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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荐书

读完陶善才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明奇才方以智》的时候，正是“疏疏

数点黄梅雨，殊方又逢重午”的时节。

此刻香樟漫路，幽香袭人。

不由得就想起那位被梁启超称为

“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这位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因

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使得“重五”

（端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和中

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而年轻时极其喜好屈原《离骚》的

方以智，晚年在明清易代之际，也与文

天祥一样投江自沉，并从此湮没于历

史的尘沙。直到梁启超作《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始对方以智如此学问大

家，却湮没无闻，而发出“不知何故”的

惊世之问。

随着近代以来方以智几百万字的

著作逐渐被发现，特别是留美学者余

英时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

《方以智晚节考》以来，国内外研究者

一致惊叹：方以智是明清易代之际，我

国封建社会大震荡中涌现出来的伟大

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但是，

由于清初文字狱的破坏，社会的变化，

时代的久远，方以智的生平事迹多已

湮没难考。

那么，陶善才先生在他的这本新作

里，是怎样来写这位旷世奇才的呢？

学者黄裳曾经说过，一部古书、一

篇古文，往往能从其中发现时代的一些

特征、一些线索，看得出当时的思想、人

物、典章制度等。陈寅恪通过爬梳大量

的古籍文献，写出了明末才女柳如是这

么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黄仁宇的《万

历十五年》避开了按部就班的史论文章

架构，以娓娓道来的文学笔韵，将严肃

的历史话题点染出无限生趣。

陶善才则是以崇祯十二年也即

1639年为故事发生的原点，以方以智写

于当年的《龙眠后游记》作为全书的牵

引，故事情节也由这篇游记的提示来展

开。表面上看，似乎是写方以智回乡畅

游龙眠山时的所见所闻所想，实际上则

是在幽微中纵横融贯、左牵右引、上提

下挈。全书共十六章，每一章、每一节

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彼此之间又相互联

系，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既有

宏阔的大历史事件，也有细微生动的小

故事。不仅情节展开自然，细节纤毫毕

现，考据翔实严谨，而且布局谋篇新颖

别致，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读者仿佛置

身于明末那个沸鼎同煎的时代，但见朝

廷内外、官场上下、儒生野老、才子佳

人、忠勇权奸、敌寇乱民，各色人等纷纷

走上舞台来尽情表演。

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这就使得本

书与当下的戏说历史书籍判然有别。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自序里谈到写作

目的时说，是为纪念乡贤方以智诞辰

400周年而写。作为土生土长的桐城

人，作者与一班研究者同好，经常爬梳

乡邦文献，热衷田野调查，有关桐城世

家大族以及方以智出生处、少时读书

处、游历处、同邑学友、亲戚故交、家族

脉系的梳理考证，其细致与精到，令人

信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还

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明代的桐城人文地

理文献。这为不是桐城人的研究者提

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

“苍穹无一字，俗世各纷言”。方以

智曾被时人誉为“四真子”（真孝子、真

忠臣、真才子、真佛祖），然而他以“死生

本来一庄子”而自诩，并写有词句“不是

人间一样香”。读过《大明奇才方以

智》，或许你能真正理解了他的“不好

名”、“不畏死”——他其实不就是异代

的屈原、文天祥吗？尽管已经被历史雪

藏了三百多年，但这位“东方思想大哲”

