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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山海点缀梦想

迎寒而上抢农时 做好油菜春季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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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古代智慧 弘扬传统文化

这是一本引导大众读懂《山海经》的入门佳作。作者带领读者漫游于书中

众山之间，从“妖怪、万物、星空”这几个主题出发，为我们揭秘这部奇书成书的

现实背景，澄清之前许多就事论事的误读，带读者领略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窥见

其与历史传统的关系。

在短短五六万字的篇幅中，作者以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学理、深入浅出的讲

述，令人对神秘之书《山海经》产生豁然开朗的解惑之感。

熊少平

从芬芳的书中，走进芬芳的心灵

提到古书《山海经》，你会想到什么？是人物志、神
仙谱，还是古代传说大杂烩？在很多人心目中，《山海
经》是一部旷古奇书，充满了荒诞离奇的想象。就像鲁
迅先生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所写，书里“画着人面的
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让幼时的他渴
慕不已。近日阅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的著作

《〈山海经〉的世界》，让我有了新的认知。
这本书提出，《山海经》是一本严肃详尽的地理博物

志，是上古时期国家资源的账本。它用简洁的文字、明
晰的体例、精确的数字，如实记录了五百多座山峦、三百
多条河流，以及生活、蕴藏于这些山川河流中的数百种
兽类、鸟类、鱼类、蛇类动物和植物、矿物等，可以说是一
份上古的“自然资源调查报告”。也就是说，《山海经》不
是古人的凭空想象，而是一部基于真实的地理志。这一
点非常让人振奋。譬如，书中介绍少陉山上有一种草，
名为菵草，有红色的茎秆，开白色的花，果实像葡萄，“食
之不愚”，人吃了就会变聪明。如果真有这种草，岂不是
天下莘莘学子的福音？又如：书中介绍的白民国，这个
国家的人都皮肤白皙，披散着头发，“有乘黄，其状如狐，
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白民国有乘黄这种野兽，
它长得像狐狸，背上有角，人骑上它就能长寿至两千
岁。如果能找到乘黄，不就可以轻松实现延年益寿吗？
话说回来，《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是古人留下
的时光地图，关键看能不能读懂它，按图索骥发现古人
藏宝的地点，甚至还能在这幅时光地图的引领下穿越时
光，回到神秘的“前华夏”世界。

反复阅读这本书，我有以下两点启发。
一是相同的事物，描述的语言不同，可能会得出截

然不同的结果。《山海经》里记载的那些奇鸟异兽都是古
人亲眼所见的现实中的动物，但因为我们不了解古人观
察动物的方式、记录动物的语言，才把书中描述的原本
平凡之物误解为怪物。“大自然不会制造怪物，古人也不
会捏造怪物，是文化与传统的断裂造就了这些怪物。”用

《山海经》的视角，可以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刘宗
迪老师试着写了这样一句话：“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
豹身蛇尾，其鸣如婴儿。”这种“猛兽”就是我们熟悉的

“猫”。所以“我们不应带着偏见去审视《山海经》，而应
剥离现代的语境，俯下身来探究古人如何认知世界，理
解古人的思维方式”。

二是《山海经》如一座宝山，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撷
自己需要的“宝贝”。如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西游
记》等均从《山海经》中取材过。《红楼梦》的开篇，就是大
荒山和女娲补天的故事，来源于《山海经》记载的“大荒
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西游记》里，红孩
儿口吐三昧真火，可以追溯到书里“生火出其口中”的炎
火国人；“女儿国”甚至直接套用原名，取自居于巫咸北
的“女子国”之称。而《山海经》里的神话更是俯拾皆是，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夸父执着追日，精卫衔石填海，刑天断头舞干戚，共工怒
触不周山……那些神话角色所具有的豪迈精神和英雄
主义，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形中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追梦道路上发挥着潜移默
化的作用。

心有山海，目有繁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海经》的
世界，让山海点缀我们的梦想。

作者单位：市教育局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山海经》，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物种演化、地
理变迁的传奇之作，是远古时期极富想象力的惊世
之作。重读《山海经》，有助于我们追寻中华传统文
化的根脉，深挖其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不断坚定文化
自信，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满怀信心推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

