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左丘明所
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依据春秋时期各国
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记载了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76
年），下至韩、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国语》记史用语缜密、生
动、精炼、真切，为历代所称道。今精选《国语》15句，与大家共享。

1. 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
【出处】《国语·周语》
【释义】行为举止莫过于恭敬，持家居家莫过于节俭，道德品行莫过于谦

让，办事做事莫过于征求他人的意见。
2. 夫见乱而不惕，所残必多，其饰弥章。
【出处】《国语·周语》
【释义】看到乱子出现，若不警惕，损失就会更多；如果想掩饰自己的过

错，只会使过错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
3.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
【出处】《国语·吴语》
【释义】狐狸实在多疑，刚把东西埋起来，又把它掘出来看看，到最后也

没藏好。常用来比喻人疑虑太多，不能成事。
4. 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
【出处】《国语·晋语》
【释义】往往在你觉得是轻而易举的时候，困难也就跟着来了。常用来

说明做事不能麻痹大意。
5. 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
【出处】《国语·越语》
【释义】伟大而不骄傲，勤劳而不自夸有功。
6. 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
【出处】《国语·晋语》
【释义】政令败坏的地方不能居住，机遇不能丧失，忠诚的人不能抛弃，

顾着私欲的情绪不能依从。
7. 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
【出处】《国语·鲁语》
【释义】百姓参加了劳动就会因劳累而去思考如何节俭律己，若经常思

考这些问题，就会使自己的心地善良起来；无所事事就会放肆起来，一旦放
肆，就会忘掉善良，没有善良就会滋生作恶之心。

8. 不厚其栋，不能任重。重莫如国，栋莫如德。
【出处】《国语·鲁语》
【释义】不使用粗壮的房梁，就不能承受屋顶的分量。没有什么分量比

国家的利益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栋梁比品德高尚的人更合适。
9. 过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出处】《国语·鲁语》
【释义】犯了错误能够改正的人，是百姓中的上等人。
10. 恶有衅，虽贵，罚也。
【出处】《国语·鲁语》
【释义】只要犯了罪，即使地位再高，也应受到处罚。
11. 戚施不可使仰。
【出处】《国语·晋语》
【释义】驼背的人，是无法让他直起身子来的。
12. 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

复乱。
【出处】《国语·晋语》
【释义】砍伐树木不从树根开始，必定会重新萌生；堵塞河水不从源头开

始，必定会重新流淌；消灭灾祸不从根本着手，必定会重生祸乱。
13. 心如欲壑，后土难填。
【出处】《国语·晋语》
【释义】欲望像深谷一样，很难填满。
14.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出处】《国语·周语》
【释义】向善就好像攀登山峰一样难，向恶就好像山石坍塌那样容易。

比喻上进困难，堕落却快得惊人。
15. 华而不实，耻也。
【出处】《国语·晋语》
【释义】形式华丽而没有实际内容，是耻辱。

《国语》精选，字字皆经典
●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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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一场民间的自由搏击爱好者与太极“大师”之间
的“约架”，把太极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李连杰和马云11月推
出一部太极题材的电影短片《功守道》，则“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
能站出来，为中国武术、为太极做点事情。”这部影片集合了吴
京、甄子丹、邹市明、托尼·贾、袁和平、洪金宝、程小东等动作明
星担任台前幕后。

“我想通过电影向中国武术传统文化的前辈致敬，并向全球
的年轻人分享源自中国的太极。”李连杰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他的终极梦想，是太极能进入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
项目。

用电影来推广中国太极

李连杰说，拍摄《功守道》并非一时兴起——早在2009年，
马云就曾经找到他，说要拍一部太极题材的电影，用电影推广太
极，推广中国文化，马云甚至连剧本和情节都想好了，但后来一
直耽搁下来。

这些年，李连杰在全球各地表演过无数次太极拳，分享太极
的宗旨和理念，但始终觉得还差点什么。他想到了自己十几岁
时演的电影《少林寺》，当时很多中国年轻观众因为此片迷上中
国武术，其中还有不少人到少林寺拜师学武。

“我在美国看到过一份社会调查，说一部《少林寺》影响了中
国一代人，培养出一大堆保镖和保安，意思是这些人学武之后光
是四肢发达，只能靠身体吃饭，这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李连杰说，他希望让大家认识到，太极不仅能强身健体，更

蕴含着东方的哲学和智慧，而电影是最好的推广方式。“我打一
场太极，做一次演讲，至多有几万个观众，但是一部电影拍出来，
几亿人都能看得到。”

