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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现在似乎是不用多说的问
题。但实际上，对于荀子思想主旨的认识，历史上却有过
不同的争论，直到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认识还有
很大、很多的分歧。

前人认识的分歧
荀子不仅传习儒家学说，守“孔子家学”等儒家“正

学”，而且连他的弟子韩非在说到“儒家八派”的时候，也
将“孙氏之儒”列在其中。所谓“孙氏之儒”，指的就是荀
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孙卿子》乃是被列入“儒家类”
的，显然，无论战国时期还是汉代的学者，都是没有任何
疑问地以荀子属于儒家的。

实际上，唐朝以前的学者大都如此。唐朝，大学者韩
愈以儒家道统传人自居，不仅“原”儒家道统，而且按照自
己的理解，一味地褒扬孟子而贬抑荀子，他说：“考其辞，
时若不醇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
乎？”以为其说在孟子、扬雄之间，要削去“荀氏之不合者”
以“附于圣人之籍”，从而给荀子以“大醇而小疵”的评
价。在总体上，他仍然认为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

中唐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反转，宋代的理学家们尊
奉子思、孟子学说，以思、孟为儒学正统，说孟子死后“千
载无真儒”，视荀子为儒家异端，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攻
击。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则认为荀子的思想主张“悖圣
人者也”、“极偏驳”，在他看来，“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认为荀子的主张尤其是人性学说，与儒家的精神不符。
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以荀子为法家，他说：

“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
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
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在人性方面，朱熹
甚至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
理。”

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荀子思
想有浓厚的法家气息，或直接以荀子思想属于法家。围
绕与法家的关系，出现了许多的名目，比如，有人认为荀
子是继承了儒家的法家，有的认为荀子是从儒家蜕化出
来的法家，有的说荀子是儒表法里的人物，有的说他是法
家的老师，培养了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宋代以后，对荀子思想的学派属性，人们的看法大要
归于这几类：一是认为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二是认为荀
子的思想虽然属于儒家，但兼收并蓄了其他各家的思想；
三是他的思想基本属于法家。

荀子的儒家本色
在荀子的著作中，他明确自报“家门”，而以儒家自

居，他属于儒家自应无疑。在《劝学》篇中，荀子说：“学之
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
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
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
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
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
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
隆礼，虽察辩，散儒也。”荀子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接近良
师益友，从而才能更好地隆礼，他希望人要上好其人，下
能隆礼，原先王，本仁义，不做所谓的“陋儒”、“散儒”。

除了“陋儒”、“散儒”、“腐儒”等概念，荀子还提到了
“大儒”、“雅儒”、“俗儒”、“贱儒”等概念。这表明，荀子作
为儒学中人，对有关儒家思想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

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在《儒效》篇中，他将人们分为
四种，即“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分别论述他们
对于治国安民的作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主用俗
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
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
臣；用万乘之国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据《大略》篇记，荀
子认为有的话属于“家言邪说之所以恶儒者”，他认为：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
焉，恶言死焉。”荀子的儒家本位立场可谓昭昭然也。

在《荀子》一书中，荀子反复称扬孔子、子弓，以作为
自己的师承。“子弓”就是孔子弟子“仲弓”。在《非十二
子》篇中说：“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
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
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荀
子遍“非”各家，而独称仲尼、子弓。在《儒效》篇中说：“通
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
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这里，荀子
将仲尼、子弓称为“大儒”。

荀子“法后王”乃“法周公”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除了“性伪论”之外，还有一个

概念非常引人瞩目，那就是他的“法后王”。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乃至其他不少学者都常常谈及

“先王”，而荀子独独创立了“后王”这一概念。在《荀子》
一书中，他并没有对“后王”的概念明确加以界定，从而使
得后人进行了种种推测。有人认为指“近时之王”或“当
今之王”；有人认为指周文王、周武王；有人认为是指周
公；有人认为指相对于开创之王的守成之主；有人认为并
不特指某个现实人物，只是荀子构想的一个理想人格；还
有的认为是指“先王”、“百王”序列中的后者；还有人认为
是指孔子。

