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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叶永烈走访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
事人及见证者，以大量翔实生动的材料回顾
了 1978 年前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事件，描述
了诸多开国元勋及政治领袖在不同思想下所
展开的政治斗争，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
史疑团。

本书是最新出版的典藏本，作者对文本
再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使文本更加臻于
完美，更加反映历史的真实。作者在新版序言
中特别写道：“新版《邓小平改变中国》敬献给
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

每年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要面临 20
至 38 天的沙尘天气，沙尘暴造成的经济损失
每年高达 540 亿元。

除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外，全国 30 个
省区都有沙化土地分布，中国近四亿人口受
到荒漠化困扰。

本书以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为着
眼点，通过地质、历史、现实等诸多角度，探寻
中国沙漠的成因，分析沙尘来源，展现沙漠化
的危害，记录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人们的生
存现状，展现人与荒漠化之间互有进退的较
量。本书在追索人物故事、人物命运的同时，
贯穿国家政策、沙漠常识，唤醒人们对“荒漠
化”问题的高度关注。

本书是作者多年的日本评论文章结集，
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多领域。书的
内容分四部分：中日之间、文化风土、历史纵
深和制度文明。篇幅最大的是第一部分，或许
也是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其中有梳理
近代中国革命史中日本因素的文章，也有还
原中日建交时具体用词的考证，既谈历史上
中日文化的交流，也剖析如今日本经济被中
国赶超后的种种心态。

作者在日本留学、工作多年，亦有深度结
交诸阶层日本朋友，故写日本入木三分。作者
也谙熟历史，洞悉世象，不为许多表面的浪花
所迷惑，写中日关系厚道中正、入情入理，只
说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畏权力、不媚浮言。

作者从民间科学社团和医疗史相结合的
视角入手，以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
业为主线，细致阐述了科学社团在推进近代
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揭示
出中国公共卫生观念发展转变的历史轨迹。

全书由绪论统摄全篇，分七章从中西公
共卫生的落差、参与公共卫生的科学社团、构
建卫生知识、建构传染病常识、传播途径与策
略、卫生实践、公共卫生事业中的社团与政府
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对科学社团所开展
的公共卫生宣传及实践进行了客观评价。

近代中国的科学社团在推进公共卫生建
设上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其经验或教训，无疑
在一定程度上可对我们今天的公共卫生建设
提供启迪与借鉴。 栏目主持：喜平

读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小说《过
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 2011 年 10 月），有两点印象特别深，一是故事
的一些情节有似曾相识之感，于是不由得产生
许多联想；再一点是其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
现实与虚幻的时空错位，意识流与心理表达的
交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实主义模式一种
大胆的挑战。

我这里只谈第一点，艺术手法的别致不谈
了。《过于喧嚣的孤独》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以
第一人称写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干了 35 年的打
包工汉嘉的生活。工作辛苦劳累，成天在阴暗潮
湿的地下室里，用一台压力机给废纸打包。但是
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从回收的废纸堆中经常
可以发现被人们遗弃的珍贵书籍和画册。他不
仅收藏了大量精美的书籍，而且如饥似渴地读
书，成了精神的富翁。当然，有了知识、懂得思
考，没有给他带来欢乐，相反，打包工汉嘉的知
识越多越痛苦，这可能就是知识的罪恶吧。

《过于喧嚣的孤独》描写了作为人类文化精
髓的载体———书籍的可悲命运。

书中有这样值得注意的细节：
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后的一天，几个废品

收购员扔进收购站一批书。汉嘉发现这批图书
太珍贵了，盖着普鲁士王家图书馆图章，烫金

边、皮面精装，“书边和书名在空中闪着金光”。
汉嘉懂得书的价值，对版本也不陌生，他抑制着
激动心情，向废品收购员打听来路，得知这批珍
本图书来自斯特拉谢齐（可能在捷克西南部）的
一个谷仓，藏在干草堆里。得知这一消息，汉嘉
立即通知军队图书管理员，并同他一起到斯特
拉谢齐，发现了大量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的藏书，
装满三个大谷仓。他们找到军队，用军车运到布
拉格，运了一星期，打算物归原主。

