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丽蓝图在乡村擘画
□钟芳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
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
内容。中央党校社会与生态文明部
教授张孝德所著的《大国乡村：乡村
蕴含中国式未来》，站在新的高度，
从哲学的独特视角，系统阐述了乡
村发展之“道”，对中国乡村进行全
方位的解读。

本书从走出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和文明模式开篇，用发展的眼光重
新阐释了“三农”的内在含义，以及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
中，乡村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决定
性意义。对于物质消费时代出现的
诸多问题，作者呼吁人们回归传统，
重新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平衡。

作者看来，离开乡村无法读懂
中国式文明。长期以来，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一部分人对我们的乡村
存在着误读，认为凡是乡村，就是贫
穷落后的所在。而在我国古代，

“乡”的本意是指两个人相向对坐、
共同进食的温馨场景。这样的一个

“乡”字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乡村
是一群人生活的地方。而西方的

“农村”，则是相对于城市存在，属于
城市的附属地区，是一个为城市提
供粮食生产进行农业活动的地方。
由此可见，西方乡村突出生产功能，
中国乡村突出生活功能，一词之差
的背后，实则蕴含着中西方两种不
同的文明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我们的乡村必将在

新时代大有可为。书中认为，从乡
村启航的生态文明具有城市不具备
的诸多禀赋优势：一是乡村蕴含着
生态文明所需的文化与智慧；二是
乡村拥有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本，具
有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优势；三是
乡村拥有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低碳
健康生活方式；四是具有充分利用
新能源、实现清洁能源的独特优
势。作为孕育未来新文明的乡村，
自然也孕育着未来的新经济。正在
兴起的乡村绿色经济，是生命友好、
自 然 友 好、社 会 友 好 的“ 三 好 经
济”。“三好经济”是自然资本+文化
资本+社会资本的新财富经济。未
来新乡村经济不排斥市场经济，是
一个竞争与共生协同的多样化新业

态经济。
此外，乡村还将是未来新文化

的启蒙之地。从技术为王转向文化
为王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需要人类生命的再度觉醒与启蒙，
而能够为当代人类提供生命觉醒与
文化启蒙的地方，不是城市，是乡
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民族
的基因，教育是文明的母体，任何一
个新时代的开启都是从教育改革开
始的。几千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
教育强国、智慧化人的教育之路，而
奠定基础的，是源自乡村、让教育重
新回村的新思路。

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不仅蕴
含中国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根深叶茂的土壤。以此作为考

量，乡村振兴的另一个使命是迈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
索，它将再度从乡村开始。未来新
文明将是城乡互动，共同走向社会
主义新时代，这个新文明是一个诗
意乡村、温馨小镇、田园城市多样化
发展的新文明，这样的文明将为我
们提供一个童年少年在乡村完成做
人教育，青年周游世界、中年在城市
创业，老年回到乡村养老、享受人伦
之乐、一生幸福的城乡共生的新文
明时代。

令人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在今
天的中国古村落中仍然“活着”，中
国乡村有代代相传的家谱，而中华
文明也有一部留在中华大地上的文
明图谱。抚今追昔，第一次农业革
命，为人类贡献了多样化物种与多
样性文化；第二次农业革命，为当代
人类贡献了高效率的农业；正在孕
育的第三次农业革命，也是回归乡
村的社会农业、回归多样化的文化
农业、回归公平共享的普惠化农
业。可期的是，如此的农业革命将
带来中国乃至世界乡村文明的复
兴。大量的事实都表明，中国将成
为第三次农业革命的动力之源，这
是有着几千年农耕智慧与农耕文明
的中国为未来世界的重要贡献。

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壮丽
蓝图在乡村擘画。需要一个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守正创新的新格局，
本书则详细阐述了在迈向“中国式
现代化”未来的道路上乡村的独特
作用和价值，为读者廓清迷雾。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葛兆光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的是一种超越国
家的、涵盖全球的、联系的、互动的、交往
的历史，采用了国际化的视野，包含前沿
的理论成果和历史观念，好听的故事和鲜
活的人物。全书以故事为原点，同时观照

