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周
国平的五本尼
采译著及两本
研究专著先后
出版。一面是
哲学、一面是
文学，他依然
保 持 勤 奋 创
作。周国平小

时候接触到的书不多，但无论拿到什么书，他都会认认
真真地读；上大学后，他每天以废寝忘食的状态读书。
周国平说，“青春期一定要和书恋爱，这样一辈子也摆脱
不了”。

青春年少好读书。此时思想单纯，没有俗事牵挂羁
绊，能够静心忘我阅读；青春期精力充沛、激情四溢，人
生 壮 丽 画 卷 尚
未展开，许多憧
憬 与 梦 想 拔 节
生长，读书为追
梦 注 入 动 力 源
泉。“青春期一
定 要 和 书 恋
爱”，这是一位博学大儒人生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青年
后生的殷切教诲。“和书恋爱”，要像对待“一日不见、如
隔三秋”的恋人一样，对书籍保持发自心底的挚爱，时刻
念兹在兹，经常手不释卷，总是甘之如饴。

“和书恋爱”，醉心于书籍中，三日不读书，自己就会
觉得面目可憎。阅读可以发现广阔的未知世界，打开生
命更多的可能性。周国平说，“很多人说我有定力，我说
我的定力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活”——读书即是构建

“内在的精神生活”不二路径，究其实，读书是在塑造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有了这种人生的“定
力”，人们才能自觉坚守并且有所敬畏。因为坚守，事业
与人生将会收获丰硕的果实；因为敬畏，人会自觉摒弃
贪婪欲望，断掉非分念想。定力、坚守与敬畏让人生既
充实有意义，又呵护清欢与平安，避免生活的大起大落
悲喜莫测。读书不仅有助于培养悲悯同情心理，让一个
人学会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更能让一个人弃张狂、
知进退，关键时候因而得以自我保全。

书籍可以滋润心灵、涵养气质，让人的精神层面发

生今非昔比的变化。迪丽热巴当年高考结束后，曾在一
家火锅店打工。当她即将离开时，店长劝她不要再上
学，并对她说“读书没有用。”迪丽热巴问店长：“你知道
读书与不读书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店长不知怎么回答，
迪丽热巴说：“不读书的人会嘲笑读书没有用，而读书的
人不会嘲笑没读过书的人。”这话形象描绘读书与不读
书的分水岭，也一语道破读书的本质功用——读书可以
改造人的主观世界，让人变得大度、宽容与温暖。虽说

“即为吃饭计，学问也不会辜负人”，但我们仍不能把读
书与挣钱直接划等号。读书不是挣钱的有效手段甚至
不是必由之路，却是与自我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和
解的必由之路。读书的意义与价值用金钱是无法衡量
的。人世间假如没有书籍，没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一切
秩序都将荡然无存，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都将无从谈
起。

爱 情 要 能
维系长久，男女
双方情投意合、
大家都找到“对
的 人 ”至 关 重
要。“和书恋爱”
历久弥新，就需

要阅读好书。不是工具书，也不是业务书，我们却心心
念欲罢不能，并且获得思想启示、情感洗礼和审美熏陶，
即为好书无疑。“和书恋爱”需要心无旁骛与书交谈，聆
听书籍依赖文字表达的“心声”，像周国平作读书笔记那
样，深入好书文字的“根部”汲取思想艺术营养。“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阅读他人经典著述，可以激发我们自身
的思考与情感。

初恋难以忘怀，青春期读过的书终生受益。犹记小
时候，为了早日归还向同学或乡邻借来的书，我缩在被
窝儿里，就着如豆的煤油灯，以一个夜晚一本书的速度，
如饥似渴看完《高高的苗岭》《飞将军李广》《新儿女英雄
传》等书。如今，我仍醉心于阅读与写作，也依靠文字材
料谋生，与少年时期的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
分割的渊源。

“腹有读书气自华”，真诚热情地“和书谈一场恋
爱”，我们就能少一点浮躁，多一些安静；少一点暴戾，多
一些谦和；少一点粗鲁，多一些儒雅；少一点冒进，多一
些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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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名家

书架

杂谈

景泰蓝珐琅壁画脱胎于古老的景泰蓝
工艺，是将宫廷御用技法移植到画板上的特
种绘画。展现出了惊喜的立体效果。属于
高大上的民间手工艺术。

景泰
蓝珐琅壁
画主要有
白描、掐
丝、着色
等十道工
序，白描
是景泰蓝
壁画的灵
魂，掐丝
是骨骼，
着色是血

肉。每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完成，制作者必须
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和审美能力。