哪知消息泄露，这批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的
藏书竟被当作“战利品”没收了，用大卡车运到
火车站，装上敞篷车。那几天，天天大雨，“火车
启动了，驶进倾盆大雨之中，敞篷火车一路滴着
金色的水，掺和着煤烟和油墨。我站在那里，身
体靠在大理石上，被目睹的景象惊呆了。当最后
一节车皮在雨中消失了时，我脸上的雨水和泪
水一起流淌。”小说中写到，打包工汉嘉眼见千
辛万苦找到的珍贵图书（我想，这也可以算作捷
克文化的瑰宝吧，犹如被八国联军抢掠的《永乐
大典》），悲愤已极，主动恳求警察逮捕自己。“因
为我犯了罪，犯了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这虽是小说的一个细节，似乎不像黑色幽
默，不像是空穴来风。由此使人浮想连翩。二次
大战后解放捷克的胜利者是谁？谁将普鲁士王
家图书馆的藏书当作“战利品”没收？干脆把这

批抢走的国宝放进敞篷火车，驶进倾盆大雨之
中，宁可让它一路滴着金色的水，变成一堆纸
浆。这个主意只有帅克的哥们儿才会想得出来，
捷克人的讽刺幽默那是出了名的。

至于现政权对文化的态度，作家在小说中
未置一词，只是幽默地、轻描淡写地写道：“几
年以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我开始习已为
常，我把从各个城堡和大宅邸拉来的成套成套
的藏书，漂亮的、用牛皮或山羊皮做封面的精
装书，装上火车，装得满满的，装到三十车皮
时，整列火车便携带着这些书驶往瑞士、奥地
利，一公斤精美的书籍售价一外汇克朗，对此
没有人表示抗议，也无人为此伤心落泪，连我
也不再落泪……”

小说末尾，象征性地出现了一台巨型压力
机，工效超过汉嘉使用的老掉牙的机器的二十
倍，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突击队操纵着新机
器，可以更快捷地处理更多的从图书馆清理出
来的图书。于是，在废纸回收站干了 35 年的打
包工汉嘉被辞退了，失业了。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书的命运多舛，古今
中外似乎概莫能外，且灭书的手段也花样翻新，
焚书、禁书、化为纸浆毁之、篡而改之等等。梳理
这方面的史料，钩沉稽考，说不定也是书话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红崖天书”求真相
姻本报记者 王俊宁

在远近闻名的贵州黄果树瀑布以西 15 华里
处，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 100 米，高达
30 多米，石壁上有 20 余个深红色的形似古文的符
号，似篆非篆，若隶非隶，非镌非刻，横不成行，竖
不成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似文非文，似画非
画，这就是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

关于这部神秘的“天书”，自明代以来不断有
学者对其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破译热潮，
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红崖文化”现象。

系统工程学的研究方法

2014 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破解“红

崖天书”》一书，这本书记录了作者林国恩破译
“红崖天书”的过程和结果，获得了“上海科普创
作出版专项资金”的资助。

1990 年的一天，身为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
工程师的林国恩偶然从《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
书中了解到了“红崖天书”，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
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
作上。

“根据我的查阅，历史上对‘红崖天书’的研
究共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
明朝嘉靖举人邵元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清朝光
绪年间，当时的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
藏，或以之送礼；第三次高潮是近十年的事了，其
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对‘天书’作出
解释。”林国恩告诉记者。

“破解‘红崖天书’是一项烦琐浩大的工程，
需要具备综合知识储备。”林国恩指出，“为此我
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
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
痕迹与二十多种摹本相比较，确认了原迹摹本
作为依据。”

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可谓沥
尽心血。拿查字典来说，“天书”中有 50 多个字，
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
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
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此外，
他还要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
书籍，甚至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
晚躺在床上冥思苦想。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师的身份为他破解“红
崖天书”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持。“优势在于我对结
构比较了解，在整体上也有把握。”林国恩告诉记
者，“我可以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古代文史研究