今年自由搏击挑战太极的风波之后，李连杰更加坚定了要
做一部讲太极的电影的决心。他在邀请袁和平、洪金宝、吴京、
甄子丹等明星时说：“我们都是练过武术的，希望大家在这个时
候能站出来，为中国武术、为太极做点事情，拍这个电影不是为
别的，第一是向中国武术以及太极功夫传统文化的前辈致敬；第
二，向全球的年轻人，分享源自中国的太极。”

“太极入奥”第一步是产业化

李连杰介绍，功守道是以中国传统武术太极为基础发展出
来的一项全新的运动项目，“如果把推手看作太极的2.0版本，

那么功守道就是在推手上再升级的3.0版本。”
据悉，《功守道》电影推出之后，功守道赛事也将在11月

亮相。
李连杰说，他希望把功守道发展成一项体育产业，不仅有专

业联赛，更成为一项全球普及的大众体育运动，最终成为奥运会
的正式比赛项目。“奥运会有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为什么
没有中国的项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人把空手道、柔道、
剑道做成产业在全世界开花；随后韩国经济发展，把跆拳道、电
子竞技做成了产业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体育产业在推广的过程
中，将日本和韩国的文化推向全球。

“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奥运会有几百个项
目，却没有一个源于中国，这很遗憾。”李连杰说，让功守道进入
奥运会是他的终极梦想。

向大众普及规则越简单越好

李连杰说，他曾跟国际奥委会官员聊起中国武术进入奥运
会的话题，对方的答复是比较困难。“人家说用手的叫拳击，用脚
的叫跆拳道，用摔的叫国际摔跤或柔道，中国武术要算在哪个类
别里面呢？”

实际上，李连杰说，就连中国武术界也很难对武术有个精准
定义：光是拳术，中国至少就有100多种，再加上18种兵器，就
连专家都很难把中国武术讲全了，更别说老百姓。“光是把这些
东西翻译成英文就很难了，更别提向全球推广。”

他认为，中国武术文化和中国饮食文化类似，太丰富反而成
为推广和普及的桎梏，要向全世界推广第一步就是切分，从太极
里面找到最简单的部分，形成功守道这样一个产品，用产业化的
方式去运营和推广。

“我研究了许多体育竞技项目，发现一项比赛要受观众欢
迎，要向大众普及，规则越简单越好，要让观众一看就懂，就像足
球是把球踢到门里去就得分，篮球是把球投进篮筐就得分，一目
了然。”李连杰说，目前他已经组织团队设计了功守道的比赛规
则，并增加对抗性和观赏性。

李连杰预计，功守道最快有望2028年冲击奥运会。“不成功
也没关系，我会一直为此而努力。而且我做了这件事情，会为后
面的人积累经验，让他们少走弯路。”

电影《功守道》中，李连杰扮演一位扫地僧。在他看来，自己
在推广太极和功守道过程中就像扫地僧，扫清障碍，为后人铺路。

李连杰：终极梦想是中国太极进入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 白瀛

视点

红色经典所以能够在海外获得广泛传
播，其主要原因在于用大量的历史细节，真
实、鲜活体现了时代精神风貌，因此获得了
海外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文学批评期刊以
及相关舆论精英的高度关注，并逐渐影响
到普通读者。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书写者！中国
文学曾经成功地书写过中华民族站起来的
时代，这个先行探索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涌现出的一批红色经典。这些
红色经典，自出版以来便拥有了海内外广
泛的读者群，特别是获得了海外学界、舆论
传播界的高度关注，历久弥新。今天研究
其在世界上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对于当
代文学如何抒写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
程，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

