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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英琦

暮春时节，闲坐藤花架下，
捧读刘长允先生新著《天下周
易》，心驰神往于妙玄之境，竟
不觉有清风拂过，鬓发间落花
点点。此时情境，让我深深体会
到古人所言“闲坐小窗读《周
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可谓涵盖万有，纲
纪群伦。想当年，孔子在得到周
易之后爱不释手，慨叹曰：“加
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
过矣。”古往今来，《周易》研究
代代相传，释家如林，学者们皓
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几千
部煌煌论著，足见易学在祖国
文化中的显要地位。然而，《周
易》深不可测，它的取象比类、
阴阳对称、刚柔调和的整体思
维，强调序列、注重节律的象数
思维，以及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的宇宙发展观，万物变化日新、
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等
等，无不深奥艰涩，研究者稍有
偏颇，往往谬之千里，甚至误入
八卦歧途。

大概是敬而生畏，我虽然
早有读经问学的想法，却终是
秉烛夜行，望而止步。以此而
言，刘长允飘着墨香的《天下周
易》，不就是他递给我们的一把
开启易学奥境的密钥？

读好书如饮甘霖，快哉快

哉。掩卷之际，不得不钦佩刘长
允先生治学之严谨，为文之畅
达，学识之广博，释经之独到。
刘长允是研究型学者，他幼承
庭训，遍览古籍，交游贤达，知
识广博。因此，他的《天下周易》
不落窠臼，独出机杼。他站在易
学千年发展史和传播史的高
度，溯源析流、爬梳百家，在《周
易》与辞书的关系、易医同源相
通、易学海外传播、易学发展前
景等方面提出诸多新论与创
见，既是对古老易经的经典阐
释，又是对于易经现代传播的
独特研究。他的释义条分缕析，
循古出新，令人信服。同时，他
的行文轻松自在，穿插典故轶

事，溯古通今，引人入胜。
难能可贵的是，刘长允匠

心独运地把全书分成七个章
节，如同七条曲径，引导读者走
向“洁净精微”的易学深处。一、
天书横空问来由，介绍了《周
易》的作者、产生年代以及《周
易》的性质，并对《周易》为什么
诞生在华夏大地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二、殿堂几多砖与瓦，重
点介绍《周易》元典———《易经》
与《易传》，就《周易》的卦画系
统、代表性的十个卦象予以解
读，并对《易传》的七个组成部
分一一详细解析；三、千家说易
蜂拥至，本章梳理了汉代、晋
唐、两宋、明清四个主要时期代
表性易学家的思想与著作，提
纲挈领，使读者对易学发展史
有清晰的认识；四、奥辞责我开
生面，在本章，刘长允提出了

“《易经》是一部古老辞书”的新
观点，通过对《明夷》《井》《革》
等卦的论证，使人信服地得出
这一结论，并利用此观点对易
学研究的疑难问题予以解答；
五、易医相映成光辉章从十个
方面论述了易学和中医的关
系，并针对如何更好地利用易
学促进中医事业发展提出了建
议；六、大道乘桴泛四海，详细
梳理了《周易》在朝鲜、日本、欧
美等海外传播情况，并就易学
海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中肯的建议；七、日月为明照前

方，面对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
后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作
者提出回望传统，汲取经验，化
危为机，和谐共生。

以往人们读《周易》，往往
会在易学的重峦叠嶂中迷途难
返，难见庐山真面目。而刘长允
的《天下周易》，是站在易学研
究的山巅，仰观俯察，山势脉络
清晰在目。可以说，他是用40年
的研究成果，给广大爱好者们
精心绘制了一张学易“地图”，
引导我们走进深奥、幽玄、隐
秘、博大的易学山林，寻幽探
微，披荆斩棘，凝神遐想，各得
其所。读之不仅可览易学堂奥，
而且会发现深奥难解的《周
易》，原本也是亲切平和的，所
谓大道至简，道不远人。

