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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与经典——全民读书节系列报道（下）

三位学者谈大众与经典——

大众经典阅读的意义在传承文化血脉
本报记者 高 爽 关艳玲

对“经典”一词，
《现代汉语词典》给出
的解释是“传统的具
有权威性的著作”。

基于对普通阅读者的调查，我
们发现，大家对经典作品的敬
意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又有
些望而生畏。相比于一般的阅
读物，经典阅读对读者知识水
平和阅读能力的要求显然要更
高一些，但同时，它们给予读者
的滋养也会更多。

在这个系列报道的最后
一期，我们采访了三位著名学
者，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较高建树，而且在推动大
众阅读上也颇有心得。什么
是经典？有没有具有普适性
的大众经典？如何提高阅读
经典的能力？希望他们的辨
析能够让读者与经典的距离
更近些。

《国宝沉浮录》

全书以故宫散佚书画为研究对象，
集纪实、研究、鉴定、赏析于一身，是中
国艺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巨著，问世以
来在海内外学术界、收藏界产生了巨大
影响。本书是作者受命清查伪满皇宫
流散书画的见闻录。按照历史进程，以
真实事件中的人物活动为经，以对作品
的历史艺术分析为纬，在拥有大量第一
手资料的前提下，对故宫散佚法书名画
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考辨和分析。

推荐阅读书目

《万镜楼——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

一个在梦境和香料中营造精致生
活的明朝作家、一个寄托爱情安顿生命
的园子、一个不服从的皇帝、一个追慕
画道的青年、一个嗜书如命的书商……
作者用史笔诗心，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时
间深处的中国。这本小书如一座“万镜
楼”，用镜子之间彼此折射的光，为读者
打开通向历史世界的窗口。

《寻找张展》

一部结构新颖、主题鲜明的以当代
青年成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在父
子、母子之间重新建立了一个具有整体
性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作品塑造了
张展这一当下创作中极为稀缺的、富有
内在力量感的典型青年人物形象。整部
作品有着丰富的社会承担，是主旋律题
材与文艺精品创作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是中国故事书写的典范之作。

《蒲河小镇》

这篇充满诗意美感的小说，极其深
刻地描绘了满族聚居、风习依旧的辽东
山坳小镇上的故事。作家以飘逸的文
字风格、幽默的文笔，通过女孩关海兰
的童年视角，观看蒲河小镇上孩子和大
人的世界，以及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悲欢
离合和喜怒哀乐，道出了小镇上那些复
杂的风物和人情，那些笼罩在人性光辉
下的命运，那些满族民众特有的情怀。

核心
提示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在编“新万有文库”时，我曾
经请教过陈原先生：什么样的书
可以列入经典？他说，一个最基
本的标准就是存留价值。存留价
值谁来界定？一个是专家界定，
一个是大众界定，也就是市场界
定。例如《红楼梦》，谁都不能否
认它的存留价值。要说被大众接
受的经典，考验它的就是时间。
刚出版的书再畅销，也只能做一
个有可能成为经典的预测，只有
靠不断地再版，才能最终得到检
验。

书是特殊的商品，既有商业
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经典的核心
问题是文化价值。一本书的内容
是由多重文化价值组成的，既有
高雅文化，又有低俗文化，既有学
术判断，又有对当下热点问题和
公众心理的呈现。经典的文化价
值在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作

用、对人的熏陶以及知识的传播。
经典是无处不在的，非经典

也是无处不在的。不受门类的限
制，有人说理论书才是经典，实用
书不会出经典，不是这样的。经
典并不都是理想化、虚无的东西，
这是对经典这一概念的偷换。实
用类的书里面也照样可以有经
典，《论语》就很实用，连“食不言，
寝不语”都有。高雅和通俗是血
肉关系，都可以产生经典。手有
用还是脚有用？手“高贵”，但脚
也必须存在。《论语》是经典，同时
也很通俗。《老子》也是经典，但对
一般读者来说就不太好读了。著
名出版人王云五出版过的很多书
都是很实用的，教人怎样做人、做
事，因为他立意高。