李海明，高级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协
会员、中国非遗艺术设计院研究员、全国最
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甘肃职业技术学院非
遗学院客座教授。1962 年，李海明先生出
生于革命家庭，自幼好学，8岁就随伯父学
习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并开始系统地学习绘
画和工笔画。2017年4月，参加中国文联第
十二期中青年文艺人才高级研修班。在珐
琅画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上，作为甘肃代表
性传承人的李海明先生将刺绣、国画、漆画
甚至刻葫芦等艺术形式中的技法和色彩融
汇贯通到景泰蓝壁画中，并注入了堆丝、垒
丝等高难度的镶嵌技艺，使景泰蓝壁画呈
现出更加大气、精湛、细腻、厚重的视觉震
撼力，展示其独特魅力以及手工艺的精妙
之趣。景泰蓝壁画制作工艺繁杂，因此，具
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艺术价值。

李海明先生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
其中《释迦牟尼本尊》在2014年获甘肃民间

“百合花”一等奖；《白度母》2015 年在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深圳·金凤凰”工艺品创新设
计奖作品评选上获金奖；《敦煌壁画——千
手千眼观音》在2016年获“中国手艺”大赛

金奖，2017年入围“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
最高奖项——山花奖；《绪》荣获甘肃省第十
三届“百花奖”制作技艺一等奖；《景泰蓝家
居风水画》荣获中国手艺大赛五颗星（最高
星）。

2017 年 6 月，李海明先生被邀请参与
“看中国·外国青年映像计划甘肃行”活动，
并制作专题片《艺·静》。2018年5月，《敦煌
壁画——藻井系列》入选中国文联文艺研修
院“2017 携手铸梦”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使
景泰蓝珐琅壁画又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并得到了国家级专家的认可和赞誉。

——记李海明景泰蓝珐琅壁画创作

7 月 12
日上午，由
甘肃省文化
产权交易中
心主办，甘
肃文交民萃
中心、甘肃
锦瑟华年文
化艺术有限
公司联合承
办的献礼共
和 国 70 周
年美术·书
法作品展开
幕式暨甘肃
文交民萃中
心签约艺术
家书画邀请
赛颁奖仪式
在甘肃画院
顺利举行。
本次书画作
品展共展出
书 画 作 品
108幅，其中
国 画 作 品
62 幅，书法
作品 46 幅，

旨在通过艺术家手中的笔墨来展示新时
期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活动自启动以
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吸引了众

多书画艺术家参与，参展艺
术家现场与艺术爱好者进
行互动，共同交流书画创作

心得与感受。
开幕式上，甘肃文交中心总经理温新

续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说到，甘肃文化艺
术绵延不绝，名人层出不穷，设立以书画
民萃文化艺术品业务为主的民萃中心，是
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甘肃书画发展的市
场化道路，温新续同时肯定了民萃中心的
发展与成绩。

艺术家代表段新明在活动开幕式发
表讲话，他表示，艺术家真切地将自己的
精神与情感世界熔铸到书画创作之中，通
过书画向大众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书画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是向共
和国70华诞献上最美的厚礼。

甘肃文交民萃中心总裁文杰在活动
上发言，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
要时刻，也是甘肃文交民萃中心成立两周
年。两年来，甘肃文交民萃中心以“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打造中国文化艺
术品新价值平台为使命，让文化通过交易
实现价值，通过本次美术·书法作品展暨
书画邀请赛，即为艺术爱好者与艺术创造
者搭建了一个积极的交流平台，不断激励
艺术创作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
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向共
和国70周年华诞献礼。

据了解，本次邀请赛除了给一、二、三
等奖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及获奖奖杯，还
产生其他奖项得主共计14人，其中荣获优
秀国画奖6人，荣获优秀书法奖5人，最佳
人气奖3人。

献
礼
共
和
国
七
十
周
年

我
省
美
术·
书
法
作
品
展
开
幕
式
在
甘
肃
画
院
成
功
举
行

《论语》最初的译本是哪本？应当是
1687年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的《中国哲学
家孔子》，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
可称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儒家
思想的译著。

事实上，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
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哲
学家孔子》之前，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
都对儒家经典著作《四书》的某些部分进
行过简略直译。虽然该书的最终完成者
是柏应理，但在他之前，殷铎泽、恩理格、
鲁日满等传教士也对此书的翻译编撰作
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并
非严格意义上的译本，而是包含《孔子传》

《大学》《中庸》《论语》《中华君主统治历史
年表》和《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等多方面
内容，并附有柏应理绘制的中国地图。耶
稣会士翻译此书时更看重《大学》和《中
庸》，而《论语》则处理得比较简略，选译了
一部分格言。

在笔者看来，更像译本的是《中国六
大经典》，由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于
1711 年以拉丁文在布拉格出版。卫方济
在柏应理著作的基础上，对《论语》加以补
充，并增加了《孟子》《孝经》和朱熹《小学》
的内容。

