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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已经深深地留下了我们民族的烙印，成为我们
民族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评点《三国演义》在诸多的版本中尤以毛本
《三国》为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达到了较高的
研究水准，这是大家公认的。

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不仅
全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形式规范，还花
费四十年的光阴潜心研究，校正了毛本《三国》包括
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九百余处“技术性错误”，
评点文字达二十余万，应该说“沈本”《三国》对毛本
的修缮，使之更精准完备，具有参阅性与可研性。

与众多版本相比较，沈伯俊评点的《三国》体
现了当代意识。他从当代视角研究《三国》，深挖这
部经典的思想内涵，反对那种认为《三国演义》的主
要精髓是谋略的流行观点。他从“对国家统一的强
烈向往”“对封建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对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对理想
道德的不懈追求”等五个方面，论述归纳并提炼出
《三国》的思想精粹，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当深入挖掘、阐释和弘扬。

比如爱国统一的思想。以魏、蜀、吴“三国”之间
展开的群雄争霸，最终目的是实现江山的统一，都想
结束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广大人民也强烈渴望
国家统一，及早摆脱战乱之苦，向往过上安居乐业的
日子。小说本质上关注的是民众的疾苦，反映的是人
民的意愿和呼声，在这点上体现了“人民性”。

又如忠诚守义的思想。儒家文化十分推崇
“忠”，“为人谋而不忠乎？”认为“忠”是儒家学说
以一贯之之道。孔子还提出“义”，主张“见利思
义，见得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在
关云长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他“千里走单骑”，
在曹操给予的荣华富贵面前毫不动心，毅然选择
弃利守义，护送嫂夫人过五关斩六将，也要投奔
当时落魄的结义兄长刘备，读来感人至深。关羽
也就成了“忠义”的象征，受到世人的膜拜。

此外，《三国》作为一部古典小说，不可能像对
待真实历史那样去评点，小说毕竟是根据历史演义
和虚构出来的，而应更多地从文学审美的层面来看
待是如何塑造人物典型性格的。在对这些人物评判
的选择上，历来有“尊刘贬曹”的倾向，而沈伯俊能从
当代视角评点《三国》，对这种看法给予了矫正，并用
大量事实论证了罗贯中描写曹操的真实意图。在创
作方法上，沈伯俊论断《三国》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
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这就避免了以往评判存在
的要么是现实主义，要么是浪漫主义的偏面性。

总之，沈本《三国》能尊重历史，从实际出发，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盲目评点，又不夸大事实，用当
代视角去看待，辨证地去研究，既高度评价其艺术成
就，又指出存在的不足，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好读本。

从当代视角
评点《三国》

◎林振宇

张梅是知名的散文作家。作为读
者，我算得上她的忠实拥趸，所以，她在
数家报刊先后开专栏，撰美文，我则悄
然获益喜盈心。而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
社推出的她的散文集《晚饭花》，于我更
不啻是“饕餮盛宴”，又如何肯错过？

诚然，这是个酒好也怕巷子深的时
代。即便灵光一闪，哪怕只言片语，若自
以为妙绝，必迅发微博，或速贴空间，以
求赞图转而后快。然而，张梅却不。漫阅
《晚饭花》，我们不难揣测，在张梅的眼
里，心里，这些只是生活的纷繁表象，是
诱人的网络蜃景，热闹自是热闹，惊眩
纵然惊眩，却是速朽的，易逝的，如浑浊
的急流表面旋生骤灭的泡沫，非生命的
底色，亦非精神的砥石。

张梅的人与文，俱是娴静的，亦是
恬淡的，有牵念水土菜蔬的平常心，有
历阅人世风霜的超然意。所谓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惟静方可生雅，惟沉方能
生智，惟潜方得大慧。一草，一木；脚下
路，脊上瓦；“风暖鸟声碎”，“禅意菊花
茶”……在张梅的笔下，自然万物皆有
情，或淡若轻风行于水面，或浓如重墨
渗沁生宣。销魂梅花，质朴的棉，如花的
毽子，如丝的蒲草……其体察之细，感
受之微，书写之真，非拙笔可以尽摹。总

的来说，张梅会将我们带入一种意境，
别有洞天，似隔着一段缥缈的时光，却
又可亲可感，回眸宛在；似早已被岁月
尘封，却又时时惊觉，那些人，那些事，
那四季的阴晴冷暖，那故园的田野河
流，从不曾离开，从不曾远去。

