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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文化

放眼中国和西方，人
文传统即便被边缘化，终
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就
西方古典教育的“自由七
艺”而言，它将其中的文法
和修辞改造成人文精神的
培训，要求学生能读会写，
着重训练学生翻译和阐释
古代经典的能力。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古
典文献中的人文主义从文本到课堂，从课
堂到人生，从人生到社会，普及开来。其最
重要的核心， 是培养学生做一个正直的
人。这与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古典诗词启
蒙热情，何尝不是殊途同归。

搭建诗与远方的津梁
今天，我们普遍感到人文缺失，普遍

在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这也是无奈的事
实。 人文教育的特征是厚积薄发，期待已
经体现可观效应的《中国诗词大会》这类
节目，多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
唤起的“诗心”，引导“诗教”的勃发。

曾经有这样一个观点很
有市场： 古人的生活相对单
一， 今天的娱乐生活方式多
元， 因而年轻人往往不愿接
触优秀传统文化。其实，只要
对历史与现状多做一点审视
与思考就会发现， 这个说法
本身并没有站得住的依据：
不是不愿接触， 而是缺乏备
选项。 人生道路在开拓之前，

首先需要选择。 既然说今天娱乐
方式多元，为何一定要规避和拒
绝流觞曲水、诗酒唱和、简札酬
答？ 为何不把大量刷微信朋友圈
的时间，分配出一部分来读旧体
诗、写毛笔字、哼唱京剧昆曲呢？

修习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在纷
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固守心灵家园，有助
于我们站到古人的肩头，寂然凝虑、思接
千载。 运用好新的传播方式，可以有助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诵得更远， 跨越时
空；传诵得更深，直指心灵。

我们也应警惕，不能把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修习当作新的功利目标。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是为了远方，而不只是近
处；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久久为
功。

找寻古诗词中生态保护之道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杨
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春风一
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今天，静思的
生活早已远去，古人诗句的美，在春节
这几天闲暇的日子里，让人品出“诗与
远方”的丝丝滋味。 现在，重归繁忙，寒
冬已过，春天已至，梦中的春天却仍萦
绕心头。

在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中，这样的春
天景物，曾经像空气与水一样，四季轮回
地来到，伴随我们走过千年。 而刚刚过去
的这个春节长假，在很多地方，想要一饱
自然美景，都只能去如“盆景”般的旅游景
点了。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该如何守
护好大自然这个心灵家园？

在古人的笔下，自然是一个天人合
一的整体。 景与人不断心灵沟通，冬去
春来，风花雪月，无不触景生情。 今天
我们在谈论保护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
时，不妨先从古诗词中感受美、培养提
高审美能力。 毋须讳言，诗词已日渐小
众化，能从中有深切体会者，也不在多
数，这是无法强求的，但通过大众化形
式的包装， 让更多人通过诗词贴近自
然，感受变化，体会生命的节律，从而
领略自然之美， 并由此生发出爱护自
然、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无疑是一件
正能量的事情。

历史的伤痛告诉我们： 有茂密的森
林，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有苍天的古木，
就有地方高出一等的风水境界，使人们在
精神生活上得到一种崇高的享受。古树名
木是古老民族的绿色象征。把有上 100年
甚至上 1000年生长历史的苍天古木视为

“树中之王”，这是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
重地方风水的“杰作”。

一棵古木， 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
现今保存下来的古树名木，都承载着许许
多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有的名为“将
军木”“元帅树”“烈士树”“长寿松”“鸳鸯
柏”， 有的在民间传为“仙树”“神树”“圣
树”，等等。

清华大学二校门内路口的两株参天
古柏，树龄都在 300年以上，被人称为“校

园卫士”，承载着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人文精神。

南岳衡山， 现存 100 年以上古树约
1.2万株， 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福严寺建
庙时的古银杏。 如今这棵古银杏胸径有
1.54米，树高 15 米，树龄约 1500 年，成为
历代僧人精心养护的“佛门圣树”，成为南
岳佛教文化发展史的重要标志。

文化古城长沙市的岳麓山，人称“文
化大山”。 岳麓山麓山寺观音阁门前的两
株罗汉松，寿高 1700 多年，传为六朝（南
北朝）时栽植，唐代已成荫护麓山寺的风
景古树。唐代诗人刘长卿观赏时感叹：“桂
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 ”清初，游人赞叹
这两株古罗汉松的顽强生命，始称“六朝
松”。 该树护卫僧门左右，故又有“关松”

“门松”之称，成为岳麓山植物界中的“元
老”“寿星”。

1944 年，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长
沙，千年古刹麓山寺被炸毁，但这两株古
罗汉松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屹立在被炸毁
的千年古寺门前，如今已成为日军侵华罪
恶史的历史见证。

历史告诉我们：现今保存下来的古树
名木都是民族崛起、道德崛起、精神崛起
的重要标志， 是一部天然的最美的历史

“教科书”。珍惜古树名木，善待古树名木，
与古树名木和谐相处的人们特别是青少
年一代，最富于想象、富于思考、富于分析
研究，富有远见卓识，心中时刻装着一股
激情与力量，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生生
不息……

