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院温新红 校对院么辰 圆园10年 8月 19日 星期四
Tel:010-82619191转 8232 E-mail:dszk317@sohu.com

月猿社科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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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涛

对于世界上许多想去又未
去的地区，阅读旅游读物不失
为“望梅止渴”的捷径吧———当
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

如今，市面上林林总总的
旅游读物也是千差万别的，其
中很多是翻译的境外旅游指
南，其共同点是印刷精美、图片
漂亮，景点介绍简捷而且到位，
有精确的地图和对背包族特别
需要的交通、食宿、银行、通讯
等方面的资料，这是属于实用
性很强的旅游向导类的读物。
这类旅游读物已经和世界旅游
市场紧密结合起来，编辑方法
已经程式化，大同小异。
另一类旅游读物，我比较

喜欢的，则是属于旅游文学或
散文随笔一类的作品。在世界
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作家留
下了这方面的经典佳作，例如
德国大文豪海涅的《哈尔茨山
游记》、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

果的《法国和比利时游记》，美
国 19世纪的文学大家欧文·华
盛顿的《庄园见闻录》、《英伦见
闻录》以及描写伊斯兰摩尔人在
西班牙格拉纳达兴建的辉煌宫
殿———《阿尔罕伯拉》，类似的作
品可以开出长长的书目。非常可
喜的是，自从中国打开国门、开
放海禁以来，许多爱好旅游探险
寻幽访胜的年轻人，利用留学访
问的机会，或者干脆作为背包
客，深入到异国他乡，也陆续以
鲜活的文字、真切的感受、独特
的视角，为旅游文学增添了不少
可圈可点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
品。当然，恕我直言，在当前旅游
文学炒得很热、这类图书大量出
版时，也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
是题材重复，缺乏新意的同类图
书竞相出版；另一个通病是缺少
个性，内容抄来抄去，有掉书袋
之嫌。一些旅游文学作品涉及某
地历史沿革、兴衰存废、古代人
物及建筑物特征，往往言必据书
史，断章破句，以示渊博。明眼人
一看即知这些陈腔滥调摘自旅
游指南一类小册子，这是写文章
的大忌。
我在这里要特别推荐的几

本旅游读物，是《土耳其手绘旅
行》、《土耳其东部手绘旅行》、
《伊朗手绘旅行》、《中亚手绘旅
行（乌兹别克、吉尔吉斯）》，这几
本书均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在
2010年 5月推出的，作者是同
一个人，台湾的张佩瑜，一位喜
欢美术又热爱旅行的年轻女教
师（似乎是教地理的）。不久前我
因病住院，这几本有趣的旅游读
物陪伴我度过百无聊赖的日
子。
旅游读物，依我看来，最显

著的特色是阅读起来很轻松，
这正如旅游本身是放松身心的
休闲活动一样，旅游读物也应
该是轻松愉悦引人入胜的。张
佩瑜的几本旅游读物，可以称
得上是典型的轻松愉悦的佳
作，它们最大的特色是一改旅
游文学过去约定俗成的模式，

摒弃文字配以彩色照片的老
套，而是别开生面地发挥作者
擅长美术素描的功底，突出一
个“手绘”的特色，将行者在旅
途中所见所感的风景、人与物、
名胜与房舍、街道与商铺、贩夫
走卒与市井小民，乃至旅店饭
馆的摆设与食物、衣饰与用具
等，均用简捷的线条素描下来，
作者的美术技巧虽然谈不上是
一流的，但娴熟的功力，尤其是
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感使她的美
术作品有一种朴实而充满童稚
的感染力，这种富有童趣的插
图看似无心，对于读者来说具
有吸引眼球打动他们的魅力。
不论是小读者还是童心未泯的
老读者。
作品的文字部分也独具特

色。张佩瑜的几本旅游读物采
用日记体裁，基本上按照旅行
的日程逐日记下旅行路线、交
通工具和沿途所见所闻，包括
旅途遇到的麻烦和感动自己的
事情，以及饮食起居等琐碎的