我们认为，荀子倡导所法的“后王”，很可能是暗指周
公；他所说的“法后王”很可能就是“法周公”。这在《荀子》
各篇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踪迹。《不苟》篇中说：故千人万
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
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
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
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
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在这里，荀子所讲的是一个“操术”的问题，他希望政
治的治理要效法“王道”，但要去繁就简，因为他认为“操
弥约而事弥大”。有人曾说，智者的简单，并非因为贫乏
或缺少内容，而是繁华过后的一种觉醒，是一种去繁就简
的境界。荀子所希望的这种“简单”不是对“繁华”的否
定，他是以“一人”而推“千万人”，以“天地始”而推知“今
日”，以“百王”而推“后王”。

孔子认为三代文化是相互“损益”的关系，荀子的说
法与孔子思想一致。当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可否
推知十世的情况时，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
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
可知也。”周代的礼制包含了夏、殷二代，是对前世内核的
继承，其所变更者，是不切实的部分，是经过实践检验必
须扬弃的东西。与孔子一样，荀子的着眼点同样也是“周
道”。而最能够代表周道，奠定了周代礼乐文明基础的乃
是周公。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还说：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联想

到荀子自称师承孔子，这些话简直就是荀子言语的注脚。

从周公制礼到荀子“隆礼”
周公是制礼作乐的人，在继承先王的基础上，在“损

益”夏、商二代之礼的前提下，他统御礼义，齐一制度，确
定了人们的行为法度，更奠定了周朝“郁郁乎文哉”的礼
乐文明。

孔子是周公之后的又一位礼乐大师。孔子“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他的仁政思想是在其礼治
思想基础上阐发开来的。为了保证礼制的施行，孔子又
注重刑罚。孔子曾经说过：“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
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
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在这里，刑之用乃
以德为前提，刑只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刑以止
刑，刑以佐教，宽猛相济，这其实正符合孔子的一贯主张。

孔子以后，荀子推崇仲弓，尊称其为“子弓”。《论语·雍
也》记载说：“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
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对仲弓“居敬行简”的思想，孔子
表示完全赞同，这与孔子、荀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荀子的政治主张，继承了孔子、仲弓等的礼、法结合
的思想，呈现出了“礼治”与“法制”并重的特征。《荀子》中
有《礼论》篇，是荀子阐发“礼”的起源、内容和作用的文
章。“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
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
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
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很明显，荀子把“礼”解释
为调解财产关系、调解社会关系的伦理范畴和标准，是

“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
量分界”。荀子的“礼”已经包含了“法”的思想，所以他的

“法”实际上也就是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起不成文“法”的作
用，这就是有了调和礼、法的倾向。

荀子认为，“礼”的内容虽包含“事生”、“送死”、“祭
祀”、“师旅”等等，实质不外乎“养”和“制”，即所谓“养人
之欲”以及“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
也”。荀子强调礼的重要性，他说：“人无礼不生，事无礼
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他认为礼是治国的根本乃至衡量
一切的最高标准，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
恒存在的最高原则。

在强调礼治的同时，荀子还强调法治。他说：“法者，
治之端也。”荀子认为，通过礼义教化，可以“赏不用而民
劝，罚不用而民服”，这是礼治的优越性。但是，礼义的教
化又不是万能的，要把礼义的教化同法制的刑赏结合起
来。他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诛”，又反对“诛
而不赏”。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
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可见，荀子
对于法制上的赏罚手段也是非常重视的。

在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礼”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观念。他曾明确说：“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者也。”
因此，他提出了治国的指导思想或者纲领：“隆礼重法，则
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
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他继承和损益了孔子、仲弓的思想，
突出强调了“礼学”，又十分重视刑罚在治国中的辅助作
用。荀子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以至于后期法家的代
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这种情况的出现并
非偶然。

杨朝明

【读典】

《荀子》的思想主旨
人的感情，真的很奇妙。很小的时

候我就特别依恋父亲。
我出生在70年代，那时农村还是生

产队的形式，父亲是村里的手艺人：电
工、机修，开车，他都会。村里有事让他
出差也是常有的事。听母亲讲我三岁那
年，有一次父亲去县城出差，几天后我就
病了，茶不思饭不想，请了医生来家里，
也看不出我有什么具体的病。后来一位
邻居来家里串门，看到病恹恹的我随口
说道：“这孩子，不是想她爸爸了吧！”谁
知听到这话后我是号啕大哭，母亲才明
白我的病因所在，原来真的是可以思念
成疾，当时没有手机电话，不能直接联
系，母亲便四处托去县城的人找父亲，让
他速归。父亲知道家里的情况后和同行
的人交待了一下便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母亲说看到父亲的那一瞬间，我像吃了
仙丹妙药，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活蹦乱
跳的，一点儿也不见了病恹恹的样子。

