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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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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耕雨读，得闲饮茶》：

清风勾勒的生活意趣
■ 甘武进

《晴耕雨读，得闲饮茶》
作者：季羡林等
版本：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时间：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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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东坡书院史话》
作者：韩国强 韩江波
韩绍聪
版本：南方出版社
时间：2024年12月

《儿童教育心理学》以阿
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理论
为基础，以经过实践检验的
教育方法为指导，从人格统
一性、自卑感、卓越感、社会
情感、学校教育、家庭氛围等
几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出
发，旨在破解儿童的心理行
为密码，揭开儿童口吃、说
谎、打架、孤僻、懒惰、尿床、
暴躁等问题行为的根源，传
授父母和教师高效简单的养
育技巧，培养儿童拥有自信、
独立、勇敢、坚韧、合作等健
全的人格。

父母和教师在面对儿童
时，要跳脱出固化的传统思
维来反思自己的育儿理念，
学会从孩子的角度来理解问
题、看待世界。在教育过程
中，父母和教师既要有温和
的态度，又要坚定自己的立
场，确保儿童在家里和学校
都不会丧失勇气。

《重构契丹早期史》于
2024年2月出版，至今已三次
印刷，豆瓣评分9.5，是难得的
学术、市场两方面都受到广泛
好评的著作。本书意在通过
对契丹早期史料的检讨、批
判，从微观（史实考证）、中观
（研究方法）、宏观（总体认识）
三个层次，对契丹早期史料加
以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和出
发点，深入契丹/辽本身。全
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文本批
判，下篇为史实重建，结语部
分则以契丹早期史为例，论述
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典型意
义。本书不仅限于契丹史，对
于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亦有
显著的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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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东坡书院史话》：

半部宋史 三代传承
■ 李公羽

本书从现代哲学与传统
哲学的关系出发，讨论当今
哲学涉及的一些重要而基本
的问题。本书是作者多年思
考的成果，旨在通过对于一
些重要哲学概念和问题的探
究，考察现代哲学与传统哲
学的关系，试图得出不同于
以往的结论，为重估传统哲
学和现代哲学的价值、重新
理解其相互关系提供新的视
角；进而对当代哲学的重要
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
了一些新的结论，具有原创
性。以期通过本书的出版开
拓读者的视野，对于理解哲
学的基本和重要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

（杨道 辑）

儋州东坡书院，近两年伴随海南省高强度高
规格推动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而格外引人注
目。不仅因为东坡书院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作为承载千年文化底蕴的真情实景，更是
处处彰显着东坡先生不老的情怀与思想，在全面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之中，势所必然。

今之东坡书院，古之载酒堂。元天历二年
（1329年），载酒堂问世290周年，时任昌化军宜
伦县（今儋州区域）主簿徐智，撰写《载酒堂记》。
他对苏文忠公“海南万里真吾乡”诗句之情怀，十
分感动，高度赞赏。徐智叙述：“有士民黎、许二
氏者，日相亲炙，载酒过从，问奇请益。当是时，
人皆化之，文学至今而盛。郡守张使君犹加礼
敬，去城二三里许，为公筑堂涧上，以为往来游息
之所。公喜而名之曰‘载酒’，时复觞咏其间。”载
酒堂的后世名望，徐智也作了描绘：“公在儋……
被召迁京之后，凡名公谪官于兹者，莫不载酒斯
堂赋诗为故事。”东坡居儋期间，后世名公谪官
至儋，无不载酒斯堂，因而此堂千年不朽。

我们需要一部系统梳理介绍东坡书院前世
今生，全面阐释载酒斯堂文风而盛的权威读本。

今日儋州市中和镇，是宋时昌化军治、宜伦
县治所在，载酒堂以及东坡先生“买地筑室”建成
的桄榔庵，亦在此地。生长于斯的文化学者韩国
强先生祖居于此。换言之，韩国强先生是东坡先
生的隔代邻居。这种“由始以来”的东坡情怀，这
种自幼熏染的文化根脉，绝非一朝一夕、一时一
事的爱好者所可效仿或比拟的。

已逾八旬的苏学专家韩国强老先生，曾任中
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现为海南省苏学研究会顾问。著名
苏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称他为“一
位追踪东坡遗迹不遗余力的景仰者”。他近年不
断推出东坡文化研究的新书、新论。关于东坡居
儋诗文的版本考证，关于东坡居儋人文故事的汇
集整理，关于历代名臣士人景苏史料的甄别阐
释，特别是关于《东坡笠屐图》的源流剖析等等，
都有他独到而精湛的研究成果，著称于世。在数
十年的研究与著述过程中，他的儿子韩江波作为
助手，耳濡目染，也从一名具有朴素热情的苏粉，
成长为东坡文化的传承人、研究者，并且当选为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韩江波的儿子韩绍聪，