细微末节，粗看起来颇像“流水
账”，由于写得很真实，没有虚
假和空泛的议论，使人读来特
别亲切。作者并不特别青睐知
名度很高的历史遗迹，但是对
于底层社会的风土民情特别关
注，特别是作为东方女性的背
包族，独自闯荡比较封闭的伊
斯兰教国家，她的敏锐的观察，
近距离接触伊斯兰的妇女，深
入社会底层的特殊经历，不仅
以其独特的视角给人以新奇和
感动，也有力地澄清了西方社
会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解。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张佩

瑜的几本旅游读物在编辑方面
也是颇具特色的，它们一反袭
用印刷字体的老传统，全书都
采用作者的手写日记直接制
版，所附地图也用作者手绘的
地图，真正做到“手绘”。虽然没
有印刷体那样干净、标准化，却
以“手绘”的随意和拙朴产生意
想不到的美感，这不能不佩服
出版社编辑的大胆和独到的审
美情趣。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旅游读物也能别开生面。

潘家园书 话

阴王聪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

2010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在全
国轰轰烈烈宣传世博会的时候，在
对这一口号耳熟能详的时候，在认
为城市生活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不
禁要问，对于熟悉的城市，我们究
竟了解多少？
当人们一旦习惯了某样东西，

往往就丧失了去了解和探究这样
东西的兴趣，比如说城市。城市并
不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那
么为什么会产生城市？有多少种城
市？城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好
处，哪些危机？读过郑也夫撰著的
《城市社会学》之后，我们可以了解
城市那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

这本书有三个特点是我非常
欣赏的，其一，通俗平易的语言，这
应该是郑也夫的风格之一，《信任
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也具有
同样的风格；其二，坚实的理论基
础，使这本书具有了不同于通俗图
书的深度；其三，对日常生活的关
注，体现出了学术本身道不远人的
价值。研究学问，无非就是为了更
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进
而能够解决周围的问题，这一点对
于社会科学更为重要。这三点分开
来看，都不是难点，但是能够综合
到一本书上却是非常不易，平易的
语言很难表达出深刻的理论，而深
刻的理论往往容易陷入到远离生
活的抽象世界中。做学问难，能把
学问做活，更难。

城市的产生过程

在《城市社会学》中，作者首先
介绍了城市的产生过程。作者认为
王权是城市产生的主要推力。城市
出现之始，即使从平均的水平上来
看，人类社会还不足以支撑手工业
的兴起，但是由于王权的存在，造
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这就
使得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
其他服务，从而吸引了农业之外，
其他行业的人来王权周围定居。城
镇因此出现了。这一点参照中国古
代的城市，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
城市一定是政治中心，以各级衙门
所在地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但是为
什么西方的城市看起来都是以商
业为中心呢？作者通过简明的证据
说明，在罗马帝国末期，北方蛮族
入侵之前，西方的主要城市与王权
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蛮族把
西方原有的文明洗刷殆尽之后。城
市从此衰落了。因为封建王朝的首
府都设在了乡间，不过贵族在城市
里还拥有着城堡。衰败的城市只能
由教会来守护。随着经济的好转，
商人阶级出现，并渐渐地聚集到城
市的附近。但是由于商人地位不
高，贵族们不许商人进入城市居

住。商人们只好住在城边，人慢慢
地聚集多了，人们出于安全的考
虑，在原来的城墙之外，又修建了
一道城墙，形成了外城。随着商人
的财富越来越多，贵族势力的日渐
衰败，越来越多的贵族把内城的城
堡卖给了富裕的商人，返回乡村。
这样，城市就逐渐从王族转移到商
人的手里。
城市中世俗生活的恢复，以及

管理上的真空，要求来此谋生的人
自己管理自己。商业行会中的首
领，或多或少地承担起了一部分行
政工作，富裕的商人摇身一变，成
为了城市的管理者。
在此，作者又联系中国古代社

会中的同乡会，以说明行会与同乡
会的区别，以及他们在城市中起到
的不同功能。在当时的西欧，奴隶
是不允许自由流动的，如果能够逃
亡到城市，并且 3年内不被发现，
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民的身份。因
此，逃亡的奴隶不会宣扬自己从哪
里来，以减少被抓到的几率。但是
在中国，人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一个地方的人为了减少当地人对
自己的歧视，避免不公正的待遇，
更愿意结成同乡会，为同乡的举
子、商人和其他人提供帮助。