小时候我是依恋父亲，长大了是感
恩父亲。

像父母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北方
的男人，多少都会有一些大男子主义，而我的父亲却没
有。记忆中没有洗衣机的时候，每年拆洗被子或是家里
大扫除父亲都是主力军。而厨房里，母亲在灶台上忙碌，
父亲在灶下烧火，两人家长里短的闲聊的一幕，无论何时
想起，都是让我倍感温馨的一幅画面。而每当逢年过节，
家里改善伙食，父亲总会把好吃的先堆在母亲和我们几
个孩子碗里，然后笑眯眯地说：“我经常外面跑，吃的亏不
着，你们吃不要管我！”从父母的相处方式及母亲每天上
扬的嘴角读懂了女人的幸福：并不是你找了一个多么优
秀的人，而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对你有多好。

印象中，父母也有争吵。而每次，无论父亲有没有
错，都是父亲点头哈腰地给母亲赔礼道歉，哄母亲开心，
硝烟弥漫的战场总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又变成了其乐融融
的家。父亲常说：“家，不是说理的地方，做男人要大度，
懂得包容与忍耐，对方有没有错都不要去责怪，吵赢了你
却输了感情，适当的示弱，并不会影响你的形象和地位，
却会让鸡飞狗跳的家变得温馨和睦。”的确，父亲的形象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在我的心中树立起来了，而且越来
越高大，我感激父亲给我们几个孩子创造了快乐幸福的
生活氛围。

家里四个孩子，只有哥哥一个男孩，但父亲从来不会
偏爱他，父亲和母亲说：“女儿以后也不知道会嫁到什么
样的人家，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多给她们一些爱，
儿子留在我们身边，即使结了婚我们也有机会照顾他。”
这些话父亲从未和我们姐妹几个提及，和母亲闲聊时才
得知父亲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不禁心生感动。

上高中后，学校要上晚自习，和同学结伴，但有一段路
需要我独行。父亲不放心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会到
我和同学分手的地方接我，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那桔黄色
的手电筒光，不仅照亮了我脚下的路，更温暖了我的人生。

大学毕业后远嫁他乡，以家为中心的圆越画越大，半
径早已延伸出了父母的视线之外，回家的次数几年来都
屈指可数，而每每回去，看到不善言辞的父亲手忙脚乱地
在厨房想为我们做点什么的样子总会让我心生愧疚。如
果可以重新选择，或许我不会再任性地远嫁他乡，父母膝
下承欢尽孝必定会少一份遗憾与自责。

如今，父亲已年愈古稀，青丝已变白发，额头留下了
一道道岁月的痕迹，但在我眼里，父亲就像一座大山，他
沉默无言，始终耸立在那里，无论何时回头凝望，都会让
我心生安宁。

自古诗人多爱酒。李白斗酒诗百
篇，是酒激发了诗人的诗兴，才有了恣
意汪洋的豪情、自称酒中仙的酣畅、市
上酒家眠的洒脱。酒都诗人陈家声的
诗，更少不了酒的滋润、浸染。《美人泉
与酒》溢出的绵甜软净香，《诗与酒》喷
发的回肠荡气；《酒之饮》吟咏的快意激
昂，《洪泽湖，酒，苏北》抒写的博大情
怀；《独饮》的况味，《紫藤下饮酒》的雅
趣；《最美双沟》酒美香五洲的芬芳，《梦
里酒香》一醉千万年的沉醉，无一不散
发出浓浓的酒香，读来余味无穷，就像
洋河酒的绵柔悠长。

香醇的洋河酒一入口，便融化了诗
人的心，流淌出美妙醉人的诗句，像滔
滔的洋河水，绵延不绝。一本《守望》厚
重而丰富。身边物，胸中情，近处事，远
方景，皆能成诗。诗人对生活的体验是
深刻的，感悟是敏锐的，能将某一场景
与心境相契合，有灵感顿现，一挥而就
的诗意爆发。他的诗是情感的自然流
露，不晦涩，不难懂，既有烟火气、生活
气息浓郁，又纯净流畅、感情深挚，蕴涵
深邃，像香甜的美酒入口，滋味甘爽，意
犹未尽。

