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辨识，是一种生存方式
——读刘建华《生命的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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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书评

常有人问我，今天的青少年为
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我会骄傲
地说，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
化记忆，是炎黄子孙独有的文化浪
漫，是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
基因。

我牵头制作儿童相关的文化内
容已经 9 年了，推出原创音频超过
4.6 万集，出版童书有 48 个系列 234
册之多，其中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占
了一半。我希望通过优质文化产
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心
中 扎 根 。 很 多 人 觉 得 这 不 是 难
事。“不就是把经典通俗化吗？”“儿
童内容不用太深刻，不然他们听不
懂、读不懂。”我并不这样认为。儿
童不缺乏理解力，我们要重新梳理
传统文化资源，打造符合少儿认知
特点的学习场景，有效引导孩子继
续深入并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早年间，很多传统文化普及类
书籍往往是把名著经典直译为白
话文，再配上几幅插图。这样的方
式不容易让孩子们走进传统文化
并从中体验到乐趣。与之类似，我
们儿时都经历过“死记硬背”唐诗
的阶段，现在我们知道，让孩子爱
上诗词，最好的方式是先让他们产
生美好的感受。我们可以引领孩
子走进诗人的世界，让他们设身处
地感受诗人作诗时心里泛起的涟
漪。我们给孩子讲夸父追日，不仅
可以复述这个寓言故事，也可以告
诉孩子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一位
相似的人物叫堂吉诃德，他们的

“追逐”异曲同工。我们给孩子讲
大禹治水，不仅可以讲三过家门而
不入，还可以讲大禹陆行乘车、水
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告诉
孩子一个目标可以由不同的路径
抵达。经典普及的目的不只是记
诵，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由此获得
成长。

还有四大名著。比如，《西游
记》不单可以讲师徒四人历经九九
八十一难取得真经，还可以通过孩

子们喜欢的孙悟空，说说一个人的
精神成长经历了哪些过程。《三国
演义》除了讲豪杰与谋略，也告诉
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有
接纳不完美，才会更珍惜拥有的一
切。这些智慧藏在原著里，需要我
们提炼出来。当孩子沉浸在故事
中去感受人物的生活、环境、成长
时，传统文化已经不知不觉在他们
心里生了根。

给孩子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关键要把握其中蕴藏的价值观
念、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借助多
媒体平台、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
用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沉浸
式情境，做到“形神兼备”。儿童文
化产品像工艺品一样，需要精心雕
琢与打磨。如果我们不愿花时间
用心创作优质儿童内容，如何让少
年儿童更好地接触、吸收人类优秀
文明成果？做原创很慢，精品原创
的打磨周期则更长。每一个项目
从立项到上线至少需要半年，有的
则长达数年。最开始做《西游记》
有声读物时，我们在写作、打样和
录制上用了整整 3 年时间，写出了
40 多万字。我们希望通过听得懂
的《西游记》帮助孩子打开古典文
化常识的大门，同时在故事中融入
人生哲理，与孩子进行深层次的沟
通，辅助孩子心智成长。《西游记》
系列自上线以来，收听量近 8 亿次，
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从诵读中华经典诗词，到深研
琴棋书画，从博物馆打卡成为新风
尚，到青年身穿国风服饰行走在热
闹街市，亲近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涵养文化自信的
重要方式，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时代魅力与旺盛生命力。青
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既
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受益者，也是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和 创 新 表 达 的 生 力
军。期待儿童文艺工作者继续以
精品意识用心打造优质儿童文化
产品，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澎
湃活力。

优质文化产品

滋养青少年成长
王凯

智慧书店 武亦彬 摄

人的生存方式有很多种，自古有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自得，有苏东
坡“诗 酒 趁 年 华 ”的 超 然 ，也 有 杜 甫

“穷年忧黎元”的悲悯。不同的生存
方式蕴含着不同的成长轨迹和人生
选择，是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在
社会化过程中，“辨识”是生存所必需
的技能，融于日常却不易被察觉。

如何在这日复一日看似平常的生
活 中 ，辨 识 自 我、辨 识 他 者、辨 识 义
理 ，是 我 们 终 其 一 生 都 在 作 答 的 命
题。刘建华博士通过《生命的辨识度》
这本散文集，用文学的视角，散文的笔
致，或低吟浅唱，或文情并茂，或事理
交融，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这本书
记述了作者在不同成长时期的生活情
状与思想变化，也呈现了他在辨识中
不断加深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是一
部充满了生活情怀、人间意趣和人生
哲理的散文集。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
中，我也再经历了一遍生命与心灵的
成长。

人从诞生之初，便被引导着辨识
这个世界的一切。这种辨识最初是通
过他人完成的，还带有朦胧的、不明就
里的意味。随着个体的生命经历不断
丰富、社会知识逐渐累积，人对世界的
认知更加清晰，也就逐渐形成了自我

辨识意识与能力，且这种能力会随时
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辨
识度在我们眼中也随之愈加分明。《生
命的辨识度》由“辨识自我”“辨识他
者”“辨识义理”三个层层递进的部分构
成，契合了作者对世界认识的变化：由
主观感性到理性认知，再到思辨成熟。