相结合，用系统工程学的研究方法，对掌握的各
种历史资料进行综合的科学分析。其间三上贵
州，实地考证。”

林国恩的推断

1997 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
将研究结果写成 10 万字的论文。1999 年，他正式
发表研究成果。同年，贵州省文化厅和贵州省社
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林国恩破译“红崖天书”学
术报告会，认定“红崖天书”被林国恩所破译。

林国恩对“红崖天书”的破译成果包括考证
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
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
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
如此，整体亦如此。

而从内容上来分析，林国恩认为“红崖天书”
成书约在 1406 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
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
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
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
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

（御制）。
林国恩解释说，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

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
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
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身单力
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
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
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
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
崖之上。

林国恩的破译成果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泛

关注。
现在多数文史学者均认同林国恩的这一破

译。当然，这毕竟是一新鲜事物，也有少数人持质
疑态度。即使这样，林国恩的破译，至少也是有一
定说服力的一家之说，这其中凝聚了许多智慧的
结晶，具有开拓、创新的认识价值。

文化与艺术价值

“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
打岩去抬秤来。”

这是贵州西南大山深处世代流传的一首民
谣，意思是说谁要是能够识破红岩碑上的“红崖
天书”，就可以打开它那玄妙的“天门”，兑现获得
十八抬金银的奖赏。

关于破解“红崖天书”奖赏的消息并不少。
1995 年，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报
道了贵州安顺行署专员“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
碑”的消息。2007 年农历新年，也有中国贵州省关
岭县宣布“悬赏”100 万元，向全球征集破译解释

“红崖天书”之谜的消息。
林国恩说：“至今还在宣称‘红崖天书’没有

被破解掉，可能是为了继续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吧，继续保持‘红崖天书’的神秘色彩，吸引游客
注意。”

痴迷于“红崖天书”研究的林国恩说：“我现
在对‘红崖天书’的研究仍然没有停止。因为它是
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出
版这样的书，对于重视文化传承、鼓励人们向未
知领域勇于探索，无疑会起着积极的作用，也一
定会促进古碑文、书法史、明史等科学研究的发
展。我希望能够好好宣扬中国文化，或者将其中
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继续发现新的历史资料。”

如果你是都教授的粉丝，你一定会注意到
《来自星星的你》这部韩剧中的一个重要“道具”
———被千颂伊称为“外星文”的《明心宝鉴》。

广泛译介到国外

“实际上，《明心宝鉴》出现在韩剧里，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作家李朝全告诉记者，“2005 年
在风靡一时的韩剧《大长今》里，《明心宝鉴》便
是大长今最早的发蒙读本。剧中也提到了《明心
宝鉴》的开头几句：天听寂无音，苍苍何处寻？非
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

“《明心宝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译介到
西方的书。”李朝全介绍说，“据考证，早在 1590
年左右，天主教教士高母羡为研读汉语及了解
中国文化，将明朝初年开始刊行的通俗读物《明
心宝鉴》译成了西班牙文。”

高母羡翻译的《明心宝鉴》是一个手抄的双
语作品。该手抄本于 1595 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
王子斐利三世，现收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
书馆。

“根据国内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明心宝
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
范立本。”李朝全说道，“成书后的《明心宝鉴》
不止于中国盛行，而且迅速向东亚、东南亚中
国周边各国传播，长期广泛流传于日本、越南、
菲律宾等地。”

多年来，虽然《明心宝鉴》各种版本流传不
断，但此书在中国后来竟慢慢湮没，乃至处于完
全失传的境遇。也因为这样，李朝全一直致力于
此书在中国的“复活”，并乐意看到这本书重新

焕发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 4 月，在《明心宝鉴》

被翻译成西班牙文 400 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
赵振江又在原译本基础上进行完善和修改，推
出了《明心宝鉴》西班牙文新译本，并在西班牙
马德里举行了首发式。

“高母羡首次翻译的《明心宝鉴》被认为是
‘中西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证’，高母羡