花鸟虫鱼是他诗中的画，四季风物
是他诗中的感怀。“无需惦记去城里的
月季和玫瑰／每个月亮落下去的夜晚
／野蔷薇的梦都会收到星光的笑声”
（《蔷薇开在田埂上》）；“燕子衔去我迷
失的诗句／谁家梁上新巢将成／雾雨
雷电可否留下呢喃”（《路过春天》）；“这
是个胆大心细季节／绝不会忽略任何
羞羞答答／爱恨情仇必须生根开花”
（《夏日心事》）……有声有色有画面，有
景有情有趣味。你会被他的一个词、一
句话打动，瞬间触动了心灵。诗歌来源
于生活，诗人善于在细微处捕捉日常瞬
间和生活情节，语言朴实，亲切，浑然天
成，毫无修饰雕琢的痕迹。诗人是深沉
而多思、细致而深入的，他将情感、情绪、
情怀蕴藏在无华的句子里，于平淡中咀
嚼出人生甘苦浮沉的况味，意境深远。

故友新朋是他的眷恋，父母兄弟是
他诗中的亲情。“一小撮心事的每一次
浸泡／从此按捺不住／你我今生亏欠

的淡淡浓浓”（《今夜，听蝉居不打烊》）；
“父亲能读懂土地里的每粒纤尘/却从
不让我读懂他/满脸皱褶里的故事和手
掌上的风景”《我和我的父亲》……种种
情绪交织，细腻的笔调抵触到人的内心
深处。 故乡是梦，永远萦绕在心头；故
乡是根，它记录你的成长，是无法抹去
的记忆；故乡是一坛陈年老酒，时间愈
久愈醇厚。

诗人的性情就像他的文字，质朴又
大气，率真而实在。大家小聚，曾听过他
笑谈起一件趣事：一次受花乡文友尤三
姐邀请，从泗洪来沭，赴其爱女的喜宴。
诗人是第一次来，找不到地方，又不巧赶
上雨天。下车后，打电话给女主人来
接。主人出门，家里的小狗也跟着。她
到路边刚望见诗人，打了声招呼，小狗乘
机溜走，她怕它走失，顾不上站在雨中没
打伞的诗人，先追小狗而去。那天诗人
穿了一身大红色的唐装，只有在喜庆、隆
重场合才舍得穿的高级定制版，让雨水
浇湿了个透。诗人用词幽默地调侃自
己，爽朗的笑声里不见一丝尴尬。像一
杯原浆的热辣浓烈、气度雍容。

诗人阳光豁达，他的诗既沉淀阅
历、蕴藏深意，又敞开心扉、直抒胸臆。
如果说他的诗像酒，那一定是用时用力
去发酵、用技用功去酿制、用心用情去
品赏，才有一杯佳酿的醇厚、透亮、芳
香、醉人。

岁月如歌，阙阙如酒。陈家声先生
在诗酒人生里守望真情，襟怀坦荡。“且
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酒有意，诗
含情。酒中有人生，诗里有百味。曹操
对酒当歌，发人生几何的感慨；东坡泛
舟，扣铉而歌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
诗，歌窈窕之舞，感神游世外的旷达；白
居易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情
趣；欧阳修记醉翁亭，酿泉为酒，得之心
而寓之酒，得山水之乐的陶醉。而酒都
诗人陈家声用他的朴素明朗、豪气快意
挥笔绘出“酒都之春”姹紫嫣红的绵柔
画卷。

诗如酒，酒如诗，在诗酒里守望人
生，在诗酒里品味生活，在诗酒里放逐
梦想。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
祥的《过零丁洋》是千古传诵的名篇。读书时，看
课后注释，零丁洋，在广东珠江口外，但没有惶恐
滩的注释。想当然地以为距离零丁洋不远，不料
却在数千里外的江西万安。1277年，文天祥在
江西被元军所败，妻子儿女也被俘，他经惶恐滩
撤到福建。1278年底，文天祥率军在广东五坡
岭与元军激战，兵败被俘，囚禁船上。经过零丁
洋时，作此诗。诗中虽然似有“惶恐”“零丁”之
意，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国
而死，是根本志向。文天祥被押解至崖山，元将
张弘范逼迫他写信招降固守崖山的张世杰、陆秀
夫等人，文天祥不从，以此诗明志。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人氏，就是今天的江
西吉安。少年时，天祥曾在相邻的万安县固山，
即今万安横塘镇生活。其间，见学宫中所祀乡贤
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画像，谥号都为“忠”，立志
成为其中一员。虽未见记载，但另一曾常居江西
的爱国将领对文天祥的影响应是无疑的，他就是
辛弃疾。辛弃疾同样谥号为“忠”，称“忠敏”。历
史学家白寿彝这样评价：“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
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
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
摇，而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
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辛弃疾的人品
功业词作，对于生长江西、又在江西抗元的文天
祥，影响自不待言。