想想，在小城一隅，教书育人，柴米
油盐，日复一日，足够琐碎絮烦，亦足以
将一个女子的才华与热情消磨吞噬殆
尽。但，张梅的不寻常处，恰在于她貌似
柔弱，实则骨钢，在于她无惧岁月的屠
刀，无畏世俗的锋韧——我自执笔微
笑，万物已然归心。尽管同为教师，同是
业余写作者，但当我因一篇小文的见报
而沾沾自喜、处处炫耀时，当我为一纸
小稿没能刊用而恼羞变色、讥责埋怨
时，她却一直在那儿读着，思着，写着，
不急不躁，不紧不慢，甚尔，不管不顾
——写作是自己的事，发与不发是编辑
的事。张梅更在乎的，是文章的质量，是
读者的口碑。正如先哲所言，伏久者，飞
必高。于是，有报刊编辑循香而至，约了
一个又一个专栏；于是，她从容获得了
省级报纸副刊作品奖，还一度被《中国
教师报》评为“年度优秀作者”等，直至
如今，清华大学出版社将她的两本散文
集（《晚饭花》是其一，另一本《虎耳草》

即出）几乎同时推出！这不能不让我感
慨，“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
类”——想她，若为特立之山，而我，便
是那“培塿”了（其实，连“培塿”亦不敢
妄言的）。

张梅的文字质朴，简净，细腻，绵
柔，有至味，有嚼头。仿若冬阳，给人以
微微的暖，却又不至于热汗淋漓；亦似
秋水，润人以浅浅的凉，却又不至于凄
神寒骨。全书五辑作品，我个人偏爱的
是《惜旧事》《花草笺》与《看流年》三辑。
但，最令我折服的却是《食事迹》与《茶
意长》这两辑。明明写的是吃与喝，却非
止于入胃入肠，还入情入理入心肺，随
举一例：“大白菜雄姿英发，小青菜温柔
水灵，它们共同担当起日常，大白菜清
炒，小青菜入汤。……白菜的白是磊落
的白，青菜的青是洁净的青，在这世间，
难得的就是一清二白，一往情深。”（《大
白菜》）真是“色、香、味”俱全，令人回味
悠长。而写茶的系列散文，亦是诗意缱
绻，韵致悠远，如《新雪烹茶》的结尾：

“清且浅的新雪，这样的新，是豆蔻梢
头。茶呢，就用碧螺春，两者相逢，雪有
梅香，茶有春意。”在水中舞着的是茶，
在纸上、在读者心中舞着的，是张梅的
文字。

◎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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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记》，其实是读灵魂。西渡以读者、诗
人和诗评家三种身份来读诗、评诗的，虽然他自
己不曾明言。本书对诗歌点评与解读的对象，既
有名家，也有普通诗人，且以普通诗人居多。由
此可见，作者西渡乃一位唯诗是举的诗评家。他
的眼里只有诗，其次才推诗及人。如此内容，乃
读者之福，可从中读到纯粹的诗作以及诗评，而
不用被注水的文本扰乱视听。读之，不仅有所
悟，还会萌生创作的冲动。

全书体例大气简洁，分“当代诗点评”和“诗
文本细读”两大块，由点而面，点面结合，能调和
各类诗歌读者的欣赏口味。对普通诗人的点评，
作者有效攫取诗中闪光点，简明扼要，切中主
旨。比如多多的《冬夜的天空》，原先读不太懂，
通过西渡的点评，要超越常理去领悟，令我豁然
开朗。并且给我提供了一种解读诗歌的角度
——有些诗，需要先感受诗歌中的声音，再分析
它的意义。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对王寅
《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的点评，原来
诗歌创作，还可借助电影手法来表现，诗歌真可
谓语言的探险。以及作者对张口《烧水》的点评，

“寥寥几个细节，却暗示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具
有经验和情感容量”，简直叫人掩书叫绝。孰不
知，西渡也是好诗的发现者、好诗人的伯乐。

若说对普通诗人的文本点评，乃旁敲侧击，
那么对名家诗歌的细读，就是走向文本纵深。让
读者酣畅淋漓漫步于诗语与诗情，全方位地细
致入微地感受作者对名家名作的独特解读。尤
其在对张枣的《镜中》、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细读中，可以感受到西
渡的独辟蹊径与另类才情，极大丰富我们既定
的认知。

与此同时，在对诗作解读中，作者不经意为
我们简要梳理了中国当代诗歌史，明确了当代
诗中重要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从诗作到理论，作
者一直警惕泛泛而谈，更不设条条框框，有一说
一，有二评二，颇有见地，能作为诗歌爱好者与
创作者的一个窗口，望见诗歌的别样风景。

读罢此书，有充分理由相信，西渡与有些诗
人或许没见过，但已然与之进行了灵魂的对话。
这是诗人与诗最美的相遇，堪称神交。

诗人与诗的神交
◎江锦灵

与一位诗人的交往，最好的方式
是以诗为媒。神交在前，对于实体的
会面就无足轻重了。

如果问一个人喜不喜欢听歌？一定会得到肯
定的回答。因为无论是在喜悦还是悲伤时，总能
找到一首歌让你的心与之产生共鸣，想一直单
曲循环的听下去。三十年来，一曲“优客李林”的

