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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琛 唐陈鹏

姜 广 辉 先 生 积 十 余 年 之 功 精 心 撰 就 的

《中国经学史》（四卷本），近日由岳麓书社正

式出版了。该书是学界首部从价值观的视域

对两千余年的经学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进

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经学史著作，堪称

中国当代经学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

姜广辉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史家、经学史

家。他师承侯外庐、邱汉生先生，曾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

究员，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姜广辉先生出版有《颜

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义理与

考据》《易经讲演录》《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等著

作十余种，由他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先后

获得了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第六届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经学史》（四卷本），是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之一。全书分为先秦、汉唐、宋明、清代四

编，共计约 120 余万字。其中《先秦编》，主要讲

述经学的形成史，包括介绍经的定义与内涵、

阐述各专经的文本组成与主旨大义、探析经学

酝酿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等内容。《汉唐编》《宋明

编》《清代编》，主要论述经学的流传史，力求呈

现出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图景，以及解释这

种发展、演变背后的社会与思想原因。

民国以来的经学史著作或失之于笼统简

略，或失之于丛脞琐碎，或因缺乏经学本身的

问题意识而不得精要。相较而言，本书展现出

了“体大思精”的特点。一方面，作者用四大编、

六十章共百余万字的规模，细致梳理了从先秦

到晚清两千余年的经学及其文本形成、发展与

演变的历史脉络，其视野之广、论述之详、钻研

之深，世所罕见，诚可谓“体大”也。另一方面，作

者在进行具体的章节写作时，不仅牢牢把握住

了经学史中的典型人物、典型著作与典型问

题，注重对文本传承的分析，理清了经学发展、

演变的主要方向、关键节点及其背后的社会与

思想原因，还多有对前人误解或忽略的问题进

行阐微决疑、破译谜题的学术创新和突破，实

可见其“思精”矣。同时，作者平时擅长诗词歌赋

写作，遣词造句讲究分寸，文字明正洗练，晓畅

通达，这也使得整部著作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上达于“炉火纯青”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作者一直秉持