加强学习宣传，赓续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山海
经》收录了大量山川、河流的形状和地理位置，记录
了大量生物的形态特点和习性，对研究古代中国的
地理形态、野生动植物有着重要作用。书中还记载
了许多神话故事，表达了古代人民探索、征服自然的
强烈愿望，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新时代的青年，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主动学习宣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守护好精神
家园。

坚持守正创新，增强中华文化活力。“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中华传统文化要历久弥新，始终保
持生机活力，需要创新的时代表达，才能真正联系
古今、沟通时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科技与文化相结合已成为文化创新发展的趋势，
《山海经》中的许多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
海被制作成一部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不仅让中华传
统文化发扬光大，更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奋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学好、用好前沿的信息化、
数字化技术，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真正将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深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传播。文明因多
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
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断，正是在与外来文明交流互
鉴的动态过程中，兼收并蓄各国、各民族优秀文明成
果，不断注入新的能量、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从这
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既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
于世界人民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青年要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阅读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打造响亮的文化品
牌，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不断增强中华文化感
染力和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
中国。

作者单位：无为市开城镇人民政府

以前在闲暇之余，陪女儿听完了《山海经》。跟裴鹏
程老师的领读比起来，那时候的思维信马由缰，听到的
只是有趣的故事，还没有学会运用妖怪、万物、星空的主
题来思考《山海经》到底是什么。经过裴鹏程老师领读

《〈山海经〉的世界》，才发现如此简单而芬芳的《山海经》
竟蕴含着这么深刻的道理。因此，在陪伴女儿长大的路
上，不仅要走进芬芳的书中，更要走进自己芬芳的心灵世
界。否则看到的只是花花绿绿的远古世界和简单极致的
神话故事，而难以体会自己心灵中的芬芳与静谧。

《山海经》是一部伟大的地理方志。以昆仑山为核
心，极目千里，纵横捭阖，为我们描绘了广袤的华夏大地
乃至更加遥远的天地，把我和女儿的视野带到了更加辽
远的天际，为思想插上翅膀，飞跃到万里之外，更坚定了
对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的热爱和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感
情。《山海经》是一部动植物百科全书。书中有很多奇怪
的动植物和奇怪的地理知识，虽然名称各异，但对照今
古动植物名称，才发现书中描述的动植物如此可爱又有

趣。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物种已经灭绝，但这仍不妨
碍我们对这些动植物知识的探索与思考，我们可以从

《山海经》走进自然，走到遥远的古代，一目千里，多彩纷
呈。《山海经》是一部神话故事书。这些神话故事，与我
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夜话故事同根同源，具有非常强大的
亲和力，拉近了我们心灵的距离。

读完了《山海经》，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广袤，远
古的世界竟如此精彩。思想和心灵的大门可以打开得
更加宽广，在陪同女儿成长的路上，需要一起展开思想
的翅膀，伴随着《山海经》的故事，飞向更远。一部《山海
经》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的百科全书，需要我们从不同的
视角去打开，体会不同的精彩；需要从不同的方位切入，
吸收不一样的芬芳。《山海经》带着我们从时间上回到数
千年之前，从空间上回到数万里之遥，在女儿心里播下
希望和远方的种子，并生根发芽，在不远的将来尽情绽
放芳香。

作者单位：中航华东光电有限公司

《山海经》的魅力在于，它是一部具有无穷想象
力的百科全书。山海经的世界里，有着奇形怪状的
生物，也有着各种神通广大的神兽，更有着奇异而古
老的文明。它既是神话传说，又是历史地理；既是古
代文献，又是方物大全。

它是一本启迪智慧的博物志。《山海经》是一本
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记载了自然、人文地理、民族
宗教、神话传说等，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思想。书中
记载了许多神奇的动物，也记载了许多传说中的人
物。读完《〈山海经〉的世界》，我的感触很深，也得到
了很多启示。比如，在我们的世界里，有许多奇特的
物种：会飞的鱼、会跑的蛇、会喷火的龙。但在《山海
经》里却没有任何动物可以飞，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喷火。

这里的“拼装”怪物并不怪，“怪”是因为人们对
它的认识还不够。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
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对错。在《山海经》里，一
切都是有“理由”的，甚至一只普通的虫子也会“大闹
天宫”。我们看到了最原始的祖先、看到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看到了《哈利·波特》。当一个人去读
《〈山海经〉的世界》时，会发现自己是如此渺小，他所
认识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要保持一颗
好奇心，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它是古代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山海经》不仅
仅是一部古代地理志怪著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阅读《山海经》，我们可以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感受到古
代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探索。同时，这本古
代著作也是激发读者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宝库。
在《山海经》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代人对自然、神
秘世界和人性的思考，感受到古代文化的魅力与
智慧。