“物”的历史，探讨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以及
彼此间的联系，讲述全球史中的商品、贸
易与物质交换，疾病、气候与环境、航海等
历史进程，还为读者提供了大事年表，在
每一季的最后增补相对应的参考书目，精
选相关图片作为插图，不仅提高了可读
性，也营造出强大的历史画面感。

《四时之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著：朱良志

内容简介：中国艺术重视生命境界的
创造，追求形式之外的意趣，要在变化中
表现不变的精神。“四时之外”四字抓住了
中国艺术的灵魂，从时间和历史入手，讨
论中国艺术的发展和核心观念的形成，发
掘中国艺术在时间超越中所体现的独特
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梳理中国艺
术的基本观念，丰富“生命超越美学”的内
涵，打开与西方哲学和艺术对话的新天
地，荣获第十九届文津图书奖和第六届伯
鸿书香奖。全书行文优美畅达，富有韵味
和意境，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审美感受和
思想启迪。

《财富之眼：用经济思维看清世界》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汤山老王

内容简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本质
上都是经济问题。小到衣食住行，大到世
界局势，背后都有经济逻辑和矛盾在推动，
而能够洞悉其中奥妙的人却并不多。本书
是一本关于经济学、财富学的科普读物，同
时也是一本带读者看清财富逻辑的人生指
南，通过货币思维、经济思维、趋势思维、投
资思维四个部分，由上至下梳理财富运行
的逻辑，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观
察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探究投资方法，帮
助读者提升认知、获得财富之眼。

《写在采访边上》
出版社：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阿泉

内容简介：本书是散文随笔集，全书
图文并茂，共收入 29篇散文随笔，分“学
习白描”“新闻笔法，文化眼光”“序跋是正
文的后厨”“心灵科研文本”四辑。其视野
横跨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
术等多个领域，装帧设计雅致，素材题材
独特，采用“非虚构”的写实笔法，文笔朴
素沉厚、思想锋锐，阅读此书，与作者进行
一番精神畅游，领略其中的乐趣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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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杉柠

中华文化在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发展进程中，涌现出无数家教故事、
家教格言和家教典籍专著。《寸草春
晖》一书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北
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兼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名师蒙曼所著。该书结
合诗词与古人故事讲述了诗词中的
女性与家庭、经典家训中的育人智
慧、“小学”与“大道”，体现了传统文
化的家学智慧，读后受益匪浅。

和睦互敬、互帮有爱的持家之
道暖人肺腑。作者以唐诗《新嫁娘
词》“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
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讲述了新
娘子初次下厨把握不好婆婆的口
味，请小姑子先品尝的持家智慧。
这位新娘面对新家时，积极寻求融
入之法，间接了解婆婆的口味，既
聪慧又机敏。体现出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礼与敬。于此，两代人共同
生活，彼此能时常怀有初见时的诚
意与礼度，人与人之间也会更加和
睦。

作者以南宋诗人范成大诗句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
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

种瓜”，向读者生动描绘了三代人各
安其位、互帮有爱的夏日田耕图。
男子耕田、女子织
布，昼夜忙碌，老
人也没闲着，正在
桑树荫下教孩子
种瓜。作者用敏
锐 的 观 察 力 、细
腻 的 笔 触 ，将 人
们心中的温馨之
家呈现出来。这
不仅是诗词的魅
力，更是作者共情
力与深度思考力
的体现。

书 中 以 元 代
著名女书画家管
道昇劝退丈夫纳
妾的故事，向我们
展现了古代女性
维 护 婚 姻 的 智
慧。面对丈夫“苏
学 士 有 朝 云 、暮
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
分”的试探，先是以情动人：“你侬我
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唤
起丈夫对婚姻的甜蜜回忆；接着又
晓之以理：“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
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

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生动
地描绘了二人共担风雨、相融相塑

的 生 活 历 程 ；最
后，以“我与你生
同一个衾，死同一
个椁”捍卫了自己
的坚守。如此诗
情令人动容，管夫
人冷静理智的处
事方法值得我们
学习。其巧化危
机、葆有原则的婚
姻经营之道让人
赞叹。

