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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是不显露；收敛，是不张扬；谦逊，是不自
傲。这三个词，都有一个共同点：保持一种中和的心
态，这便是《易经》坤卦的中心思想。

《易经》坤卦的六爻皆是阴柔，以大地为象征，阐
释的是大地顺从天道，厚德载物，柔而能刚、以柔克
刚的道理。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柔顺呢？含蓄、收敛、谦逊。
先说“含蓄”。坤卦第三爻爻辞以“含章可贞”比

喻。文章华丽的文采，必须含蓄，才能保持其纯正。
象辞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
也。”意思是华丽的文采难以长久隐藏，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被发现。以此而喻，臣子跟随君主从事政
务，要含蓄谨慎；即使处事有方、功劳卓著，也不可居
功自傲，功高震主，这正是为臣之道的智慧。

次说“收敛”。坤卦第四爻爻辞以“括囊，无咎，
无誉”来比喻。括囊，是将口袋扎紧，象征处于臣位，
应当收敛，谨言慎行，才不会发生过错。虽然得不到
赞誉，却可避免灾祸。

再说“谦逊”。坤卦第五爻爻辞以“黄裳，元吉”
来比喻。黄色，是介于红、绿之间的中色。五行木、
火、土、金、水，对应的方位，是东、南、中、西、北；对应
的颜色是青、赤、黄、白、黑。可见，大地居中，且为黄
色。裳，是下衣，是上衣的陪衬。所以用“黄裳”来比
喻保持中庸谦逊的态度，才能“元吉”，最为吉祥。

总之，无论坤卦第三爻的“含章可贞”，还是第四
爻的“括囊，无咎，无誉，”以及第五爻的“黄裳，元
吉”，都是告诉人们，占卜到这几爻的时候，处于“坤”
位，必须顺从天道，处于从属地位的时候，为人处世
要像文章的文采一样，含蓄隐藏，耐人寻味：像扎紧
袋口，囊中之物不易外漏一样，要收敛，谨言慎行；像各种颜色中中性色调的
黄色的下裳不与上衣争色一样，保持中庸、谦逊的态度。含藏美德才学而不
外扬；保持纯正之道，顺从天道，而不急于求成；宁可无誉，也不可因誉而自
取其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善于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充分
发挥自身柔顺的优势。切不可误认为“柔”就是无力，“顺”就是无能。要知
道遵循天道、符合客观规律、合于道德规范的柔、顺，具有不可战胜的威力。
外柔内刚，以柔克刚，柔
而 能 刚 ，以 柔 顺 战 胜 百
邪，便会德高望重，便具
有人格魅力，因而也就威
望无比，便会呈现大吉、
大利的景象。这就是坤
卦卦辞中“厚德载物”“德
合无疆”“行地无疆”“后
顺得常”“乃终有庆”“安
贞之吉”“应地无疆”的关
键所在。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
西》一书，是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对山西
这片充满历史底蕴与文化气息的土地深情
回望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他以独特的视
角和细腻的笔触，将山西的历史文化、自然
风光和人文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为我们呈
现出一个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山西。

首先，从书的整体架构来看，李骏虎以
“文明叶脉”为主线，贯穿全书始终。这一主
线不仅巧妙地将山西的地形地貌与文明脉
络相结合，更寓意着山西在中华文明中的重
要地位。在书中，他通过对山西的自然环
境、历史遗迹、民俗风情等方面的描绘，展现
了山西的多元文化和独特魅力。这种将自
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写法，既体现了作者的文

学功底，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文明叶脉”这一章节中，作者通过对

山西地理特征的细致描绘，将这片土地的地
形地貌、气候特点等展现得栩栩如生。同
时，他也通过引用古籍史料，将山西的历史
文化脉络梳理得清晰明了。这种将地理与
历史相结合的写法，不仅让我们对山西有了
更加全面的了解，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产生
了更加深厚的情感认同。

而在“人文精神”这一章节中，作者则通
过对山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事迹的叙述，
展示了山西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品质。这些
人物和事迹，既有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也有
现代社会的普通百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和信念，诠释了山西人民勤劳、勇敢、坚韧、
善良的精神品质。这种对人文精神的深入
挖掘和呈现，使得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厚的文
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此外，在“表里山河”“锦绣龙城”等章节
中，作者通过对山西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的
描绘，让我们感受到了山西的美丽与魅力。
无论是雄奇险峻的太行山，还是秀美清幽的
汾河两岸，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太
原、大同、平遥等城市的古朴风貌和独特文
化，也让我们对山西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和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文明叶脉》不仅是一部
描绘山西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
考的文化研究著作。在书中，作者不仅呈现
了山西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还通过对山
西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探讨了新时代山西文

