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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从哪里都能开始读的书，一本到哪
里都能合上的书，一本古典意味的百科集结，
还可以当作经典备于家中时而拿出来品读一
番的，这本奇书就是张岱的《夜航船》。 如果
说只读一本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有趣，可以
说非《夜航船》莫属。

《夜航船》是一部来自三百年前的“百科
全书”，也是张岱这个文人眼中的大千世界。
它从天文地理、四方星象讲到三教九流、古往
今来，或严肃，或幽默，或正经，或玩笑，无所
不包。

说起明朝的张岱，总会第一反应想起他
的“墓志铭”，清楚些应该叫《自为墓志铭》，书
中如此自嘲：“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
成，学文章不成，学仙不成，学农学圃，俱不

成。”听得人很是汗颜，只是人家的心大，装得
下这花花世界，博闻强识的头脑早已成了一
所小型的私人博物馆。

1665年，六十九岁的张岱为自己写下墓
志铭，其中并未提及《夜航船》。1689年，张岱
卒，终年九十三岁。《夜航船》从此湮灭。三百
年后，尘封抄本现身于世，辗转入藏宁波天一
阁。余秋雨说：“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生
而不得的书。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确实太有
意思了。”能让这么多学人心之向往，查访终
生只愿一读，还因为它的作者是个有趣的人。

读《夜航船》，品段子式幽默

对于张岱，大多数人知道他是写过《湖心
亭看雪》入选语文课本的那个张岱。而读过

《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知道他还是前半
生翩翩贵公子的张岱；是《石匮书》《续石匮
书》中为史者的张岱；是《四书遇》《琅嬛文集》
《快园道古》里灵动识见的张岱。若是再读这
本《夜航船》，还能知道他是博闻强识的张岱，
是个隐藏的段子手。

四十七岁之前，他是翩翩贵公子，每一天
都过得很快乐。忙着组织斗鸡社、泡茶爱好
者协会、丝竹协会、吃蟹协会、蹴鞠社、戏曲唱
腔研习社、自由行看雪社、灯笼社、登泰山队，
他说：“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
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四十七岁之后，山河易主、国破家亡，豪
族散，有人殉国，有人投降，他选择从看山看
水的富贵公子到避世隐居的乡下老头。但他
还是那个张岱，没有一蹶不振，没有怨天尤
人，努力让自己四十七岁之后的每一天也快
乐。他自嘲道：“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
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仅堪覆
瓮，之人耶有用没有？”还没来得及为他跌宕
的命运叹息，却又被他逗笑了。

这本书有20大类，4248个文化常识，任
意翻开一页，一个有趣、有料的文化小段子就
展现在眼前。 张岱对文字很有研究，文言的
魅力自是优点多多，字句简短，行文利索，转
折自然，留给习文的后者以典范。《夜航船》看
起来很庞杂，实则归拢的很具体，几个大类
别，又分几个小类别，长年累月的记录才有系
统性的划分，张岱是个有心的文人，这样的人
常常会有大抱负，然而时局动荡，时运不济，
没能当上一官半职，所以将文字看成了一生
际遇，终也将文字发扬了光大。张岱的记录
也不是着重于典型，随手记下来一般，亦有自

己的嗜好，不仅带你认识五岳是什么山，或见
证建安七子之流的人文记录，这些记录自然
有归拢到一起的意义表露，所记之事，看似八
卦，实则很有意味，不只是表面的记录，读者
可以联想到更多方面，从而建立自己的体
会。 张岱的足迹遍布多地，山东、江苏、浙江
等地的文化历史都在他的笔下生辉。虽然书
中也收录了一些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内容，
但作为古人的情趣笑谈，仍然有助于我们了
解古代的一些文化状况。闲来无事的时候，
随手拿起它一翻，定会大开眼界。

读过《夜航船》，不惧“夜航船”

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就如在读《夜
航船》的时候，人穿越到过去，回到那飘飘摇
摇的船上，趁着夜色，航行中。在以前的南
方，坐船就如同我们乘火车，乘飞机一样，各
行各业的人，形形色色的人，都会遇见。而我
们永远不可能提前预知，旁边的人是怎么样
的。而作者也不拘于一格，天文地理，什么都
有，倒是十分贴近生活。一介文人将眼中的
世界，从古至今，从地理到星象，统统综合在
一起。这不只是一个人的百科全书，也是后
世读者的寻宝之地。