《周易》，是“观天道以利人
道”的学问。《天下周易》读后掩
卷，意犹未尽之际，似乎悟到刘
长允先生在书中隐而未喻的一
种思想：当下，人类文明迎来空
前繁荣的同时，也陷入了前所
未有的危机和困境。或许，我们
可以到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
里、到古人那里借鉴智慧，寻找
路径，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以
及人类自身的关系。

我是易学门外之人，本不
敢妄言赘语，奈何长允先生有
嘱，勉力为文以贺，并祈诸君循

《天下周易》而入易学殿堂，幸
甚幸甚。

清华大学是在近代中国风
云动荡的变革年代里诞生的一
所大学。清华大学承载了无数
先贤志士的希望和梦想，在激
烈的历史风云中，如一枚明珠
熠熠生辉，折射出了无尽的光
芒。历经百年沉淀，清华大学
锤炼出了无数优秀的人才，造
就了无数的辉煌。在时代的巨
轮中，她一直坚定地走在前
沿，见证着中国的崛起，迎接
着未来的挑战。在《学问的“秘
密”：这就是清华》一书中，编
者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来
临之际，带着“清华何以为清
华？‘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有何
奥秘？”等问题，和时任校长、现
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邱勇，
以及杨振宁、丘成桐、姚期智等
10位名师、大师面对面促膝长
谈，形成了11篇充满智慧、令人
难忘的文字。

执掌清华17年的梅贻琦校
长曾经说：“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邱勇在书中也说：“大学要
有大学的模样，就是要有大情
怀、大视野、大胸襟。大学是汇
聚大学者、产生大学问的地方，
还是培养大写的‘人’的地方。
大写的‘人’是能立得住、站得
牢、全面发展的人。”

尊重知识、尊重人，这是清
华精神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完整的清华精神则源于对真理
和知识的追求、源于对社会和
国家的责任和担当、源于对人

类命运的关注和关怀。这样的
清华精神是在传承和开拓的历
史进程中，由清华师生在百年
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
精神风貌。

曾经专门从事清华历史
研究的胡显章所主持的课题
组曾将清华精神概括为四句
话：“明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
神、“严谨务实”的科学求真精
神、“海纳百川”的包容会通精
神、“人文日新”的追求卓越精
神。

如今，现代大学已经成为
各个国家社会文明的标志之
一，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扮演
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大学里，学生们不仅仅
是在学习课本知识，更是在学

习生活中的知识。大学不仅仅
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
一个涵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
学生们会接触不同的思想，会
获得人生的启示，从而能够更
好地认识自己和社会。

大学是社会的智力支柱。
大学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的
影响是深远的。一些学科的研
究成果在科技领域中产生了广
泛的应用，从而推动了科技的
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大学还承
担着为社会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的重要使命，为社会提供着各
种人才支持。

回望百年，清华大学是中
国现代教育和文化发展的见证
和推动者，也成为当今全球学
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现任清华
经管学院院长的白重恩认为，
穿越110年时空驱动清华不断
前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动力
就是追求真理”，这是清华这样
的学术机构的原始动力，也是
责任担当，就是“希望研究有影
响力的问题，能够造福人类，也
能够贡献中国”。

清华精神代表了对真理和
知识的追求、对社会和国家的
责任和担当、对人类命运的关
注和关怀。通过这本《学问的

“秘密”：这就是清华》，相信每
位读者都可以在清华精神的汲
取中见贤思齐，感受追求卓越
的力量，学习受益终身的品格，
成就更加优秀的自己。

本书通过名师、大师的讲

述，让读者深入感受到学问的
“味道”，探究学问的“秘密”。
譬如，清华精神强调追求卓
越。对清华人来说，这意味着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
力，不断探索知识和技能的边
界，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和境界
迈进。而对于更多为了自己的
生活而认真努力的人们来说，
这种精神可以帮助我们保持
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事业的追
求，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和内
心，不断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潜
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清华精神强调敬业奉献，
这鼓励我们关注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积极投身于公益和慈
善事业，为他人和社会做出一
份力量；清华精神强调执着追
求，这帮助我们坚定自己的信
念和方向；清华精神强调实事
求是，这意味着我们要始终保
持对真理和事实的敏锐感知
和客观认识，不被偏见所干
扰，不被虚假和错误信息所误
导，做一个理性的思考者和实
践者……

