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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不归鸿：苏轼传》是
“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文史
学者方志远书写的苏轼传
记。全书轻快简明地讲述了
苏轼的一生经历，以苏轼成长
时间线为经，以其在不同时期
展现的才华以及仕宦经历中
体现出的精神内核为纬，立体
勾勒“千古一人苏东坡”。全
书串联起苏轼在诗词文、书
画、美食、养生诸方面的才能，
体现其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
抱负，以及作为普通人，在爱
情、友情、亲情等方面的朴素
情感。重点刻画苏轼在面对
仕宦沉浮时由彷徨恐惧到豁
然旷达的心路历程，还你一个
有血有肉的一代文宗。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范大
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
问。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
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代城
市与市民文学》等。

《河山传》是贾平凹出版
的第 20 部长篇小说。《河山
传》时间跨度为 1978 年到
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
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历
程，和罗山等企业家起落的
经历。

洗河从秦岭下的农村到
西安谋生，结识企业家罗山，
当了罗山马仔。罗山与同是
企业家的好友兰久奎一起在
秦岭脚下建别墅三栋，派洗
河去做保安。别墅是他们忙
碌工作之外的栖息之地，同
时也是他们社交的场所……
贾平凹以两个代表群体的命
运来书写国家四十多年的发
展历程，生动描绘出大时代
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黎族研究与黎学学
科建设概论》
作者：刘冬梅
版本：南方出版社
时间：2023年10月

《黎族研究与黎学学科建设概论》：

黎学学科建设研究的新视野
■ 王献军

《此心安处是吾乡——韩柳欧苏的人生格局》：

体味唐宋大家的心灵格局
■ 岳磊

《此心安处是吾乡
——韩柳欧苏的人
生格局》
作者：阮忠
版本：海南出版社
时间：2020年11月

唐代书画家兼鉴赏家张彦
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是一
部比较完备研究画史的论著，
具有贯通古今的绘画通史性
质，同时也阐发作者的观点和
褒贬意见，具有史学家客观公
正的学术意识，被后世学者称
为“画史之有是书，犹之正史之
有《史记》”。

纵观全书，《历代名画记》
几乎涵盖了古代绘画艺术在当
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叙源流、
论技法、谈师承关系的渊源、书
画收藏装裱的知识、记录各地
寺观壁画、著录历代的珍图秘
画等等，还有采用夹叙夹议的
评论方式介绍各时期画家的经
历、风格及其作品，既有引用前
人评论，又融合个人独到的见
解，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更加丰
富、立体的艺术发展图景。

（杨道 辑）

阮忠的《此心安处是吾乡——韩柳欧苏的人
生格局》（以下简称《格局》）是海南出版社国学经
典文库《博约文丛》首批精品图书之一。作者融合
自身体悟解读韩柳欧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
轼）的人生格局与散文世界，读来犹如面谈，可亲
可感，雅俗共赏，令人受益良多。

韩柳欧苏四人都有“一代文宗”的美誉，他们
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巨匠，风骨格局与人格更
是其流传千古的魅力之所在。《格局》分析比较韩
柳欧苏之“道”，从韩柳欧苏的人生格局这个角度
来解读，真正把握住了诗文解读的核心点。《格局》
从贬谪经历、贬地作为、社会情怀、文学映射、诗朋
文侣、嫂母家教及临死时光七个方面，勾勒了韩柳
欧苏不凡的人生。并说他们是“四面人生的旗
帜”。因为他们“无一不是正直面对人生，面对权
势，没有谁去弄权；面对社会问题，没有谁不坦诚
放言。”（《引言》）这是为各自的良善和胸怀所致，

“面对大是大非都没有选择趋利避害，而是顺应自
己的性情和主张，勇敢面对，并没有在意勇敢之后
可能产生的结果。”（《引言》）如韩愈《论佛骨表》、
欧阳修《朋党论》等。人生自成境界，其文自成世
界，《格局》可谓是深得其中三昧。

《格局》的时间节点叙述清晰，看似简单的叙
述当中暗含着考证研究，如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803年），36岁的韩愈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
贬官；贞元十一年，一个多月内给当朝宰相赵憬、
贾耽等连写了三封信；韩愈第二次大的遭贬是在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离他第一次被贬阳山
过了16年。这时韩愈52岁了，不再年轻，这16年
中，唐德宗李适驾崩，太子李诵继位，号唐顺宗。
唐顺宗身体不好，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即位，8月
就被迫让位给太子李纯，也就是唐宪宗。从这里
可以看出，资料查找与考证研究，是该书顺利写就
的保障。

本书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文中所
展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与温度。在现代社会，生活
节奏很快，一些研究变得缺乏温度，不能更好更容