通俗是让更多人所接受的东
西，大众经典的核心点就是通
俗。低俗就不同了，低俗的定义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判断。应
该有一个冷静的、清晰的判断，不
要急，不要轻易地对一本刚出来
的书定义是否是经典。

对出版者而言，出版一本图
书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极端商业
化、用商业价值去衡量文化价值，
这是一个错位。著名出版人沈昌
文有过一个告诫：千万不要追求
低俗，因为低俗没有底，你俗，我
比你更俗，你低俗他恶俗，大家争
着往下奔，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
大众抛弃。追求高尚、追求高雅
很难，高雅和通俗结合更难。

判断什么是经典，先要剔除
伪经典。伪经典非常可怕，它最
重要的特点就是时尚性、实用
性。一些人打着实用的旗号，把
一些很高贵的概念冠以庸俗的运
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庸俗。《论
语》是众所周知的经典，但现在有

很多图书已经把《论语》庸俗化
了，有部讲《论语》的书里面有 30
多个当代的励志故事，就是所谓
的“心灵鸡汤”，这样的东西能成
为经典吗？这样亵渎历史、亵渎
文化是不行的。在认识经典的过
程中，要把眼光放远，放长，不要
只局限在当代，被一些人评价为

“当代经典”的，可能再过几十年
什么都不是。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中国古代
作品，《论语》《诗经》，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认真读；《周易》真正读透太
难，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史书中，

《史记》《汉书》最应该读。其他作
品中，鲁迅、胡适、周作人的著作要
读；叶圣陶、丰子恺的作品都是代
表了当时白话文的较高水平。当
代的海外作家中，也有一些好作
家，能不能够成为经典还要经受时
间的检验，我个人喜欢董桥。

俞晓群：伪经典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时尚性、实用性

列出一些书来作为适合大众
阅读的经典是可能的，当然也有
技术上的困难。很专业的书，比
如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
理》就不适合公众阅读。《红楼
梦》就很适合。标准是什么？思
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如果要吸
引大众阅读，这三点是要兼顾
的。有一些书几千年、几百年来
大家都读它，这些书在这三个标
准上都是很好的。

不要排斥学术书。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确实是一部学术著
作，它截取了万历十五年这一个横
断面，从这一年的政治、经济等各
方面来分析明代社会的症结，在历
史学界被认为是经典著作，作为一
般公众也完全可以读懂。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他
在俱乐部里面向公众所做的哲学
演讲，很通俗。叫作《西方哲学
史》的著作有好几种，已经译成中

文的至少有三种，另外几种读起
来都很乏味，不适合公众阅读，罗
素的书“三性”都具备了，适合推
荐给大众。

阅读经典主要是培养公众的文
化修养。科学技术知识在学校教
育、专业教育方面已经完成了，更多
地应该考虑文史哲这个领域。

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
典，如果只选一种，我会选《孟子》，
它代表了儒家经典，又是最好读的
一种。《论语》是语录体，常常只有
只言片语，上下文欠缺，所以对《论
语》，大家经常有不同的解释，必须
做些辅助准备来帮助阅读。《孟子》
有整篇的论述，文风用现在的话说
是非常给力的，适宜公众阅读。如
果不能直接读懂原文，可以读带注
释的版本。我反对读古代经典的
白话译文版，不仅有错误和遗漏，
而且搞得味道不对了。这一点和
我们读西方的译文不一样，因为古

汉语和现代汉语毕竟是同一种语
言文字。

读中国古代诗歌，唐宋诗词如
果只选一位作家，我会选李白。李
白的诗更多关注内心，直接写内心
的东西更能够穿越时空。

元明清文学作品，如果只选一
部，我会选《西厢记》，它本身文辞
优美，在元杂剧中有鹤立鸡群的感
觉，风格上非常华丽，可以把它作
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代表。

读史书，如果只推荐一本的
话，我会选《史记》。就“三性”而
言，官修史书起码较少趣味性，而
思想性也只是正统思想。《史记》
中则有很多司马迁个人的独立思
考，同时文学性很强。

外国文学点几部：在西方科
幻小说里，我会选阿西莫夫的科
幻小说《基地》系列，共有11部，故
事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一
个史诗性质的作品，非常宏大。