读完这四千多条文化常识，自会收获满
满。这里不妨略举几例。譬如聊三国，说到

“寿亭侯”关羽水淹七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
迹，《夜航船》会正确告诉你，“汉寿”是地名，

“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
放假出去玩，到了泰山的五松亭，也不必浪费
时间琢磨秦始皇躲过雨的五棵松树在哪，因
为知道所谓“五大夫”，不过是秦朝官爵的第
九等爵位，并非有五棵树。又譬如，哪天去登

华山，吓得腿抖，寸步难移，这时想起《夜航
船》里说过，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
恐惧发抖，怕下不来了，靠着山崖大哭，还写
了遗书。华阴县令搭起数层木架子，哄着韩
愈喝醉，然后用毛毡裹住，用绳子把他放了下
来。这样想想，华山天险也没什么可怕的，若
同行的朋友不知道这个故事，还能说给他听，
大家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画面也很美。

既为百科书，为何取名“夜航船”

夜航船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
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
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
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
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张岱说：“天下
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

他在篇首讲了这样一个小段子：从前，有
位僧人与一位文士同宿于夜航船。文士高谈
阔论，僧人敬畏慑服，双脚蜷缩而眠。但僧人
感觉文士言语中多有破绽，就问：“请问这位
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学
子说：“是两个人。”僧人又问：“这个尧舜是一
个人还是两个人？”学子说：“当然是一个人！”
僧人听了笑着说：“这么说来，还是让小僧先
伸伸脚吧。”

于是，便有了这本列述中国文化常识的
书，取名《夜航船》，使人们不至于在类似夜航
船的场合丢丑。“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矣”。

《夜航船》是一本博学有趣的书。它有很
多的营养，绝不可能让人一朝一夕就能吞
下。读它，需要细嚼慢咽，需要融会贯通，读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许多的耐心。

赵文

【读典】

一 本 博 识 有 趣 的 百 科 全 书

小时候学唱数九歌谣，一九到六九我总是
记不住或记混，唯“七九河开，八九燕来”记得特
别牢，因为到了八九，我家的那对燕子就从南方
飞来了。每当此时，我总是欣喜看着飞进飞出
的燕子，拍着小手唱起“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
春天来这里……”

“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
韵韵。”初春刚下过几场蒙蒙春雨，杏花刚刚绽
开嫩蕊，柳线恰恰吐出新绿，燕子就飞回来了。
在微风中，在细雨里，在阳光下，燕子斜着身子
在天空中掠过，唧唧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麦田
上，一转眼飞到了那边的柳树下，有的横掠过湖
面，尾尖偶尔沾一下水面，就看到波纹一圈一圈
地荡漾开去。飞倦了，落在电线上，谱写出一支
演奏春天的五线谱。

“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
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燕子的翅膀长而尖，尾
呈剪刀状，倏然间飘然而起掠过花梢，如剪的翠
尾划开了红色花影。燕子的巢很像半个饭碗,上

面的口敞着,里面铺着柔软的羽毛、干草及细软
的杂屑等物。每年春天，一对燕子总在我家屋梁
上盘桓，望着旧巢，叽叽喳喳地商量个不停。

“燕尔新婚,如兄如弟。”经软语相商，这对
燕子开始出双入对、恩爱有加地衔泥叼草，修
筑、装饰新房，不久，母燕产下了爱的结晶。两
只燕子开始分工，一只在窝里孵化，另一只出去
觅食。小燕子孵化出来了，这些小家伙闭着眼
睛躲在窝里睡觉，只偶尔发出一两声稚嫩的鸣
叫，算是它们的梦呓。有了儿女，这对燕子不得
不一起出去觅食。大燕子叼着一只昆虫进屋
来，燕雏们似乎老远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纷纷
从梦中醒来，伸长脖子，露出脑袋，互相拥挤着，

叫嚷着，大张着嫩黄的嘴等着被喂食。喂完食，
她们来不及歇息，转身又飞了出去，继续为儿女
觅食。

记得有年带女儿回老家，一进老屋，女儿便
发现两只紫燕在屋内的梁檩间盘桓，在城市长
大的女儿，好奇地问父亲那是什么鸟。父亲告
诉她那是正在哺育儿女的燕子。

“燕宝宝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抓紧去找食
物？”女儿看看巢中嗷嗷待哺的雏燕，再看看停
落在外面树枝上的老燕，不解地问父亲。