水木清华，钟灵毓秀，人
文日新，行胜于言。百年清华
的故事，正是中国人百年的梦
想与追求。认识清华、走进清
华、读懂清华，就是从一个重
要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中国
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当我们
经过了清华精神的熏陶和洗
礼，便在成为更好自己的人生
路上，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清华何以为清华

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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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不远人
——— 刘长允新著《天下周易》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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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时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
在书页的边缘信笔涂鸦——— 古人将其
称之为“眉批”，盖古人写作这类文字
时，大多是写在线装竖排本的“天头”位
置的，而“天头”又曰“书眉”，故有“眉
批”之谓。

这些随手写在书边上的文字，有时
是书中内容引发的联想，有时是阅读中
生发的感慨，顺手记在书边上。这些文
字或者与书的内容相关，或者毫无关
系，只是借了书边写下而已。所以，篇幅
长短不一，长的可达数百字，短的不过
片言只语；而行文的体裁也是五花八
门，有些像书评，有些像随笔，有些像日
记……而且我往往还会在这些文字下
面详细记下写作的时间和地点，甚或还
有彼时的天气情况以及写作时的心情，
等等。很多年后，偶尔翻阅这些带有自
己陈旧字迹的书，如同瞬间打开了隐秘
的记忆，过往岁月中许多业已忘却的片
段，居然随着这些陈旧字迹重新出现在
眼前。

比如，译林出版社七卷本的《追忆
似水年华》，原本是一套我未曾读完的
书。我于二十多年前买下这套书，当时
只读了前两卷，即因为各种事务缠身
暂时放下了，原想找时间再读，谁知这
一延宕，居然就是二十几年。今年春节
期间，当我重新翻阅这套书时，吸引我
的却不是书中的内容，而是我本人写
下的文字，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
来——— 我在“在爱情中无平静可言，因
为人们永远得寸进尺”的旁边留下“同
感”二字；我在“感情一出现，认识即消
亡”的旁边批下“的确如此”；我在书边
上写下了我对新婚的感受；在祖母去世
的日子里，我记下了对祖母的充满忧伤
的记忆……

那是一段生活安逸却又觉迷茫的
日子，刚刚组建家庭，却拙于生计，不善
谋生；渐近而立之年，却依然没有一个
明确的人生目标。读《追忆似水年华》，
我常常走神，不知不觉地就游离于普鲁
斯特的文字之外，进入了有关我个人的
无边遐想之中。特别是读到普鲁斯特梦
呓语一般的文字，比如“我惊讶地发现
周围原来漆黑一片，这黑暗固然使我的
眼睛十分受用，但也许更使我的心情感
到亲切而安详……”而我则在这句话的
旁边写道：“我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异
国少年温馨的睡梦，怀抱着一个不为人
知的秘密，夜里不愿睡去。正如同今日
的我，偎在窗下听雨，偎在灯下独思。”

仔细回想，喜欢在书边上信笔涂鸦
的读书人还真不算少，我就曾在很多旧
书上读到过这类文字。其中感到最有意
思、又觉得特别出格的一本书，是我在
孔夫子旧书网买到的一本《陶庵梦忆》，
原书主人不仅将眉批当作情书，洋洋洒
洒地写满了全书，而且声言要将此书送
给女友。从原书主人的眉批中可以看
出，他正逢青春好年华，却为情所困，于
是借眉批倾诉自己的情愫，传达自己的
爱意。亦即原书主人所谓：“情而困己，
不能自已，欲以注释为因，述心怀事。”
诗曰：“赠君一卷书，万盼勿相辞。源源
殷厚寄，聊发苦相思。”实是开辟一种读
书人求爱的新形式，
以书为媒，可谓原书主人的奇思妙

想。然而，这本书又如何流落到了旧书
网？原书主人与他的女友之间发生了什
么？他们的结局到底如何呢？这一切却
既无法考证，也无从得知了。这其实是
这本《陶庵梦忆》之外的另一个故
事——— 在一本写满眉批的旧书中，一段
爱情故事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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