着其率先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理论，

即“中华文化的‘根’就是‘六经’，‘六经’所承载

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文化的‘魂’。‘六经’去，

则学无‘根’；学无‘根’，则国无‘魂’”。作者曾引

用司马迁之语，指出儒家大小义理有千百之

多，但关于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义理不过十数

条，两者的关系犹如无数小河汇入几条大江大

河，最后朝宗归海。古往今来，先贤们孜孜不倦

地注解儒家经典的大小义理，就是为了论证和

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遗憾的是，他们

始终没有写出一部对经学的精神传承进行系

统论述的学术专著。本书的完成，既可以弥补

历史遗憾，也标志着中国经学史作为一门学科

已臻于完全成熟的阶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中国经学史》

（四卷本），是姜广辉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

设计好了的一步。自西方哲学概念传入中国

以来，学者们讲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通

常按照西方哲学的范式，将散见于中华元典

的 、契 合 西 方 哲 学 所 讨 论 的 问 题 的 材 料 搜

集、剪裁、组织起来，加以论述，而这种以西

方哲学范式编纂中国思想史料的做法，则缺

少了本土性与中国特色。在作者看来，研究

中国思想文化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经学思

想史——经学史——哲学史（或思想史）。我

们要摆脱西方哲学范式的桎梏，开创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路径，便

需要对中华元典有真切的理解。而这部《中国

经学史》，便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学术

范式的中国思想史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责任”，姜广辉

先生曾这样说。他的新著《中国经学史》（四卷

本）的出版，不仅对当下的中国经学史、中国

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

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来说，也有着

显著的意义。

（《中国经学史》四卷本，姜广辉 著，岳麓

书社出版）

余三定

胡铮良的长篇小说《青蒿·母亲》，通

过描写一位母亲坎坷的大半生经历，成

功地塑造了一位虽备受磨难但仍执着、

有 韧 性 、充 满 爱 心 的 母 亲 形 象 。这 位 母

亲 富 有 生 动 的 个 性 ，又 有 广 泛 的 代 表

性 、概 括 性 ，我 们 透 过 这 位 母 亲 的 坎 坷

人生经历，可以窥见到上个世纪中后期

至本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生动状貌和变

迁发展的历史。

《青蒿·母亲》中的母亲兰妮，是一个

平 凡 而 又 伟 大 的 中 国 母 亲 形 象 。首 先 ，

兰妮经历了许多苦难。兰妮出生时她的

母亲因难产而死，不久其父亲也被日本

鬼 子 打 死 。兰 妮 成 了 孤 儿 ，完 全 靠 自 己

年 老 的 外 婆 带 养 ，吃 着 米 糊 长 大 。后 来

兰妮又被大舅外公和大舅外婆瞒着老外

婆送给别人做养女，幸好被老外婆带回

了 ；继 而 她 又 被 送 到 姨 外 婆 家 做 养 女 ，

又跑回了老外婆身边。这就是幼小的母

亲兰妮的苦难经历。

稍长大一点后兰妮就开始为家里挑

水、砍柴，劳碌奔波，后来又遭遇毒蛇咬

伤，经多方救治方愈。母亲 16 岁那年就

与 离 婚 、有 一 小 孩 、又 比 自 己 大 很 多 的

王 之 伦 结 婚 。婚 后 虽 然 丈 夫 对 她 很 好 ，

但 一 直 家 境 贫 寒 ，生 活 艰 难 。只 是 母 亲

从无怨言。历经苦难，但又不怕苦难，执

着生存，这是这位母亲留给我们的最深

刻印象。

善良、仁慈，对人充满真诚的爱心，

这是这位母亲的另一个侧面。母亲对老

外 婆 、对 几 个 舅 外 公 和 舅 外 婆 ，对 自 己

的公公婆婆，对丈夫等都充满真情和爱

意 。对 丈 夫 与 前 妻 所 生 的 女 儿 顺 儿 ，虽

然 开 始 有 些 接 受 不 了 ，但 接 受 下 来 后 ，

就对顺儿充满了真正的母爱，正如作品

所写的：“两母女还真合得来，开开心心

地过日子。”对于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女，

母亲则无私奉献，倾心培养。

明事理，有意志，有毅力，是母亲性

格的第三个侧面。大舅外婆原来的丈夫

是跑到台湾去了的国民党军人，上世纪

50 年代，大舅外婆将一些情况告诉了母

亲，但要母亲保密，母亲就一直保密着。

后来，大舅外婆在政治运动中被抓去活

活打死。大舅外婆为了不因自己影响亲