勤勉博闻、因
材施教的育人理
念永不过时。书
中，古人的家训、
家规对教子育人
有 独 到 的 见 解 。
读完，“书常读常
新”的理念更觉深
入人心。朱柏庐

《朱子治家格言》的“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阐明了勤俭持家的理念；《颜氏
家训》中“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说明了掌握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
《袁氏世范》的制定者明确了“两耳

‘要’闻窗外事”的读书观。这些富
含中华民族思想精华的家训、家规
代代传承，激励着古往今来的莘莘
学子。

古人的文化典籍是齐家育儿的
宝藏，值得深入学习并传承发扬。
《袁氏世范》编制者袁采有云：“命有
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讲
的是有人适合读书，有人不适合，子
女个性不同，为人父母者不可强
求。《颜氏家训》的制定者颜之推一
生历经坎坷，更是明白读书的重要
性，他指出读书“不仅在于生存，更
在于成长。”此外，作者也结合自身
经历论述教育是为了唤醒孩子的身
心，在这个过程中“因材施教”“以事
施教”“言传身教”尤为重要。

纵观全书，见解独特、有趣有
益、通俗易懂。梳理、传承这些流传
千年的家教家风，使之发扬光大，是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握新时
代立德树人育人导向，践行“三家”
建设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学习先贤
留下来的家风、家教、家训理念方
法，汲取其有益营养而仿效，无疑是
推动家庭教育的一大捷径，是新时
代家庭建设不可或缺的养分。读者
可以在欣赏诗词画意的同时体会到
家学智慧的力量，一读便爱不释手。

学用家学智慧 传承良好家风

□代林

通过一把剪刀、一张纸，就可以
表达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描绘所见
所闻中的大千世界，这就是剪纸艺
术的独特魅力。由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段建珺剪纸》，站在时代
高度，就剪纸这一源远流长的民间
艺术，展开意蕴深长的心灵叙说。

该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是以中国剪纸的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口述史记录为主体构意，对
剪纸艺术进行深刻阐述，以30万字、
1200余桢（幅）精选代表性原创图片
为涵载，历时 10年打磨而成的一部
剪纸文化巨制。

书中从多重文化空间和多变的
社会层面探寻段建珺剪纸及其成
因，深入探究剪纸传承与创新，以及
和地域、历史、民族、民俗、社会、审
美、艺术、工艺、传播、理论研究等多
元要素的发生、发展及嬗变演进过
程，进而探汲到传承人极为丰富独
特的精神世界，传递出这个时代背
景下一位具有鲜明时代属性和浓烈
人文情怀的新生代传承人的传承和
弘扬现状，也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遍面临的如何延续民族文化根
脉、如何传承发展的一个特殊案例
剖析。

段建珺的家乡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是黄河“几字弯”重要区域
以及晋陕黄土高原向漠北蒙古高原
北交接的典型过渡地带，历史上是
著名的“Y”字形文化带所属的重要

节点，是中国古代著名诗歌《敕勒
歌》的发生地和传唱地。以农耕和
草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在这里
碰撞、交融、发展，催生了和林格尔
独特厚重的民俗历史文化，使和林
格尔成为孕育民间艺术大师的良性
土壤。

守望故土，扎根家乡，段建珺站
在和林格尔的土地上，瞭望他的剪
纸艺术世界。他走遍和林格尔的山
山水水，走进家家户户。谁会剪纸，
哪家的窗花与众不同，他都要亲自
登门问学、鉴赏，在家乡的调查研究
之深之细之长，再无他人。和林格
尔成为他最倚重的创作资源，一剪
又一剪，剪出自己心中的家乡人民
以及与之相关的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用一颗朴素的心和一把灵活的
剪子，完成一幅幅剪纸艺术作品。
看似极家常的作品，却于平实中寓
深永之致，给人无尽的温暖。

段建珺还是一位剪纸文化研究
学者、活动组织者和教育实践者，在
文学、美学、民俗研究、艺术鉴赏、绘

画、摄影、艺术设计等方面都有着深
厚造诣，他把多方属性及功能完美
协调驾驭，互生而形动，最终化生为
传承与发展的深厚内力。

时序迁流，终是为了传承。为
了将剪纸艺术发扬光大，段建珺的
剪纸及其传承始终坚守民间剪纸
的本原和根脉，即一手坚守传统，
一手实践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
草原大写意剪纸文化形态。只见
执剪时心手合一，手剪合一，剪子
上下翻飞、左右舞动，准确恰切。
又时快时慢，才情丰沛，技法纯熟，
灵活多变，加之在地域性民间剪纸
传承发展上守根固本、勤奋有加，
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传承和发
展之道。

