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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算得上一个重
量级人物，其散文名篇《醉翁亭记》，千百年来脍
炙人口；尤其文中表现出“与民同乐”的政治抱
负和爱民情怀，更是让这一千古名篇广为传颂。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朝廷大臣范仲淹、
韩琦、富弼等因推行新政，触犯保守贵族，被相
继罢官，欧阳修认为这是“小人馋害忠贤”“动摇
大臣”，对江山社稷不利，于是上书极谏，被贬为
滁州太守。在遭受政治打击后，他并没有放弃革
新政治的理想，在任职期间，始终主张“节用以
爱民”，为政“宽简而不扰”，让人民得到休养生
息。庆历六年，他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醉翁亭
记》。

《醉翁亭记》作为传世名篇，其文学造诣自
然非凡。文章紧扣中心，不蔓不支，层次分明，脉
络清晰，字里行间体现着文气徐缓而又节奏明
快的艺术风格。“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等描写，不仅疏
朗爽口，而且极富韵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
散文。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赞曰：“韩柳犹用
奇字、重字，欧阳唯用平常清虚字，而妙丽古雅，
自不可及也。”

与其说《醉翁亭记》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不
如说它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作者驾驭文风和

高超的语言锤炼功夫，令人拍案叫绝。可谓千锤
百炼，语言精工。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朱子语
类》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据说，这篇游记刻成碑文后，远近争传，人
们疲于摹打，甚至于商贾也争购拓本，如遇到关
征税所，送给监官，还可免税。《滁州志》这段话，
可能有所夸大，但很能说明《醉翁亭记》在当时

“洛阳纸贵”的情景，它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
斑。

欧阳修在开篇即采用画框渐缩法，逐层展
示，渐次深入，从整体到局部，一步一景，随着画
框逐渐缩小，最后集中到一点，把文章记述的中
心景物“醉翁亭”突显出来，并意味深长地道出
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抒怀，
形象说明作者陶醉于山水之美，寄情山水之乐，
是在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慰藉。

然而，行文到最后，作者笔锋一转，引出夕
阳在山，宾客、游人在暮色中乘兴而归的情景，
接着即景议论，说明禽鸟之乐、游人之乐与太守
之乐的区别。禽鸟知山林之乐，是物性自然之
乐，故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是安闲
丰成之乐，故不知太守乐其乐，并强调太守之乐
不在于山水，更重要的在于与民同乐，从而把文
章的中心主题深刻有力地表现了出来，这也是

《醉翁亭记》不同凡响之处。
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组成

部分，揭示了“不与民同乐”和“与民同乐”两种
不同政治作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孟子要求封
建诸侯要把个人享受到的快乐扩展到百姓中
去，认为只有与百姓同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才能
成就伟大事业。这无疑是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
的政治主张。欧阳修在《醉翁亭记》所表现的把
个人的山水之乐推广为与民同乐的思想，是对
孟子思想的继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
难能可贵的进步思想。

《醉翁亭记》所表现出的与民同乐思想，除
了主观上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还有自然和社
会两个客观上的原因。滁州山清水秀，为人们提
供了乐于山水的理想空间。欧阳修主政滁州，关
心百姓疾苦，为官清廉，当时境内清平，风调雨
顺，无战乱苛政之苦，百姓安居乐业，才得以游
览山水，赏爱风景。由于这些缘故，欧阳修才以
欢快的笔调描写了滁人游览山水的动人场面，
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境况、生活情趣和精
神风貌。

欧阳修为自己饱览滁州山水而乐，也为自
己治滁有方使百姓安宁而乐，他与百姓的同乐，
在此有两个接合点：山水之美和政治清平。山水

之美使他怡然自适，政治清平使他欣然自得。在
很大程度上欧阳修把山水、风物、民情、政绩融
合为一种理想境界，视之为兼济天下的成功典
型，写景、抒情、叙事、议论等都流露出欢乐的情
绪。把与民同乐看作最美好的政治图景和最大
的人生快乐，充分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
文学家的高尚情操。

清代散文点评大家过珙曾说：“醉翁之意不
在酒”和“太守之乐其乐”，有无限乐民之意，隐
见言外，若止作风月文章，便失千里。其实，所体
现的都是欧阳修“处江湖之远”时的一种胸襟与
气度———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才是《醉翁亭
记》中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真正意义。

《醉翁亭记》不仅是作者寄情于山水闲适优
雅情致的精彩浓缩，又是他遭贬后积极乐观、悠
然自得，为人旷达情怀的无限放大，此文不仅具
有独步古今的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文中所体
现的“与民同乐”思想，对于当今我们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滁皆山也!”穿过历史的风烟，跨越时间
的长河，怀揣“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观点来品
读《醉翁亭记》，这才是我们叩问名篇的正确打
开方式。