“老燕累了、疲惫了。”父亲深有感慨地回答。
“爸爸，你疲惫吗？”女儿歪着若有所思的小

脑袋，一把抱住我的腿，仰着小脸问我。
听了女儿的问话，看着满头银发的老父亲，

我心中一震。
“燕子归来衔绣幕，旧巢无觅处。”如今时令

又到了“八九燕来”之际，可我的老家因新农村
建设拆迁了。我可爱、可怜的燕子啊，旧巢已无
觅处，你们何处安家！ 杨金坤

张桂平的扛鼎力作《21世纪儒商文化》由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不仅是站在人类
21世纪认知发展前端的一次回望，更是作者以
崭新视角和独特方式对21世纪儒商文化的深
入探索，且增添了我们对儒商文化认识的厚重
感和时代感。儒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如今又
到了21世纪，其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消亡，反
而随着时代而变化，一次次重新焕发出生机和
活力。这朵中华文明之花，在21世纪再一次绚
丽夺目地绽放。今天，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
我们能从古哲先圣那里学习到什么呢？在谈论
儒商文化时，作者在重点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
培养时，着重指出人的一生应筑好三块立足的
基石。这对身处在职场中的广大职工来说尤为
重要，它不仅是广大职工成功成才的底色和根
基，改善和提升我们的生命素质，而且使工作生
活更充实更有意义。

第一块基石是“忠”，书中作者认为，“忠”就
是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一个
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所以存在，不是孤立的，而
是在自身之外有一个更大的系统作为支撑，这
个系统就是社会和国家。进入21世纪，全球企
业面临着科技进步的重大冲击与诸多挑战，如
AI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实境等新兴
领域如火如荼进入了人们的工作中，在快速变
动的时代里，对于特定单一领域的专才已不符
合时代需求，需要提高自身技术层次，朝向跨领
域发展。作为一名职工，首先要在各自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对工作专注，对细节追求完美，对

技艺不断磨砺。这样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品质，
不仅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而
且也是在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首先看他是否
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了贡献。这是作者对“忠”的
含义又一深刻理解。具体来说，我们沐浴在党
的怀抱，每个人都要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诚，
身在职场中的每个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都
不要鄙视你手中的工作，如果遇到一位好领导，
一定要学会忠诚地工作，若是拥有一份好工作，
一定要学会珍惜。聪明的人不会在乎目前的工
作是否困难，而是着眼于工作的前景，重视未来
的收益而不是目前所得。领悟到儒商文化的

“忠”的精髓，最终受益者便是自己。
第二块基石是“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感恩。作者认为，人要懂得感恩。懂得感恩，我
们才算懂得了生命的真谛。在职业的人生路
上，我们会遇到很多贵人，贵人就是给你正能量
带去轻松快乐的人；激励你让你看到自己优点
的人；帮你理清生活工作思路的人；提供你学习
机会和培训教育的人；教导你向上成长成功的
人……而这一切是源于贵人给了你重大的命运
转折，改变了生命的轨迹，使人生有了极大的提
升和超越的空间。然而，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
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和
旷达地处理。面对困境，是一味埋怨工作、从此
变得消沉，还是对工作满怀感恩？你感恩工作，
工作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对工作时时怀有一
份感恩的心情，这样可使自己永远保持健康的

心态、完美的人格和进取的信念。试着用一颗
感恩心来体会，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人生，不要因
为冬天的寒冷而失去对春天的希望。感恩惜福
会赋予你富裕的人生，就像我们要感谢张桂平
在书中那句激励我们的话：“懂得感恩，我们才
算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第三块基石是“恕”，“恕”在我们的人生事
业中，具体的体现是什么？按照作者的观点就
是包容。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不但包容别
人，也包容自己。包容就是承认和接受最本真
的现实，将自己摆在最正确的位置。职场中，包
容是人和人之间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它和诚
实、勤奋、乐观等价值指标一样，是衡量一个人
人格魅力的尺度。假如工作中，我们受到了不
公正待遇或自己身边的人做错了什么，千万不
要生气、愤怒，而应学会包容。人既要有包容的
精神，更应懂得包容不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包容
的结局应该是让别人对自己的处理方式很赞
同，然后从此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患得患失、吃
不得一点亏的人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在
利益面前、在得失面前不斤斤计较，而是以大局
为重，这是一种以博大的胸怀为基础的智慧。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把包容插在水瓶中，
她就绽出新绿；播种在泥土中，她便长出春芽。