的学术影响和精神光茫，仿佛经冬雪压

的梅花，正穿透深邃的历史，绽放出愈

加袭人的奇香！

（《大明奇才方以智》，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年6月版） 刘姗姗

进名校、上补习班、找家教，甚至整

天研究怎么让孩子听话、懂事，怎么做

可以把孩子送上名校，可以说是当下七

零、八零后父母最纠心的事。至于孩子

们有什么理想，有什么爱好，爸妈往往

视而不见。在爱护孩子的名义下，爸妈

们到底做了多少让孩子受不了的事

呢？现在，终于有一个孩子站了出来，

大声地说：“爸妈太过分了！”这就是

《爸妈太过分》一书的主题。这部日

记体儿童小说获得了北爱尔兰年度最

佳小说。第一本引进到国内后，先后

被评为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

图书奖，2012《中国教育报》年度10大

童书，并多次登上开卷、《中国新闻出

版报》及各大书城畅销书榜单。为什

么一本老外写的教育类图书在中国引

起这么大的反响呢，下面，我们就一探

究竟。

中国家长喜欢的是《好妈妈胜过好

老师》、《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父母是

最好的老师》，其实父母也有很多缺点、

缺陷，经常自己做不到的事要求孩子做

到，很少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爸妈太

过分》正好相反，它告诉我们父母不一

定都对，孩子有时候也是父母的老师。

父母要多蹲下身来，听听孩子内心的声

音。外国家长跟孩子之间也有同样的

代沟，与中国孩子面对的问题大同小

异。英国著名作家彼特·约翰森（Pete

Johnson）借助我们最熟悉的日记体，以

一个孩子的口吻把许多教育问题生动

地揭示了出来。

路易斯因为父母工作变动转到一

个“苦读镇”中学，严苛的学业要求，校

长老师不胜其烦的管教，学习成绩总是

遥遥领先的同桌，以及同桌家长洋洋自

得的炫耀，都让小路易斯视这个新环境

为“地狱”。因为他根本无意于学习上

的高分，他最大的志向是一心要成为一

个“搞笑艺人”，而且他也对此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和不错的天赋。当父母越来

越期望他也能和同桌一样优异时，他的

叛逆也与之俱增，最后竟瞒着父母去参

加梦寐以求的电视台“征求明日之星”

的试演。路易斯没有在试演中获得成

功，他的父母得知实情后同意小路易斯

离开了“地狱”般的“苦读镇”学校，但天

知道等待他的会不会又是另一所“监

狱”呢。这就是本书作者——英国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彼特·约翰森在《爸妈太

过分》一书为我们呈现的一个英国小男

孩的故事。他擅于站在孩子的角度观

察世界，并用诙谐幽默又充满童真的话

语反映、调侃当下儿童成长所面对的种

种问题。被誉为“英国校园小说之

王”。一般来说，孩子读书压力越重的

国家地区，彼特·约翰森的书就越受到

好评。《爸妈太过分》自出版以来，先后

被翻译成德、法、日等 23种语言，长期

位居日本、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儿童文学类畅销书榜。

彼特·约翰逊还非常熟悉儿童的心

理，他擅长用幽默轻松的语言反映严肃

的教育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儿童作家

并不多见。《爸妈太过分》从头至尾充满

着儿童趣味盎然的语言，让读者一次次

忍俊不禁。比如“他（苦读镇中学的校

长）两条眉毛粗得像连成一条的大毛毛

虫，而且讲话还一直喷口水。他走了以

后，我还得用力把脸上的口水抹干净。”

还有，“西奥（同桌）真是一只没用的软

脚虾。他看起来总是一副刚被父母洗

得干干净净，而且用熨斗熨平的整洁模

样。”这些句子构成了全书特有的话语

方式，让人迷恋。但不要以为这本书只

适合在孩子们中间传阅，如果说孩子读

它是出于喜欢，可以获得一种交流和释

放——苦于课业压力的孩子这种体会

应尤为真切，那么大人读它，在笑过之

后则会引发更多的感慨和思考。然后，

他们便学会了主动与孩子聊天，倾听孩

子内心的声音。这便是一本书可以带

来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为家长和孩

子搭建沟通的桥梁。

正因如此，使得该书的出版方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时隔一年之后，又于

今年5月引进出版了该书系的后7册。

他们分别是《我要当明星》、《老爸老妈

失控了》、《拯救老爸》、《糟了，我打赌上

瘾了》、《谁在告密？》、《糟了，我被全班

孤立了》、《不当乖小孩》。

詹玮玮

不是人间一样香
——读《大明奇才方以智》

爸妈，我们需要您的聆听
——读《爸妈太过分》有感

《新时代儿歌》出版
星报讯 我省女诗人吴玲、何宜梅创作

的《新时代儿歌》、《春天的童谣》、《趣味儿

歌》日前彩绘出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推出

的三百首儿歌共分三册发行。作为本土儿歌

作品，吴玲、何宜梅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纯

真的气息，融知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

体，受到广大家长和儿童的热烈欢迎。

吴玲、何宜梅均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多

年。在此之前，已荣获省特级教师称号的吴

玲已结集出版了《囚禁的风》、《紫陌红尘》、

《盛妆》等多部诗集。不仅如此，吴玲在散文

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此次出版的

《新时代儿歌》、《春天的童谣》等，是她集中

创作的精品选集，每歌一图，十分精美。

本书作者以数次访谈莫言为基础，第一

次披露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秘，莫言

饥饿、寂寞的童年，莫言人生的转机，莫言如

何被解放军艺术学院破格录取，莫言如何上

课、创作，莫言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其作品品

质，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和成败得失等。

《
大
师
莫
言
》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本书致力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世界与

世界的中国”，作者拥有独特的切入点对中国

社会、变革、世象等给予多层面的阐释。

《
中
国
新
面
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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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本书以波兰知名大企业波兰铜业集团和

美孚石油、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等国际知名

企业为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供

了许多在商业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内容。

《
商
值
》

安
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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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本书意在提醒自己问学时不要忘了问

题，且更加强调问题。当然，这里的“问题”，

不仅仅是指日常问题，而主要和特别是指学

术问题，抑或哲学问题，是指那些具有时代性

的、我们的实践和学科未解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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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