唤起“诗心”更唤起“诗教”
———《中国诗词大会》热播的启示

□ 陆扬 张一帆 草容

聚焦

明治二十五年（1892）3 月 1 日，芥川龙之介
生于东京，本姓新原，是一个送奶工人的儿子，因生
于辰年辰月辰日辰刻，故名龙之介。

他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
超过 150篇短篇小说。 他的短篇小说篇幅很短，取
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 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
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
力的语言来陈述， 便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
因此彰显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1950 年，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芥川龙之介
的作品《竹林中》与《罗生门》合二为一，改编为电影
《罗生门》，在国际上获得多个大奖，使日本电影走
向世界。 此后，“罗生门”更成为华语地区对于扑朔
迷离的、各方说法不一的事件的代名词。

木易

学界对中国近代（1840-1949）国防
科技史的研究甚为不足，这不得不说是
学界的一大遗憾。司职于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的刘祖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
代国防科技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最
近，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他的专著《中
国近代国防科技史稿》一书，为填补这
方面的研究不足，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全书大体以近代国防科技演进的时间
为径， 以国防科技进步的成就为纬，形
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研究体系。

兵器的进步是一个国家国防科技
进步最显著的标识。本书各章紧扣兵器
工业的述论，对近代中国先进火器的引
进，枪炮厂的创办，先进舰船、鱼雷的仿
造，空军装备的引进，以及新式装备仿
造的成效与制式的统一等内容进行了
较全面深入的述论；同时，对近代中国
国防科技的管理体制、 国防人才的培
养， 以及有关重要人物的国防科技思想等问题进行了
补论与分论。 这种多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对读者从更
深更广的层面来了解近代中国国防科技的艰难进步大
有裨益， 也有助于人们从另一思维视角来体察中国近
代社会的历史演变。

值得点赞的是， 刘祖爱对近代国防科技史的相关
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如对国防科技与军事技术内
涵的比较分析，对国防科技外部牵引因素的分析；对中
国近代国防科技起点与发展阶段的划分等等， 都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 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国防科技史研
究所取得的独特心得。

本书文献引证规范，有关数据、名词准确，并使用
了数理统计等科学方法来分析问题。 对一些重要的历
史现象则能做出合乎逻辑的实证分析和令人
信服的考究，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古木随风婆娑舞 载史言志绿常青
□ 薛伯钧

历史上的今天

龙之介：带来了“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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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 在文字的表面意义上是指寻找孕
育了自己的根基。 从深层意义上是指世界各
个宗族或民族依据文献资料和口头传承文学
来探究文化发展历程， 追寻宗族或民族的根
源。 然而，在寻根的过程中，却总是有着民族
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

寻根，寻的是衣食住行的根。 衣食住行是
什么呢，是生活。 先从衣说起，中华民族传统
服饰有汉服唐装等。 在节日里很少见人这样
穿，也许还有人说穿着不方便行动。 但我曾经
看过这样两则新闻： 成都的烧汉服事件和周
立波误认汉服为韩服。 作为一个汉族人，对传
统汉服竟然完全不识，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又
可恨的事情。 误认汉服为韩服是很多人都容
易犯的错误， 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传承的缺失。 试想，如果鱼忘记了水，鸟忘
记了天空，树木忘记了根，还可能活着么？ 我
们忘记了汉服，虽然活着但是也不完整了。 再
说说食吧，老一辈大多会做饭，年轻一辈大多

吃外卖；老一辈多是茶文化，年轻一辈多是
咖啡文化。 不知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八大菜系
是哪八个？ 亦不知还有多少人只记得平安夜
的苹果却忘了冬至的饺子？ 由此也不难看
出，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艰难，这也就导致
了很多文化最终只记住了它的名字， 其内涵
知者甚少。

寻根，寻的是语言思想的根。 语言思想如
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是精神。 在这个物欲横
流的社会， 精神上的贫瘠是一个残酷但是一
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 君不见英语补
习班比比皆是，小孩掌握熟练英语对话，却并
不熟知诗经论语。 中国学子和家长对待学习
英语的态度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着云泥
之别。 虽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连自己的精神

文化都没有学好，岂不是弃本逐末？ 我们的父
辈古文功底尚且可以，而在我们这一代，四书
五经大体不懂，那，我们的下一代呢？ 久而久
之，再说起四书五经，谁又知道这曾是我们的
根呢？ 速食文化的兴起和游戏娱乐的繁荣迷
惑了双眼，请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想想多久
没有读书了， 想想校园时期背的古诗词现在
又记得多少？ 当今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外来文
化的兴盛，而是如鲁迅笔下的麻木，精神上的
麻木。

寻根，寻的是国家民族的根。 国家民
族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骄傲。现在的人们
忙着赚钱， 围绕着房子车子票子忙活，有
时候甚至连历史战争都会忘记。若是上街
去问甲午战争， 又有多少人记得时间，记
得发生了什么？ 最可怕的也许就是遗忘
吧，不知有多少人还记得岳飞、戚继光、林
则徐，又有多少人还记得恩来先生那一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当年国家动乱，
出国深造的学子心中时刻想着回国效力，而
今国家富强，出国旅行的游客不良行为的丑
闻不断爆出。 我们应该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民
族文化完美展示，而不是糟蹋抹黑。 国家富
强所以人民幸福安乐，人民自强所以国家蓬
勃发展，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

寻根，在我看来是生活的底蕴，文化的传
承，中国梦与民族魂的洗礼。 根，是骨子里的
骄傲和不经意间流露的韵味。 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不忘根基方得前行。

寻 根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G1411班 管倩熔

抒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