化建设的可能性。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
性和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为山西的文化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从语言表达上看，李骏虎的文笔流畅而
优美，既有细腻的描绘，又有深沉的思考。
他的文字不仅能够准确地传达出山西的风
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也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
过程中感受到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
意。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得《文明叶脉》
成为了一部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思想性的
佳作。

当然，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文
明叶脉》虽然在整体上表现出色，但也有一
些细节之处值得商榷。例如，在某些章节的
叙述中，作者可能过于注重情感的表达；在
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上，也存在个人视角的
局限性。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
优秀和价值。

总的来说，《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
图中的山西》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优秀作
品。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
了山西的魅力和韵味，也让我们对中华文明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部作品不
仅是对山西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中华文
明的一次深刻探寻。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山
西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也让我们对中华
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此外，《文明叶脉》的出版也体现了李骏
虎作为一位作家的责任与担当。他用自己
的笔触，将山西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呈现
在世人面前，让更多的人了解山西、爱上山

西。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山西的
文化旅游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山西的文
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对家乡、对
文化的热爱与执着，让人敬佩。

在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文化
的多元化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了解和认识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
景。而《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
西》正是这样一部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山
西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优秀作品。它让我
们更加珍视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也更加
尊重和欣赏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文化特
色。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
西》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
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文化著作。它让我
们重新审视山西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也
让我们对中华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在未来的日子里，《文明叶脉》将会继
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为中
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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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翻了一页又一页，日子轻快得像一片被
风吹起的羽毛。这一年，三餐四季，岁月静好。如
果还有什么值得记录，那就是一直陪伴我左右的
书，是它们给我平静的生活增色添香。

我与书的缘分也不知道是来自前世还是今
生。记得奶奶说，我满周岁抓周时抓的就是一支
钢笔，这便认定我此生与书有割不断的缘分。后
来上了学，我对读书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能识
字的时候，就喜欢读课外书，读得津津有味。

爱书首先是爱买书。我喜欢买书，就像爱美
的女孩子喜欢买漂亮的衣服一样。只要看上的
书，不买下来就心痒痒，所以家里不断增加的家具
就是书柜，已经排满了书房的四壁。最近又在淘
宝低价购得十来本中文系大学本科二手教材，心
里窃喜。比起以前买的正价新书，这些二手书于
我简直就是物美价廉的最好阐释。当我以一种伯
乐的姿态，把它们从堆积如山的废纸旧书中解救
出来，再经过精心清理，让它们重新容光焕发时，
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当我终于把它们请进我整

洁的书柜时，看着它们如获新生般神采奕奕，就像
自己做了一件英雄救美的大事一样美滋滋的。

爱书更是爱读书。喜欢读书就像美食家喜欢
品尝美味的食物一样。虽然现在有了电子书，可以
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看，但我却还是更青睐纸质书。
纸质书不费眼睛不说，更因为它经得起笔尖的反复
抚触，耐得住心灵的反复咀嚼，经得起热烈气息的
浸润，也耐得住冷漠闲置时的孤寂。我读书的时
候，喜欢勾画，也喜欢随手记录心得感悟，一本被我
精读过的书，就像一个被深爱过的人，即使不在眼
前，也会永久存于心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随
着阅读范围的扩展，我对书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
读完一本又一本，从我的专业心理学出发，又到我
的职业——高中政治教学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
化、哲学、历史，再到与我写作爱好相关的文学类书
籍，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像河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
荡漾开来，源源不断、一发不可收拾。

爱书，书就是最离不开的朋友，是融入生活
和生命的一部分。 我想如果有前世，我肯定是

一只书虫，整天钻在书里啃咬那一粒
一粒的文字，慢慢地书也喜欢上了我，
还给我介绍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人
物做朋友，让他们成为融入我生命的
莫逆之交，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帮我解
疑释难，用自己高贵的人品和文品涵
养我的人格，推我不断走进文学的殿
堂，拿起笔来描摹生活，把自己获得的
滋养传递出去。

山西：文明叶脉编织的中华文化璀璨篇章
——读《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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