人 ，临 死 前 嘱 托 母 亲 和 父 亲 ，不 要 将 她

的 情 况 告 知 亲 人 ，母 亲 一 直 守 口 如 瓶 ，

直到几十年过去进入新时期后，才选择

机会将真相告知了大舅外婆的儿子。

作品中除了母亲的形象塑造得颇为

成功外，其他众多人物形象也都富有性

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青蒿·母亲》描写的历史跨度有近

四分之三个世纪，横跨中国的现代和当

代 ，从 作 品 的 描 写 中 ，我 们 看 到 了 中 国

社会的历史变迁、变化发展的鲜活图景

和 生 动 画 卷 。如 一 九 四 二 年 刚 过 完 春

节 ，日 本 兵 进 了 洋 溪 村 抓 壮 丁 。外 公 本

来是躲掉了的，但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

镇 上 的 赌 坊 ，结 果 被 日 本 兵 抓 走 了 。没

过几天，有人发现外公被日本兵枪毙在

岭坡坳上。时势的艰难，日军的残暴，生

活 的 严 峻 ，都 在 这 里 显 现 了 ，我 们 由 这

“一斑”窥见了抗日战争的“全豹”。

从艺术描写的角度看，《青蒿·母亲》

很注重故事的生动性，作品在故事描写

中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性格，生动的故

事描写也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如作品

开头第一章“神奇小女婴”，写外婆因过

度 劳 累 而 致 早 产 ，先 生 下 来 一 个 男 孩 ，

夭 折 了 ；后 又 生 下 来 一 个 女 孩（就 是 母

亲），虽 然 活 下 来 了 ，但 外 婆 却 因 此 丧

命 。这 个 过 程 深 深 地 吸 引 着 读 者 ，读 者

情不自禁地会为人物的命运而担忧、而

感叹、而悲伤。

作品的景物描写也很为清新、简洁、

精彩。第十二章写母亲在参加欢送满舅

外公参军去抗美援朝后，有这样一段描

写：“十月，丝涓河岸的柳丝早已有些枯

黄，水流发出阵阵呜咽。母亲泪已决堤，

心 完 全 沉 落 ，好 像 已 经 完 全 被 掏 空 。但

望着欢送抗美援朝士兵的如潮的人流，

母亲觉得那次送满舅外公参加解放战争

的 情 景 和 现 在 是 惊 人 的 相 似 。”人 物 的

心情和环境完全融为一体，情与景有机

交融。

（《青蒿·母亲》，胡铮良 著，现代

出版社出版）

刘泰然

欧阳文章的《湘西文艺汇评》收录了几

十篇有关湘西文学、绘画、书法的评论，是

他十多年来持续、专注、深入观察和思考当

代湘西文艺创作所获得的成果。

这部评论集对 20 位作家、15 位画家和

5 位书法家进行了专题性的评论，大致呈现

了湘西当代文艺创作的整体成就与精神风

貌。这些评论既把握住了每一位艺术家的

独特性，每一篇文章都有它的针对性。同

时，所有文章又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体现了一种共通的文化关切和思想脉络。

欧阳文章的文艺评论和其他很多批评

家的评论文章很大的不同在于他的评论不

仅有着理性观照的冷静，更有一种人文关

切的温度，这一点刘年在序言中也指出来

了，“爱，是《湘西文艺汇评》的关键词”。当

然，文艺评论不像散文，它是不允许主观情

感的表达的，它需要的是持论公允，辨析深

刻，指陈犀利，《湘西文艺汇评》中的文章不

乏这些特征，但在这种理性客观的背后却

不难见出一种真正的大爱所起的支撑作

用。没有对湘西文化的一往情深，没有对理

想生活的真诚憧憬，这部集子中的文章是

写不出来的。

我一直相信好的文艺评论是无法光靠

理性（批评方法和技巧）来达到一种深度

的，如果这种理性没有与感受力和爱的能

力结合起来的话。正是在这一点上，《湘西

文艺汇评》表现出一种很好的结合。评论集

中的文章朴素、诚恳，不搬弄概念，表现出

对文学和艺术的良好感受力。欧阳文章自

己就创作和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他对绘

画和书法也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使得他集

子中的大部分评论文章都体现出一种真正

的行家里手才能做出的对艺术得失的精准

判断。而且文章的评论并不仅仅着眼于作

品本身，而总是由作品通向作品背后那个

人，这种知人论世的评论方式在今天看来

并不时尚，但却更体现文章的某种更深沉

的旨趣，即他关注的始终是人的世界。所以

评论集中的很多评论才显得妥帖和到位，

并具有某种艺术理解和人文的深度。

欧阳文章和我一样都是湘中人，但却

在湘西求学、工作和生活，他自认为湘西的

奇山异水和野性文化更切合他的“调性”，

他完全认同了湘西文化，把自己当成是真

正的湘西人。但文章对湘西文化与湘西文

艺的热爱并未使他失去权衡的标准，相反

他身上很好地兼容了体验与理解、内部和

外部两种不同的视角，他在评价湘西文艺

时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参照系。

这个参照系一方面是纵向的，他把湘

西当代文艺的创作放到从湘西远古巫傩文

化、楚骚传统，以及沈从文、黄永玉所建构

形成的悠久与经典的历史谱系中加以定

位，探讨当代创作与既有文化传统之间的

延续与新变，建立起“源流”“高峰”“浪潮”

