吴地的篷帆
软语，亦有南宋都城临安的采荷
少 女 ，还 有 两 广 异 域 的“ 蛮 溪 鬼
峒”、荔青桄榔。从中原到岭南再
北归临安，万里风尘云烟，一路世
俗民情，都在词中呈现。民间的

“烧灯”“踏青”“斗草”风俗，他一
一录下，士人的雅集盛会乃至宫
中的“御雪宴”，也不曾遗漏。阅
读朱敦儒词章，好似读两宋社会
史。在宋代词坛，能以词章全面
呈现个人毕生行藏，并折射出时
代风云变迁者，也只有辛弃疾可
与朱敦儒比肩。

朱敦儒词在其生前即备受称
誉。北宋时，他是西都洛阳的“词
俊”。洛阳乃历史文化古都，“图书
之渊”，文人荟萃。北宋政治中心
在汴京，但文化中心则在西都洛
阳。因此，“洛中词俊”并非地方文
化名人之称谓，而具华夏之誉。南
渡后，他与向子、徐俯、陈与义、苏
庠等结为木樨词社，同题唱和，轰
动词坛。

两宋词坛，名家迭出，朱敦儒
词始终以其鲜明个性独树一帜。
其词集《樵歌》《太平樵唱》在宋代
即有不同刊本，不少代表作还入
选各类选本。自宋以降，朱敦儒
词 集《樵 歌》大 多 以 抄 本 形 式 流
传。至清末，见载于艺文志的手
抄本达几十种之多。一部两百多
首词的个人词集，能主要以手工
誊抄的形式，经历迭朝换代的腥
风血雨，世代相传近千年，这不仅
体现出读者对希真词的喜爱，也

验证了希真词的艺术生命力和文
学价值所在。

到了近代，朱敦儒词的影响
远不及当时，原因诸多，学界说法
不一。有人认为是因《宋史》中那
句语焉不详的谈者“判词”，认为
他与“桧党”有染。这可能确是原
因之一。在历史叙述中，作家和
艺术容易变得“脸谱化”，一旦打
上原罪印记，便人人忌惮，不敢为
其 张 目 ，这 也 影 响 到 作 品 的 传
播。但这桩历史悬案本身，却值
得重新审视和辨析。从现有艺文
史志看，除被授鸿胪少卿一事，无
论 正 史 野 史 ，均 无 朱 敦 儒 与“ 桧
党”有任何实质性交往的记载，更
无朱敦儒主动攀附秦桧之说。何
况，任鸿胪少卿不足二十天，朱敦
儒即再度被罢官，其罪名便是“赵
鼎之心腹”，而赵鼎恰是秦桧的死
对头。仅此一点，便足证朱敦儒
之清白。

读过《樵歌》就知道，朱敦儒从
不曾谄事权贵，其词章显示着士人
的狷介傲骨，去国离乡之恨与家国
情怀更是占据主要篇幅。即使在
南渡爱国词人群体中，他的作品抒
发出的爱国情怀也更为强烈和深
厚。朱敦儒晚年虽常以“隐逸词”
示人，然而骨子里他仍是一位清高
疏狂的爱国词人。而恰恰对于这
一点，明清两代的诸种选本却大为
削弱，这既妨碍了后人对作者个性
和词风的全面了解，也限制了其词
的社会传播和影响。

朱敦儒词的词史价值近年逐
渐受到重视，尤其是
别具一格的审美和
诗化风格，以及创

新的词体词式，不但丰富和拓展了
词艺创作，也引起学界对他词学地
位的再审视。而朱敦儒在浊世中
表现出的自尊、自信与自傲精神，
他的个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也受到
学界的关注。诚如知名学者王兆
鹏教授所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我们现代人
常有的心理感受，而朱敦儒早在八
百年前对此就有颇为深刻的体验
和认识，不能不说个性的觉醒和对
人生的反思在朱敦儒时代已向前
跨进了一大步，因为绝望、忧郁、苦
闷和寂寞等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
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这
在中国思想史、心灵史上也应是值
得书写的一笔。”（王兆鹏《宋南渡
词人群体研究》）

近年来，研究、阐释朱敦儒词的
学者愈来愈多，论文和专著也不断
涌现，但总体而言主要集中于学
界，社会大众对朱敦儒词的认知仍
显欠缺。在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
今天，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樵歌》的
广泛传播，朱敦儒词的艺术魅力定
会重新被世人认识。

（摘自《朱敦儒词赏鉴》；朱悦
进 评注；作家出版社出版）

母亲，是我们无法绕
过的炙热温柔，是我们心
底里最柔软的两个字。当
我读到梁晓声先生的新书

《母亲》时，感动得流下眼
泪，不禁回想起自己的母
亲，与书中的“母亲”一样，
都是平凡而伟大的。

在梁晓声的《母亲》里，作者对母亲
的描写可亲可感。为了不让孩子们挨
饿，母亲每天早上舍不得坐公交汽车，徒
步去很远的工厂，拖着单薄的身躯，用廉
价的劳动力换取一些食物。