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还曾出版过一
些《论语》的法文译本、英文译本，大多是
在柏应理所著拉丁文版的基础上进行的
编译。

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然后经柏应

理等人，最后在卫方济手上，终于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翻译成果，这个过程长达 130
余年之久。

据不完全统计，《论语》目前有40多种
语言的译本。其中，英语世界经历 300 余
年，译本最多，还有很多语言也有多个译
本。不同译本间的差异较大，有些译本
比较忠实于语言与历史，能客观介绍《论
语》及孔子思想；有些译本则善于在翻译
中寄托译者本人的使命意识，这方面可
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例；还有些译者虽不
擅长古汉语，他们的翻译主要或部分依
靠前人的译著，但他们擅于解释和传播
孔子思想，使之在异文化中产生很大影
响。

任何译本，如果在上述某一方面做得
较好，就有关注与研究的价值。一个优秀
的译本，应当以客观性为基础，兼顾自己
的使命意识和传播效果。孔子是中国文
化的伟大
圣 贤 ，他
的思想对
全人类都
具有普遍
的启示意
义。在未
来的中外
文化交流
中 ，《 论
语》及 其
译本仍将
发挥非常
重要的作
用。

《论语》译本谈
□程钢

一定要和书“恋爱”

诗人李白
有两句诗：“清
水 出 芙 蓉 ，天
然去雕饰。”由
此 可 见 ，化 妆
不是一件必须
做 的 事 情 ，然
而 在 现 实 中 ，
它却是不亚于
衣食住行般的
存在——无论

是字面意思，还是作为隐喻。
卸妆，通常是相对于化妆而言的。如果人的

妆容化都不曾化过，那又何来的卸之一说？不管
古今中外，女子似乎天生喜欢化妆，尤其在自己心
爱之人面前。古语有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
己者容。”无论初见或是重逢，在与自己喜欢的人
相见之前，化妆是女子们常修的一门功课。化完
之后，妆好不好看，对方会不会喜欢，哪怕未曾对
旁人言及，她们的心里多半早已将对话、剧情排练
了无数遍。

《卸妆》这本集子里也有一篇题为《化妆》的文
章，讲述的是儿子即将去参加歌唱比赛的半决赛，
身为母亲的作者用自己半吊子的化妆技术给儿子
化妆的故事。用的都是极其平实的语言，然而正
是这些白描式的叙述，将原本稀松平常的一件生
活琐事写出了十分味道。“我暗想，也许是儿子天
生的长相弥补了我技艺差劲的不足，化着手艺粗
糙的妆，看上去也比别人漂亮可爱呢！也许是自
己的孩子，自己看着喜欢吧，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己
的孩子是最漂亮可爱的吧！”文章倒数第二段的这
几句话仿佛是点睛之笔，道破了“淡妆浓抹总相
宜”的缘由，也道出了无数为人父母者的心声。

《卸妆》一书，共分《戏曲风》《动物记》《岁月里》

《家常话》四辑，所写种种，皆是平凡日子里所见的
平凡人、所做的平凡事，文风通俗。这种通俗不似

“大雅近俗”的通俗，而是带着原初的、本真的气
息。或许正因如此，它才能引起诸多读者的共鸣
吧。生活化的语言背后，藏着一个人的阅历和思
想，也藏着一个人的探索和坚持。

书名取自书中的一篇同题文章。这篇文章从
作者业余客串林黛玉的演戏经历出发，以自身之不
足映衬专业演员之不凡，以自身之懈怠烘托专业演
员之不易。

就现实而言，看戏的人们在意的只是锦绣华
服、掩去眉目的生旦净末丑种种角色，鲜少有人关
心油彩背后的人所历的艰辛——可是，于演员们而
言，化了妆，再怎么神采飞扬，演绎的都是别人的人
生；卸了妆，方是真实的自己。如果有一天爱好变
成了谋生的事业，不得不为此经历颠沛流离，自己
是否能坚持？作者这一问，直击人心。

虽则在《卸妆》里，作者写了许多红尘俗事、鸡
飞狗跳，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对于戏曲的情
有独钟。在后记里，她说自己从三岁开始就接触戏
曲，因着母亲的熏陶和《越剧戏考》里的演出剧照，
能够惟妙惟肖地扮演戏中人物，颇得大人的叹赏，
也可见其天赋。早年在江浙一带，小孩子没有去
处，跟随大人听戏文是常做的事情。但是于小孩子
而言，听戏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想看的是戏台
前卖零食、卖水果的小贩，像作者这样将心思放在
戏曲中的并不多。有道是，爱好是最好的人生导
师，岑玲飞想来也从中获益良多，比如《戏曲风》里
的文字就是这一爱好的回馈。