精神力量是文学永恒生命

红色经典，通常以“三红一创，青山保
林”为代表，即《红岩》《红日》《红旗谱》《青
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
原》，实际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涌
现出的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
及土地革命等时代巨变的文学作品。这些
作品中无不贯穿着一种昂扬的精神力量，
展现的是中华儿女在时代浪潮中超越个体
局限实践革命理想的精神历程。由于作者
绝大部分是这些社会巨大变革的参与者、
亲历者甚至是领导者，因此故事鲜活、细节
真实。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高昂的理想
主义精神，是这些红色经典历久弥新、并具
有不朽的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这批红色经典最初走向海外，外文出
版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外文出版社
几乎与中文版同步，先后将这批红色经典
逐一翻译成为各种外文版在海外发行。如
1953年出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英
文版，对外首发2万册），1954年出版丁玲
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英文版，对外首发
1.5万册），1955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英
文版，对外首发1.8万册）和徐光耀的《平原
烈火》（英文版，对外首发1.2万册），1958年
出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英文版，对外首
发6000册），1961年出版吴强的《红日》（英
文版，巴恩斯译，对外首发1万册）、梁斌的
《红旗谱》（英文版，戴乃迭译，对外首发1万
册），1962年曲波的《林海雪原》（英文版，
沙博理译，对外首发2.5万册），1964年《青
春之歌》（英文版，南英译，对外首发5.8万
册）。苏联以及中东欧等国家也先后翻译
出版了《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小二黑结婚》等俄语版以及中东欧国家语
种。由于这批红色经典极其鲜明的文学特
色，因此在海外一面世，就获得了海外学
界、媒体界以及相关领域的高度关注。如
《林海雪原》英文版出版后，很快就有俄语

版、阿拉伯语版、挪威语版、日语版、越南语
版、希腊语版等10多个外语版本相继面
世。其中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日语版就有两
个，一是1961年出版的冈本隆三的译本；
另一个是著名翻译家饭冢朗1962年的译
本，在日本145家图书馆都有收藏。《林海
雪原》1962年的英文版，在全世界收藏图
书馆达到75家；1965年外文出版社再版
时增加到110家；1978年第三版为75家，
三个版本合计达到271家图书馆。

《青春之歌》也有20多个外文版，除英
语、日语外，还有阿尔巴尼亚语、德语、韩
语、泰语、西班牙语等。外译最早的是日语
版，由著名汉学家岛田政雄、三好一翻译，
1960年由至诚堂出版，比英文版早两年面
世，到1965年已经印刷了12次，日文版累
计发行了20万册，1977年日本青年出版
社又再版了这一版本。1960年 5月至7
月，《青春之歌》电影在日本东京等地放映
了36场，受到日本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
热烈追捧。

《青春之歌》的英文版影响最大，外文
出版社1964年出版后，全世界收藏图书馆
分别为50家，1978年再版时扩大到142
家。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英语国家，到欧洲的法国、德国、丹麦、
瑞士、瑞典、荷兰、西班牙，再到中东的以色
列，亚洲的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还包
括拉美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
图书馆都有收藏。

随着这批红色经典外文版在海外的广

泛传播，欧美主流学术界、媒体界对这些具
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关
注。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季刊》，美国哈
佛大学《亚洲研究学刊》、美国俄克拉荷马
州大学《当代世界文学》（1977年之前刊名
为《海外书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
国文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现
代中国》，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荷兰莱
顿大学的《通报》等欧美影响较大的主流学
术期刊上，很快就出现了相关研究文章。
根据JSTOR数据库的检索，在这些主流
学术期刊上，今天能够检索的文学批评中，
提及的作品就有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欧阳山的《三家
巷》、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
杜鹏程的《延安保卫战》、吴强的《红日》、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艾明之的《火种》、柳青
《创业史》等等50多部文学作品。

欧美一批知名学者、专家纷纷发表相
关研究文章或者书评，如美国汉学家毕晓
普、雷金庆、葛浩文、邓腾克，法国汉学家巴
狄，荷兰汉学家佛克马，澳大利亚汉学家杜
博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等。在最有影响
力《中国季刊》上，1963年专门集中刊发了
三篇美国学者的研究文章，分别由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夏济安、德
国汉学家卫德明、美国学者白芝等撰写，专
门研究《青春之歌》。不论从哪个角度，都
共同认定《青春之歌》是一部充满了英雄主
义激情的作品，“激情”是这部作品的核
心。汉学家毕晓普在1964年的一篇书评

中提到了《林海雪原》，认为该书融合了细
致的悬疑、幽默、英雄事迹等等，对正反面
人物的描写区分非常明显。澳大利亚《中
国研究》杂志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
章中，将《林海雪原》的杨子荣与《红岩》中
的江姐、《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
中的朱老忠一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化
身，表现中国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奉
献一切的英雄形象是成功的。