在本书中，母亲那小小的身躯，竟承
受了如此多的生活琐事，对我们的爱犹
如大海里的一座堡垒，将我们紧紧环
绕。在那个年代，翻砂这种过于繁重的
活，即使是壮年男性，也不愿意整日劳
作，而母亲就在这种重力苦工下劳作，甚
至冒着生命危险——这是天底下所有母
亲的缩影。

梁晓声说：“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不嫌
弃、不放弃，哪怕他是面目奇丑，类似非
人，她也只顾奉献一切，无私无怨无悔。”
母亲的伟大不言而喻，无论用多么华丽
的语言也无法道出天底下母亲的圣洁和
那份比天大、比海深的亲恩。

当我再一次读起这本书，我的眼睛
不禁模糊起来。这不仅是作者的母亲，
也是我的母亲，更是千万人的母亲啊！
我们的母亲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成人
之后，孩子们一个个远走高飞，定居他
乡，她心里除了牵挂就是祝福，每次回
去看她，或者打电话，母亲总是说什么
也不需要，她很好，不要担心……所以
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只管付出，不求回
报的，那就是母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
欲养而亲不待。”趁母亲安在，多回家看
看，吃她一顿饭，帮她梳一次头发，去巷
子里走走，那些留下母亲印记的地方，依
旧温暖。

——林钊勤评《母亲》

近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纳入高中统编教材，作为“整本书阅
读”材料使用，同时《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整本书阅读
与研讨”的学习目标与内容，在此背
景下，三秦出版社将视野放开阔，目
光放长远，满足中学生整体阅读的
需求，适时先后出版《乡土中国》及
其配套教辅图书《〈乡土中国 〉整本
书阅读与检测》，旨在指导学生选用
合适的阅读方法，以《乡土中国》为
例，准确领会经典作品的内容及其
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进而提升自身
的人文修养。

作为一本社科类学术著作，《乡
土中国》对于中学生来说，读起来应
该并不轻松甚至会有一些晦涩枯
燥。那么，应该怎样去阅读，怎样才
能读懂《乡土中国》？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
与检测》开篇即结合“整本书阅读与
研讨”的学习目标与内容，从两方面
给出方法指导，即读什么和怎么读。
读什么？读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与
特点——文化传递、家族制度、社会
规范、道德伦理、权力结构、时代变迁
等，了解其中反映出来的民族心理，
理解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怎么读？“粗读”与“细读”结合，先

“粗”后“细”。首先把整体框架厘清，
胸有整本书，要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整体阅读意识。其次才是理解具
体情境，进行辨析性阅读，讨论其论
证方法、论证思路及论证语言等。这
不仅是给读懂《乡土中国》，也给阅读
其他社科类著作提供了一个基本范
式，这个基本范式是学生建构阅读整
本书经验具象化的过程，有助于学生
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乡土中国》是了解中国传统
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较为深入地
阐述了乡土社会种种现象背后的
社 会 学 、人 类 学 的 心 理 动 机 。 如
今，城市飞速发展，农村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纵使 70 多年过
去，乡土中国的思想仍然存在，我
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也依然带有
乡土社会的残留。而阅读《乡土中
国》，能够了解传统乡土社会是什
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会呈现这样
一个面貌，更有助于读者去联系当
下社会，并形成自己对当下社会的
思考。《〈乡土中国 〉整本书阅读与
检测》设计批注质疑板块，并连接

高考考点，结合《乡土中国》的每
一个章节，就相同话题选编当代学
者对这个话题的再思考，学生通过
阅读理解和大胆质疑，可以加深对
作品内容和作者观点的理解，从而
提升思辨能力。

《〈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与检
测》一书中，尤其让人注意的是“当
代文化参与”这一板块。其参考《乡
土中国》的内容，联系当代作家相关
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广泛的社会现
实——“留守儿童”，引导学生去关
注社会现象，去关注当今城市和农
村的社会问题，从而引发思考，提出
相关的建议。“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文化的
角度可以理解为：文化产生于人们
的社会实践，以文化人是文化的重
要功能。而当代文化参与正是以文
化去理解社会现象，通过文化的对
话与漫游，我们可以理解、洞察到社
会世界的文化奥妙，我想这应该是
学习语文，除了致知穷理、修身立德
之外的又一当代意义吧。

腹有诗书，才能胸怀天下。养成
良好的读书习惯会让人一生受益。

《〈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与检测》，以
学生的视角切入学术殿堂，精心设计
方法指导、拓展延伸、批注质疑、合作
探究、文化参与、报告展评等环节，深
入浅出地阐释了《乡土中国》的文化
内涵和经典意义，同时引导学生真正
走出文本，走进社会现象，在参与文
化中寻找语文，在探究文化中学习语
文。本书在能够让学生读懂《乡土中
国》的同时，还有助于积累阅读经验，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一本
适合学生去阅读《乡土中国》，甚至是
其他社科类著作的学习宝典。

读懂读懂《《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宝典的宝典

□石 乔

——评三秦出版社《〈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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