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泖水乡歌》是清光绪年间泖水诗人俞金鼎（蕴甫）所作的一部百首七绝诗集。
诗集成，文化传。百年来，新埭因为有了《泖水乡歌》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星光璀璨名扬八方。《泖

水乡歌》，是新埭的一部乡史歌。
金卫其作为平湖泖河人，他的《欸乃一声三泖间——清俞金鼎〈泖水乡歌〉解读》，不仅是对《泖水乡

歌》的一次深度解读，也是对千年泖水文化的一次思考和探索。本文为《欸乃一声三泖间》序）

《泖水乡歌》是清光绪年间泖水诗人俞金鼎
（蕴甫）在六十九岁时完稿的一部百首七绝诗集。

孙意诚《俞金鼎和〈泖水乡歌〉》记载：清光
绪十八年（1892）夏天，俞金鼎坐船去嘉兴游南
湖访旧友，一路观赏檇李亭等美景，当他看到朱
彝尊（竹垞）《鸳鸯湖棹歌》诗集后，赞叹不已，深
受启发……回乡后，俞金鼎思想触动很大，于是
他提起笔来斟字酌句，在书斋红芙蕖馆中潜心
创作。他选取搜集到的乡间掌故轶闻推敲文
字，对《乐郊私语》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一年后，
他写成七绝120首，统称为“泖水”。

泖水诗一搁就是十几年，直到1910年，他的
朋友高廷梅（山亭）来新埭拜访，俞金鼎拿出诗
稿让高廷梅审阅删定。高廷梅阅读后称诗稿内
容翔实，文辞雅驯，颇为赞许。高廷梅将诗稿与
新埭地区关系不密切或者没有关系的全部删
去，最后剩下100首，定名《泖水乡歌》。

《泖水乡歌》诗集一面世，便得到了当时文

坛名人的高度评价。柯汝霖的儿子柯培鼎说：
“我读俞金鼎的诗歌，溯其渊源，每件事情的发
生、发展都有其来由，并非偶然。”陆邦燮说：

“《泖水乡歌》这部诗作，对于我们泖水流域历史
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搜集完备，没有遗
漏。不仅是在泖河之滨游览、垂钓的人，读这本
诗作就像数点家藏的珍宝那样清楚。就是居住
在大城市的才智杰出的学者、年高博学的文士
同样会有此感觉。我们可以将这部诗作当作
《地理志》阅读，也可以当作《风土记》阅读，岂止
仅仅着眼于欣赏诗中所描写的景物啊。”而后他
又说，“先生身为泖水之人，歌咏泖水之事。心
系家乡，把热爱家乡的情感都寄托在诗歌上，的
确感到既亲切又有意味。”所以《泖水乡歌》是新
埭的一部乡史歌。

新埭因为有了俞金鼎《泖水乡歌》这一珍贵
的文化遗产，而星光璀璨名扬八方。如今，《欸乃
一声三泖间——清俞金鼎〈泖水乡歌〉解读》一书

的问世，更是能让后人全面认识了古代的泖水地
理，了解千年泖水源远流长的历史与人文。

读有所思，思有所进。励精图治，继往开
来。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欸乃一声三泖间》
金卫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泖水，风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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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无论是褒钗贬黛派还是褒黛贬钗
派，其对薛宝钗的“停机之德”“理家之才”及灵动丰
美、淡雅脱俗、睿智宽厚、博学多识等方面几乎有一
致的评价。褒黛贬钗派只是将这些归咎于其之圆
滑、虚伪、无情，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批判和抛弃的
封建道德云云。

但如果我们就客观地来评判其人物特性，不难
看出，薛宝钗不仅是曹雪芹笔下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之一，而且也是大众心目中的完美女性，更是广大
青年男子心里的梦中情人，怪不得在某大学调查问
卷中，男生们清一色地喜欢薛宝钗，甚至有直言：

“娶妻当如薛宝钗”。在某论坛“你为什么喜欢薛宝
钗”的标题下，数百个回帖中给出了上百条不同的
喜欢理由，可概括为其才貌贤德智情之超群。认为
宝钗不仅是中国传统淑女之典范，而且达到现代成
功女性之标准。正如《红楼梦》第63回中宝钗抓得
的那根牡丹签上的那句唐诗所云：任是无情也动人。

人们欣赏、喜欢薛宝钗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
究其深层之原因应该是宝姐姐较林妹妹有更高的
情商。

薛宝钗的高情商主要体现在真诚感知他人情
绪，严谨调节个人情绪两个方面。真诚感知他人情
绪，“后感共情”、换位思考、待人接物、以诚为重、真

诚相待、设身处地地体察他人的内心感受，实现情
感友善交流。严谨调节个人情绪，“理性”“自制”，
不让个人的负面情绪控制自己的行为，避免极端冲
动行为。并努力培养主观幸福感，造就乐观通达之
人格，永葆一颗美丽的心灵。