在全世界最大的读者网站Goodreads
上，今天仍然能够找到读者对于这批红色经
典的评论。一个37岁的女图书管理员，
2015年在Goodreads上发表读后感，认为
《林海雪原》内容有趣、十分吸引人，并为书
中的人物精神所感动，该书让美国读者对故
事发生的中国时代背景有了一定的理解。
弗吉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福林
教授今天仍然向该校研究生、本科生们推荐
《林海雪原》一书，他认为《林海雪原》等红色
经典是中国文学的代表，特别是对中国语言
的运用通俗易懂。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
巴基斯坦、加拿大和美国的13位读者对《青
春之歌》给予了评分，有位读者认为该书“精
彩地描写了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的青春热
情”；有位印度的读者在2010年的留言中甚
至表达了感激之情：“《青春之歌》这本书让
我进入了共产主义文学的世界。它将我带
入文学的大门，因此在我心中有特殊的地
位。这本书我至少读了5遍，我之所以阅读
中国文学，都是因为受它的影响。”

可见，这批红色经典能够在海外获得
广泛传播，主要原因在于用大量的历史细
节，真实、鲜活体现了时代精神风貌，因此
获得了海外具有舆论领袖地位的文学批评
期刊以及相关舆论精英的高度关注，其影
响范围逐步扩大、并逐渐影响到普通读
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天，以这批红
色经典为源头，在国内不断被改编成为舞
剧、歌剧、京剧、连环画以及电影、电视剧，
影视媒体的传播，再次增加了这些红色经
典作品的感染力，并获得不同国家以及地
区读者的共鸣。可见，红色经典展现的精
神力量，正是支撑中华民族能够站起来的
时代力量。精神力量才是文学活动的永恒
生命力。

塑造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

红色经典描写了一大批朴厚、正直的
劳动人民形象，一大批不畏艰险、勇于奋争、
舍生取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者形象，其中革
命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其普遍的特征。经历
了战火硝烟的洗礼，在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
的特定时代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人
民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
上完成了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
务。无数可敬可爱的先烈们展现的纯洁高
尚、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永远具有不可磨
灭的历史价值，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三红一
创、青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在世界范围
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中国当代文学，要开阔
胸襟，着力于抒写超越个体情感体验的普遍
性的精神力量；要放眼天下，站在世界化的
高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富强时代，彰显时代
的世界性价值，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书写富强时代的精神，是红色经典给予今天
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启发。

红色经典在世界的传播
●何明星

《林海雪原》1965年英文版《青春之歌》1978年英文版

2009年，世界知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
年在中国启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
人计划”召唤下和母校吉林大学的诚挚邀
请下，放弃国外优厚条件，义无反顾回到祖
国，带领400多名高级研究人员组成的科
研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攻破道道难关，为

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科学技术
空白，取得了同业水平赶超国外、科技硕果
举国振奋的辉煌业绩。

根据这位“时代楷模”感人事迹改编拍
摄的6集电视剧《黄大年》，日前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黄大年至诚报国、甘于奉献的

赤子情怀，对事业、对家庭的无限热爱，感
动了许多观众，生动呈现了一位性格鲜明
可爱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虽然该剧从建组确定主演主创到正式
立项备案、再到最后制作完成，总共用时不
到3个月，从拍摄到后期制作再到播出不
到2个月，但该剧创作过程非常严谨，主创
团队紧紧依靠吉林大学与黄大年一起工作
过的领导、师生以及黄大年科研团队中的

“千人计划”专家，掌握了大量详实资料，剧
本九易其稿。

该剧由知名导演杜军执导，曲有为担
任摄影指导，实力派演员丁勇岱、张凯丽领
衔主演，张佳宁、马跃、房子斌等加盟。

丁勇岱感慨地说，自己很幸运得到了
黄大年教授这样一个重要角色，拍摄的过
程中，他被黄大年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

受到了一次心灵和精神的洗礼。“黄大年身
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同时他又是
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一直是在用生命与时
间赛跑，想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让人特别
敬佩。”

饰演黄大年妻子的张凯丽认为，丁勇
岱用平实朴素的表演演活了“时代楷模”。
黄大年的妻子是一个仁慈济世的知识女
性，有着平凡女人的不平凡的情感世界，在
人品和思想境界上与黄大年很般配。

许多专家评论说，《黄大年》是一部以
饱满的艺术形象、充沛的艺术激情和感人
的爱国情怀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电视剧佳
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从挖掘的素
材看，原本可以创作出一部长篇电视剧，但
创作者们挤干“水分”，用6集剧制令人耳
目一新，靠“干货”和“硬货”赢得了观众。

■
■

有有““干货干货””和和““硬货硬货””的的《《黄大年黄大年》》
●常萱

丁勇岱（右）和张凯丽饰演黄大年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