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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金
吸
引
力
法
则
》

安
徽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本书漂亮的写作手法、深刻的洞察力

以及睿智的思想火花，独树一帜。本书向

您展示无限可能，带您进入一个突破自我

极限的世界，踏上一次奇妙的自我发现之

旅，习得获取成功和幸福的秘诀。

《
中
国
李
白
研
究
》

黄
山
书
社

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

许，不畏权力，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

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

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

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
幻
灭:

晚
清
洋
务
运
动
兴
衰
记
》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作者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那场深刻影

响中国历史、却又错失振兴良机的“洋务

运动”，展示了在那场历史的风云变幻舞

台上的形形色色人物。

《
四
书
金
言
》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四书”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经典，由

南宋理学家朱熹汇集而成。内容广博精

深，为古代知识分子思想与行为的准绳。

一周荐书

《倒转红轮》是金雁集三十

年研究之功力，为我们梳理出

1840~1923年近百年来俄罗斯

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及发展脉

络。讲的虽然是俄罗斯，但对

于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中国的

知识分子来说，阅读这本六百

九十八页的大书无异于一次胸

口碎大石般的体验。抖掉碎屑

坐起身来，不免陷入“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感慨和

困惑。这问题，既是问自己，也

是问这个国家、这个多灾多难

的民族。

金雁将俄国知识分子光

怪陆离的政治派别，令人信

服地划分为“寻神派”和“寻

人派”两大类。面对令人绝

望的现实，出身贵族的别尔

嘉耶夫们由自由主义退向政

治保守主义、进而再退向文

化保守主义立场。

在神秘的东正教教义中

寻找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之锚

的同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自

己，提出知识分子要“自我反

思、自我深化、自我批判”，将

抵制“俄罗斯的精神矮化”奉

为己任。

不同于“礼失，求诸己”的

贵族知识分子，出身平民、平

常受尽上层欺压和轻侮，内心

极度敏感脆弱的别林斯基、车

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

夫们，则被称为“寻人派”，他

们寻找强人，甚至干脆自己充

当强人，煽动起汹涌的民意，

以求乱中夺权。走的是“礼

失，求诸野”的民粹路线。而

一旦走向民粹，悲剧似乎便不

可避免。当年狂傲地拒绝沙

皇“君主立宪”要求的十二月

党人，旋即被更为激进的孟什

维克所取代。

本身靠民粹主张赢得杜

马选举的孟什维克，却又被

布尔什维克以“无产阶级专

政”之名杀得落花流水，俄国

宪政之路就此中止，至七十

三年后方才重启。其间的代

价不可谓不惨重，数百万无

辜的俄罗斯人，在一次次大

清洗大运动中因极荒谬的理

由毫无意义地付出了宝贵的

生命。而其余的人，在恐惧

中人格扭曲精神退化，人性

沦落。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深

刻的悲剧，莫过于此。

百年前，俄罗斯的知识分

子中同样存在着“第三种人”。

他们拒绝陷入“寻人”与“寻

神”、“革命”与“改良”、“民粹”

与“保守”的二元对立语境，从

寻找社会转型成本最小化的办

法入手，“上山下乡”，启迪民

智、在乡村微观的尺度上花大

力气搞自治。短短的十年间，

让俄罗斯农民的识字率从10%

提升到36%，并建立起数不胜

数的自治团体。

这种自下而上渐进路径的

终止夭折，是令人殊为痛心的。

肉唐僧

日月山边古迹新，

文成公主义和亲，

临风上马流香泪，

力挺蕃唐岂惜身。

“橘生淮南时为橘，橘生淮北

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究其原因是因为两地的水土不同，

生长环境不同，果实也就不同了。

橘子如此，人亦如此。所以，在过

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千

万不可小视外部因素对人的至关

重要的作用。

关在动物园中的天鹅在没有栅

栏和护网的不大的池塘中，竟能非

常安闲地生活而不飞走，这是因为

天鹅在展翅高飞前必须有足够长的

水面供它滑翔，如果起飞的水域太

小，天鹅便难以拥抱蓝天。久而久

之这些天鹅便丧失高空飞行的能

力，很难翱翔天空。动物园为防止

天鹅飞走，便人为地缩小了它们的

空间，改变了它们周边的环境。

天鹅本是大自然中最善于飞

行的鸟类之一，然而长期压抑在狭

小的池塘中，它们的飞行能力得不

到锻炼，最后只能“悠闲”地囿于牢

笼之中，仰望蓝天的份了。我很为

天鹅感到惋惜，可是生活中何尝没

有人因外部环境的局限、困扰而落

得一个一事无成的可悲下场呢？

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天资过

人，能力超群，最终却“泯然众

人”。试想，如果他的父亲不“利其

然”，使其学，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

学习空间，邑人不是“以钱币乞之”