“薪火”这一湘西文学史叙事脉络。这种纵

向坐标使得他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评

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彰显一种更自觉的

历史意识和更深的文化关切。

另一方面，这个参照系是横向的，他有

意识地在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总体

语境中定位和分析湘西文艺的得失及其可

能性，通过莫言、贾平凹、马尔克斯等文学

大家的创作来反观湘西文学。不是为了贬

抑当代湘西文艺而建构这种更大的参照

系，而是想要催生和激发湘西文艺发展的

最大潜能才有意从这一参照系出发去观照

和省思。他在对黄摩崖、翟非等作家的评论

中，反复重申如何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来书

写湘西，如何透过表面的自然物象来追溯

其深掩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如何站在美

学、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讲述湘西“如何”

“为什么”美丽、神秘，其价值何在。

欧阳文章评论中的这种饱满的热情总

令我感动，这些文章内在一贯的关怀带来

一种整体的精气神，也远比那些毫无关切

的就事论事之作更具精神和情感的深度。

（《湘西文艺汇评》，欧阳文章 著，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郭光文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诗词歌赋中，

清欢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高频词。从黄庭

坚的“舞裙歌板尽清欢”、苏东坡的“人间有

味 是 清 欢 ”，到 王 禹 偁 的“ 影 侵 棋 局 助 清

欢”……举不胜举。

清欢之所以为黎民百姓和文人墨客青

睐，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超出了本义，成为人

们认知和行动中，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

式，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一种返璞归

真的人生境界。

清欢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它

倡导人们把日子过得简单、朴素和安闲、自

由，在散逸生活中寻求快乐。

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门徒颜回，堪称

这种生活方式的典范。他一竹篮饭、一瓢

水，住在简朴的小巷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

种清贫穷苦的日子，他却甘之如饴，乐此不

疲，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由此赢得了孔子

“贤哉，回也”的赞美。

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人们的物质需

要有了更多形式的渴望，人们的精神享受

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熙熙攘攘的世界，人

心浮躁，欲念膨胀。这就要求大家及时清理

思绪，莫让内心狂躁的意念迷失心智，从而

使自己的心真正淡起来。

花淡故雅，水淡故真，人淡故纯，做人

需淡，淡而久香。一些人遇到具体问题，总

是淡不下来，凡事都要争个“面红耳赤”或

闹个“鱼死网破”。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心

胸开阔一点，争不起来；得失看轻一点，争

不起来；功利心淡一点，争不起来。如果你

要享受清欢，唯一的方法是守在自己的天

地里，洗涤自己的心灵。因为在我们拥有愈

多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清淡的欢愉就会日

渐失去。

清欢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一

个人是否甘于清欢，其显著标志就是看他

的情趣是否高雅。

高雅的情趣，追求的是远离喧嚣的宁

静。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被世人誉为“最孤

独的诗”《竹里馆》，其中写道：“独坐幽篁

里 ，弹 琴 复 长 啸 。深 林 人 不 知 ，明 月 来 相

照。”晚年的王维纵情山水，并且喜欢一个

人出行。这一天他来到竹里馆，抚琴而歌，

从白天弹到晚上，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只

有明月来照耀他。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孤独

是悲伤的，但对视清欢如痴如醉的王维来

说，此类“孤独”却是快乐而又美好的。因

为，时间由自己掌握，随心而为，没有约束。

高雅的情趣，陶醉的是精神世界的愉

慰。读书时的清欢应称之为这方面的最好

注 脚 。“ 至 乐 无 声 唯 孝 悌 ，太 羹 有 味 是 读