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在本书中不仅向读者介
绍了国外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经典
理论和人物，还联系中国的现实，
介绍了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以
及与此有关的独特问题和现象。为
什么会产生户籍制度？为什么当年
的人们那么重视城市户口？
户籍制度的产生原因有很多。

在作者解释改革开放前 30年中国

城市化的问题时，对户籍制度的产
生原因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要
减少消费，首先发展重工业。由于
掌权者的目的是要工业化，要实现
强国梦。为了提高发展的速度，掌
权者首先考虑重工业，重工业是国
家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轻工业
不就更好发展了嘛。在计划经济
下，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生产和消
费，只有少消费，多积累，才能结余
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再投资。重工业
产生于城市，而城市只有保持很少
的人口，才能减少消费，户口制度
由此产生。另一种解释，在计划经
济时代，由于生产效率低，物质资
源有限，因此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
的消费要求，那就是城市人。为了
保护这部分人，只好选择户籍制。

当年的知青之所以做梦都想
回到城市，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并
不仅仅是因为对出生地的感情，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户籍
与特权和补贴挂钩。这相似的一
幕，在朝鲜还依然存在。据朝媒体
称，在不久前的世界杯上，由于球
员郑大世表现优异，朝鲜政府给了
他很多奖励，其中最具诱惑力的一
项奖励就是解决平壤户口。为什么
一个户口这么重要？因为户籍与能
享受的国家分配直接挂钩，对于朝
鲜人来说，贵比黄金。在当年的中
国，户籍制的背后，是一个票证大
系统。它通过票证来分配有限的资
源。当年，票证是有价的。为什么有
价？说明政府的收购价低了，是照
顾了城市人，剥削了农民。近些年，
政府一直号召城市反哺农村，重视
“三农”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全国更
均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农
村在国家发展之初作出的贡献予
以补偿。

在当今，户籍制度产生的最直
接问题，就是城市农民工的问题。
作者援引 2006年国家统计局抽样
调查的结果，以采矿业为例，农民
工的比重是 65.7%，采矿业真正上
岗的工人中，农民工可能占 80%～
90%，乃至更多。也就是说某些工业
领域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按
照工作的类型来看，他们应该属于
产业工人，但是从户籍的角度来
讲，他们又是农民。因此，只得产生
了“农民工”这一词汇来形容这类
人群。农民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
会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城市中
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作者认
为，这种歧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第一，来城市打工只是半合法，
没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在 2003年
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之前，农民工
随时有可能作为“三无”人员被遣

送回原籍；第二，没有城市户籍，农
民工在择业上受限制，而且不能贷
款；第三，同工不同酬，同工不享受
同等的权利，被拖欠工资的事时有
发生；第四，子女入学问题，城市的
中小学只为具有城市户籍的人提
供教育的位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

在付出了辛苦努力之后，为什么还
会接受这么低廉的工资呢？作者认
为，原因在于这一代农民工的参考
系。他们的参考系不是一起工作的
城镇工人，而是依然生活在农村的
亲戚朋友。相比于他们，农民工的
工资还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作者
还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在城市长大
的农民工子女，不会再把参考系定
在农村，而是直接与城市的同龄人
作比较。由此，他们就会产生强烈
的不公平感。一旦廉价的劳动力不
再，中国的经济又如何保持快速的
发展，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
户籍制度是存是废的问题，作者给
出了多种观点，以供参考和讨论。
对于改造城市贫民窟，作者也

另有一番看法。他并不认为贫民窟
和繁荣的大城市有什么不相称的
地方。没有哪个大城市能够为所有
人解决住房问题。城市本来就是多
元化的，城市不仅属于富人的别墅
区，也同样属于穷人的棚户区。对
于贫民窟，作者认为政府应该适度
容忍。