“认错”，不止在听众心中，也在歌者李骥心中常
常的单曲循环播放。

看到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认错》这本书，
才知悉本书作者，台湾知名音乐制作人，“优客
李林”组合灵魂人物的李骥，不仅曾经把自己的
桀骜不羁谱成情歌，还一直是个热爱写故事的
人。那些曾经写成歌的故事，那些写成故事的人
生，都在这本《认错》里一一为你讲述。

全书共有四个部分，从“认错”“十分之一”
“一个人的样子”到“醒觉”，作者用创作的十几
首歌贯穿全文，每一首歌，每一段故事都带着他
最真实的感受，跟你分享生命中的每一段历程。
年轻成功的喜悦，失意时的逃避彷徨，转折时看
似随性而为的认真面对；从站上人生高峰到陷
入人生低谷的煎熬，再到逐渐明白生命真正的
意义。让你一起见证他精彩的独特人生。

在激情飞扬的青春岁月里，有多少人都把
爱情看得比学习和理想更重要，作者也曾在和
相处八年的女朋友分手时，写下这首著名的“认
错”，来救援逝去的恋情，“我不相信，是我放弃
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
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
己。……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
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
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虽然当时一时留住
了恋情，但时光流逝，两个人最终还是没能在一
起。时至今日，李骥在书中说：把青春挥霍在爱
情的大风大浪中，当下觉得是一种恣意的潇洒，
等到年界天命回头望去，才发现搅在自己酸甜
苦辣的烦恼之中，错过身边太多的美好，不断施
展认错的苦肉计，试图将随风而逝的恋情握在
手中，却从没有醒觉自己一向的片面。从为了留
住恋情到在回味中看清自己，“认错”成了作者
的所有歌曲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一首。

青春年少时谁不曾犯过错，走过弯路，面对
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时，因各种原因有时走错了
方向，不得不面对挫折和磨难。和错的人在情感
的漩涡里纠缠，看不见天边的乌云已被风吹散，
走过这一段泥泞前面亦有坦途；在错的路上跌
跌撞撞，不知道在下一个转弯处也有柳暗花明
在等候；被生活的压力欺负得在深夜独自痛哭
流泪，甚至怀疑自己这一次能否挺过去，去拥抱
明天的朝阳。

可李骥《认错》中的故事和文字让你相信，
只要你身边还有需要你的家人，只要你还能爱
自己，只要你的眼睛足够明亮、心足够坚强，能
勇敢地面对,总有一条适合你的路在下一个转
弯，让你看到阳光、看到希望，让你所有的努力
都不被辜负，所有犯过的错都成为向上走的阶
梯，心生智慧，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为自
己最想成为的人。

直面人生的转弯
◎高小娟

我用青春赌北大
◎余悦妍

窗外秋风柔柔，送进一袭桂花的蜜
香。我轻轻地翻开《我在北大当教授》这本
书，聆听二十位教授讲述他们那曾经的青
春、梦想、奋斗，和一往情深的北大情怀。

穿行在一行行的文字中，有时，我
仿佛徜徉在美丽的莫名湖畔，看春天的
桃杏花儿向阳而开，听绿草地上飘过朗
朗的书声。

有时，我又似置身在北大教室里，
与教授们促膝而谈，听他们忆人生经
历、心路历程。谈治学经验、教育理念。
抑或娓娓道来心中的北大情怀，或者意
气风发地展望未来。

于是想起“教育”这个词。教育是立
国之本，是摆脱愚昧的唯一途径。教育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关
键，也是民族的未来。那么，北大的教授
们又是如何受教育，如何育人的呢？

他们有确信的力量。北大陈春花教
授，亦是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
院长。她说：“无论我身上有其他的什么
头衔，其实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定位
就是做研究。”她不断实践，去企业任
职。真正印证了“实践出真知”。

因确实而坚持，这是北大教授踏实
的作风、教风。

他们于信仰中自我安顿。丁宁教授
在北大开《西方美学史》这门课受欢迎
的程度，出乎他的预料。教室里五百人
左右，济济一堂是常有的事儿。他提出：
北大应该有个艺术博物馆。还提出：中
国的博物馆，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国外
艺术品的丰富收藏。

正像他所说：“艺术也许无用，但滋
养心灵、提升境界。艺术从不讲道理，但
会感动心灵，让人心甘情愿。”在信仰中
安顿，坚持美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北
大教授厚重的美。

他们仰望星空，超越极限。北大物
理学院天文系教授刘富坤，在瑞典的哥
德堡大学和查尔姆斯做博士后，依然选
择回到了中国。因为他觉得有点“小骄
傲”：那就是中国人不比别人差，如果移
民改变国籍，是对自己的一个否定。北
大是民主兼容的，只要是积极向上的，
就允许你跟大家不一样。这就是他特别
喜欢的地方。

