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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四类：不必读；可读可不读；要读；

必读。

第一类，是不值得花任何精力和时间读

的书。这类书占到你所接触到的书的绝大部

分。这些书大多跟一个特定的人没有关系，

是一辈子都可以不读的。

第二类书，可以读，可以不读。有些书是

作者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产物，读这些书

等于与陌生的，但比我们有阅历、有智慧的人

交流。但这样的书也多到一辈子也读不完，

怎么办？看缘分。遇到了就读，错过了，也没

有关系。

第三类书，是经典。经典有两种，一种叫

专业经典，每个专业都有相应的专业经典，不

读专业经典，称不上专业人士，专业经典是专

业人士的必读书，但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必读

书。另外一种经典，叫人生经典，比如《史记》

《水浒传》《红楼梦》等。读这样的人生经典，

不是为了提高谋生技能，而是让我们的生命

更美好，让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整体认知。

第四类书，叫元典。这是比经典层次更

高的书，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最具原创性的阶

段出现的经典文本。在中国，儒家“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元典；“五

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

元典；《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

是元典……诸如此类的著作，都是元典。它

们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经典，是

我们信仰的源头，也是我们言说的依据。

只有元典，才是区别于上述前三类的书，

才是我们每个人的必读书。

元典里面有什么？元典里面有问题，而

且是一些关乎人生、世界和个体生命的大问

题。元典里面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建

议。其实提出问题往往就已经包含了答案

——因为问题的提出，就已经引导了我们思

考的方向，引导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凡是伟

大的著作，从来只告诉我们方向，而不提供能

够一蹴而就的“方法”。孔子没有告诉我们方

法，苏格拉底没有告诉我们方法。这些人类

的先知，都只告诉我们方向。我们朝着这个

方向走，自己去找方法。

元典带给我们的是格局，是万物能容。

老子讲“不盈”，就是不装满。不装满有两个

办法：第一个就是不贪多，少装；第二个就是

让容器不断变大，不断变空。道家的“不盈”，

在儒家就是“大”。《大学》教我们“大”起来，

《中庸》教我们“大”起来，《论语》《孟子》教我

们“大”起来，孔孟老庄，墨子荀子，他们的元

典都是在教我们“大”起来。如今好多孩子，

从幼儿园开始，人生的目标就是上一个好的

小学，好的初中、高中，然后考一个好大学，找

一份好工作；读书只读跟考试有关的，学习只

学能加分的。但我说其实这是“实心症”：在

他们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走得特别

“实”，心胸不“大”不“空”，即使将来上所好大

学读个好专业，也还是会时常陷入“小我”的

苦闷之中。所以，像《论语》这样给我们大的

东西，给我们态度，给我们境界，给我们理想

的元典要读。元典和元典的作者们，只讲大

道理：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人生，什么是好的

社会，什么是好的政治；让我们成正派人，做

正派事，追求正当目标；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

理解更宽、更广、更深、更高，对人对己更包

容，让我们变“大”变“空”。

这样的书，才是我们每个人的必读书，需

要我们反复地读，不断地读。读书不是把书

打开，而是把我们自己打开，让书的能量灌注

进来；读书的最终目标，不是去理解书，而是

通过书理解自己，理解世界。我们读元典，不

是要把元典读懂，而是通过元典，把自己把世

界读懂，能明白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

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

得我们去过的。这样的书，写在数千年前，为

什么跟现在的我们有这样的联系？因为它们

本来就是为我们所有人的人生而写的。元典

本来就是讲人生的，而我们的人生，需要有元

典的守护。

打动万千宝妈的畅销书——

《学会爱自己》十年精选纪念版来啦

让我们打开那片星空——鲍鹏山领读诸子百家
□鲍鹏山

我们先做个小测试：请在5秒内说出你

最爱的5个人。

倒计时开始，5、4、3、2、1，时间到。

你是不是忘记说你自己了？

确实如此，我们会在很多时候对别人体

贴、关心、宽容，却忘了爱自己。

爱自己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不

断被爱的经历和体验中习得的。

我们作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一

定要教孩子学会爱自己，因为只有懂得爱自