去年，唐家岭的“蚁族”问题充
斥着媒体的头条，随后，又传出唐
家岭新城的改造计划。对于“蚁族”
来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还很
难说。唐家岭的房子并不属于“蚁
族”，而是属于“土著”。即使是廉租
房，也要比原来房子的条件好。以租
房为生的房主们，是不是愿意把新
房子还按照原来的低价租给“蚁族”
们呢？如果廉租房不够多，而且肯定
是不够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蚁
族”们又失去了一处还离市区不很
远的居住地呢？正如作者说的，什么
采光、人均密度，对于贫民窟的人来
说，都是奢侈的。只要有电，有上下
水，有煤气灶，就可以了。
此外，作者还谈论了城市中公

共空间、垃圾、交通和水危机问题，
从各个方面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
自认为熟悉的城市，是一本既可以
当做知识类，又可以用于消遣的城
市学读本。

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

《城市社会学》，郑也夫著，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
出版，定价：28.00元

阴杨哲宇
我似乎有义务为《再危机：泡

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写篇书
评。2007 年以来，在从前的《财
经》杂志和现今的《新世纪》周刊
杂志上，谢国忠的专栏是由我负
责编辑的。那天，在财新传媒丛书
新书发布会上，我第一次拿到这
本书时，暗暗一惊：不知不觉间，
这个专栏的文章已经可以出这么
厚的一本书了！同时，心头也暗暗
掠过一丝自豪。

有必要透露一点“内幕”。作
者的文章发来时，是用英文写就
的，需要由我的同事译成中文。参
与其事者甚众，书中译者名单后
面那个“等”，其实浓缩了许多辛
苦的劳作。我再对照英文，细细修
订译文。欣慰的是，作者数次表达
过对译文的满意之情。

不过，专栏文章时间固定，不
能断档，因而不可能做到篇篇精
彩（服过这种笔役的人对此深有
体会）。因此，有时接到原文后，心
里会一沉：“这个话题他不是写过
了吗？是不是谢郎才尽了？”但是，
别急，接下来，他总能交出让人眼
前一亮的文章。

此次出书，我得以全面系统
地重读这些文章，不能不承认，自
己过去对这些文章的分量还是估
计有所不足。回顾这几年中国经
济社会的进程，你不能不佩服作

者目光的敏锐，观点的犀利。假如
有这样一个人，素来对中国经济
缺乏了解，又想尽快了解过去几
年中国经济现实中的热点问题，
那么，这本书最值得推荐，作者已
为他绘制了详尽的路线图。你可
以不赞同他的某些结论，但他可
以激发你的思考，在辩诘中打开
思路。

在当今经济学家中，谢国忠
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他的每
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几乎都会
引起强烈的反响，或力挺，或反
驳。这一影响并没有随着他“因个
人原因”离开摩根士丹利而减弱。
一个插曲也许有些读者还记得，

当周小川先生要离任中国证监会
主席时，市场传言的继任者中，除
几名高官外，居然还包括了谢国
忠。许多人（包括谢本人）也许会
对这种传言一笑置之，但是，我认
为，传言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愿望
与向往。
这就归结为一个问题：谢国

忠为什么这样红？简而言之，他满
足了一定的社会需求。转型期的
中国经济社会错综复杂，公众需
要一幅清晰的图景。当大部分官
厅经济学家不懈地、自觉地充当
“政策传声筒”时，他们的使命其
实只有一项，那就是，想方设法论
证官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
不少分析师以高亢的声调，口吐
巫婆神汉般的“投资策略”时，他
们的结论只能是股指将向右运行
这样的废话。为害更烈的是配合
坐庄的市场黑嘴。与那些人物不
同，谢国忠身上有种童言无忌般
的率真，他也有化繁为简、把握本
质的能力。公众从他这里得到了
独立、清晰的分析。他们把他看做
可信赖的朋友。
当然，也有些人，特别是某