辨 识 自 我 是 人 与 社 会 最 初 的 对
话。知识社会学认为，人并非生来就
是社会的一员，只是天生带有一种社
会的倾向，随后才逐渐变为社会的一
员。人通过“重要他人”，一 般 指 父
母，完成对生存环境、自我身份的认
知 ，这 是 人 社 会 化 的 第 一 步 。 从 拥
有 了 感 官 意 识 起 ，我 们 就 拥 有 了 辨
识 能 力 ，这 一 阶 段 的 辨 识 大 多 是 主
观的、感性的。通过对父母的语言、
行 为 的 辨 识 ，我 们 逐 渐 认 识 自 己 所
处 的 环 境 ，找 到 自 我 在 家 庭 这 个 小
社 会 中 的 定 位 ，初 步 对 自 己 的 社 会
角 色 形 成 认 同 。 少 年 时 期 ，我 们 常
通 过 听 觉 、视 觉 来 完 成 对 父 母 的 辨
识 。 在 建 华 眼 中 ，父 亲 极 富 穿 透 力
的 咳 嗽 声 ，母 亲 在 田 间 地 头 劳 动 的
身 影 ，都 是 令 人 心 安 的 符 号 。 这 一
时 期 ，他 的 世 界 就 是“稻 花 香 里 ”的
故土莲花山乡、永新师范学校，那田
间 地 头 的 蛙 声、细 雨 ，那 生 活、求 学

路 上 的 缕 缕 思 愁 ，是 从 个 体 生 命 体
验出发，对世界最直观的辨识，充满
了直率与坦诚。

辨 识 他 人 是 在 拥 有 了 对 世 界 一
定的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他人
的看法，是经过理性思考的认识。建
华在书中写道，他第一次出远门是去
永新师范上学。那时在他的认知中，
永新与北京、香港、纽约等地是差不
多的，都是很遥远的地方。因为他没
有亲身感知过不同的距离，所以这时
对它们的辨识还很模糊。随着所到
之处越来越多，他对世界的宽广与多
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湘西的沱江、
满洲里的白云和草原、鼓浪屿的梦幻
春光，以及各色生灵，都在他的笔下
焕发出别样的生命魅力。他开始有
意 识 地 运 用 所 学 知 识 ，透 过 事 物 的
表 象 去 思 考 其 背 后 更 深 层 次 的 机
理。通过山花树叶、霞光春水、边城
墙垛来辨识人 们 的 生 活 情 状 ，探 究
这 一 方 土 地 生 机 绵 延 的 内 在 动 力 。
这是将感性认识与理性知识相结合
的阶段，通过辨识，让自己与世界平
等对话。

辨 识 义 理 是 在 对 社 会 的 感 性 认
识与理性思考相结合之后，形成了自
己独立的思维方式，是具有思辨、哲

学意味的阶段。在接受了专业系统
的学校教育，经历了一定的社会历练
后 ，建 华 将 视 野 投 向 了 更 广 阔 的 国
家、社会层面，这也与“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契合。他难忘
哺育自己的家乡，心系社会与国家的
命运。他关注乡村发展，关注少儿教
育、校园阅读，关注技术平台、多元文
化，从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角度，
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国家、社会的
命运紧密结合，思考如何身体力行，
让自己的家乡、祖国发展得更好。这
是身为一名新时代学者、文化工作者
的自觉与责任感。从运用知识认识
社会，到思考所学知识在社会中的价
值，思考个人能为国家、社会的发展
作出怎样的贡献，这不得不说是思想
认识上的一大飞跃。

阅读本书，让我们意识到“辨识”
对于生命的重要性。通过辨识，我们
形成对自我与社会的认知；反过来，
这些认知使得我们日渐成长为具有
辨识度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是
我们在不断辨识更广阔的世界，其实
我们也在辨识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
认知，逐渐明确人生的方向，找准人
生的定位，探寻自我生命与家国、社
会的联系与意义。

喜欢诗词写作的是离不开《中华新
韵》《平水韵》《词林正韵》这三本书的，
前者是新韵，后两者是旧韵，且《词林正
韵》是从《平水韵》来的，这里我就用《平
水韵》代表了。按理说韵书是宁少毋滥
为好，可为什么要推出新韵呢？原因是
20 世纪，一些报纸、杂志经常接到大量
诗词爱好者的投稿，很多作品存在着

“出韵”现象，也就是说不符合《平水
韵》，而且越来越多、愈演愈烈。他们

“出韵”并不是不讲韵律，而是按照现代
普通话的发音去平仄叶韵的。有的质
量很高，弃之实在可惜。这逐渐引起了

“中华诗词学会”的关注，认为有必要出
一部更符合当下这个时代的韵书。为
了促进声韵改革，“学会”制定了《21 世
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里面着重
指出：应该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尽快编出
一部新韵书。经过数年的努力，2010
年，诗词通用的《中华新韵（十四韵）》正
式推出。没想到推出后，却遭到了不少
专家学者的反对，认为此举无益于光大
优秀文化传统，弊远远大于利。一时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到现在仍是
争得不可开交，是件让人很纠结的事。
我是一位诗词爱好者，根据多年读写的

