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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学创作长达 70 余年，晚年被誉
为“文坛祖母”，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
人之一，其儿童文学创作始于 1923 年，几十
年间用自己饱含爱和温暖的文字呵护着一
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心灵成长，从而拥有了
不计其数的忠实小读者。

1923 年 7 月下旬，《晨报 副镌》新开辟
了“儿童世界”专栏。冰心看到专栏当时还只
能刊登翻译的外国童话，就考虑着以新的写
作样式写一些专给孩子们看的文章，于是通
讯《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通过专栏与小读
者见面了。8 月，冰心赴美留学，因肺支气管
扩张出血住进了青山沙穰疗养院休养，其间
得到来自异国老师、同学、友人的关爱……
远行路上对故园亲人的牵挂，异国他乡感受
到的真情厚意，无不令冰心动容，也促使她
确立了“爱的哲学”思想，抒写下“有了爱便
是有了一切”的感受，同时也确定了最值得
写给孩子们的主题——爱。

为了缩短自己与儿童读者的距离，避
免孩子们厌烦的说教口吻，冰心自我定位
为一个少年儿童的朋友，采用写信的形式
与孩子们平等对话，娓娓而谈，于是便有了
儿童文学作品《寄小读者》。由于从内容到
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寄小读者》内的文
章陆续发表及至作品结集出版后，拥有了
大批的小读者。

1923—1926 年《寄小读者》问世后，冰
心又于 1958—1959 年创作《再寄小读者》，
1978—1980 年创作《三寄小读者》。书信体
的形式依旧很有效，亲切的称呼，细腻的讲
述，循循善诱的启发，拉近了作者和小读者

间的距离，小读者从冰心奶奶的文章中获得
了滋养心灵的精神力量。随着冰心的部分篇
目收录进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语文课本，冰心
的名字与“70 后”“80 后”的童年更加紧密相
连，冰心的小读者群随之也再一次壮大。

十来岁正是努力尝试形成独特自我，走
向自主和独立的年纪，不想成为大人的附属
品，平等对话是很多孩子的心理诉求，于是
把个人的想法和心里话说给更能理解自己
的冰心奶奶听，成了孩子们不约而同的选
择。小读者们也学着给冰心奶奶写信诉说心
绪，表达自我。

冰心晚年为支持中国文学事业，把手
稿、书信、字画等个人物品无偿捐赠给了新
建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就包括大量
的小读者来信。这些小读者来信最早始于

“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最晚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持续了近 20 年，可以说冰心的小
读者群是因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加入而不
断壮大的。来信在空间上则几乎包括了全
国各个省份，有城市也有乡村，从山区到水
乡，从草原到海岛，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冰心
的小读者。

这批小读者来信其实还不是全部。当初
《寄小读者》发表时，冰心就开始收到小读者
的信件，表达自己阅读文章的感想。这些来
自小读者的真实反馈，给冰心带来了极大的
安慰和鼓励，她将小读者的信保存起来，收
藏他们珍贵的童心。可惜的是，这批信件全
部毁于战火，令冰心痛惜不已。曾经的遗憾
在和平的日子里得以弥补，耄耋之年的冰心
一如既往地珍视小读者的来信，因为每一封

信给老人带来的都是童真的爱，弥足珍贵。
据冰心的外孙陈钢回忆，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冰心常常坐在写字台前用剪刀拆分全
国各地少年儿童的来信，每天少则几封，多
则十几封。在信中，小读者会亲昵地称冰心
为“奶奶”，会关心问候奶奶的身体状况怎么
样，会认真回答冰心奶奶在文章中提出的问
题，也十分乐于和冰心奶奶分享自己的快
乐，介绍自己的学校、家乡并向冰心奶奶发
出热情的邀请，还会把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苦恼向冰心奶奶倾诉，寻求解
惑。有些信里还附带着小读者为冰心奶奶画
的画、制作的贺卡。