些经院经济学家们对谢国忠是
不那么服气的，他被轻轻地划归
“媒体经济学家”，仿佛媒体是

“不可接触者”似的，是浅薄的同
义语。他们对传媒与学术的不同
社会功能显示出惊人的无知，因
而枉自尊大；他们更无法理解，
严肃的媒体与学者的目的其实
是一致的：增进人类对所处世界
的认知。那些有更高理解能力的
人有责任为公众穿透迷雾，照亮
前程。换言之，一名学者有没有
水平，与他是否爱与媒体交往没
有必然的联系。在上世纪以来全
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与
媒体的关系整体是融洽的。萨缪
尔森、弗里德曼、贝克尔、克鲁格
曼、斯蒂格利茨等众多学者都是
乐于、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有
的甚至长期辟有专栏。贝克尔曾
深情地感谢为媒体撰稿如何改
进了他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他的
表达能力。

不必说，谢国忠尚不能跟这
些大师比肩，但有一点，他们是共
通的：他不是、可能也不愿成为一
名经院经济学家，那种生活将把
他与充满激情与魅力的现实世界
深深隔离。人类社会也不需要过
多的钻在螺狮壳里制作着精致的
数理模型，但对金融危机先是毫
无觉察继而一筹莫展的经济学
家。
未来的人们未必会铭记他的

哪一篇文章，但无疑会记住这个
常把他们的思绪带出混沌经济世
界的人。

阴采访者 本报记者 杨新美
阴受访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杨庆中

《周易与人生》分内外两编，
由 20个易学命题构成，讨论了
《周易》的智慧及其对现实人生的
指导意义。作者认为，人的生命活
动，包含处世方法和德性涵养两
个层面的内容，撇开后者只谈前
者，则容易流于机心与游世；撇开
前者只谈后者，则容易流于迂腐
与拘谨。所以，本书内编讨论人生
活动的德性基础，外编讨论人生
活动的方法原则。前者可谓变中
之常，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守
持，以使自己保持并完善自我的
人格修养；后者可谓常中之变，可
因时地的不同而有所变易，以使
自己合乎并顺应时势的流转。现
实生活中，只有有机地结合二者，
才能使人显得既厚重，又智慧。本
报记者在上海书展期间，专访了
杨庆中教授。
《科学时报》：我们现在读《周

易》，学习《周易》，目的是什么？重
点应该放在哪里？
杨庆中：我个人认为，至少有

三个层面可以思考：第一个层面，
了解《周易》的基本内容，对于丰
富我们的知识，大有裨益。第二个

层面,学习《周易》对于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及其特质，把握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有很大的帮
助。第三个层面,也是我在《周易
与人生》中所重点论述的，对于帮
助我们安身立命，过正确合理的
生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也正
是孔子为我们探索出的一条学
《易》之路。

孔子在晚年慨叹说：“加我数
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夫子把学习《周易》的目的，定
位在“无大过”上面，“无大过”就
是不犯大错误。这是他的学《易》
体会，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学《易》
的目的。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
探讨《周易》的智慧———少犯大错
误的智慧，安身立命的智慧！
《科学时报》：学习《周易》对

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有很大的帮助。是否像你在本书
序言中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周
易》的地位非常特殊？
杨庆中：的确如此。从汉代到

清代，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
学，而《周易》又被封为五经之
首，是经学的核心。所以，在整个
封建时代，《周易》一直处于中国
传统学术的核心之核心地位，是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
书。历代的哲学知识分子都以研
究《周易》来建构自身的思想体
系。《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受到《周易》影响的知识分
子数不胜数，不论是搞社会科学
的、人文抑或自然科学的。如宋
代大家欧阳修，实际上也是一位
易学家；魏晋玄学理论奠基人、
著名哲学家王弼就是通过注释
《周易》，将儒家和道家结合在一
起的；唐朝孙思邈也曾说：“不知
《易》，不足以言太医”；建造地动

仪的张衡也用到《周易》；民间有
水平的工匠也是易学家。从这个
意义上讲，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
都受《周易》的影响，因而《周易》
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
基础。

因此，关于《周易》的定位，
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中国传统文
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知识分
子的哲学教科书；在中国传统学
术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科学时报》：在世人看来，