北大“敢为天下先”，而且希望自己
是天下先、做天下先，这就是北大的一
个气质！

他们专注当下，改变未来。北京大
学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海滨。

他曾因好奇心决定了人生的方向。他研
究曾受质疑的冷门：国际关系中的环境
气候问题和国际组织。然而，现在从事
这个却很热。他获得了不少研究资源和
研究成果。很多人都赞扬他当初的选择
很有远见。

敢于选冷门，不畏别人质疑，专注
当下，终获成果。这，也是北大教授的一
种气魄。

二十位教授及其他的教授们，他们
都是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与北大相
遇。从热血青年开始奋斗，走过而立、不
惑、天命等年。他们始终与北大同呼吸、
共命运，被北大影响着，同时影响着北
大。他们与领导、与莘莘学子们一起为
北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些值得钦佩的卓越学者，性格各
异。有的张扬进取，有的低调温和。但，
他们无一不是用青春赌北大，用坚守赌
未来，用创新赌收获。他们和北大一起
践行初心：知识能唤醒人，并赋能于人。

桂花蜜香又袭来。循着花香，我望着
院子里的两棵丹桂树。绿叶间，簇簇嫣红
的桂花在风中微微颌首。它们，不正像北
大的教授们吗？用青春和生命的蜜香为
民族为社会酿出教育的醇酒……

解析《水浒猎人》，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侠义
精神？关于侠义之道，梁启超有句话概括得很到
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长篇小说《水浒猎人》是著名推理作家时晨先
生描写水浒一众英雄好汉的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作者以独立的思考立足，用手术刀般的笔功
切开原著《水浒传》里的疑点，再辅以推理小说的剥
洋葱方式，佐入现代拳拳见肉的格斗招式，令作品更
接近读者，更接近现实，读来兴趣盎然，欲罢不能。

解析《水浒猎人》，离不开原著《水浒传》。读完
《水浒猎人》全本，这是一部从《水浒传》第六十四回
晁盖中毒箭为叙事基础，再通过韩世忠、张叔夜等
北宋名将和唐宵、张闲和徐燎等侠客，再辅以名媛
李师师、梁红玉等人加以合理想象所描写的侠义
之事，拓宽了原著的格局，不囿于原著的视野，以创
新性为依托，使悬疑情节环环相扣，读来紧张刺激，
让读者在热血沸腾中体验别具特色的水浒侠义文
化。不过，也几乎颠覆的原著的大部分人物的形象。

小说中，作者并没有迎合原著胃口，而是以不
落窠臼的手法，用作者自己独到的猎人一般的锐
利的眼光，运异于常人的思维对原著进行解剖，将
一种新型的侠义精神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

人们普遍认为，侠义作品离不开这四个方
面；一是责任感，即爱国爱民，机智勇敢，抱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二是善恶感，即扶贫济困，惩恶扬
善；三是义气感，即两肋插刀，义字当先，肯于助
人；四是使命感，即路见不平，替天行道。

其实，任何作品里的主人公，离不开欲望、动
机、能力、运气和机遇。这就是说要想获得成功，
就得将这四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水浒猎人》所反
映的是延续了《水浒传》里的阶层，但又不等同于
原著里的阶层，将这些阶层进行了更加合理化，
更具现实主义性。这里主要有这几个个阶层：一
是代表正义的侠义阶层；二是有为一己之私罔顾
侠义的阶层；三是有代表朝廷的官僚地主阶级的
阶层，四是底层的农民阶层。而这些阶层，全部揉
入侠义之中，以侠义的方式释放，及至爆发。

最后，讨论一下小说的契合点。作者找到了
一个很隐蔽的切入口——晁盖之死。其实，在原
著里，这里是疑点重重的。晁盖中箭，为什么会中
箭？为什么中的是毒箭？为什么中的毒箭上有史
文恭的名字？为什么不交代毒箭上史文恭三个字
的真伪？为什么史文恭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人
（北宋无武功第一人周侗的弟子）会用毒箭？为什
么书中再也不见史文恭射出第二支毒箭？为什么
宋江就凭这支毒箭咬定史文恭是射死晁盖的凶
手？许许多多的疑点，给了作者无穷尽的思考。那
么，只有一个说法，这里面就有阴谋，一个彻头彻
尾的阴谋。而直接与这阴谋有关联的就是宋江。
为什么说是宋江，因为，宋江的性格、思想和他想
走的那条路不是晁盖所要走的。晁盖是他那条路
的畔脚石。所以，一篇气势恢宏的作品应运而生。

因此，我要说的是，《水浒猎人》里的侠义精
神，不是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而是诠释了侠之大
者，为国为民。

什么是侠义精神
◎砌步者

诗意缱绻
暗香盈盈

读张梅散文集《晚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