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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

艺文

继《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系列畅销
后，张宏杰在 2019 年初再推力作《曾国藩
传》。 张宏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想

写一个与别人笔下都不一样的曾国藩”。
在这部新作的序言中，张宏杰提到，在长
达 20 年的写作生涯中， 他写得最多的一
个人物就是曾国藩，在他看来，“曾国藩是
一个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从他身
上可以看到“中国式力量”，也可以看到精
神成长对一个人的巨大力量。

之所以对曾国藩如此感兴趣， 第一
个原因，正如我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一）》的序中所说，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
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
国式力量”。 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
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
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在清代重臣中，
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
人。 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
化无法突破的极限， 这一证明意义也十

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 5000
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 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
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 曾国藩
的一生， 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他
持续奋斗的进阶之路，就像一部当下社会
转型时期小镇青年的奋斗史。曾国藩的智
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 7次。 身体禀赋很
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 出身也很
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 年轻
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如自我管
理能力比较差。 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
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
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
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因此，曾国藩是一个钻之弥坚、仰之
弥高的人物。 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

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 了解晚清政
治史和社会史。 从这个角度看，为读者提
供一本关于曾国藩的简明传记作为入门
书也是必要的。

所以在阅读、 写作曾国藩将近 20年
之后， 我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
作和研究整合起来， 补足其中的空白部
分， 形成一本简明全面的 《曾国藩传》，
目的是使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 就能完
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
了解。

这本《曾国藩传》，和以前出版的众多
曾国藩传、大传及评传有所不同。 一是侧
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而不是对其
生平和事件的研究式复原。二是对曾国藩
的一生突出重点，而不是均衡叙述。

（摘自《信息时报》）

《曾国藩传》：小镇青年的奋斗史

近日，继《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
诗》之后，中国诗词大会评委、隋唐史学
者蒙曼“品读最美唐诗系列”的第二部
作品《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正式
与读者见面。 该书精心收录了 30 余首
唐诗并做解读，以“喜、怒、哀、乐、怨”五
种人生情感为切入点，带领读者体会唐
诗中的情感和人生况味。

蒙曼在新书的自序中写到：“诗是
人写的， 也是写给人的。 人的一生，

纵向看， 是四季； 从横向看， 是五情。
四季是什么？ 春夏秋冬， 对应着人生，
就是少年、 青年、 中年和老年。 五情
是什么？ 喜怒哀乐怨， 对应着人性，
就是那些回环往复、 起伏不定的心
情。” 所以本书要与读者分享的是具有
情感属性的内容， 在唐诗中讲人生的
处境、 人生的境遇、 人生的问题和人
生的应对。

（摘自 《广州日报》）

在唐诗里感受人生五味

我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
八十年，其间基本没有间断。 我所读的
书，大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学。
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精其选，解
其言，知其意，明其理。下面所说的书是
指值得精读的书。

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
道语言文字关。 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
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
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

中国有句老话“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
写那部书的人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
的意思少。 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
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 总不会完全合
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

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
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
者的意思。 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
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
味”， 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
精神实质。 这就是知其意。

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
其意。 ”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
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语

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
然知道了那个意思，最好扔了拐棍。 这
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 在人与
人的关系中， 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
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
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

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 他的主
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
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
误。 所以读书仅只得其意还不行，还要
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 如
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 我的
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
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
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
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
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

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
用，把书读活了。 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
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 把
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
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 能够用书而
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节选自《冯友兰哲思录》/ 天地出版社）

读书就是要过河拆桥

书单

著名画家蔡皋的散文集， 这位为小
朋友画了一辈子画的老奶奶， 心里住着
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 她经常与小
朋友成为忘年交， 她总是用孩子般清纯
明澈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 她与植物
和动物对话， 将它们按她心里的样子画
下来， 这种童心其实就是人世间的大智
慧。 主持人汪涵说：“她书里的每一个字，
都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希望。 ”

《珍妮和麻烦制造者》

孩子们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
烦，并且会忍不住抱怨，认为自己的情况
是最糟糕的。果真是这样吗？那就让我们
顺着孩子的心理， 找到这位麻烦制造者
先生，重新来选择一次吧。 对于孩子们来
说，这个故事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孩子们
在其中获得了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也
就是通过幻想， 他们不再是麻烦的受害
者，而是能够主动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一蔸雨水一蔸禾》

影响

我是一个理科生。 选择大学专业
时，也认准了“以理性思维进行资源配
置”的经济学。

进入大学后， 课外时间多了起来，
我也一本本读起了人文社科类图书。 历
史类图书有人物有故事，天然就带着可
读性，我读的也相对较多,其中《天朝的
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可以说是改变
了我对鸦片战争乃至历史研究的认识。

《天朝的崩溃》 给我震动最大的一
点是，作者茅海建从海量的史料中整理
出不少历史的细节， 让人重回历史现
场。 他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方面
证明，当时的清军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英
国侵略军的进攻，鸦片战争也是一场注
定要失败的对外战争。

比如从兵力对比上来说，清朝虽在
人数上占优势， 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
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除训练、
打仗外， 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
责。 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
营，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差劲。 就是这些
部队，也要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对于
南方沿海的战场条件，从北方抽调来的
军队，相比于英军来说,在适应程度上也
没有太多优势。

从一个个历史细节可以看出，19 世
纪的“天朝”有着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
的观念， 这场战争并非简单的胜败屈
辱，而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观念的碰撞。

在大三面临保研考研的抉择时，我
没有太多犹豫地就放弃了保送经济学
研究生的机会，决定要考一个历史学的
研究生。 因为有兴趣指引，整个考研复
习的过程很充实也很快乐，最终我也顺
利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更值
得庆幸的是，还凭考研高分被分进了清
史研究所。

（摘自《齐鲁晚报》张芮驰）

读过《天朝的崩溃》
理科生考进清史所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