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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史研究的集大成者，阎崇
年不仅对整个大清历史的发展历程有
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且，对与之紧密相
连的明史学亦颇有研究。本书的写作，
就是他结合明、清两个时代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明亡清兴的
基本史实出发，系统回答了怎样从政
亡兴替中借鉴历史的发展规律，如何
从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中增强民族自
信，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强化
我们民族的精神塑造等诸多诘问。在
他看来，明朝之所以像其他封建朝代
一样，由盛而衰，最后一步一步地走向
灭亡的命运，乃在于明末王朝根本没
有处理好民族之间、朝庭与百姓之间、
君主与臣子之间分与合的关系。具体
说来，就是重君权轻民权、重贵富轻民
富、重祖制轻改革。同时，对于海洋文
化也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此
外，在国家的相关制度设计上，也有重
大的缺憾，如取消宰相辅政、实行宦官
当政等等。正是这些因素的重重迭加，
最终导致了明政权的灭亡。反观清王

朝，从建立之初直至1840年前期的近
200年时间里，历届帝王都能够在审势
度势中，较好地认识到“周公吐甫，天
下归心”的道理，并注重各民族之间的
守望相助，各帝王大多也都能勤政爱
民，对于有才能的汉朝官员亦能一视
同仁，并予以大力提拔，且能在最关键
的人和方面大做文章，有力地促进了
清朝的国富民强，从而为康乾盛世奠
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书中，阎崇年通
过对明清两史的深入探究，鲜明地指
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才
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在探讨明清时期的文化异同时，
再次体现出阎崇年对传统文化的深邃
思考。他认为，明朝时代建立起的故宫
文化，它的精髓就突出体现在“中、正、
和、安”四个字上。中，在我们的国名

“中国”中就得以凸显。正，在故宫的正
阳门、正门、乾清官的题匾“正大光明”
中频频可见。和，同样于故宫的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中相继展现。而安，
强调的则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以和为

贵，有“和”了，就意味着天下都平安
了。由此可见，古往今来，我们的先人
极善于在托物言志中表达心志，故而
阎崇年强调指出，以“中”字起头的四
字精髓，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生
动彰显。至于繁盛于清代的千年御窑，
同样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正如作
者在书中所评价的那样：“那些美轮
美奂的瓷器，经皇朝兴替传承，以不
同方式流转，如今已经成为全民共有
共享的国家财富、文化遗产，并且已
经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文化财富、艺
术珍品”。评议之中，阎崇年对中华文
化的尊仰之情，已跃然纸间。通过对
瓷器为代表的“御窑文化”的全面剖
析，他对大国工匠们在千年御窑制作
上，所展现出的卓越创新精神，予以
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在这场宏大的
物质文明的创造中，很好地呈现出

“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
品创新”的优秀禀赋，这也正是中华
文脉传承上千年，始终能够做到历久
而弥新的奥秘所在。

全书还从历史人物的传奇经历、
个人的读书修身，以及优良家风与文
化自信的互建互立方面，深入论述了
见贤思齐，向杰出历史人物学习，从书
本中学、从社会中学、从宏大历史中
学，建构和谐家庭观、树立全民族自信
的方法与途径。他说，修身应当读书，
修心必须学习。现代家庭，应该是一个
书香家庭，一个人的读书修养和学习,
不但关涉个人的成长进步，还直接影
响整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素养，
因此，我们要善于以家庭为单元，在学
与思中，升华思想、陶冶情操、振奋精
神，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去铸就坚如磐石
般的民族自信！

未来的路就在脚下，恢弘的时代
又将展开绚丽的篇章。抚今追昔长思
量，从历史中洞悉时代的风云变迁，
从文化的千年演进中，感悟家国情
怀，进一步增添我们前行的力量——
这正是《历史的镜子》所要表达的主
旨所在。

最近读了一本书——《纳兰容
若词评》，合上书，我仿佛又看见了
那个忧郁的少年——纳兰容若。诚
然，纳兰词瑰丽新巧，是清朝词风的
一代开创者，以至现在都极富盛名，
但更令我钦佩的是他对于汉文化发
自内心的敬重与纯真的热爱。

“吾幸得师矣”
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容若是满

族人，但他对汉文化的使用如同自
己的母语一般熟练。在拜徐乾学为
师后，容若对父母、朋友，以及做梦
都在高兴地说着“吾幸得师矣”。

读到这里，我所体会到的是一
个大孩子对文化单纯且热烈的爱。
若是现在的你我是否能像容若一样
用孩子的心去热爱文化？现如今，中
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
且从未中断的国家，经历过漫长岁
月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热爱。
即使没有像古人一样的虔诚，也应

该怀着致虚守静的态度去谦虚地学
习。纵观现在，教参和言情书籍销售
量居高不下，阳春白雪依然曲高和
寡。《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曾忧
心忡忡地提醒众人，文化精神枯萎
的方式有两种：将文化变成监狱或
变成滑稽戏。这也提醒我们要在对
待文化态度真诚的同时，也应更慎
重地识别选择披着文化外衣的“梅
菲斯特”。

“所传者，惟是矣”
容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

依靠诗词，毕竟在当时词只是艳科
小道，并非正途，而他在文学史上地
位的奠定，完全是靠一部丛书——
大型儒家经典《通志堂经解》。这是
容若的老师徐乾学用自家名为“传
是楼”的藏书阁帮助容若编撰的。古
时官员热衷于藏书，大都收藏些珍
贵的古籍，不轻易借阅他人，而徐乾
学却愿意将藏书借给容若汇编。只