来扰乱他，而是出钱资助他，我们

今天所学的肯定就不是《伤仲永》

这篇文章了。

环境对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孟母也是知其道理的，为了孟

子成才，家境贫寒却三迁其住所。

也正是因为有“孟母三迁”，今天的

我们才能端坐在书桌前大声朗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古人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不也是在阐述环境对人的

影响是巨大的吗？诚然，环境对人

的影响不可小视。

正是如此，我希望我们的父母

尽可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我们

接触社会，不要总把我们托在手

心，抓在手里。我们不想成为笼中

的天鹅，我们也希望学校、社会不

要过分施与我们太大的压力，让我

们有喘息的机会，宽松的氛围。相

信只有这样，你们精心培养的“橘

子”才能甘甜可口，嚼起来沁人心

脾，美妙无限。

在蓝天下，我们努力让橘子红

起来。

橘子 合肥四十五中九年级十一班 李怿焜

萧老生于萧县，自幼耳濡

目染，深受“龙城画派”影响，即

喜爱画。入塾启蒙，读书学堂，

师范毕业，回乡任教，再考深

造，又做教员，书画兼修，学识

双为，而立之年，名噪乡里。时

与当地名家常相往来切磋，观

临前贤真迹，经徐州苗聚五引

介，与李可染成终生莫逆。

遂由李可染介绍，入刘海

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插班学习，

技艺精进。毕业后与王继述、

阎泳百、王子云、李可染等共创

徐州美术学校，任国画系主

任。不惑天命之年，佳作甚丰，

游历愈远，结交名家甚广，先后

在徐州、南京等地多次举办个

人画展，义卖百余幅上品赈灾，

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展，先后

求教于林凤眠、于右任、叶恭

绰、黄宾虹、沈尹默、陈之佛、傅

抱石等名家。

花甲之年，经李可染引荐，

晋京拜谒齐白石，聆听教诲，结

识不少画界名家，并于次年拜

白石老人为师，画技更上一

层。此后，萧老求索不止，外出

黄山、琅琊山等地写生，总结作

画“十不”要领，并多次与刘海

粟、李可染、李苦禅、许麟庐等

探讨切磋书画艺术。

萧老作品与生活紧密相

联，真实反映生活，表达生活感

受，抒发思想情感，日常所见之

物在他笔下都有所反映，这说

明他一生热爱生活、仔细观察

生活，把真实生活所见、所闻、

所感倾注于笔端，才能创作出

内容如此丰富、表现栩栩如生

的上乘佳作。

萧老作品在真实反映生活

的同时，也真实反映着历史。

《支前》里的独轮车，前拉后推，

逶迤而行，正如题记和题款所

说：“此记四九年冬支援淮海战

役实况”、“人民的功绩淮海战

役支前”，它述说着那段“淮海

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车推

出来”的历史；作于 1959 年的

《空中要粮》和作于 1960年的

《高产丰收》、《高入云霄》反映

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的人

们对粮食的渴望。当然这样的

例子还有许多。

萧老的一生是坎坷的，也

是丰富的。他跨越两个世纪，

三个朝代。历经战乱之苦，饱

受自然灾害，遭遇各种冲击，

但他一生淡然处之，持操守

节，不变其志，及至晚年尤

甚。这是我所知道的“大家”

共有现象。积上等善，居中等

名，享下等福；从高处立，往低

处坐，向宽处行。这是萧老九

十五岁时所书的座右铭。从

画集中可以看出，从他人的谈

话中可以听出，我也深深地感

到：萧老的座右铭，他真正做

到了！ 周华锋

求诸野or求诸己

把所见、所闻、所感倾注于笔端
——拜阅《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萧龙士》有感

过日月山
石象斌

作客土族村

相迎七彩虹，

作客土家中，

借问锦衣女，

白云深处红。

香
花
流
水
（
与
李
苦
禅
合
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