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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细节点亮心中法治之光

精品图书推荐

人间烟火里的乡情
——品读老舍散文精选《就爱这人间烟火》

当诗画遇见儿童美育

勇敢地走下去
□潘洪根

《满目星辰》是陆梅写的一本随笔集。
读着读着，我就被书中生动的故事深深地

感动了，深刻地认识到不论做什么事，没有艰苦
的付出，就不会有满意的收获。记得文中是这
样写张洁的：“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张洁的生活
忙碌而清贫。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还要给工
厂缝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补偿工资收入的
不足。她只有一间屋子。业余时间写作，为不
影响母亲、女儿休息，她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
在洗衣服或是上班的路上构思。”又云：“第一篇
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写得很苦，前前后后
改了五遍。投稿给《人民文学》，被退了稿。又
投《北京文学》，意外得到一位女编辑的关注，一
字未动发了头条，引起社会关注。1978年获首
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又云：“命运的灰狗不
停地追咬：离婚，猫死，母亲去世，生病。唯一的
女儿远飞美国……”又云：“当然，当然，生活的
磨难远不止这些，但这些已足够打击一个人。
这个人，一旦视写作为生命、为一生的选择，那
么她的痛苦，何尝不是她的财富？”我想不管做
什么事，只要有一颗坚持的心，勇敢地走下去，
总有一天会看到黎明的曙光。

写王安忆时，作者引用了王安忆自己的话：
“我喜欢用手写，写在练习簿上，我不用电脑。
我用的都是常用字，上过初中的人就可以阅
读。一般在家，我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我写东
西是细水长流，天天写。如果一天写一千字，日
积月累就很可观了。”说得真好，一个喜欢写作
的人，不管生活有多么忙碌，只要每天有一两个
小时用来写作也就足够了，贵在坚持。

说到莫言，是这样写的：“没学上的日子，莫
言迷上阅读。高密东北乡十几个村，谁家有什
么样的书，莫言一清二楚。为读到这些书，他经
常给有书的人家干活。”莫言只有小学文化，却
通过大量的阅读，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所以，写作不仅要努力地刻苦地写，还要有大量
的阅读，还要有生活的磨练，还要学会思考生活
思考人生，这样才会写出有意义的作品来，读者
才会从心里喜欢这些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写潘向黎时也很有趣，没有把她写成一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写她午休时会和同事打
牌，会和同事聊天喝咖啡等。其实一个作家就
应该投入生活，生活越丰富越有写作的素材，没
有生活写出来的文字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无法
感染读者的。在做人上，我很欣赏潘向黎的为
人，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女孩子们看看：“带着
钱包去约会。你知道，我一向是要求男士有绅
士风度的。但是，绅士风度不等于是付账单的
机器。一个男孩子如果除了积极‘埋单’以外毫
无可取之处，女孩子还和他来往，不是无聊就是
存心利用别人。你不会把绅士风度降低到这个
层次吧……”

书中还写了好多名家，有的事情我还是第
一次听说过，很有意思。有的故事，让我认识到
要成为一个作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付出
常人几十倍的努力和辛苦，静静地守着一份寂
寞，才有可能取得一点成绩。我想，不管做什
么，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也坚持了，那么成功
不成功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能从中获得一
份写作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放下名利，只为
写作，也许从中会得到更多的欢乐和收获。

□李钊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
真正的人》中谈到，没有美的教育，就不可能
有完整的教育。作为父母，引导和陪伴孩子
在儿童时期进行美育这场最重要、最基础的
人生观教育，引导和帮助孩子种下一颗从接
近美到理解美进而创造美的种子，拥有一个
美善兼具的健康心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诗画融通的美育
之道》是著名美学史学者、云南大学博士生导
师王新为女儿所写的书，也是送给所有人的
一份美育礼物。书中既有教育理论的创新和
高度，又有教育实践的力度和温度，丰富的案
例贴近儿童的审美，极富思维性的解读，跨越
年龄阶层。作者从视角、创作、想象力、跨界、
传统、酝酿、自觉等七个方面，引导我们重温
诗画艺术的融通之妙，帮助孩子从小涵育健
康、完整、和谐的人格，让人生拥有锐敏的感
觉、滋润的情感、清明的思致、生动的创造和
斑斓的底色。

“美育源于父母自我修养。”王新教授是

一位从事艺术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个孩
子的父亲。关于诗画的融通与互渗，他早年
便出版过学术专著《诗、画、乐的融通——多
维视阈下的艺术研究》，从中国传统诗画的意
象到东西方艺术批评中的图文关系，他的研
究酌古参今、融通中外，点透了诗画互文背后
的“秘密”。女儿出生后，他发现尽管社会上
的儿童才艺培训形形色色，但与贴合儿童本
真的美育天壤悬殊，便将目光转向美学的感
性素养教育研究中，逐渐在学理层面寻找到
融会贯通的美育之道。他从“锐敏的感觉”出
发，从孩子视觉、触觉、味觉、听觉、肤觉等八
个方面，感知书画中的细节，勾连起艺术的感
性世界和日常生活，由此而来的，是情感、思
致、创造和生命底色接续而至，层层铺衍，构
筑起诗画融通、五位一体“金字塔”结构、知行
合一的教育体系，成就了这本有个人体温与
智慧光泽的美育之书。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和画虽然
形式不同，但在王新教授看来，拥有共同的美
学追求的诗词与书画，是实施儿童美育最好
的载体。如王新教授所说，诗画融通并不是