通读全书，窃以为，平实是岑玲飞散文语言的
优点，可能也是其稍显不足的地方。因为过分平
实，容易失之以琐碎，如果她能把自己的语言收束
一下，去掉一些可有可无的枝叶，行文当更具可读
性，也将更富感染力。

生活的原貌与幸福的原味
——读岑玲飞散文集《卸妆》

诗词中的廉洁典故

廉洁一词，最早在屈原的《楚辞招魂》中
就出现过：“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
沫。”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
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
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
污，就是廉洁。历史上，诸如包公、海瑞等等
廉洁的官员一直备受百姓的爱戴和赞誉，留
下了很多有关廉洁的诗词和典故，被后世传
扬称颂。

唐代诗人胡曾的诗作《咏史诗·关西》：
“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
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赞誉了杨震
拒金的美德。

《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当之郡，道经昌
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晶邑令，谒见，至
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矢口君，君
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
密愧而出。

杨震是东汉时期名臣。他在迁任东莱
太守的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前
来拜访他，王密以前是荆州的秀才，是杨震
举荐他做官当了县令。夜里，王密带了金钱
厚礼来感激杨震。杨震说：“我是了解你的，
因你贤能，我才举荐你，可你却不了解我的
人品，可惜呀！”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
意，说：“夜深天黑，反正没有人知道。”杨震
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
知道呢？”王密这才明白过来，羞愧地走了。
杨震被誉为四知太守。

唐代诗人周昙的《咏宋子罕》“子怜温
润欲归仁，吾贵坚廉是宝身。自有不贪身内
宝，玉人徒献外来珍”，讲了一个“以廉为宝”
的故事。春秋时，宋国子罕清正廉洁，受人
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就拿去献给子
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玉为宝，而我
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们
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
自持有自己的宝贝呢！“周昙的诗浅白平淡，
谈不上是好诗，但却讲了个好故事，每个人
的喜好、境界等等是不一样的，何不各宝其
宝、各珍其珍呢！

不同于前两位作者的籍籍无名，“读律
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画凌
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首《言志诗》的作
者杨继盛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猛人。 杨继
盛，号椒山，是明朝中期的著名谏臣。嘉靖
年间，他上疏弹劾大奸臣严嵩“五奸十大
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受拷打，后被严
嵩杀害，遇害时年仅四十岁。

这首诗里，他用到了两个典故，一是“凌
烟阁”的典故，凌烟阁是唐朝绘有功臣图像
的高阁。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与他一
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精选了功劳最大的24
人，在凌烟阁内为他们画像，供后世缅怀瞻
仰。画像凌烟阁和勒名燕然山一样，就是建
功立业、成功人生的代名词。凌烟阁的典故
后世多有吟咏，李贺有“请君暂上凌烟阁”；
杜牧有“功名待寄凌烟阁”；长期镇守边关，

“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范仲淹也有“无功可上
凌烟阁”的喟叹。

“第一功名不爱钱”典自抗金名将岳

飞。《宋史》记载，因为岳飞战功卓著，宋高宗
赵构要奖励他一座豪宅，岳飞推辞说：“敌未
灭，何以家为？”皇帝又问他天下何时才能太
平，岳飞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
天下太平矣。”岳飞正是凭借这股不怕死、不
爱钱的精神，锻造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岳家
军”，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受到万世景
仰。清人何金寿拜谒汤阴岳庙时，撰写了一
副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
钱。”今天的杭州西湖岳庙，也有一副对联：

“天下太平，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乾坤
正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都道出了
岳飞精神的真髓。

于谦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民族英雄。
巧的是，他和岳飞在功业、生平上多有相似
之处，都是抵御了外辱，又都被昏君佞臣冤
杀，又同样归葬西湖，为湖山添色。可见，
卑鄙的人各有各的卑鄙，高尚的人都有相
似的节操。于谦有一首《无题》诗：“名节重
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
袍。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一钱付江
水，死后有余褒。苟图身富贵，#剥民脂
膏。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作诗寄深
意，感慨心忉忉。”于谦在诗中用唐朝宰相
元载和东汉太守刘宠一正一反两个典故，
表明了心态：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比鸿
毛。

清官和贪官向来是老百姓区分好官坏
官最简单直接的标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
是把自律、修身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
础和根本，廉洁修身，乃齐家之始，治国之
源，平天下之基。习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
领导干部必须把廉洁自律当作政治必修课
来认真对待。如今，我们需要更多的党员、
干部，把清正廉洁作为立身之本、从政之要，
谨遵而笃行，这样，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
兴征途上的步伐才能更加稳健有力，中国梦
才能梦想成真。

□ 本报记者 梁庭瑞

□祝棠愉

□涂启智

□潘玉毅

昔日帝王物 今朝雅君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