易地为初学者所接受。《格局》后记说到本书的写
作初衷，希望不要写成一部冷冰冰的纯学术著作，
而是要让这本书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相对于遥
不可及的高深的纯学术著作，通俗一些的文字更
容易让更多的人喜欢与接受。因此着眼于韩柳欧
苏的人生格局，把四人类似的生活放在一起叙说，
使他们彼此有客观的参照，让读者很自然地看到
他们生活与性情的同异，无形中会增加本书的趣
味感，给人的感悟也更富层次。不一样的角度，给
本书的写作带来不一样的感动，让我们在看似简
单的叙述当中了解了更多关于韩柳欧苏的人生与
心灵世界，从而有更多的新的认知，使本书有了育
人与教化的意义。

相对于纯学术著作，《格局》文字通俗，可触可
感，就像是在读一个个故事。随着作者娴熟流畅
的叙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感受韩柳欧苏的文学成
就、人生格局与人格魅力。恰如他在面前温声讲
述一般，读之不觉疲倦，反而会于不经意间沉醉其
中。阮忠是温厚的长者，在讲解课文之时，他常常
不忘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体会，
不怒自威又温厚可亲。就如韩柳欧苏一样，无论
到哪里，都会给身边的人和事物带来影响，使人不
自觉间想去靠近。

解读韩柳欧苏是心灵层面的交流，能进入韩
柳欧苏心灵世界是一层，能表达自己与韩柳欧苏
的心灵的碰撞与交流又是一层，能把自己与韩柳
欧苏的心灵碰撞与交流，表达得更易于为广大读
者与初学者接受，又是一层，殊为不易。没有一定
的人生与审美境界，很难体味那些诗文的精妙之
处。这也是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研究视角的价值
所在。阮忠能透视韩柳欧苏的心灵世界与他深厚
的学养有很大的关系。他对庄子、汉赋、中古诗
人、唐宋诗歌、宋词等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自己说
读书写作是养老方式，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
《格局》就是他退休后出版的书，让我们看到了韩
柳欧苏的人生格局，从而对现实人生有新的感
悟。

对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一直为海南
大多数学者所忽视，近日出版的《黎族研究与黎学
学科建设概论》（南方出版社2023年10月）一书，
在对海南黎族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的基础上，
对黎族研究的发端，对黎学的概念及其形成，对海
南黎学学科的建设现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对黎
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己之见，以期黎学学
科能发展成为海南的特色学科。

该书梳理了中国古代及民国时期有关海南黎族
的资料记载，对黎族研究也进行了溯流。所提出的
黎族研究的雏形期、黎族研究的发轫期具有创新性。

该书认为，关于黎族的诗与文，从明朝开始，
在数量上开始增多。比如明朝的王佐，著作丰富，
他吟咏山林泉石，描绘涉及黎族的地方风物人情，
论述海南岛的风土历史、人物政事，见解精辟。到
了清朝，不少关于黎族的文章已很有些研究的意
味。总之，从明清时期，从资料角度及问题角度对
黎族进行的了解与研究开始了。

对于黎族研究的发轫，该书认为，“民国时期
真正开启了从学术角度对黎族进行的研究。”到
1928年前后，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倡导下成立的
民族学专业机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民族学组，标志着国内民族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同
时也酝酿、带动了“黎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但
是因为研究力量的薄弱和研究成果的不足，“黎
学”这一名称出现得很晚。

该书对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黎族研
究综述后，对今后黎族研究的目标与方向进行了展望。

一直以来，对黎学概念及其形成，对黎学学科
建设与发展进行概括性论述的研究著述几乎空

白，有所涉及的著述亦屈指可数，多是以此为主题
的相关会议、论坛与规划。需要一提的是，《黎学
研究备览》（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本难得
的目录索引类工具书，对黎学概念有所涉及。那
什么是“黎学”？如《黎学研究备览》中所言，“就是
研究黎族的学问，黎学以全部的黎族问题为研究对
象，其研究范围包括黎族的起源与历史演变、传统
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风俗、社会组织、婚姻
家庭、宗教信仰、民间文学、科学技术等，涉及人类
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
学、宗教学、艺术学、建筑学、医药学等多种学科，是
一个跨学科的体系，是一个学科群，大体上可以归
属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与民族学最为接近，又
包含有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黎族
研究与黎学学科建设概论》一书在论述黎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对所采纳
的“黎学”概念从现实条件和继往开来的传承方式
等多方面进行了再论证，使该研究更具切。

作为学术观念形态的“黎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征，并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积淀
与发展，是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黎学的
发展尚属滞后，“黎学”本身的学科体系建设急需构
建。该书以黎族研究、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为研究
目的，并把对黎学研究的综述与黎学学科建设联系
起来，有一定的开创性，并为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供了支持，为促进海南文化
繁荣提供了条件，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总之，该书寻究了黎族研究与黎学学科建设的起
始演变并提出了建议，作为海南黎学学科建设研究的
新成果，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也提供了不少新观点。

译
注
：
尚
莲
霞
、尚
荣

版
本
：
中
华
书
局

时
间
：2023

年12

月

作
者
：
贾
平
凹

版
本
：
作
家
出
版
社

时
间
：2023

年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