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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对话蒙曼对话蒙曼

名家新作

连续三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一股全民诗词热潮。而在这场狂欢之后，如
何能让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保持“诗意”，就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所能影响的了。作为诗词
大会的点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首部讲解唐诗的作品《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
诗》近日出版。在物质泛滥的当下，保有一颗“诗心”尤为可贵，那可不是嘴上嚷嚷着
“诗和远方”那么简单。

《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近日出版

蒙曼：在红尘中保有一颗诗心

史海钩沉

□汪 志

6 月 7 日，2018 全国高
考拉开帷幕。其实古代也有

“高考”，即科举考试，只是
它的形式、作用与今天的高
考相比已大不同了。科举始
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
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
落，而由古代科举考试衍生
出的成语也有不少。

十年寒窗 元代高明在
《琵琶记》中说：“十年寒窗无
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十年寒窗”意指要通过艰辛
的努力，十年并非实数。

金榜题名“金榜”是科举
考试中殿试的排名榜，因书
写在黄纸上，也称黄榜。在
我国古代，登上金榜，就意
味着做官的开始，从此就可
能步步高升、大富大贵。人
们把殿试的录取榜上有自己
的名字称为“金榜题名”，后
泛指考试被录取。

连中三元 科举考试时，
乡试（由各省在省城主持的考
试，考中者称为“举人”）第一
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在京
城 主 持 ，考 中 者 称 为“ 贡
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
皇宫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
的 考 试 ，考 中 的 称 为“ 进
士”） 第一名称为状元 （也
称殿元）。一个人在乡试、会
试、殿试中都获得第一名，
便称“连中三元”。现用来比
喻在一项考试或比赛中接连

取得三科或三次优异成绩，
或在三次考试或比赛中连续
获得优胜。

独占鳌头 鳌头，乃宫殿
门前台阶上的鳌鱼浮雕。科
举进士发榜时，状元便站在此
处迎榜，皇帝在殿前召见新考
中的状元、榜眼等人。状元跪
在前面，正好是飞龙巨鳌浮雕
的头部。因此，科举时代，独
占鳌头是指考试中了状元，现
泛指占首位或第一名。

名落孙山 据宋朝范公
《过庭录》记载：有个叫孙山
的人参加乡试，考中最后一
名。回乡后，一位老人向孙
山打听自己的儿子考中了没
有，孙山则委婉地回答说：

“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
孙山外。”意思是，我是榜上
最后一名，您的儿子还在我
的后面，言外之意是说老人
的儿子落选了。后来，人们
就用“名落孙山”委婉地表
示没有考取的意思。

屡试不爽 现代的“爽”
字的含义与古代的“爽”是
有差异的。现代人说“爽”，
有“过瘾”“带劲”“有趣”
的意思；而成语“屡试不
爽”是指反复试验都没出过
差错、没失败、没出问题。
因此，其中的“爽”是差
错、失败的意思。

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
语，如今依然在使用着。只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经典成
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由古代“高考”衍生的成语

诗意地生活，离不开一颗
诗心。而诗心的培养，该从娃
娃抓起。

蒙曼认为，养诗心，家长
千万不要过多地从功利角度去
训教孩子 。 比 方 说 ， 不 可 以
说“读诗有什么用啊？你不
如去做奥数题”，但是也同样
不可以说“快读诗，因为现在
语文考试的比重加重了”。这
都是太功利的做法，其实长养
一颗诗心，就是长养一颗赤子
之心，孩子喜欢，就随他，慢
慢地让他浸润在美的气氛里就
够了。

“家长要忌市井气。我们都
生活在市井之中没错，但市井中
也可以有君子气。家长表现出
兴趣，对孩子是最好的引导，所
谓‘课子课孙先课己’。”蒙曼
说，只有家长做出了榜样，家
庭形成一个爱读书的氛围，孩
子才能沉下去，这就是“课子
课孙先课己”。

蒙曼认为，在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明确分
工的当下，家长和孩子一起阅
读应该偏重于读与审美和道德
有关的书，而诗歌，正是她的
第一推荐。

亲子阅读，家长要“课子课孙先课己”

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诗心
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我们成
天把“诗和远方”挂在嘴边，
而做得却远远不够。

蒙曼说，诗词是古代人生
活的一部分。比如唐朝人，孩
子出生的时候，别人给他贺
诗；婚礼的时候，新娘子不肯
化妆，你要写催装诗；好不容
易化妆来到你家里了，但是面
前遮蔽的帐扇不肯拿开，你要
写却扇诗才能让她露出芳容；
好朋友走掉了，你要写送别
诗；爱人去世了，还要写悼亡
诗。反观现在，人和诗的关
系，没有那么密切了，我们不

