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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作者：蔡康永

《蒙曼：唐诗之美》：
中国人生来就有一颗“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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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知道你的童年》
作者：董华

为什么我们说爱一个人，有功力
高下之别？为什么在人际关系里，你
的付出常常换不来你所期待的回
报？如何借助外力让自己生活得更
好？为什么交朋友要越来越挑剔？
你要做情绪的主人，还是被情绪牵着
走？

在这本《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中，蔡康永亲自拆解令人如沐春风
的秘密，将“人际关系之道”用 26 个
幽默小故事表达出来，教你如何积
极引导、主动塑造你想要的人际关
系，强势自我表达的同时，仍能进行
简洁、愉悦而高效的沟通，用不造成
伤害的温柔手法化解人际冲突，疗
愈原生家庭留下的痛楚童年回忆，
在亲密关系中获得成长，成为懂得
爱人、更容易获得别人青睐的情商
高手。

本书是琦君散文奖得主董华的
新作。由作家、学者曹文轩作序推
荐。

这本书将带领我们在童年的懵
懂记忆里，看故乡大地的光影声色、
季节流转，看草木的天然，鸟兽的忧
欢，四季的潋滟，民俗的多元。

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精神底
色。一个心中有故乡的人，他的内
心一定是宽厚而温暖的，而他呈现
出的文字也浸润了他故乡的水汽
和色彩，因为他漂泊游荡的灵魂终
有归属。

蒙曼：对诗一直保持青梅竹马的爱恋之心

对话作者

继《蒙曼品最美唐诗：四时之
诗》和《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
后，沉淀一年，著名隋唐史学者、百
家讲坛主讲人蒙曼的第三本品读最
美唐诗作品——《蒙曼：唐诗之美》
于近日与读者见面。

在这本书中，读者将再次跟随
蒙曼重返大唐，于时光流转中品味
唐诗的千古流韵及动人风情。

俗话说“文史不分家”，如果一
位老师讲得好语文，但讲不了历
史，那他只是个合格的语文老师；
如果一位老师讲得了历史，但讲不
了文学，那他只是个合格的历史老
师；但如果一位历史老师讲文学讲
得好，或者语文老师历史讲得好，
一定要珍惜。蒙曼正是这样一位
老师。她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从 2002 年任教至今，

主要研究隋唐五代史及中国古代
女性史。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积淀与
传承，无数人对“美”的追求和歌咏，
使得中国人生来就拥有一颗诗心，
这颗诗心绵延千年而未断绝，令千
年后的我们同样能体味到那份美
好、真挚的情感。

据出版方介绍，蒙曼在书中甄
选五万余首唐诗之精华，围绕爱情、
友情、乡情、宦情、江山情五种人之
常情，精心编排修订33首诗文讲稿，
带领读者品味唐诗中的韵律、意境、
哲理、人情之美，回顾唐朝人的生活
美学。

读到爱情，是“去年今日此门
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邂逅；是“隔
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
传情，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
无奈，是“出门便是东西路，把取红
笺各断肠”的痛苦，是“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的相思。
读到友情，是“报君黄金台上

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相知，是“故
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
挥别，是“高楼望断，灯火已黄昏”的
思念，是“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的重逢。

读到乡情，是“蓝水远从千涧
落，玉山高并两峰寒”里关中的风
土；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里江南的味道；是“浆向蓝
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里神仙那个
名叫“蓝桥”的家乡。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透过诗词
感受到自己细腻的内心，还有什么比
这更美好的事吗？

千百年来，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
唐诗中找到自己的心声，读每首诗
都像是在读自己。

辽沈晚报：您之前出版的两本
书分别以节气、节日为主题品读唐
诗，和以人的喜、怒、哀、乐、怨五种
情绪为主题品读唐诗，而这次的新
书则是以人生中的五种感情为主题
品读唐诗，角度独特而新颖。这三
种思路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蒙曼：这 三 本 书 还 是 有 关 联
的。第一本《四时之诗》主要讲的是
我们人居的环境，春、夏、秋、冬，其
实构成了一个自然的季节和我们生
活的世界。那第二本书《人生五
味》，喜、怒、哀、乐、怨，其实是人内
心的感情。这本书讲的是人在面对
外界的时候，内在引起的一些情感，
比如说人在想到家乡的时候，他心
中的情感是什么？人在面对朋友的
时候，他心中的情感又是什么？人
在面对祖国的山河大地的时候，他
的情感又是什么？所以第一本相对
更外在，第二本非常内在，第三本是
内在加外在。

辽沈晚报：您在《蒙曼：唐诗之
美》中，以五种人之常情为主题品读
唐诗，是想引发读者对人生或者生
命怎样的思考呢？

蒙曼：其实我们中国非常讲人
伦，我们的哲学也是讲五伦。我们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
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这个世
界最温暖的东西。这是我们中国人
最擅长处理的，也是中国人情感最
丰富的主题所在。在唐诗之中，这
个主题也是占很大份额的，而且都
是那么感情真挚。所以我想拿这个
主题跟大家分享，让我们看到古人
的内心之美。

辽沈晚报：您在书中提到“如果
生活被七色光照亮”，那么爱情是红
色的、友情是黄色的、乡情是蓝色的、
宦情是紫色的、江山情是绿色的，这
种巧思背后有什么灵感来源吗？

蒙曼：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话题，七色光其实不需要一个特殊
的灵感，我觉得我们每天面对世界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五彩缤纷之
处。而且也就是看到春有百花秋有
月，想到其实季节是有颜色的，人心
也是有颜色的。