公元1175年，辛弃疾过惶恐滩，停舟万安境
内造口小镇，“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
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

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汉唐盛
世的长安已是金国城市，无数大美河山沦陷异族
之手，却恢复无望，只有以泪水和江水寄托故国
之思，表达心中之痛了。103载之后，文天祥被
元军自广东押解至大都，路经万安惶恐滩。“青天
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举世更无巡远
死，当年谁道甫申生。遥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
头惶恐声。传语故园猿鹤好，梦回江路月风清。”
这首《过万安》仿佛《过零丁洋》的姊妹篇。过零
丁洋时，思故乡赣江的惶恐滩，过惶恐滩，又思念
岭外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离故园近在咫尺，
却自知此生不能再见，只有梦回了。

文天祥在万安，除了惜别惶恐滩，还带走了
自己的好友张千载。李贽《续焚书》中专有《张千
载》一文：“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文山
之友也。文山贵时，屡辟不出。及文山自广败
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潜出相见，曰：丞相往燕，千
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
缺。又密造一椟，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访知夫
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使火其尸，然后拾骨置囊，舁
椟南归，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梦其父怒
曰：绳钜未断！其子惊觉，遽启视之，果有绳束其
发。李卓吾既书其事，遂为之赞曰：不食其禄，肯
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
怒目。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

鹗！”李贽首倡“童心说”，不拘礼法，弘扬“最终一
念之本心”，以如炬之目照历史、别识见。其之所
以为张千载立传，详述其事迹，乃颂扬张千载未
被世俗荣华侵蚀的少年友情及人之本性。

文天祥 20岁时高中状元，张千载数试不
第。天祥状元宰相，贵极一时，请千载出来做官，
都被婉拒。而兵败被俘，生死须臾，从人全散之
时，张千载却变卖家财，随文天祥到大都，在囚室
附近居住，照顾在狱中的文天祥饮食起居，并把
文天祥狱中诗文带出流布。有文章说，张千载仆
人一样照顾文天祥，其实是误解张千载，也误解
文天祥了。文天祥权势在手时，张千载都没有把
他当主子，文天祥也从没这样想过，何况落难于
狱，随时可能就义之际？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
童年友谊的纯洁，也就是卓吾先生心心念念的

“童心”。而李贽之论文天祥，同样依“最初一念
之本心”的思路，“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
断，如锥刺腹”“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
休”，文天祥本心在宋，未有一丝归顺元朝，虽死，
毫发犹不肯为敌所缚。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
范式张劭鸡黍生死交等流传千古的友谊往事，都
不及文天祥张千载的友谊，不仅饱含民族大义，
而且富于哲学基础，共同实践了一个亘古不变的
真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李晓东（原载于《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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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写写】

诗酒人生里的真情
——读陈家声诗集《守望》

袁 敏

【人物志】

文天祥的知音

本书重点讲述与
病毒有关的历史事件，
以及人类与病毒漫长
的斗争史，开篇即以人
类历史上非常严重的
一次病毒疫情——“西
班牙大流感”的故事为
引子，揭开病毒的神秘
面纱，还重点介绍了昆
虫、鸟类、蝙蝠的进化
史，揭示了病毒、动物、
人类三者之间的复杂
关系，最后总结人类不
断发展、进步的医疗技
术，给读者战胜病毒的
希望，并呼吁大家爱护
自然环境，与动物和谐
相处，提倡健康生活与
科学防疫。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工人阶
级产生，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工人
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百年工运，风起云涌，波澜
壮阔。本书主要讲述了自1921年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到1925年中
华全国总工会诞生的历史过程，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
级不断走向联合和统一的奋斗历史。

作者以通俗的笔法叙述工会历
史、工运人物故事，描绘中国工会的
苦难辉煌和浴血荣光，回顾中国工人
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光荣梦想，展现中
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读来
令人有别开生面之感。本书同时为
迎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5周年而
创作，并向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可作为学习党史、国史
和开展相关主题教育的辅导读物。（张森森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钟恭訄 高志菲 闫永飞 著 中国
工人出版社）

【悦读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