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
《光荣与梦想》，写的是上世纪30年
代至70年代的美国当代历史，可以
当作了解美国文化史的书来读。
还有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路易
十四时代》。伏尔泰写了很多通
俗历史著作，都很有趣，很好读。
做到趣味性是很难的，一般作家
往往力不能及，或者也不敢那样
写，生怕别人指责他不严肃。大
文豪才能做到举重若轻，可以嬉
笑怒骂。美国大学者布鲁姆的

《西方正典》，是一本文学评论著
作，高屋建瓴、非常有气势地评论
整个西方文学史的权威著作。

大学者写东西有三条：眼界
高，思想深，口气大。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白痴》是最打动我的俄罗斯作
品，充分感受到了旧俄罗斯贵族
的精神世界，今天读来也很受启
发。

江晓原：大众的经典阅读更应该考虑文史哲领域

经典是一些能够反复阅读的
东西，在整个民族历史文化中积淀
下来，一遍一遍被重复阅读，构成
了民族记忆的东西。我们这一代
人和上一代人在文化上靠什么产
生关联？我们的共同记忆是什
么？经典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上
面。比如说，以前的私塾学生都要
背《三字经》，孩子们碰到一起，一
背《三字经》，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
言、共同的话题，这就是他们的共
同记忆。每一代人都背《三字经》，
我们这一代就和上一代、就和我们
的祖先有了共有的血脉，文化的血
脉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如果我们
这一代读的东西，下一代人根本都
不看，下一代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
精神世界就不会产生共鸣。同样，
上一代读的东西我们不读，我们对
上一代人的理解和共鸣也都会有
缺欠。这种传承靠的就是经典。

当我们说到文学经典的时

候，和其他的经典还有不同。伟
大的作家是对世界的伟大观察
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对这个世界
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和描述，记录
了一个时代，同时在这种了解和
描述中又渗透着他对人性的观察
和思考，这些东西也是可以一代
一代传下去的。人类生活的很多
情感体验往往不是我们直接体验
到的。一部伟大的电影让我们感
伤、流泪，是因为我们体验到了电
影人物的悲伤、辛酸，我们能够跟
着他们一起去体验这些东西。

一个伟大作家可以体验得非
常丰富细腻，而且还能用文字呈
现出来。而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接受这
种情感的训练。现代人活得太匆
忙，情感就不够细腻。像古人，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连花
啊、风啊、草啊都能引起情感上的
关联，而我们对此的感受就没有

那么细腻。这种情感的粗糙带来
的就是人性的野蛮。如果幼年时
有过这种细腻的体验，那么在生
命中会留下痕迹的。

另外一个方面，个人的成长
通过什么来获得？伟大的作品可
以让我们间接有一个成长的可能
性，这也是经典阅读的意义。

经典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反
复被阅读，一代一代被流传。可
能有的作品，只被少数人喜欢，还
不能被称为经典，但如果经过一
代读者或者其中某一个人的阐
释，被同代或者下一代的人所接
受，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因此流
传下去，就可能成为经典。

人和经典之间是互相教育的，
经典培养出读者，而被培养出来的
读者反过来可以识别经典、认识经
典。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处于情感
最细腻、最敏感的时候，这个时候
读伟大的作品，就会体验到人性的

伟大与丰富。经典文学作品的阅
读应该是中小学阶段语言教育的
重点，在孩子最饥渴的时候，你给
他什么食粮，就打下什么底儿。我
们不否认有一些特殊的人在成长
的某一个阶段突然开悟了，但是对
整体来说是不成立的。

推荐书目很难，只能就我个
人的阅读经历说几部。青少年时
期，喜欢读故事性强一些的作
品。首先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对于我体会古人的精神境界、精
神状态起到了桥梁作用。在先秦
散文中，我更喜欢《庄子》，还有一
本《唐宋词一百首》，我全背下来
了，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奠
定了我的古诗词的基础。国外的
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
朵夫》、黑塞的《荒原狼》都对我触
动很大。还读了一些外国文学通
俗文学，其中也涉及一部分的人
性描写，也是有收获的。

田松：人和经典之间是互相教育的

盛文·北方新生活大连24小时书店一角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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