孩子们的信里没有大事件，就像冰心
的文章中没有大道理的说教一样，然而童
言稚语流露出的是一片纯真童心，是孩子
们对冰心奶奶的爱，以此回应着冰心对孩
子们的关心爱护。冰心看过信后，会选出内
容 最 重 要 或 是 最 亟 待 回 复 的 信 件 单 独 回
复，其他信件则以《三寄小读者》系列通讯
的方式，在文学期刊《儿童时代》上公开回
复。信件往来间，冰心奶奶和小读者的心贴
得更近了。

如果说大量小读者来信的出现是因冰
心作品爱的感召而催生，那么欣欣向荣的国
家、祥和安宁的社会就是孩子们的愿望得以
实现的强有力保障。小读者们基本上都是通
过看少儿读物、语文课学习才对冰心有所了
解的，但普遍没有冰心的通信地址，于是在
寄信时，孩子们表现出不同的想法，有的写
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
会等处收，有的寄往出版过冰心作品的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
学出版社等处，还有的孩子干脆就只写了

“北京作家冰心收”，虽然显得天真却又透露
出莫名的信任。

事实上，在信件邮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
人用自己的兢兢业业、认真严谨回馈了孩子
的信任，默默付出甘当传书的鸿雁，那些地
址不准确的信件最终都能够送达冰心手中
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地址不详或不
对的小读者来信，信封上都会落有各单位的
收发章、改寄批条、数个不同地区的邮戳，为
这封信铺一条畅通的邮路，如地方作协转寄
中国作协，中国作协转寄冰心处。

设想一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移动通
信、网络技术尚不发达，书信是重要的通信
联络方式，各个单位每天收发的信件何其之
多，尤其当时很多作者投稿都是依靠邮寄，
一封薄薄的小读者来信夹在其中该是多么
的不起眼，更何况收信人还不在本单位，但
是地方作协、中国作协、各出版社的工作人
员并未因为信封上稚嫩的笔迹而就此忽视
了这些小孩子的信，而是认真对待，妥善转
寄，务求不辜负每一封信上所承载的童心。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人们对祖国下一代的
爱护在无声地传递。

现在冰心收藏多年的小读者来信在中
国现代文学馆冰心模拟书房中展出，继续陪
伴着冰心奶奶，同时向每一个来此的观众无
言述说着冰心与孩子们之间关于爱的故事，
启示人们细细体会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小读者来信所传递出的丰富而深沉的人间
大爱。

文坛祖母和小读者尺牍情深
□徐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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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
刻，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的变化。女性运动也走到了
重要节点，年轻一代提出了“新女性”的观念，倡导“婚
恋自主”与“人格独立”，无形中改写了“新女性”“旧女
性”两代中国女性的人生。本书重新讲述朱安、许广平、
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的婚恋故事，
展现巨变时代中“新”“旧”两代女性波澜起伏的命运。
她们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
的“新女性”观念，反思五四史观对女性的论述和表达。

《五四婚姻》
孔慧怡 著 岳麓书社

以关中盆地为中心，本书详细考察了从仰韶文化
到龙山文化，再到商、周时期，特别是秦从边陲小国到
称霸天下过程中，人类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
的，政治组织又是如何通过改造自然环境，不断增强
对农民和农业资源汲取能力，从而兴起并逐步发展壮
大的。通过论述国家政治结构复杂化与农业生态系统
扩大化之间的关系，本书指出国家的形成是地球环境
史上的重要一步，而中国帝制的建立则是东亚环境史
上的关键事件。书中最后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中华
帝国如何塑造环境？政治体对环境的反作用力尤其值
得重视，因为这涉及我们的未来。