荐荐 书书

推荐理由：这是“朱自清散文奖”得主
祝勇的散文精选集。祝勇的故宫系列文化散
文文笔细腻流畅，有着较高的文学性与审美
性，主要分为书画、古籍、文物三个类别，
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推荐理由：《北运河书》是诗人谷禾的
最新诗集，收入了他移居北京通州北运河畔
十三年以来所创作的一系列诗作。在书中，
诗人和北运河，融为一体，血脉相连，共同
见证着时代和大地。

品读欧阳修《醉翁亭记》
陈孝军

阅阅读读故故事事

《纸上的故宫》
祝勇/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运河书》
谷禾/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金安区横塘岗乡，是九十里山水
画廊沿线重点旅游乡镇之一。这里山
环水绕，景色怡人。如阁中闺秀、掌
上明珠，被精心呵护。这里有五大奇
观，清净悠远，回味无穷。

奇树“柳抱丝”
在横塘岗乡黄墩村，有一棵800

年的柳树，由于飞鸟栖息、落籽成
苗，久而久之，在柳树上又长出了丝
棉、黄栗头、刺槐等树种，几种树木
合为一体、共生共荣，形成了今日蔚
为壮观的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当地
人称之为“柳抱丝”。

800年老树已属罕见，这样多种
树木合而为一、共同生长更是难得，
因而，“柳抱丝”也就成了黄墩村乃
至横塘岗乡的一个标志性景点，凡是
到黄墩村的人，总要去看一看。

奇景云居寺
云 居 寺 ， 位于横 塘 岗 乡 雪 峰 岩

下，原名雪峰禅院，始建于唐贞观年
间(公元627—649)，重建于清乾隆四
十六年(公元1781年)，原有大山门、
大雄宝殿、韦陀殿、娘娘殿、佛祖堂
等30余间古建筑。雪峰岩是六安南部
名山，古皋城十景之一。岩洞深2 0

米，宽约100余米。洞顶石壁自然凹成
的石沟汇聚山间清泉常年不断的一线

飞下，注入洞前一口清水塘，飞花溅
玉、涟漪阵阵；清水塘边，一口卵石拱
起的水井，古朴清幽；一棵参天而立的
银杏树满眼翠绿。夏日里，洞内凉风习
习，泉水叮咚，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据 《 六 安州志》 载 ， 唐朝咸通年
间，著名诗人皮日休曾漫游大别山，两
次为雪峰岩题词，最著名的就是那首藏
头诗《题雪峰禅院》：“雪乃天空降，
峰从地上生。禅绕幽境寺，院听诵经
声。”

奇水洞天湖
洞天湖又名岩湾水库，座落于横塘

岗乡西南部的十里群山之中，距离六安
城区约3 2公里。这里有曲折幽深的湖
面，精巧奇特的岩洞，美妙动听的传
说，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

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桐城派”文
人姚鼐游历至此，欣赏这里的群山逶
迤，峰峦叠翠，沟壑纵横，山花烂漫，
上有修竹茂林，下有潺潺流水，尤以奇
特神秘的岩洞和错落有致的湾汊独领风
骚，便信手题写“岩湾”二字于北天门
山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

初，当地群众利用这里湾汊多等地型特
征修建了水库，水面虽不十分开阔，但
在众多的岩洞、湾汉和青山绿叶的映衬
下，却显得异常别致，犹若两条“天
龙”伏于群山环抱之中。清澈的湖面融
山、石、岩洞、庙宇为一体，恰似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别山北缘余脉之
中，洞天湖便由数以百计的岩洞与婉若
天龙的湖面而得名。这里山岭绵延、沟
壑纵横，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有
“小赤壁、三星赶月、飞龙岩、金龟
山、八仙岩、响岩、板门沟、一线天、
天台山、柳抱丝”等自然奇观。

奇观云水崖
在通往洞天湖的路上，有一处美

景，半潭秋水一方山崖，它叫云水崖，
位于横塘岗乡岩湾村牛铁石村民组，距
离横塘岗乡政府约 1公里。崖长约300

米，高约80米，是横塘岗乡治理小流域
时顺应山崖走势精心打造的景观，可防
洪，可蓄水，可观景，可休憩。沿河边
建有水榭亭台，曲折回廊，有江南的诗
意韵味。雨过天晴，崖壁以跌水之姿，
弹奏流水之音；岸边柳枝婆娑，鱼儿嬉