己，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那么，如何教孩子

爱自己呢？

亲子共读《学会爱自己（十年精选）》，和

孩子一起上好人生成长课，保护身体、强大心

灵：如何防范性骚扰？如何勇敢地说“不”？

如何明确人际边界？如何建立良好的同伴关

系？如何合理排解负面情绪？……书中有作

者或者亲子教育专家“写给家长的话”，提供

实用而专业的建议指导，帮助父母了解孩子

的成长困惑，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正确地爱

孩子。

未成年人防性侵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相关案件也呈现出家庭成员性侵案

曝光量上升、网络性侵形势严峻等新特点。

如何跟孩子讨论这个敏感的话题呢？

《不要随便摸我》曾获本杰明·富兰克林

亲子教养类奖，适合家庭和学校对孩子进行

性保护教育。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妈妈和

孩子的睡前对话，以一问一答和实际举例的

方式，很具体地教给孩子避免遭受性侵害的

方法──识别不恰当的触摸；大声、明确地说

“不”，要对方住手；当对方碰触自己、让自己

感觉不舒服时，一定要赶快离开；即使真的发

生了什么事，也不是自己的错；还有，一定要

告诉父母。

《不要随便保守秘密》对遭遇性侵犯的孩

子的心理进行了描写，引导孩子认识到：不是

所有的秘密都要保守，有的秘密一定要说出

来；不要让自己陷于苦恼中，应该向信任的人

求助。

此外，孩子必须得接受大人表示喜爱的

“亲亲”和“抱抱”吗？如果不喜欢，那么说

“不”对孩子来说是个难题。《不要随便亲我》

中的小女孩莱娜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快来看

看她是如何表达真实的想法，勇敢地向大人

说“不”的吧！至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

以说“不”，《不要随便顺从别人》中的小男孩

莱奥和小熊“阿不”一起讨论过哦。

《学会爱自己（十年精选）》除了传达“自

我保护”的理念外，还涉及心理健康教育方

面，分为“自我认识”“情绪管理”和“人际交

往”三个板块。

《不要随便对待自己》中，小主人公用散

文诗般的语言，自信乐观地讲述如何善待自

己、做自己的主人：了解自己的身体，觉察身

体的感觉，听懂心灵说的话，观察和调节自己

的情绪，对未来充满期待。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里，那条鲨鱼心血

来潮想让人类喜欢自己而各种“折腾”，最后

还是回到海里威风凛凛地生活，那样才是真

正的自己。这个故事告诉孩子：不因为羡

慕、嫉妒别人而小看自己、盲从他人，寻找自

己真正喜欢的生存方式，找到自己的“内在

生命力”。

《不要随便否定自己》中，小羊的转变其

实是心态的转变，因为他的耳朵其实并没有

发生变化。这个充满哲理的小故事告诉我们

心态的重要性。当看待自己的视角不同，你

的整个世界也会跟着发生改变。

《不要随便小看自己》帮助不自信的孩子

发现自己的长处，培养自尊，树立自信，体会

发挥长处去帮助他人的快乐。

《不要随便羡慕别人》中，人类的小孩觉

得自己太平凡，羡慕有着盔甲一样厚皮的犀

牛，而犀牛却羡慕轻巧的兔子，兔子羡慕遨游

大海的鲸鱼……如此反复后竟然羡慕的还是

人类的小孩。“不要随便羡慕别人”，这个道理

既是说给孩子的，也是说给大人的。别人看

上去的光鲜亮丽，可能只是表面。当你羡慕

别人时，不妨数一数自己拥有的。

《不要随便放弃梦想》告诉孩子：每个人

都像一粒种子，拥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潜能。

人的情绪其实反映了自己的需求和外在

世界的关系，当环境不符合主体需要时，就会

产生负面情绪（如愤怒、悲伤、失望等）。愤怒

是需要合理宣泄的，一味压抑可能会积压更

多的负面情绪。

《不要随便发脾气》中的小主人公因为扔

东西伤害到朋友猫咪而反思了自己发脾气的

方式，选择了用打沙袋来宣泄情绪。此外，与

好友或家人倾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独处整

理心情等都有助于排解负面情绪。《不要随便

压抑自己》侧重讲对愤怒的压抑是什么感觉

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帮助孩子学会处理压

抑的情绪。

《不要随便悲伤》中，小粉象的好朋友斑

点象要搬家了，两个好朋友不得不依依惜

别。小粉象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通过

猫头鹰的启迪，他尝试着哭泣、倾诉和寻找新

的朋友。小粉象不再悲伤，并找到了新的伙

伴。当然，他在心里给斑点象永远留了一个

位置。每个孩子都有一天要面对跟亲友离别

的痛苦，让小粉象陪着孩子一起走出旧的悲

伤，面对以后的新生活吧！

《不要随便害怕》用一个充满想象力的

故事告诉孩子：“内心的勇气”是克服恐惧的

“法宝”。

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很正常，但是矛盾不

应该导致欺负与排挤。《不要随便欺负我》中，

强者欺负弱者的事情连环发生，错误的思想

和行为不断传递，聪明的猴子妈妈和勇敢的

小猴子成了错误行为的终结者和拒绝无理要

求的倡导者，先前的错误行为得到了一一纠

正，正能量得到传递。这个故事启发孩子要

直面问题，寻求帮助，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随便命令我》除了教孩子学会说

“不”，同时告诉他们不能让友情变为敲诈的

借口。真正的好朋友是可以自在相处的，强

迫、命令、欺负、排挤行为都是不对的。