则被誉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锋’。”李朝全
说道。

一部人生教科书

李朝全向记者介绍说：“《明心宝鉴》视野开
阔，兼容并包，内容网罗百家，杂糅儒、释、道三
教学说，荟萃了明代之前中国先圣前贤有关个
人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
主旨是劝善劝学、引导人心。”

“《明心宝鉴》 依内容分为上下二卷共 20
篇，分别是：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
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
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李
朝全总结说，“内容几乎涉及和囊括了一个人
生存于世所要面对和经历的方方面面，有关待
人接物、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心性品行、齐家
治国等方方面面。从主题上看，《明心宝鉴》主
要是关于忠、信、礼、义、廉、耻、孝、悌这八方面
传统美德教育的。”

李朝全还说：“《明心宝鉴》通篇大量运用对
偶、对仗、排比等句式，几乎段段都是格言、警
句，可圈可点。语句文采绚烂，朗朗上口，特别适
合诵读，适合作为儿童少年研习国学之入门书。
又因其内容宏富、深厚，在给读者丰饶知识的同
时，也能带给人深刻的思想启迪。因此可以说，
这实际上也是一部通俗版的人生哲学，一部人
生教科书，一部修身励志经典。”

“《明心宝鉴》区别于其他教人做人的书籍
的显著特点在于，它的文字、譬喻简洁易懂，道
理深入浅出，简单实在。”李朝全说。

李朝全：“都教授”枕边书《明心宝鉴》
姻本报记者 王俊宁

阅读分享

《破解“红崖天书”》，林国恩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 2014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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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
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
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
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
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人类的美好理想，都
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
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广大
青年一定要矢志艰苦奋斗。

从某种意义上，吃苦精神应
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高
校肩负着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
新的重要职责。如何引导青年学
子以艰苦朴素的作风、艰苦奋斗
的精神和艰苦创业的气概开创中
国梦的美好明天，成为时代的呼
唤和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
重要课题。

2013 年 8 月，一部出自高校
一线教育工作者之手的《苦文化
与当代大学生》面世出版，深入
全面地分析、阐述了“苦文化”的
产生与发展、时代特征及现实意
义，并提出了“苦文化”体验教育
模式的构建及运用方略，为我们
提供了一条将“苦文化”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融合的可
行路径。

本书作者高晓峰从 1987 年
以来，一直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和管理工作。25 年间，作者不
仅对这项工作充满着深厚感情，
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本
书中，作者眼光独到，另辟蹊径，
将“苦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相融合，在弘扬优良传统的同时，密切联系当今
实际，构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苦文化”教育体系，
对指导当代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修养、成长和成
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为高校文化
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增添了新内容，注入
了新活力。

作者在论述“苦文化”的生成和建构过程中，
吸收了古今文化的优秀元素，形成了自己的“苦文
化”教育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构建，适应了新时
代的呼唤，回应和满足了社会和家长对孩子进行

“苦文化”教育的心愿。
从一定意义上讲，“苦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时代性体现。它以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以弘扬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艰苦创业为主要表现
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升华
为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
而艰苦创业的进取和奉献精神。

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吸收长征精神、抗日精神、大庆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等“苦文化”精
髓，结合自身多年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经验，深入挖掘和提炼出“苦文化”的精髓和思想
内核，赋予“苦文化”以时代的内涵，使之与时代精
神相适应，充分体现“苦文化”的创新性和时代性，
构建和弘扬了一整套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苦文化”体系。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完备地提供了传承
“苦文化”传统、永葆吃苦精神，且具有可操作性的
时代路径，提供了当代高校“苦文化”教育体系建
设实践的全新模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字里
行间凝聚着作者对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独到的
认知和体验，蕴涵着作者深厚的情感，反映出作者
对历史和时代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本书的出版，既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和文化工作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
教材，也值得当代大学生从中汲取精神动力。

《苦文化与当代大学生》，高晓峰著，燕山大学
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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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 作家，著有理论批评专著《文艺创作
与国家形象》，传记《春风化雨———当代青少年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纪实》《世纪知
交———巴金与冰心》等，主编《新中国 60 年文学
大系·报告文学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