简单的诗画搭配，而是内在的学理契通。如唐
代李贺所作的《马诗二十三首·其四》和南宋龚
开所绘《骏骨图》，一诗一画虽相隔数百年，但
两匹骏马的瘦骨里都有金属质的深沉回响，寄
托着诗人的志向，寄寓着画家忠于故国、生死
与共的气节；孟郊《游子吟》道出了母亲无时
无刻无所不在对儿子的牵挂和隐忧，也写出
了儿子对母亲的深情，而在意大利画家拉斐
尔的《椅中圣母》里，圣母紧紧抱着耶稣，庇护
着自己的孩子，只有望向画外的目光中，流露
出对孩子未来命运的隐忧。书画本同源，艺
术无界限，温庭筠的词作《望江南·梳洗罢》、
莫奈的油画《睡莲》、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祭侄
文稿》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存在隐秘的内在联
系，当艺术家的情绪被调动，情感被点燃，创
造力被激发，艺术创造过程很有可能会带出
完全无法预料的全新要素和全新境界。

这是一个博导父亲的美育实践课程，没
有晦涩难懂的语言，只有心与心相连的生活
化交流，优美的文字里隐含的美育营养，可以
让孩子在成长中慢慢回味，让成人深度感受
到美的力量，一起去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

□刘英团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汪曾祺
说过，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人间烟火，
是街头拐角处的早点铺，是山坳里飘荡着的
炊烟，是都市的小吃一条街，是红泥火炉里的
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是四月天
的美景和你我之间的温度，看似平淡，却是最
爱。就爱这人间烟火，“人间烟火好闻又令人
流泪。”重读老舍，重读老舍散文精选，不只是
在阅读经典，而是从《就爱这人间烟火》里品
味生活的诗意与温情。

“生活是一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
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
里。”老舍的文字，充满了诗意。“到了济南”，
温情地描绘了“济南的秋天”和“济南的冬
天”，景与情的融合，“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
了”。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加上济南的秋
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
了。”老舍赞叹：“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
独有的。”“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济南我是
去过的，冬天不是很阴冷，因为“济南的冬天
是没有风声的”，少了北方的寒风瑟瑟，充满
着生命的力量，“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
天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
唤醒。”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种济南。在济南
生活了四年多，老舍没少写济南，像《济南的
秋天》《济南的冬天》《吊济南》《大明湖之春》
《趵突泉的欣赏》《春风》等。在《就爱这人间
烟火》中，老舍还《想北平》，也“去过一些地

方”，惟有“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深深
地印划在心中”（老舍《吊济南》）。济南的山
与水融入老舍的血液里、文字里，寥寥几笔，
济南的格调与意境就跃然纸上，就像唐代的
名手画的小水墨，四季都是流淌的风景，美到
骨子里。就算在冬季，也能使人收获一份心
灵的平静与温暖。

每天都是忙碌的，生活就是充实的。忙
碌的暑假，充满着“流水账式”的风趣和幽
默。在《夏之一周间》中，老舍一边感叹暑假

“偌大的自由”，终于“不做铜铃的奴隶”，一边
感慨“寒暑假”的“假”字“和自己老不发生关
系”——“整理已讲过的讲义，预备下学期的
新教材。”“还要写小说呢。”所以，虽“闹钟的
铃自一放学就停止了工作，可是没在六点后
起来过，小说的人物总是在天亮左右便在脑
中开了战事……”“自六点至九点，也许写成
五百字，也许写成三千字……”“九点以后，写
信——写信！老得写信！”然后“浇浇院中的
花草，和小猫在地上滚一回，然后读欧·亨
利。”“这一闹哄就快十二点了。吃午饭，也许
只是闻一闻；饭后，睡大觉。”“醒了，该弄讲义
了……六点，又该吃饭了。”饭后，遛弯挺背，

“洗个澡，在院中坐一会儿。”“九点钟前后就
去睡……”

世间幸亏有过老舍，文学和戏剧才有了
别样的“乡愁”，我们得以获得一处身心安顿
之所。老舍先生是一个温和博爱的人，世间
万物都愿意亲近他。院子里来的一只小麻
雀，他一眼就看清了小麻雀可怜的样子：“它
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