闹间更显乡村宁静。

奇才横塘人
夏风暖暖，白鹅悠然水上，野花似

星星散于草间，层层石崖压缩了沧海桑
田的秘密，今天，勤劳的横塘岗人正书
写当代历史，他们依托山水资源，乘着
乡村旅游、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的
东风，鼓励大户发展种植养殖业，带动
困难群众一步步把理想变成现实，打造
一片都市人可退守的山乡田园。这里的
雪峰生态养殖场、龙潭湖水产养殖场、
柳抱丝种养殖合作社、丰乐源油茶基地
等众多农业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新时
代支撑 横 塘 岗 人 脱 贫致富 的 “ 柳 抱
丝”。 来源：金安微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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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果子园乡位于大别山腹
地，这里群峦叠嶂，不仅有着风光旖旎
的自然奇景，还有着史料厚重的人文
古迹，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双峰寨。

双峰寨，一山双峰，因山形得
名，海拨高825米，其山势陡峭，壁立
千仞。山顶建有石屋庙宇，常年云烟
渺渺……盛夏时节，邀一同伴驱车
沿着新修的蜿蜒盘山路再次登上了
双峰寨。巨石垒砌的寨门城墙依然
威武雄壮，昭示着岁月沧桑，站在峰
顶削壁之上，顿有“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之感。

极目四野，一马平川三十里，果
子园山河尽收眼底，老鹰岩、红石
岩、鹰窝岩、观音岩、老母洞、燕子崖
簇拥相连。向东望去，一排运转发电
的大风车沿着山脊一路耸立，洁白
修长的风叶在云端悠扬地旋转着，
在蓝天、青山的映衬下，壮观而醒
目。夕阳西下之际，漫天晚霞普照大

地，群山披金溢彩，炊烟弥漫平川。
夜幕降临之时，百鸟归巢栖歇，

我们在寨顶搭上露宿帐蓬，于安籁
宁静中渐入梦乡，“快起来，好漂亮
的星空！”夜里被同伴惊叫声唤醒，
赶紧钻出帐蓬，抬眼仰望，只见深遂
湛蓝的天空星光闪烁，银河璀璨，远
方的村庄灯火迷离，吠声隐约，在这
寂静的初夏之夜，在这空旷的山巅
之上，在这清凉的微风吹拂之下，独
享着一片广阔无垠的浩瀚星海，任
思绪尽情驰骋，让灵魂随意安放，是
多么惬意的一件事。

拂晓，清脆的鸟鸣声把我们从
梦中唤醒，晨光初照，雾霭朦胧，青
山滴翠，野花幽香，双峰寨又以巍峨
的身姿迎来崭新的一天……
自驾线路：
沪蓉高速G42—县道055—省道

210—县道053—果子园乡
来源：金寨微旅游

双峰寨一览
卢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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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指 南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对怎样读书有其独
特见解。毛泽东在与工作人员孟锦云的一次谈
话中谈到了“三步读书法”，他说：“读书，一要
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读不
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是人都是学而知之，谁
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
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
了。”毛泽东的三步读书法，尤其在他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要读。这里说的读，是下功夫真读。毛泽

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间集中在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因为无论
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
说，当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发生的一些问题，存在
一些思想混乱，通过读它来统一思想，纠正模
糊的思想认识。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
自己带头读，还指定一个读书小组，与他一起
读，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阅读和讨
论。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获得了不少启发，苏
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许多思想观点
深受他赞同。例如，关于十月革命的普遍规律
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
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
应当是这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
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
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
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
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
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
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与毛
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致的，深受他的赞赏。
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
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是
一样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
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他说这个提
法好。

二要怀疑。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话：“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倡导读书不要盲从，
读书要有大 胆 怀 疑 的勇气 。毛泽 东 读 苏 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紧密结合中国的实
际，结合当时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
在思考的问题，怀疑其中不正确和不适合中
国国情的东西。例如，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问题。毛泽东对这个
“客观必然性”的提法很赞赏。同时他也对此
提出了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
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
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
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
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
究。”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
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
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
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
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那么，这
个客观必然性怎么体现呢？他认为列宁的观
点是正确的。列宁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
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
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
义关系就愈困难。”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革
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读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

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视角
来研读，并且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不同意见。
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
一生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根本
方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
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事物。他说，
作为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
不能成其科学，“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
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
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如，
关于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认为研究
政治经济学应当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他
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
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
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
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
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
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
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
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
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
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
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
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三步读书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既有对原著的赞同，又有对原著的
怀疑，还有独创性的意见。他的许多思想观点，
对全党具有指导作用，特别是对“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起到了很好的纠
正作用。 来源：学习时报

毛泽东的三步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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