《惟王受年》
兰德 著 王泽 杨姚瑶 译 东方出版中心

在当今的中国，辣椒似乎无处不在，是中国菜肴精
妙和多样化的关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口味、地域和适
应性，不仅影响了烹饪，还影响了医疗实践和社会生
活。本书充分利用各时期的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等
资料，配以生动的插图和精心收集的食谱，探索了辣椒
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变为风靡全中国的，辣椒的传播又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辣”的含义和文化意蕴。

《吃辣》
达白安 著 董建中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1 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成为当代最
重要的文化交流之一。在跨文化视域下，朱
熹的“理一分殊”思想的现代转化，能够为解
决各种文化间的冲突、和谐相处贡献智慧。

“理一分殊”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最早见于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该书言：

“《西铭》名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
这是伊川用以说明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
的主张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差别，即儒者虽本
乎一仁爱之理（理一），但其发用，在不同的对
象及处境中是可以有不同表现的，以至等差

（分殊），故谓之理一而分殊。相比之下，墨子兼
爱，把自家父子与别人父子一般看，违反了天
生物原是一本的道理，故谓之二本而无分。从
儒家的观点看，墨家兼爱只知（道理上的）一
本，而不知（实践上的）分殊。这是“理一分殊”
思想在道德践履层面上的意思。

后来，杨时又赋予“理一分殊”普遍意义，
使之成为道南学派一个重要的理学范畴。他以
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说“天下万物，理
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
为义”，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
地联系起来，丰富了伦理道德的意蕴。

杨时的弟子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
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
也。”这就明确指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
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
一起。他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并将之应用
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
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

“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罗从彦的弟子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

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其师“体用兼备”思想
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理之用”的重要
性，认为“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
其要也”。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

“知”字上用力，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
殊”的认识。因而，这一思想也就具有“穷理”
的认识论意义。

道南学派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
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
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
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

“一”的理论，是道南学派的重要理论特征。
朱熹对《西铭》的“理一分殊”之论极为

赞赏，说“《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句
句见理一分殊”，还以“月印万川”作喻“物物
一太极”，把“理一分殊”思想提升到本体论
的层面来讨论。他认为所谓“理一”，就是天
地万物只有一个总的“理”，一个总的根源；
所谓“分殊”，就是万事万物各具一“理”，每
一个事物之“理”，是总的“理”的反映。

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
一，而其分未尝不殊。”这里所说的“理”，具
有一本万殊的性质。“理”既体现在宇宙中，
又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之中，体现在宇宙中
的“理”和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中的“理”，类
似 于 佛 教“ 月 印 万 川 ”。万 事 万 物 统 一 于

“理”，而又是“理”的具体表现，体现着“理”
的整体。这就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实中的
问题。朱熹的“理一分殊”论所主张的从“万
殊”到“理一”的认知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
始于分门别类的研究，进而发展到整体综合
研究的过程也有共通之处。由此，李约瑟称朱
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

现代学者应不局限于传统哲学从伦理学
或宇宙论的层面来进行诠释，而应通过对“理
一分殊”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释来解决跨
文化交际的困境。我们可以把“理一分殊”看成
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即“理一分殊”的价
值原则——“理一”是指一切分殊之德共本于

同一的价值根源；“分殊”指的是同价值根源针
对不同的对象而为不同的面向和维度。

这种“理一分殊”原则的可能性，正是基
于朱熹思想具有开放的精神传统。所谓开放，
指的是不去固守唯一的价值体系，而能充分
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有限性，愿意“倾听”别
人的想法，也愿意通过“交流”去了解别人，并
通过自我的反省批判以达成对自我全新的理
解。这种进行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不仅不是自
我的否定，反而是自我的更新和完成。

朱熹在构建思想体系时，不只是局限对
本土文化各种学说的兼收并蓄，而且对外来
的佛教也采取了综合融会的开放态度。他通
过批判来融合佛教思想，从而为儒学的哲理
化开出了一条可供应用的途径。这也正是刘
述先所说的，我们应“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传
统保持一种批评反省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对
于其他传统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现在看来，“理一分殊”正是朱熹解决不
同文明传统、价值冲突上最深刻的见解，也
是我们把握宋明理学传统的一条基本线索。