感受，也想说说自己的一孔之见。
争论的焦点就不用说了。主张用

旧韵的大都在诗词创作和研究上有一
定建树，以年长者居多。他们已完全接
受了旧韵的平平仄仄，有的甚至极端顽
固，别说通体变革，就是动个星星点点
也绝不会同意。哼惯了“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的文句，现在要改弦更张
来新的一套，无异于“大逆不道”。深圳
大学教授徐晋如说，倘若把京剧的“念
白”改成普通话，那还是京剧吗？言外
之意是离了《平水韵》写出的就不叫中
华诗词了。其实，京剧的念白也是演化
而来的。

那么这些诗词界的“大佬”们为什
么千方百计地“护着”旧韵呢？理由，他
们能摆出上百条，似乎用一本专著也说
不完。窃以为，起重要作用的不是理
由，而是一种情怀。什么是情怀呢，我
搜集了一下：情怀，是你最爱的永远不
舍得丢的东西，明知不值钱却也不愿意
丢的东西，让你微笑永远热泪盈眶的东
西……用“燕园四老”张中行的话说：

“李、杜、温、韦早都给我们铺好了路，真
是舍不得丢啊！”把他们半生崇拜的偶
像搬开，另启新路，放在谁身上都是很

难接受的。
新 和 旧 本 身 就 是 矛 盾 ，“ 守 旧 ”

者 常 常 认 为 自 己 是“守 正 ”，但 创 新
才 是 解 决“守 正 ”的 根 本 。 我 认 为 ：
创 新 是 必 须 的 ，“守 旧 ”在 一 定 范 围
内也很必要。

先 说 创 新 。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玉。为能搞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回到
事情本身去！现在我们就回到——
为什么要有格律或格律的目的是什
么这个根本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最 简 明 的 是 张 中 行 老 人 ，他 一 语 中
的：“格律就是为了读来好听。”从古
至今格律就是要体现声韵之美，倘若
读起来不好听了，不美了，这样的格
律是不是得改变呢？

《平水韵》中很多字在普通话中已
经不押韵了，如“斜”和“家”、“居”和

“书”、“知”和“儿”等。现在把他们放在
韵脚用普通话读，听起来很是别扭，没
有“韵味之美”可言。另外普通话中没
有了入声字，即使我们依《词林正韵》把
它按入声字用到词中，也只能是个摆设，
读出来的大部分是平声，不悦耳。然而，
新韵却能读出美，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我写诗词宁可让人说“外行”也用新韵，

因为既不图发表，又不去参赛，只是给同
学、战友、朋友们读，用旧韵，怕他们读起
来感受不到音韵的美。

诗韵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
随语言的演变不断改进，否则就跟不上
时代。《平水韵》也是宋人根据前人的206
韵修订为107韵的，至今已有700年，已
远远脱离语言变化的实际，不宜再当做
用韵的规则了，只有用新韵才能守住声
韵美这个“正”。

再聊聊“守旧”。“守旧”就是说旧
韵还不能丢，要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就
像繁体字不能丢一样，有时还缺它不
行，例如搞诗词研究的就离不开旧韵。
另外也要给对旧韵情有独钟的提供展
示平台。如诗社活动、诗词刊物可设置
旧韵专栏等，就像书法作品中的甲骨
文、金文，使其单独成为一个艺术品
类，让痴迷者们有所寄托、有所作为，
不是更好嘛。

《中华新韵》与《平水韵》
接振贵

《大陕北》讲述了从“民国”
十八年陕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
旱之后，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的 20 年时间里，米脂县马氏庄

园“光亮堂”地主马瑞琪与榆林
城“通天苑”资本家万友善，以及
他们的儿女马伯雄、马苗与万仙
如、万星明、万向明之间，由恩怨
情仇、爱恨交错、生意竞争、利益
博弈、信仰重建等交织纠缠的故
事，从他们身上能看到陕北人民
荣辱兴衰的苦难史和顽强不息
的奋斗史，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
在陕北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史。

小说以陕北风土人情为基
调，在尊重历史、还原真实的前
提下，以米脂闹红、榆中学潮、蒙
汉边贸、军阀独裁、剿灭匪帮、无
定河畔烈士、榆林东山惨案、中
央红军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
调查》始末、“精兵简政”提案、沙
家店战役、三打榆林城等，以及
和平解放、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
大事件为架构，将鲜活的人物和
故事串联起来，用文学艺术的手
法娓娓道来。

顽强不息的奋斗史

《简明黄河史》在辛德勇旧作
《黄河简史》的基础上大幅增订而
来，重绘全部历史地图，补充黄河
及黄河流域文物高清照片近 30
幅，还增加了“淘尽古今人物去”
一章。

本书正文由“引言”和“黄河
之水天上来？”“九地黄流乱注”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宣房塞
兮万福来”“直是万顷黄金钱”

“淘尽古今人物去”六章组成。
这本书从黄河的地理意义出发，
核心关怀是“母亲河”黄河与中
华文明和中国人的关联，是了解
地理知识、中华文化的佳选，也
为历史地理学学科入门提供了
一条新路。

母亲河与河畔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