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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历代精英人物写传的形式解读一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吴汝连先生所作《济南历代名士选传》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模式。正如
杜甫所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吴汝连先生在通读《二十五
史》、纵览《资治通鉴》、查阅诸多典籍史料的基础上，遴选了从远古的
舜帝到春秋时代的齐国大夫鲍叔牙，再到历朝历代的济南名人雅士
共 120 位入书。这些精英人物中，有的土生土长、建功立业在济南；有
的出生在济南，取得功名后到异地为官或作为学者传播儒学、道学；
有的虽未出生在济南，但是在济南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他们
都与济南的历史融为一体，与古城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全书内容浩繁，横跨五千多年历史。但是着墨最多、最为闪光之
内容，则是讲述了从济南走出的清官廉吏们一心为民、清廉勤政的风
范。如：宋代的范正辞是济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江南转运副使，他
一身正气、公正断案的故事流传数百年，现在读来仍然感人至深。正
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范正辞的儿子范讽，也是一位刚正不阿、一心
为民的好官，救百姓于危难之中并敢于承担风险，其精神尤为可嘉。

这些历代名士的人生经历，见证了千秋济南的璀璨文化。出生
在济南的文化名人有耳熟能详的辛弃疾、李清照，做出突出贡献的
学者有邹衍、顾炎武；名留青史的将军有秦琼、段志玄、罗士信；为
世代称赞的名相有房玄龄、范仲淹等。总括这些精英人物在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贡献，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因具有追
求做顶峰人物的意识，而成为所在时代的楷模并因此名垂千古。以
此放大视角，可以认定济南这座城市具有人杰地灵、孕育精英的文
化积淀。崇尚仁义礼智信、追求人文道德，则是这座城市历久不变
的精神内核。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济南的物产、文化、风俗都在
不断地变化，但是精神内核却突显出永恒而强大的力量，使人们自
觉不自觉地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追求更高的目标，因此才有了本
书所称道的精英迭出的历史画卷。

【书中人生】

跑步吧，兄弟
□李寅初

又是一年春来到。要问过去的
一年里，最时尚最火爆的运动是什
么，答案莫过于“跑步”二字。仿佛
是在一夜之间，各种跑步活动、马
拉松赛遍地开花。在一片“你跑了
吗”的气氛之下，读一读《当我谈跑
步时我谈些什么》，不仅应景，而且
有益。本书的作者村上春树，不仅
是许多文艺青年的最爱，诺贝尔文
学奖的大热门，也是许多跑友心中
的跑步达人：他几乎每天都要跑上
十公里，每年至少跑一个马拉松
赛。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几十年
来日日坚持跑步的点点滴滴。

对于那些纠结于没有运动细
胞的读者来说，村上春树的跑步故
事颇为励志。1982 年秋，村上春树
完成了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并
决定关掉酒吧，全身心投入写作。
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练习长跑。

在开始跑步之前，他嗜烟如命，一
天最多要抽 60 支烟。每天伏案写
作，时间一长就感到精力不济。但他
决定开始跑步以后，从家门口的小
道跑起，慢慢地，走上了跑者之路。
因为跑步，他有了许多不一样的感
受，体会到了关于生活、音乐、写作
的哲理。这几十年来，村上春树的小
说屡有佳作，夏威夷、纽约、雅典，天
南海北的跑步比赛也融进了他的
生活，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读到《当我谈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是在四年前。彼时，
我还是一个刚刚走上跑步之路的
菜鸟，正在前往苏州的火车上，准
备去参加人生的第二个半程马拉
松。在火车上一边阅读村上春树的
故事，一边断断续续地想着文学史
上那些关于才华、坚持的故事，忽
然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觉

得自己将来一定会去很多很多地
方，跑上很多很多马拉松……

再后来，此后的四年多里，我
陆陆续续跑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马
拉松，北京、上海、香港、苏州、扬州、
杭州等等，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
看到了许多别样的风景。几乎在每
一次去参赛途中，我都会拿出《当
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重读一
次村上春树。虽然这几年我读了市
面上几乎所有关于跑步的小说、随
笔、传记，但村上的这本书仍然是
我的最爱，在我心中起着圣经一般
的作用，它是我汲取力量、坚持跑
下去的最好的源泉。