披览全书，厚重的历史感、文化
观，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别具一格的剪
纸人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段建珺剪纸当代传承、发展和创新的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双脚牢牢踩在田
野里，融古通今，才能老干发新花，延
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执剪而舞 弄纸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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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兴安盟乌兰毛都大草原夏日的兴安盟乌兰毛都大草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文清

夏日，阳光正好，绿荫渐
浓。我总是喜欢在闲暇之余，
翻开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找
寻古人笔下的夏天，品味不一
样的夏日情韵。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
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的
《小池》中，那泉眼悄然无声，仿
佛不舍涓涓细流，树荫倒映水
面，喜爱晴天里柔和的风光。
小荷叶刚从水面露出尖尖的
角，调皮的蜻蜓早就轻盈地立
在了上头。这幅生动的夏日小
景，让我体味到这个时节的细
腻与灵动，温婉与柔美。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
啭弄蔷薇。尽日无人看微雨，
鸳鸯相对浴红衣。”读着杜牧的
《齐安郡后池绝句》，仿佛能看
见铺满浮萍的碧绿池塘上，菱
叶摇曳生姿。黄莺在蔷薇花丛
中婉转啼鸣，细雨霏霏中，一对
鸳鸯正在水面快乐地洗浴嬉
戏。原来，生机勃勃的夏天，也
藏着几分慵懒与惬意。

午后，常常让人觉得困倦
难耐，昏昏欲睡，此刻读一读高
骈的《山亭夏日》，顿感神清气
爽。“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
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
满架蔷薇一院香。”夏日的白昼
漫长，绿树的树荫浓郁，楼台的
倒影映入了池塘。微风吹拂，
水晶帘子轻轻飘动，满架的蔷
薇散发出阵阵幽香，飘满整个
院子。这样的夏日，难掩诗情
画意。

韦应物《夏花明》里的景色
最是令人着迷，“夏条绿已密，
朱萼缀明鲜。炎炎日正午，灼
灼火俱燃。翻风适自乱，照水
复成妍……”此时的树木枝条
已经十分浓密，绿意盎然，朱红
的花朵点缀在上面，显得鲜艳
夺目。在炎炎烈日下，这些花
儿仿佛像火一样在燃烧。一阵
风吹来，花叶翻卷凌乱，映照在
水面上，十分鲜艳，将热烈与灿
烂跃然于纸上。

诗中的夏天又不总是炎热
的，它也有清新的一面。“风蒲
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
香。”李重元的《忆王孙·夏词》
就捕捉到了夏天雨后的清新。
风吹动蒲草，猎猎作响，小池塘
边，雨后的荷花散发出满院的
芳香，这味道清新又迷人。

夏天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李白笔下的“镜湖三百里，菡萏
发荷花”，以及杨万里笔下的名
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只是寥寥数语，便勾
勒荷花绽放的微距之景：连绵
的荷叶，仿佛与天相接，碧绿无
边，荷花在骄阳的映照下格外
红艳，令我惊叹于那壮阔又清
雅的美丽胜景。

夏天的雨，也是别有一番
韵味。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
望湖楼醉书》中写道：“黑云翻
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
如天。”突如其来的夏雨，如同
跳动的珠子，带着几分狂野，又
在瞬间消散，留下水天一色的
美景。字句间的夏雨带着调
皮，灵动洒脱。

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
沙道中》，让我觉得夏天的夜晚
更是韵味十足：“明月别枝惊
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
亮的月光惊起了树枝上的喜
鹊，清爽的夜风中传来了蝉鸣
的声音。稻花的香气四处弥
散，人们欢欣地谈论着丰收的
年景。此时，耳边传来阵阵青
蛙的叫声，仿佛它们也在为人
间的硕果累累而放声歌唱。

诗中自有夏意深，轻吟浅
诵中，古朴的调调早已超脱世
俗，自然且清新。

◎北疆图卷

◎书香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