“理”不仅可以贯通古今，也可以贯通中西，
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既能对话又有立场，既能
融合又彼此独立。

“理一分殊”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运用到
“全球价值观”的探求上。儒学与其他文化传
统一样，都具有“在追求至善的过程中提升
灵魂”之功能。这一宗教性之“理”是统一的，
只是实现的途径各异，由此而产生了“分殊”
的各区域文化。可见，“理一”并非一个知识
论的体系，它是一个“规约”原则，而非“构
成”原则。这个“理一”显然是就儒学的超越
向度而言的，也是引导我们去探寻那个普遍
性价值的一个方向。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方
向，那么即使有“万殊”的存在，我们也会尽
量寻求“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之道，而不把矛

盾冲突当作终极的东西。
朱熹的“理一分殊”，其实就是一种普世

主义，具有某种普遍性，但它的表现则可依
不同时空条件下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
而，在不同的文化对话时，凭借这一原则，一
方面可以在分歧、冲突中参照“多元中的一
元”，另一方面又可以寻求“歧义中的统一”。

朱熹借用“月印万川”之喻，将“理一分
殊”形而上学化。在“月印万川”视野下，“理一
分殊”不再只是一种伦理观念，而是变成了认
识论、方法论。月亮投射在不同的水面上，产
生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意象，但是这并不妨
碍我们体认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我们可
以透过对“理一分殊”的诠释，在绝对主义与
相对主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外找到第三条
道路。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分殊而分殊，
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理性的具体落实
与表现，虽然这样的表现是有限的，不能不排
斥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
相呼应的。朱熹的“月印万川”之喻可以充分
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境界的情致。

今天，一个文化传统应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性地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某些积极
元素，在全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和丰
富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说，每一个传统
都应该努力透过对话交流、多元互济，为世
界和平相处，找到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要尽
量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理解其他文明的
价值。这样的跨文化交际交流才是“多元互
济”，才能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再创造的基础
上，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必须有助于人
性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
提升。朱子学中追求人性合理的因素，肯定
人的尊严，可以为现代人格和人权理论的建
构提供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

朱熹“理一分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现代价值
□罗付灵

台上舞者翩翩、罗衣随风飘舞，乐
师青衫蓝裙、低头抚琴，孩童身着华服、
声声吟诵不绝于耳；台下观众掌声阵
阵，数百名专家学者、来自海峡两岸的
王氏宗亲们认真观看表演节目，对演出
赞不绝口……

10 月 22 日，以“开闽第一·缘系厦
金”为主题的 2023 年第九届同安闽王民
俗文化节在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北辰
山风景区举办。

唐朝末年，“开闽三王”王潮、王审
邽、王审知三兄弟在同安北辰山兵变起
义。后来，王审知主政福建之时，选贤任
能，减轻徭役，降低税收，让百姓得以休
养生息，有效促进了福建的经济和文化
发展，八闽大地告别“蛮荒海隅”，成为

“海滨邹鲁”。
在王审知治闽的二十九年里，福建

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千家灯
火读书夜，万里桑麻商旅途”的升平景
象，王审知由此被尊为“开闽第一”，后

世称之为“开闽王”，宋太祖御赐“八闽
人祖”之匾，北辰山也因此得名“开闽第
一山”。福建迈向文明之邦的历史大转
折，与王氏三兄弟率义军入闽，平定闽
疆密不可分。

海峡同根
两岸共祭“八闽始祖”

唐末五代时期，王潮、王审邽、王审
知三兄弟投奔义军，后因主帅多次滥杀
无辜，义军在五显镇北辰山发动兵变。
相传，当时军队群龙无首，众人期望通
过拜剑选出新主帅，轮到王审知拜剑
时，三拜而剑三升，众军士便要推举王
审知为全军主帅。王审知以长幼有序为
由，推举大哥王潮作为全军主帅，自己
则作为副统帅。