中国热爱跑步的人有数百万
之多，每个跑者都有自己的故事。
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村上，发现跑
步的乐趣，跑得更远，跑得更好，写
出自己的跑步故事。

济南名士多
□张宪峰

【历史读本】

你让我谈谈阅读的经历和体
会，勾起我许多回忆。我在上高中
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课外阅读，因
为我上的是抗日游击中学，连固定
校舍都没有，更没有图书馆。进高
中后，在暑假里读了列夫·托尔斯
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这是
我阅读的第一本外国作品。这本小
说对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深的
影响。书中人物列文很注重“道德
上的自我完成”，这和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慎独”理念恰巧契合。这种
道德理念贯穿了我的终生。

1949 年暑假后我考入山东大
学（在青岛）中文系，是解放后山大
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刚刚经历过
政权更替，学校里政治空气热烈而
浓厚，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你
们可能无法想象那种精神状态。解
放了，每个人的心情都欢欣鼓舞、
朝气蓬勃，昂扬向上。那几年在课
外阅读上，我除了阅读党所提倡的

“工农兵文艺”作品外，还阅读了大
量的苏联和俄罗斯文学作品。这也
和政治背景有关，当时的口号就是

“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嘛。系
主任吕荧课下鼓励我尽量把俄罗
斯的经典文学作品通读一遍。我曾
决心照办，虽然没能坚持到底，确
实读了不少。莱蒙托夫、普希金的
诗培养了我对诗歌的兴趣，一面阅
读，一面也学着写。契诃夫、托尔斯
泰等作家的小说我读一本又一本，
虽然领会得不深，但作品中蕴含的
那种深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
以体会到的，这也是我喜爱这些作
品的原因。

1955 年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
冲击之后，我的阅读范围就变得越
来越狭窄了。1957 年，我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蹲了三年半教养所，
又做了 17 年多的“摘帽右派”。这样
的政治身份促使我格外谨慎小心，
生怕再犯错误。这二十多年我阅读
的东西，除了教课用的教科书和教

辅材料外，几乎都是领导指定的学
习材料。按照后来党的决议，那一
段属于“左”的错误路线统治的时
期，主流读物也难免贯穿着这种

“左”的错误思潮，可是我对于当时
读到的东西，从来没有怀疑过。如
果实际感受和报刊书本上的说法
不同，我宁愿怀疑自己的实际感
受，也不去怀疑报刊书本的说法。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报刊上传达

“最高指示”说形势大好，可生活中
却是物资短缺、社会动荡，当时我
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而领袖抓住的才是本质。如果自己
的观点和权威不符，就先否定自
己。二十多年间，我走了一段大弯
路，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思维越
来越趋于僵化了。

改革开放后，我在政治上得到
了解放，思想上也逐渐得到解放。
图书馆增加了不少图书种类，翻译
的书籍越来越多。以前被认为是

“封资修”的读物平反了，一些“禁
书”也可以光明正大地阅读了。当
时，对我思想影响比较大的是德国
哲学家卡西尔的《人论》和美籍华
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
年》。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欧美所
谓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都是骗人
的，《人论》消除了我的这个错误观
念。《万历十五年》让我惊讶的是历
史竟可以采用这样的写法，以万历
十五年这一年为中心辐射开来讲
一二百年的历史，真是别开生面。
这些阅读让我曾经僵化的思维逐
渐重新活跃起来。

1980 年后，我调到山东师范大
学，任务是搞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教
学和研究。我阅读了大量的诗歌文
本和诗人的“创作谈”，纠正了原来
狭隘的“诗歌是革命斗争的武器，
是炸弹和旗帜”的观念，对于诗歌
的性质、特点逐渐形成了比较切合
实际的看法，逐渐做到“把诗歌当
做诗歌来赏析，把诗人当做诗人来

评论”。就我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说，
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我特别喜欢
艾青、戴望舒、北岛、舒婷等人的作
品。因为这几位诗人在诗歌中表现
出的感情比较深沉、厚重，不是单
一的或喜或怒或哀或乐的感情，而
是多种情绪因素复合为一体的那
种感情。抒发单一情感的诗，我觉
得魅力还是小了一些。