辽沈晚报：有读者评价说，您品
读唐诗的创作方式是“述而有作”，
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照搬陈述，其
中还有自己的思想与心得，是对经
典文化最好的一种传递。您本人是

如何看待的呢？
蒙曼：“述而有作”对应的是什

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
句话“诗无达诂”。为什么诗无达诂
呢？就是诗是允许解释的。一首
诗，无论它在作者心中是什么样子
的，只要它传唱出来了，它就允许每
一个人心里有它一个别样的影子。

“秦时明月汉时关”，到底在讲什
么？征人有征人的想法，旁观者有
旁观者的想法，一千年之后我们有
我们的想法。所以我想，这个解释
本身也是光彩照人的，因为它折射
出那么多的人心，可以说是千古人
心都在诗里。所以我也愿意提出我
的解释，我的一家之言作为对我们
唐诗一个小小的领会，希望大家和
我有共鸣，也希望大家跟我有争议。

辽沈晚报：您在高校是历史教
授，那么唐诗在您专业上是什么样
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什么样
的存在呢？

蒙曼：唐诗在我的专业中是史
料形式的存在，因为实际上唐朝的
史料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除了
传统的以史书形式存在的史料之
外，唐诗也是史学研究的富矿，从老
一辈史学家到今天，大家一直沿着
这个路子走，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反
映社会生活的诗歌。

在我的生活中，它更多的是精
神意义上，审美意义上的存在，我们
希望生活在可以跳出来一点点的世
界里，希望能够以一个新的角度，来
看我们生活的滚滚红尘，这个时候，
诗可能就给我们打开一片新的天
地，允许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来观
看人生。

辽沈晚报：这本书是“蒙曼唐诗
系列”的完结篇吗？对于您的下一
本书有什么规划可以透露一下吗？

蒙曼：所有的书创作都有一个
灵感，哪怕是历史书的写作都有当
时的情绪在，所以我不敢说这本书
一定是一个怎样的完结版，我也不
好说下一个领域是什么。但事实
上，我知道我之前在百家讲坛讲隋
唐史，很多书现在我认为有修订的
余地和必要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
长、随着史料的增加，我对这些问题
的理解可能又有了一些变化，所以
我倒觉得“编新莫若叙旧”，也许可
能会有一两本修订版的隋唐史作品
出来。当然唐诗的作品应该也会存
在吧，毕竟我的兴趣没有变啊！

辽沈晚报：您如何看待大众对
诗词文化的接受，比如有人主张不
能单单停留在个人理解的审美阶
段，而是通过一些途经真正去靠近。

蒙曼：我觉得大众跟诗歌的关
系，可以是一种任何形式的存在。
为什么呢？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尺。

但是我们主张循序渐进，当你
灌注了自身情感投入之后，我们当
然也希望你能够有一些诗歌审美的
知识，我们还希望你有一些对这个
诗内在的文化背景的了解，最后可
能才期望你能够通过诗了解中国人
的精神世界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层次，在哪一个角度切
入都是好的，只要你觉得它对你的
人生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您值得一
读的作品。

辽沈晚报：您认为读诗有什么
现实意义呢？这些诗能给我们的生
命照亮什么吗？

蒙曼：读诗的现实意义就是您
可以从现实中稍微超越一点，就是
人在红尘中打滚的时候，永远不能
真的理解红尘对不对？其实就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这要跳出来看的时候，现实
会以一种更加明确的姿态展现在我

们面前。人生就有一个超越感，人
生只有超越才能对现实有最重要的
帮助。

辽沈晚报：听说学诗词的顺序
最好是先诗后词，这有什么讲究
吗？如果有，先读哪一类诗比较好？

蒙曼：确实有这个讲究，因为词
是诗余，就是诗人的余事，学诗有余
力才学词，其实诗反映社会生活更
广阔。而词最开始是一些小令。过
去讲淫词艳曲，主要是讲情感的，但
是后来词的境界扩大了，更雄壮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词比诗更散一
些，更灵活一些，所以呢，要先打好
诗这个路子，然后才能学词。

学诗应该先从什么开始，还是
举《红楼梦》里香菱学诗的例子，其
实大家跟着香菱学也不错。从什么
开始，我个人的理解，咱们今天跟香
菱又不一样，今天主要是一个鉴赏，
假使主要是一个鉴赏的话，如果是
年龄小的小朋友，我建议先从绝句
开始，从五绝到七绝到五律到七律
到古体诗等等啊，我建议就是有一
个先易后难的过程，而且呢，有一个
先诗情画意再说理的过程，其实就
是从唐诗入手最好。

辽沈晚报：可以推荐几本关于
古诗词的书，以及比较好的版本吗？

蒙曼：其实读唐诗搭配一本《唐
才子传》挺好的，《唐才子传》是一本
能够讲到好多诗人的书。而且看一
看也可以知道，唐朝人写传记的时
候一般怎么写了。

关于《唐诗三百首》的版本，现
在好像有一个喻守真先生的《唐诗
三百首详析》，我个人看还觉得不
错，我觉得只要内容是对的，哪一个
版本没有那么重要。

除了唐诗之外，还可以看宋诗，
那也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唐诗
主情，宋诗主理。当然，如果追根溯
源，一般性考虑的话呢，一定要回到
诗经那去，所以如果年龄大一点，认
识的字多一点，也该看看《诗经》。

辽沈晚报：您对喜欢诗词的读
者有什么寄语吗？

蒙曼：爱诗的朋友，有一首诗特
别好，是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
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
床弄青梅。”我希望我们对诗一直保
持这样一种青梅竹马的爱恋之心，
这种心是那么自然、那么纯洁、那么
有魅力。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记者李爽采写

蒙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