通过阅读《21世纪儒商文化》一书，我们对
儒商文化的核心基石有了深刻的理解，应自觉
汲取儒商文化中的“忠”“孝”“恕”等优秀基因，
在文明素养的共识下，不断成为广大职工的自
觉传递。 郁春红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
全才。他认为：人在读书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犹如“八面受敌”。
读时只求某一面，容易集中深入，像打仗那样，把敌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他曾在《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读书方
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
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说，好书就像知识
的海洋，内容丰富。那么，读一本好书可以每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或只就一个方面
的问题去探求、研究，而不是同时涉及其它的目标或问题。这种方法看起来虽然笨拙，
但是，读的遍数多了，就可以各个击破。所以，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
长，必有所获。

这是苏轼长期读书经验的总结。如《汉书》他就读过许多遍，每读一遍都有明确的目
的。读第一遍，学习治世之道；读第二遍，学用兵方法；读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等等。数
遍之后，他对《汉书》各方面的内容便熟悉了，精通了。这种读书法，目的明确，效果显著，能
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对后世影响很大，被不少人称赞为“读书的绝妙方法”。毛泽东曾赞扬
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 丁乐乐

近日，由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南京市全民
阅读促进会主办，南京新闻广播、金陵图书馆、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金陵“朗读者”联盟承
办的“盲人剧场”——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都”
专场演出在金陵图书馆视听室举办。70多位
来自南京市盲人学校、手佳盲人分馆及南京市
各区的盲人读者来到现场观摩。40多位朗读
者志愿者分成2组志愿服务，一组通过线上线
下的精心策划、筹备朗诵节目和无障碍电影讲
说，另一组则负责现场扶助，从汽车站和地铁站
为盲人读者引导搀扶，增进交流。

本期以“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都’”为主
题，精选盲人剧场中的保留节目，有以南京为主

题的组诗《诗词里的南京》，通过7首有关南京
的诗词，纵览南京的发展历程，有以南京为背景
的散文《背影》，在抒发父子之情的同时，让南京
人一起重温记忆里的浦口火车站；《失明女孩和
她追逐的文学之梦》讲述了金图的盲人志愿者
陈慧姣励志而感人的真实故事；《人间四月天》
则让人们感受到初春时节里一派草木萌芽、欣
欣向荣之景。

朗诵节目之后，志愿者为盲人读者口述了一
场无障碍电影《我不是药神》（上集）。该片讲述了
神油店老板程勇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
独家代理商，为白血病患者找药卖药的故事。该
片2018年首映时票房高达23亿，而这次盲人朋

友在盲人剧场里也能欣赏到了这部口碑佳作。
盲人剧场从2016年4月23日创办以来，

始终立足于盲人朋友的阅读需求，依托金陵图
书馆的馆藏资源，将好听的朗诵、故事、表演以
及最热门的电影在这个温暖小剧场里用有声的
方式集中呈现。盲人读者在聆听的过程中，有
时因朗诵的气势磅礴而掌声不断、拍手叫好，有
时因故事产生共鸣而潸然泪下，有时还被电影
剧情所吸引而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而
能够将美好的文学成果与视障、聋哑等残障群
体共享普及，正是世界“文学之都”重要的人文
内涵，盲人剧场将持续为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
都”而助力加油！ 金图

在南通，书店正成为越来越多父母亲子好去处。 翟慧勇 摄

【书香书影】【读读写写】

筑好人生立足的三块基石
——读张桂平《21世纪儒商文化》有感

《中国人的心灵》是一本非常感性化的文
学史。鲍鹏山认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避难
所。本书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上自《诗经》下至
《红楼梦》三千年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的新异解
读和诗意感怀，试图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
与思想，展示这个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
在书中我们看到，作者感情热烈而思想敏锐，
以其极富个性的文字带领读者，去寻找那些在
文学中避难的心灵，去接近古人的真实情怀，
去感受古代文学的大美大善、大哀大痛、大喜
大悲。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为海外汉学家
浦安迪用比较文学方法，就中国经典文本《红楼
梦》进行了文化层面的解析。不同于重视评点
的旧式读法，书中引入“原型”与“寓意”的西方
文学理论，意欲揭示这部作品的内在思维模型，
以及表层叙事背后隐藏的含义。之所以选择
《红楼梦》，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
二元对立互补（阴阳、寒暑……）和周期循环
往复（五行、四季……）的文化思维模式。钱锺
书先生曾向国内学者引介本书，此次为中译本
首次出版。

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

【悦读书架】

（鲍鹏山 著 商务印书馆）

【悦读悦美】

最忆梁间燕

【悦读联盟】

“盲人剧场”助力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都”

【小百科】

(［美］浦安迪 著 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