我注意到了最近的“余秀华”
现象及其所引起的争论。只要是就
诗谈诗，争论是正常现象，各人有
各人的审美趣味嘛。我个人认为余
秀华是一位很有灵气的诗人。诗歌
与小说、戏剧的不同就在于写诗更
需要灵气或灵感，所谓“诗人气质”
就是灵感特别活跃，想象特别丰
富，往往会“见花流泪，对月伤神”，
可以把鸟兽虫鱼、砖瓦岩石当做具
有思想感情的东西与之交流。

我早已退休，已经 80 多岁，经
常回忆过去的经历。现在最喜欢阅
读的是那些介绍政治运动真相的
书籍和一些回忆录，这些书里贯穿
着对于个人和国家经历的反思，对
于我的自我回顾和反思很有启发。
另外，由于年龄原因，我还喜欢看
一些关于生死的作品，古今中外这
方面的作品都搜集了一些，包括一
些宗教读物。陶渊明对于生死的态
度那样洒脱，他的一些作品吸引我
反复吟咏。我并不相信“灵魂不灭”
的说法，但我认为，人死后，他的精
神是可以存活的；根据他的贡献和
成就，其精神影响的范围和深度当
然也会有所不同。

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作
品是什么？数算起来，还是毛泽东
的一些著作。他提出的“真理的标
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外因通过
内因而起作用”，尤其是他对于“实
事求是”原则的阐述，成了我治学
和做人的准则。可惜他晚年违背了
自己提出的正确主张，因此犯了错
误。

吕家乡 世事浮沉话阅读

编者按：吕家乡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
名诗歌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一位爱书之人。3月3日，已经82
岁的他与本报记者畅谈他的阅读经历与感悟。本报记者将
对吕老师的采访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著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 .《西方哲学史》 [英]罗素著 马元德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3 .《世界文明大系》 汝信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恩格斯著 张仲实译 人民
出版社 1954 年版
5 .《人论》 [德]卡西尔著 甘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6 .《自我实现的人》 [美]马斯洛著 许金声等译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7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8 .《创造性学习与创造性思维》 吴进国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
9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10 .《苦难辉煌》 金一南著 华艺出版社 2009 年版
11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著 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12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著 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推荐书目 12 种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
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是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
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qlbook@163 .com

在阅读范围上，可以开阔一些，杂一些。可以把不同流派、学派
的著作都读一读，这会促使你加以比较、辨别，促使你发挥独立思
考。如果你只读某一种观点的著作，你的思想资源就会贫乏单一，
即便你想发挥独立思考，你的思考空间也会受到严重局限。

在阅读方法上，要针对读物的不同性质（是理论著作还是文艺
作品）而有所不同。阅读理论著作时，当然要发挥你的逻辑思维，但
不要只发挥顺向思维，还要有逆向思维。对书中的论点、论据和论
证过程，在理解之后，即使觉得好，也要有意地多从反面思考：我能
不能提出反驳呢？如果不能驳倒它，能不能加以改进或补充呢？阅
读过程不是单纯的接受过程，而是你和作者进行对话、辩论的过
程。在阅读中，你的思维一直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要急于去归纳、评论，首先要发挥你的形
象思维，把作品中的情景浮现在你的眼前。要学会鉴赏，就是细心
地去品尝作品中的滋味。文艺作品是“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不细心
品尝怎么行呢？现在有些年轻人喜欢用读故事梗概来代替阅读原
作，这样，原作中许多东西都会丢失，真正美好的滋味是品尝不到
的。在阅读诗歌时，你领会了诗的“内容”还不够，还要进入诗人的
内心世界里去，琢磨诗人在酝酿和写作时的内心状态。这样，你的
诗歌阅读就会有“陶冶性灵”的效果。

还有一点就是不宜把文学作品当做生活教科书。文学作品从
根本上来讲是作者审美理想的表现，审美理想和现实生活是有差
距的。很多时候，作者会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寄托在作品中。生活
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在生活中完全实践文学作品里的内容。所谓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在生活中要保持清醒，而另一半“醉”可
能就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读书建议：阅读范围开阔一些、杂一些

采访整理：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张瑞

吕家乡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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