“‘三王’在同安取得了义军的指挥
权，奠定了后来王审知能够治理福建的
基础。因此，北辰山也是闽王文化的孕

育地和最早的发祥地。”同安文史专家、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介绍。

“银城”同安有“海滨邹鲁之地、声
名文物之邦”的美誉，是众多著名侨民、
台胞的祖籍地。据《台湾县志》《澎湖厅
志》等志书记载，宋元时期就有同安人
移居澎湖。元代设澎湖巡检司，隶属同
安县，兼管台湾民政。而金门原名浯洲，
自古隶属福建同安。

历史上由于“迁界”、自然灾害等原
因，金门许多家族内迁定居，开枝散叶，
形成了众多的“金门村”。据调查数据显
示，同安区内有“金门家族派系”的自然
村落 109 个，占 1998 年《同安县地名志》
在案 861 个自然村的 13%，同安与金门
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两岸重要的民间共同信仰，开
闽王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本次
同安闽王民俗文化节吸引了来自金门
县、河南固始县的众多两岸王氏宗亲和
信众前来参加。

“王氏宗亲在金门有 6000 多人，还
有 13 间宗祠。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宗
亲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祭奠开闽
王。”金门王氏宗亲会代表王振汉说，金
门曾属于福建同安县管辖，与如今的同
安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更有

“无金不成银”“无金不成铜”的俗谚。
同安与金门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渊

源深厚。开闽精神与闽王文化也是两岸
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连接海峡两
岸以及海内外王氏宗亲的纽带，为加深
两岸血脉亲情同根、同源、同信仰的认
同感，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不断增添生机活力。

研学交流
三地共建凝聚合力

舞蹈《闽王战鼓舞》《舞墨北辰》《北
辰舞韵》、少儿吟诵《闽王颂》，还有《竹
林兵变 拜剑择帅》动漫视频首发，以及

30 多斤的“同安区最大的封肉”现场百
人共同品鉴……本届同安闽王民俗文
化节上，各项表演和活动精彩纷呈。

作为闽王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此前闽王民俗文化节已在同安北辰山
举办了八届，有效增强了闽王的文化影
响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打造辐射两
岸的闽王文化地标。

“‘王公宫’始建于五代，最初是纪
念王审知的生祠，后来由于历代加封，
也有‘广利庙’、‘忠惠庙’等庙称……”
在工作人员的详细介绍下，孩子们围成
一圈，认真听讲。

本次闽王文化节，还有 50 名小学生
走进北辰山风景区参加研学活动，现场
动手制作竹节人、同安封肉、同安炸枣、
体验闽王行军大锅饭等。通过研学将历
史知识串起来，焕发传统文化的魅力，
促进闽王文化的传承。

“通过工作人员的解说，了解到王
审知为五代十国时期福建的社会安定、

稳定，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就读于厦门市同安区第三
实验小学六年级的罗昊轩说，通过这次
研学活动边走边学，平时读起来有些生
硬晦涩的历史知识也变得更加有趣。

与往年相比，本次文化节更加突出
弘扬闽王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的延
续和传承。

活动现场，同安区与金门县、河南
固始县三地的闽王宗亲会签订共建协
议，就弘扬闽王文化，传承开闽精神开
展一系列共建合作，计划在 2024 年推出

“闽王主题研学之路”旅游精品路线。
“接下来，将以闽王文化品牌为核

心，以一个主线活动加上若干个支线活
动，推动民俗文化与旅游、生活、产业融
合发展。”厦门同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博介绍，让开闽精神的核
心文化作为基础和根基，不断延伸展
开，形成产业化和延续性，同时增进两
岸文化交流。（邱赵胤 余雪燕 杨心亮）

两岸宗亲齐聚同安 闽王信俗代代相传
厦门同安举办第九届闽王民俗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