《不要随便排挤别人》里的老师用“边缘

人”的游戏巧妙地教育了孩子们，消除了班里

的欺负和排挤的行为。书后有“写给父母的

话”，指导家长可以为孩子做些什么。

《学会爱自己》自第一辑出版已经有十年

了，现在仍然在当当网童书榜榜单前列。之

所以畅销多年，受到很多家庭喜爱，是因为这

套书自身的品质，有着精美的图画和精彩的

故事，更是因为这套书蕴含着对孩子满满的

爱，有文字作者对孩子的爱，有图画作者对孩

子的爱，有编辑人员对孩子的爱，有父母和老

师对孩子的爱……这些“爱”汇集起来，成为

一份沉甸甸的期待：孩子，请学会爱自己！

著名学者朱大可先生对《山海经》颇有研究，
他说，《山海经》中“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
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
华之山……”之类的叙述是“折扇式”的，其中

“又”作为褶皱的标记，掩藏起“西四十五里”或
“西六十里”的内部缝隙，让《山海经》犹如一把折
扇被仔细收起。

是啊，这把“折扇”不知“仔细收起”了多少不
为人知的秘密，多少难以还原的细节，多少失传
已久的故事！而这些秘密、细节、故事，莫非就是
历史老人对后世人们“文学想象力”的一种有意
考验？

就拿《山海经》的首卷《南山经》的开头来说吧。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

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
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

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
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
之善走……

正如朱大可先生所指出的，这些句与句之间
折叠着的秘密、细节和故事该有多少啊！这需要
后世的阅读者有多么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力才能
打开一道道“褶皱”啊！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竟然还真有这么一个能
够打开《山海经》“折扇”的人。这个人就是台湾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邹敦怜女士。与文化学者用
文献和考古资料打开《山海经》不同的是，她用一
个作家别具一格的想象力来打开它。这套《山海
经里的故事》很好地还原了那个遥远年代的奇山
异水，复活了那片广袤土地上神异的动植物，演
绎了一个个人与人之间、人与珍禽异兽之间和谐
共处的传奇故事。

这套书共有三本：《南山先生的药铺子》《南
山先生的不传秘方》《南山先生的逍遥游》。每一
本都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作者虚构了两个主
要人物——南山先生和他的徒弟“小难”。小难
是故事的讲述者和见证人，作者通过这个十几岁
小男孩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山海经》里的奇闻
异录。而南山先生的医者形象本身就是一个绝
妙的视角，作者通过这位开药铺子的“仁医”，把
高高低低的山系山峰、远远近近的官员百姓、林
林总总的植物和动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建构起
一个复杂而神秘的世界。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中，南山先生用“大医精
诚”的理念，向我们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
深。他既传授行医之道，也传授做人之道，甚至
还传授生活之道。他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
环环相扣，这其中蕴藏着许多奇妙的规律，就看
人们会不会巧妙运用了”；也常常告诫徒弟对待
动物要执“无差别心”，因为“鸟兽依照它们的天
性生长，原本就是不善不恶，自过自的生活的”。
总之，南山先生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人物，在
他身上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联系当下比较流行的“整本书阅读”，可以说
《山海经里的故事》是一套非常适合孩子阅读的
书，它既可以“立德树人”，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濡染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可以提升孩子的语
文素养——尤其是丰富“文学想象力”。

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而想象的世界是无
涯际的。今天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滋
养对未来的想象。《山海经》的“折扇”，随着作家邹
敦怜的想象力在渐次打开。在阅读《山海经里的
故事》这套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观赏别人的

“想象力”，而且自己的想象力也会被激发出来！
那么，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山海经里的故

事》，步入那片瑰丽奇幻的时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