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
来。”想凑近它，它那“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
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这使得老舍先
生“很难过”：“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
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
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
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
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
对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文如其人，老
舍先生的散文作品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艺术
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他对世间万物充满
善意，就在于他的文章有着对现实的思考和
表达。

正如老舍之子舒乙所言，“生活中的父
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
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
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
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
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
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
有情趣，爱生活。”《就爱这人间烟火》辑选了
61篇散文，基本涵盖了老舍的经典散文作
品。“去过一些地方”，犹如怡人陶醉的画与
诗，抒发着老舍先生对济南、青岛和北平爱
的深沉；“生活是种律动”蕴含着丰富的人生
哲理，充盈着仁和淳善的情与趣；“天生的幽
默家”饱含着诚与真，“再加上温和的性情，
便形成独特的风致。（吴永福《漫谈老舍的散
文》）”“因为她，那么看过我”感情真挚，饱含
着老舍先生对师友、母亲的深切怀念。读
之，亲切感人。

□刘洋

法律条文时常以宏大叙事和宏观制度来
彰显规则之威，但细细观之，其诸多蕴含着正
义之魂、人性之美、道德之善的法治细节，体
现着法治之暖。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获奖
图书《法治的细节》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
最新出版的一部法学随笔集，他从微小却又
打动人心的细节出发，通过对张扣扣、张玉环
案等热点案件的剖析，对辛普森案、电车难题
等的法理分析，以幽默风趣、深入犀利的叙述
风格，解读微观事件背后的宏大与宏观，使有
专业门槛的刑法学知识不再神秘高深，即便

“法律圈”外的普通人都能收获颇丰。
对于法律人而言，舆论高度关注的热点

案件，正是普及法治意识、法治文明的良
机。当然，作为一名刑法学教授，罗翔可以
从人类法治理想追求和实现等大道理入手，
但他深知细节的力量，在对热点案件的解读
中，不断在法理和现实中找寻平衡点，洞见
法治的细节，而这一找寻的过程，本身就体
现出了法治中的细节。“法律之内，应有天理

人情在”，罗翔在解读“张扣扣故意杀人案”
中出现的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冲突时，说

“当一个人是否应该接受法律惩罚的时候，
不能仅仅根据道德来定性，而要根据法律规
定来决定。但是，法律又不能与道德严重抵
触”，并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对他人进行道德
论断”。罗翔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规定告诉大
家，围观者构成共同犯罪，但执法部门应当
避免淫秽物品打击对隐私权的过度侵扰。
辛普森案、张玉环案引发他对程序正义和实
体正义的思考，他承认法律是有缺陷的，人
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只能通过既定的程序
去追求有限的正义，如果无视程序规则追求
实体正义，“那么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
正义，但潘多拉的魔盒却也由此打开了，使
得每一个无辜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刑罚惩罚
的对象”。可以看到，在他的文章中，除了

“硬核”的普法以外，更有着严肃的、混杂着
哲学和人性思考的法治理念。

罗翔被网友形容为“讲刑法最好的哲学
老师”。与其他通常停留在刑法本身的老师
不同，他擅长引申到哲学的层面，串起苏格拉

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理念，剖析自己的人生
经历，引发形而上的思考。书的后两章主要
收集他的阅读和思考、求学经历，以及爆红后
的心路历程，袒露其心境的变化与成熟。他
希望每一个法学学子不要陷入法律技术主
义，不要带着法律人的傲慢，否则“法律学多
了，人就慢慢丧失人性了”。他从自己大学时
帮助求助者、第一次感受到法律可以影响到
他人一生等经历，意识到应该让知识从书本
走向现实，让法律不再停留于抽象的逻辑，而
是成为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而他时常反思
自己不够勇敢、自恋和偏见的态度，以及言谈
中藏不住的法治信仰和人性温暖，让无数对
法律知识不太了解的人看到法治的光芒。

“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
的雕琢。”一则法条的完善，一种理念的进
步，一份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这些小小的

“细节”在持续推动法治不断进步。而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法治世界的渺小“细节”，我
们散发着一缕缕微光，播撒着一粒粒种子。
聚沙成塔，微光齐明，终会点亮法治之光，照
亮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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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明峰）近日，响水县政协原主席、
市逻辑学会会长裴彦贵新著《自珍集：关于基层
治理的观察与思考》，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正
式出版发行。

据悉，该书由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上
将撰写序言，中国书法院院长管峻题写书名。
裴彦贵先后在响水县机关及乡镇任职多年，他
结合工作实际，且行且思，对基层治理问题长期
观察与思考，撰写了大量接地气、带温度、有见
地的理论调研文章。该书收录的103篇文章，
写作时间跨度超过30年，大多数已公开发表。
该书近36万字，由调研篇、宣传篇、文化篇、人
大篇、政协篇、序跋篇、附录篇等7个部分组成，
均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客观地记录了改革开
放给基层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基层在经济、政
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该书对
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
定的启迪和参考意义。

裴彦贵新著《自珍集》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