用天天写诗来记录我们的生
活，但是诗的审美可能是每一
个时代都需要的。

蒙曼说，今天的我们仍然
需要跟自然和谐相处，所以重
温那些古人的诗篇，那些古人
与自然和四季和时令和谐共处
的诗篇，对今天的生活也有别
样的意义。“我希望在这轮回中
看到他们——李白、杜甫、王
维，更希望在这轮回中看到我
们——你我和他。无论我们生
活在古代，还是今天，无论我
们的生活本身是否直接跟诗相
关，保持这样一个诗心永远不
会错。” 据《现代快报》

有诗心，才能跳出来看到远方

蒙曼的专业是做隋唐史研
究，十 年 前 《百 家 讲 坛》 上
就出现过她的身影。最近几
年 ， 因 为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等节目，她成为观众最熟悉
和喜欢的文化学者之一。首
次出版讲解唐诗的作品，蒙
曼 选 择 了 以 四 时 为 序，从二
十四节气和节日为切入点，选
取了 32 首唐诗作品进行讲解，
这种分类的办法，算是独辟蹊
径。

今天的人们对时间，最多
的感慨就是“时间过得太快
了”，却并不关注时间本身。所
以蒙曼说，她的 《四时之诗》，
就是想唤醒今天的人对时间的
敏感。她精选出来的诗，围绕
着四季的节气和节日，其实就
是围绕着唐代的岁月轮回，围
绕着唐人的生命轮回。

古人对季节的变化、对节

日的情感，真的比现代人敏锐
太多，也细腻太多。 一千多年
前的唐朝，还处在传统农业社
会。春种、夏长、秋收、冬
藏，全都按照自然的节奏，接
受老天的安排。没有现代钟表
的精确报时，但是，人们知
道，春天的一丝和风到了，那
是“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
夏天的一缕荷香来了，那是“荷
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秋天的
一滴露水凝了，那是“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冬天的一片雪
花飘了，那是“终南阴岭秀，积雪
浮云端”。

古人就是这样，按照一年
四季生活，顺时而动写诗，他
们的生活因此而富有“诗意”。

“这是古人最重要的特性，也是
今天特别想追求的情调。我希
望这本书能唤醒人的这种意
识。”蒙曼说。

唤醒现代人对四季的敏感

问：读诗怎样才能让自己
更快地记住？

蒙曼：强化记忆就要多读
多揣摩，越揣摩越有意思，就
仿佛一个青橄榄嚼在嘴里，越
嚼越有滋味，你嚼着嚼着，不
知不觉就记住了。

问：学诗应先从什么开始？
蒙曼：如果是年龄小的小

朋友，建议先从绝句开始，从
五绝到七绝到五律到七律到
古体诗等，要有一个先易后难
的过程，有一个先诗情画意再
说理的过程，其实就从唐诗入
手最好。

问：学诗词的顺序有讲究
吗？

蒙曼：最好是先诗后词，
因为词是诗余，就是诗人的余
事，学诗有余力才学词，其实
诗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广阔。

问：推荐几本有关古诗词
的书？

蒙曼：读唐诗搭配一本
《唐才子传》挺好的，《唐才子
传》是一本能够讲到好多诗人
的书。

关于《唐诗三百首》的版
本，其实我觉得只要内容是对
的，哪一个版本没有那么重
要，只要它这个三百一十多首
选全就可以。

除了唐诗，还可以看宋
诗，那也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高
峰，唐诗主情，宋诗主理。

《孤独是种大自在》

林清玄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世人在提到“孤独”一词
时，往往含带同情和怜惜，如同
雾里看花。这本书是林清玄的
精选散文集。他从人生历程中
所遇见的事与情，谈人生，谈孤
独，谈自在，谈喜悦，吸引人们
进入一种自在从容的境界。他
把高深的人生道理，通过不俗
的故事一一道来，令人醍醐灌
顶，人生境界都有精进。 晚综

《假如真有时光机》

[日]村上春树
南海出版公司

这是村上春树周游世界各
地，写下的妙趣横生的随笔
集。在遍布苔藓的冰岛，邂逅
没有尾巴的羊和可爱的迷途之
鸟；再访《挪威的森林》的起点
希腊小岛，在日益繁杂的街上
追溯遥远的记忆……不论怎样
的旅行都充满了惊喜与意外，
诸多的挫折都化为无穷的乐
趣。这才是所谓的旅行，抑或
说人生的意义。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