因两人有共同的思想认知，那就是
——文化需要传承。当文化不再流
动，它便失掉了自身的价值。不流动
的水不会清澈，文化也是如此。“所
传者，惟是矣”这是三百多年前古人
的信仰。在今天，多元文化更加包容
并蓄，中华文化也不断融合、碰撞，
走向世界。而教育是我们文化传承
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也正是一代
代教育者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去奉
献，才保证文化经久不衰，历尽沧桑
却更显韵味悠长。

“为有源头活水来”
容若在《渌水亭杂识》一书中用

颇多的笔墨描述过西学。那还是一
个西学东渐的年代，上流社会因通
过几千年而积淀下来的优越感与自
尊心不肯接受西学。唯有对文化只
怀有孩童般赤诚的心的容若，直面
西学的优点，并直言不讳道：“西人
立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未曾有

也。”他兼收并蓄之后也会评价西
学和中学的特点：西人长于象术而
短于义理。容若的思想，即使在现
在也是非常正确的。“问渠哪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文化
之所以能一直历久弥新、经久不
衰，便是因为开放的格局与包容的
宏大气度。而正是如此，让我们看
到了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在多元文
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不断吸收
新的元素，不断创新，文化才能保持
生机与活力。

加思·斯坦曾说：“你的心，决定
你看见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即使我们无法理解
文人墨客文章中的深意，但也请用
心体会他们作品上的另一半灵魂，
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纳兰容若词评》，能激发我们
的文化命脉，让我们再度感受历史
长河中的沧桑情怀。

◎詹阳

文化之根，生命之花

以史为鉴 以史为镜
◎刘小兵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一面生动的“镜

子”。只有读懂了它，才能从中汲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指引我们走好未

来的路。新近出版的阎崇年的《历史的镜子》，集结了作者近40年的用心

思考，从“以史为鉴”“文化遗产”“历史人物”“读书修身”“爱国精神”等五

个维度，全面阐释了这种历史的借鉴作用，通篇读来，予人以长久的智慧

启迪。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连襟、弄
璋、红颜、良人……一声看似简单的
称呼中，往往是一种待人接物礼仪
的体现，蕴含着深厚的中国记忆和
文化。作家刘一达《中国人的称呼》
选取了跨越千年时间经纬的近 300
个常用称呼，从称呼源流到古今演
变，引经据典，一一考证，打捞渐渐
湮没在历史长河里的古人称谓，厘
清今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称呼
混乱，领人感悟中国文化历史的沉
淀和变迁。

从古至今，中国人之间的称呼，
往往有许多讲究，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态，
称呼的内容往往有所不同，恰当地、
礼貌地称呼别人，是人际交往中最
基本的问题。外号往往都带有调侃
的意味，许多人有被起过外号，也给
人起过外号，有些外号带有亲近的
意味，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而有些
外号却带有恶俗的味道，给人带来
生活的困扰，甚至心灵的伤害。所
以，外号是不能随便叫的。“红颜”一

词是对女性的称呼，它往往带有婚
姻之外的、超越一般朋友意义的特
殊关系，正因如此，这个词常被用于
第三方的描述，自己通常不能用这
个词去称呼女性。“老师”一词原本
是对教书先生的特定称谓，而随着
时代发展，“老师”逐渐变为社会上
大流行的称谓，可真的能逢人就叫

“老师”吗？回到生活的具体情境，称
呼对方必须得依人家的身份、职业、
年龄等来定，这样会让人感到发自
内心的尊重，也更符合称呼的老规
矩。姓名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所用的
符号，在古代“直呼其名”被视为“大
不敬”，而现如今，姓名已相对简化，
一般人在称呼的时候，指名道姓或
直呼其名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对自
己的长辈、上级领导或尊敬的人，却
忌讳直呼其名。

中国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一部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尊长、后
辈、上级、下属等之间的相互称呼，
有不能逾越的规矩，而自称、他称、
鄙称、官称、惯称等称呼里，则透射

出中国人“自卑下之道”的“谦恭精
神”，它的演化和发展，跟社会制度、
宗法、习俗、等级等发展息息相关，
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
变。“先生”一词并不是男士的专利，
从“先出生的”的释义到指代“老师”
的转变，从“有德行的老先生”到成
为男女通用的称呼，这一称呼中含
义的转变，藏着中国历史演进的脉
络，也镌刻着中国文化记忆的印记。

“夫人”就是妻子，但这一称呼最初
是“专用”的，从周朝到唐宋，一般人
的妻子都不能称呼为“夫人”，直到
宋元时代，这一称呼才可以民用，从

“官用”到“民用”，所体现的是一种
十分重要的文化流动现象。作为女
性的第三人称的“她”，是在直到新
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在白话文刚
普及的年代里，汉语中指示第三人
称的汉字，只有代表男性的“他”，而
无属于女性的第三人称指示代词，
刘半农先生赋予“她”字以新的属
性，旨在尊重妇女的人格独立。

“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

见品德。”称呼虽小，却体现出一个
人的教养、风度，乃至一个家庭或组
织的精神和作风。细读《中国人的称
呼》，学习恰当、优雅的称呼别人的
这门学问，不仅掌握能拉近心与心
之间距离的技巧，更能品味到蕴含
在称呼里的中华独特记忆和传统文
化之美。

◎李钊

称呼里的中国记忆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