书。”此话深得鲁迅先生赏识，被其作为对

联木刻在三味书屋的门框上。宋末元初教

育家翁森情趣高雅，终身以书为友，一年四

季乐在其中。他在《四时读书乐》中写道：春

天“读书之乐乐如何，绿荫窗前草不除”；夏

天“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秋

天“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

天“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带

着这种高雅的情趣读书，就会使自己永远

保持一种清欢的心态。

清欢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从

某种意义上讲，清欢代表了一种人生理想

和一种人生境界。人生在世，往往绚烂之后

无不归于平淡。这说明清欢的档次与层级

品位是高于灿烂与热烈境界的。一个人从

天真无邪的幼年，到风华正茂的青年，再到

壮志凌云的中年，但最终却都要走向淡泊

静雅的老年。可以说，把清欢称之为人生的

返璞归真是非常恰切的。

清欢似梅花，它本着的是“不要人夸颜

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低调。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真正懂得人

间至味是清欢的人，悉知天地之大、通晓人

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见之先，不为苦

而悲，不因受宠而欢，他们在嚣烦尘世中自

尊自重自强自立而不卑不畏不俗不谄，以

从容淡定的心境、轻松愉快的踱步、神思远

游的纵情、闲适无拘的随意和与世无争的

恬淡，在人世间留下了清欢的足迹。

世间繁华三千，不如一隅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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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视域下的经学史巨著

从理解和爱中获得一种批评的尺度
——《湘西文艺汇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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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三千，至味清欢书香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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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牧东

有人说：“抉择，是

勇 气 的 试 金 石 ”。解 玺

璋 先 生 的 力 作《抉 择 ：

鼎 革 之 际 的 历 史 与

人》，集 中 描 摹 了 明 末

清初、清末民初两个阶

段 ，李 贽 、黄 宗 羲 、严

复、徐世昌等人物的生

与 死 、进 与 退 、生 前 事

与身后名。

这 一 串 璀 璨 的 名

字背后，既有鲜为人知

的历史，也有士人的铮

铮风骨。解玺璋先生写

的这些人物，都生活在

历 史 列 车 急 速 转 弯 的

时代，给人们的心理造

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而文人、士子是尤为敏

感的群体，他们的反应

自 然 比 常 人 更 加 丰 富

和复杂。作者对笔下的

人 物 ，抱 以“ 同 情 之 理

解 ”，以 理 性 和 温 情 之

笔，写出了历史和人性

的复杂。

时 代 的 风 雨 袭 来

时 ，抉 择 就 是 直 面 命

运。这可能是一场离别

的 盛 宴 ，也 可 能 是 一 条 绝 处 逢 生 的 道

路。而我则以为，抉择的魅力在于勇敢

选择荆棘之路，在满身鲜血中期待一场

苦尽甘来。虽然它险恶、困难、黑暗，但

它的结果却总能让人为之奋斗。

以坚“抉”之勇，“择”持久之爱。回

想那些抗疫英雄，他们的背影与白衣仍

回荡在心中；那些英勇的逆行者，每次

在火场的无畏冲锋亦浮现于脑海；边疆

战场上，戍边战士们嘹亮的军歌依旧在

耳边回响。

更多的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坚

守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亮。且

看“燃灯校长”张桂梅，义无反顾加入到

山村教育的队伍中。在帮助 2000 多名女

孩走出大山、走进校园后，她收获的不

再是荆棘和伤痕，而是大爱无私所铺陈

的快乐与喜悦。

抉择，本就是一场战斗，也是一份

坚韧持久的爱。无数个平凡的“你我”，

用抉择的勇气开辟出了向前发展的道

路，成就了极不平凡的“我们”。吾辈青

年，当勇敢面对每一次抉择，用尽全力，

勇敢“入世”。在当下的学习生活中，我

们更应该以无畏之心、认真选择，以赤

诚之心，完成任务，共同沉浸在万物复

苏的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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