阅读《〈山海经〉的世界》是一次愉悦的学习之
旅。它让《山海经》读起来不再晦涩难懂，让我们重
温中国传统文化，感悟古代智慧，领悟人类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道理，从中汲取智慧启示，启迪自己的思想
与心灵。

作者单位：中共无为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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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生产是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的基础保障，眼下，油菜主产区无为

市的 21.5 万亩油菜大部分正在抽

薹，部分早熟油菜已开花，复杂多变

的天气给油菜生长带来挑战，当地

正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有

针对性地做好农业生产技术服务指

导，力争通过技术指导化解寒潮天

气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在无为市红庙镇闸北村种粮大

户李其平家的油菜田里，两架无人

机正沿着田块匀速飞行，将肥料均

匀洒向田里。连续的雨雪冰冻天

气，让李其平家的部分油菜受到冻

害，当地农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农

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李其平

根据目前的苗情长势、土壤墒情等

及时进行追肥，开展油菜早春管理。

“现在我家的油菜正在抽薹关

键期，以前用人工施肥的时候，时间

又慢，而且还不均匀，现在用上无人

机时间又快，而且很及时、均匀。农

技人员经常到我们家，到我们田里

来，每次都很及时，指导我们用肥和

注意防范的地方，提高我们农户种

植、管理技术，让我们减少了很多损

失，我们对丰收很有信心。”李其平

说。

当前，无为市农业部门正紧扣

农时，成立了多个技术指导组赴各

地针对油菜苗情长势和天气条件分

类施策，加强田间指导和关键技术

推广，指导种植户落实防冻防寒措

施。同时配套机械化全程管理，扎

实做好21.5万亩油菜田间管理，促

进油菜生长恢复，确保稳产。

“特别是近期寒潮天气，我们建

议农户对冻害发生较重田块及时喷

施腐植酸、芸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

调节剂，提升油菜冻后恢复能力。

并利用晴好天气追施蕾薹肥，在薹

高 20—30 厘米左右亩施尿素 5—8

公斤，增施氯化钾 3—5 公斤，促进

分枝发育，增加有效分枝数和角果

数。现在无为市已成立8个技术指

导组，191名科技特派员和指导员赴

各地针对不同田块不同苗情分类施

策，加强田间指导和关键技术推广，

积极组织专业合作社提供无人机等

机械开展社会化服务，全力以赴夺

取夏季粮油丰产丰收，夯实全年粮

食和农业丰收基础。”无为市农技推

广中心农技站副站长范祎杰表示。

何义安

□记者 乐培意 通讯员 强明亮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

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2月24日

下午，龙山街道在龙山老年大学举

办“山水天门 凤鸣龙山”首届元宵节

文艺汇演暨大桥民歌艺术节。

汇演在芜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桥民歌声中拉开帷幕。龙山老年

大学民歌艺术团芜湖市非遗传承人

吴丽领唱大桥民歌《人勤地丰迎新

春》，再现了当时的劳动人民喜获丰

收的喜悦心情，以及劳动人民对勤

劳致富幸福生活的向往。黄梅戏、

舞蹈、鼓舞、葫芦丝合奏、古筝、快板

演奏等一一呈现。现场热闹非凡，

大家在欢歌笑语、妙乐韵舞中享受

文化与艺术的饕餮盛宴。

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在这一

天，人们会赏花灯、吃元宵、猜灯谜，

表达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现场

设置了趣味灯谜和“打卡”点，在场

的“大朋友”“小朋友”在寓教于乐中

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另一边，还搭

建设置6个宣传展台，分别对创卫工

作、反电信诈骗、暖民心行动、垃圾

分类、金牌物业、满意度调查、征兵

等进行宣传。

龙山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多措

并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通过此

次元宵节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居民朋

友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满足了居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居民

们营造了一个温馨、欢乐、祥和的节

日氛围。

无为： 龙山街道举办
“山水天门 凤鸣龙山”首届元宵节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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