作为一名金融专业工作者，业余时间也十分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热爱东坡文化学习与研
究，近日加入海南省苏学研究会。2024年末，祖
孙三代共撰《儋州东坡书院史话》（简称《史话》），
向世人全面揭示了儋州东坡书院的前世今生。

在《史话》中，作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有章有节，条分缕析，文献齐备，
诠释详尽，大可各取所需、一目了然。而且，海南
省苏学研究会创会会长、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阮忠
先生为《史话》作序，对祖孙三代编撰《史话》给予
很高的评价。

儋州东坡书院有“天南名胜”之美誉。明万
历六年（1578）任琼州知府的唐可封在《重修载
酒堂记》中高度赞誉：“今去公无虑数百年，望公
祠而仰止者，如出一日。堂因公而不朽，儋因堂
而增重。”数百年望公祠仰止如一日，数十年敬苏
仰苏写苏如一日，这正是苏公为世人敬仰而千年
不老的例证，也是韩老家中“仰苏书屋”以及三代
传承仰苏不止的历史见证。苏学研究笔耕不辍
的韩老，由此从“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的挚爱
与付出，发展成为“一家人、一辈子、一件事”的坚
守与笃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东坡文化
的弘扬，由此凝结成为祖孙三代朴素、热烈而执
着的信仰与传承。

明代海南临高籍名贤王佐在《重建载酒堂
记》中感叹：“由是观之，斯堂一区，阔不盈亩，而
可以该夫半部《宋史》也。”而今，以载酒堂为核心
区域的东坡书院，已由当年“阔不盈亩”，增至百
亩之广，“半部宋史”却依旧璀璨于世。

明代琼山籍进士唐胄在《修建儋州儒学记》
中回顾苏公功业，历数琼士儋人，盛赞他们的品
行德化：“知重六经之教，得身心伦理之大，不为
章句利禄之媒，则学而为贤为圣，仕而尧舜其君
其民。”也只有如此，才不是空自喜庆“琼之有士
始乎儋，琼之士亦莫盛儋”。

这正是载酒堂在琼、在儋的深层意义，是琼
士、儋士传承东坡功业的目的所在。由是，东坡
书院升华为士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地，成为民众歌
颂向往的精神家园。而将这“半部宋史”、千年演
进，通过祖孙三代之笔，梳理作文，汇集阐释，记
为史话，再现今人面前，正是“身心伦理”之大事，
是“学而为贤为圣”的高尚行动。

翻开这本《晴耕雨读，得闲饮茶》，常常被各
种琐事缠绕、内心充满焦虑与疲惫的我，好像走
进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那些文字如一缕清
风，吹散心头的尘埃，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晴耕雨读，得闲饮茶》是季羡林、汪曾祺、丰
子恺等华语文坛8位文学大家的生活美学之书。
收录了《泡茶馆》《人间草木》等40余篇散文经典
作品，书写俗世烟火里的温暖和恬静，如水一样的
文字写尽生活妙趣，呈现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
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活出内
心的安宁与自在。生活，是很美好的，人，是很诗
意的，如果你很累了，不妨坐下来，喝一杯茶，读读
这本书，不慌不忙，不宠无惊，过一生。

“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
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
过不少茶……”梁实秋的《喝茶》一文，初读淡雅清
新，再品意蕴悠长，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过往喝茶时
光的眷恋，无论与友人共品，还是独饮的闲情逸
致，皆在茶烟袅袅中化作生活的温暖片段。汪曾
祺的《泡茶馆》，市井烟火中的诗意人生。在乱世
中，茶馆成为心灵的栖息之所，汪曾祺透过茶馆这
一窗口，展现出人们在艰难岁月里的坚韧与乐观，
挖掘平凡生活背后的文化底蕴和人情温暖。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

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
中说，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
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
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
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他
运用丰富的意象，如“寒村”“微雨”“乌篷船”等，
勾勒出江南冬景独特的风情画，洋溢着对生活的
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毫无雕琢之感，却能精准
地触动读者内心对温暖、闲适生活的向往。

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
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
样的花，有这样的香，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慰
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在
《马缨花》中，季羡林于质朴文字间流淌着对生
活、自然及生命韧性的深刻感悟。马缨花在“黄
昏”“阴森凄苦”的院子里，被黑暗笼罩，默默生
长。随着作者心境变化，马缨花在月光下展现出
别样风姿，“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鲜艳热烈，成
为黑暗中闪耀的希望之光。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在《无
事可静坐》中汪曾祺说：“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
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
是合乎人道的。”他勾勒出一种超脱尘俗、安闲自
在的生活意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