似乎《周易》只是一本算卦之书，
这本流传了 3000 多年的古书是
否还能古为今用？
杨庆中：实际上，我们每一

位公民都是易学家，只要你会说
中国话，会运用成语。现在很多成
语、词汇都是来自《周易》。如居安
思危、穷变通久、自强不息、韬光
养晦、否极泰来、三阳开泰、革故
鼎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洗心
革面、义结金兰等等。

当人们用成语时，就是用《周
易》的智慧去解释一些现象。如清
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乃是《周易》中的原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否极泰来
是《周易》中的两个卦；有的是《周
易》某句话中核心意思的概括和
总结，“义结金兰”，这是来自孔子
对《同人》卦的解释：“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当股票跌倒低谷时，有些股民会
说“物极则反”，实际上这也是来
自《周易》，是汉代易学家解释《周
易》时得出的。再如“革故鼎新”，
是由《周易》的“革”卦和“鼎”卦组
成，革是变革，鼎是鼎立。革去旧
的东西，建立新的东西，就叫“革
故鼎新”。

所以，《周易》的智慧，我们现

在仍然在用，可以说是日日用而
不知，由此可见，《周易》离我们一
点都不遥远，它不是一本尘封的
死书。
《科学时报》：“居安思危”是

《周易》核心思想的总结，因而可
以看做是一部忧患之作。《周易》
中建议人们如何应对“安”和
“危”、“好”和“坏”？

杨庆中：主要在于一个核
心———“变”，即“防止变和促进
变”，好的时候防止变坏，坏的时
候促进变好。好的时候通过调试
自我，戒骄戒躁，谦卑虚心。相反，
在失败或遇到挫折的时候要懂得
如何促进变，如何把握时机寻找
“变”的机会。

变的标准是“中”，即恰到好
处：变的根据是“时”，即要因时而
变。这是生活层面的智慧。此外，
人们应该有生命智慧，就是乐天
知命，“天人合一”。《周易》的说法
就是顺应自然，不是宿命论，而是
透过对自我的认识，去顺应外在
的规律，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
一”。如一个人先天具有的天赋，
通过后天的努力，将其发掘出来，
就是做到了天人合一。实际上现
在教育孩子，就可以用这个理念。
《科学时报》：从古至今，人们

算卦的目的是趋吉避凶。不管它
是否真的是算卦之书，不管算卦
是否真的能够趋吉避凶，《周易》
有没有可能让人们不占卜也能趋
吉避凶？

杨庆中：有的。自孔子对其
解释后，不占而能趋吉避凶的认
识思路已经逐渐成为了《易经》的
主流解释。今天读者们看到的《周
易与人生》就是延续孔子这样的
思路。让人们通过学习《周易》的
思想，而做到趋吉避凶。通过对宇
宙法则的理解、对个人生命体验，

对道德心性的一些修炼，实现一
些趋吉避凶的目的。这是孔子之
后历代易学家挖掘的主流。
《周易与人生》这本书至少可

以引导我们透过对《周易》思想的
了解，对自我、对社会、对人生有
合乎规律和法制的把握，当所有
行动都合乎社会规律、合乎宇宙
法则、合乎人生的法则，就不会再
犯大错误，能趋吉避凶。
《科学时报》：我们应该如何

读懂这本古老的“天书”，为自己
所用？

杨庆中：《周易》之所以难
读，是因为有其自己的体例，因
此理解时，要合乎《周易》的解经
方式。比较“经典”的《周易》注释
类的书，读者们可以读一读。
研究《周易》还有一个比较

简捷的办法，不用通读一部书，
只要读一卦，当把一卦读明白
后，有兴趣接着读下一卦。因为
《周易》的六十四卦结构形式完
全一样，法则就一个，道理也是
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层面去体
会。抓住道理，就能对《周易》有
比较好的理解。

寻找安身立命的智慧

谢国忠为什么这样红

旅游读物也能别开生面

“手绘旅行绘本”（全 4册，
中亚、伊朗、土耳其、土耳其东
部），张佩瑜著，贵州人民出版
社 2010 年 5 月出版，定价：
130.00元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书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携新书《周易与人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
会。让听众在炎炎夏日与这本古老之书零距离接触。

《周易与人生》，杨庆中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出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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