纵观荣国府大大小小百十来个人物，宝钗无疑
最得人心，上至贾母，下至仆人，大家都对她交口称
赞。《红楼梦》第 5回中写道：“宝钗年岁虽大不多，
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
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
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从中可见，宝钗的
为人处世，无论是对长辈、还是对下人，都能设身处
地为他人着想，其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女孩子的细
腻和体贴，处处可见宝钗的真诚。

宝钗不仅善于察觉他人的情绪变化与需求，也
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正如脂评所云：“待人
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末见冷淡之态，
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宝钗和黛玉的身世甚为相似。黛玉幼年丧母，
宝钗幼年丧父。黛玉小小年纪就进了贾府，一直过
着寄人篱下的日子，难免自卑自怜。而宝钗在自家
成长，有一个老大无成的哥哥薛蟠。父亲过世后，
宝钗为体贴母亲，“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

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后来住进贾府，与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宝钗

从小就学会懂事贴心，练就“德言容工”，没有形成
自卑情结。而林黛玉在贾府的几年，日益变得敏感
多疑，“心中常有悒郁不忿之意”。到后来，黛玉更
是把宝钗当作了情敌，处处充满敌意。宝钗虽洞察
一切，却大多装作不知，或是再三退让。如此以柔
克刚，以情动人，使得林妹妹屡屡放下戒心，最后化
干戈为玉帛。

宝钗为人，既善解人意，又进退自如，可谓高情
商典范。面对宝玉的愤世嫉俗，宝钗选择了放弃劝
解宝玉去考取功名。针对黛玉的一再挖苦奚落，宝
钗采取不回应的姿态。宝钗理性做事，感性做人，待
人体贴，自持稳重，“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贾母曾
言：“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

薛宝钗人格的形成和高情 商的培养，应该既
包含薛母对其的良好家教，也显现了时代烙印、社
会影响及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浸润。曹雪芹是将其
作为一个封建淑女的典型来塑造的。

“淡极始知花更艳”，“任是无情也动人”。这不
仅是曹雪芹的成功之笔，也是薛宝钗形象与品德的
真实写照。诚如某红友感叹：“宝钗是一种境界！”
我信之、崇之！

薛宝钗的情商
俞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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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奴
我。
平湖人称我为阿奴：“阿奴是平湖人。”

赤黑
很黑。
侬格件衣裳着来领头赤黑还勿汏？

赤脚板
赤脚。

辰光
时间；时候。
①侬再等介一歇歇辰光，伊马上就到。
②伢年纪轻格辰光，生活真叫是苦勒哩

来三
可以；能干。亦作“来事”“来山”。
①格点生活叫侬做，侬来三哇？
②伊格人是来事，样样事体侪懂行。

角落头
角落、旮旯。亦作“角角头”“角角落头”。
搞卫生要把角落头阿扫清爽。

条子
身材。
格档小青年条子蛮长格。

饭单
做饭时用的围裙。
看伊勿出，勒屋里饭单一扎烧起菜来倒蛮像腔。

阿
奴
是
平
湖
人

方言学堂方言学堂

《百年家族的秘密》
林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在家国两相依的中国，最
让人愿意苦心经营的是家庭。而家庭之中，中
国人历来重视持家教子的规矩和方法，于是，由
家规和家训渲染成的家风，让一个个家族在穆
如清风的谆谆教导中源远流长。

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耳熟能详的家训诸如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
言》、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均是持家有道
的典范之作，和风昭然。今日推荐品读之书，即
是《林乾讲曾国藩家训——百年家族的秘密》。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
模”，在晚清“同治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
用，并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
理想境界。据学界研究的数据，近两百年来，曾

氏已绵延至第八代，其子孙后代在业界有名望
的优秀人才共计二百四十多人，出现了曾纪泽、
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
人物。这些都是曾国藩家训留给家族后世的影
响。不仅如此，曾国藩家训影响了更多的社会
贤达。在民国时期，大学和中学所有的修身课
教材，很大一部分来自曾国藩家训，那时还有独
立出版的《曾文正公家训》广为流传。毛泽东早
年认真研读曾国藩家书，他一生敬仰曾国藩，曾
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钱穆把自己一生
的成就也归因于研读《曾文正公家训》。

林乾教授所讲解的《百年家族的秘密》，重
点从立志、劝学、求师、修身、择业、交友、婚姻、
财富、养生、禁忌及身家八败等十多个方面，对
曾国藩家训进行了系统性解构，并从四个方面
提出了曾氏家训的可贵之处：

其一，曾氏家训既积累了家族训规，又吸纳
了名家世泽。曾氏家训，是一代一代形成的，从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到曾国藩，以及曾国藩的
儿媳郭筠，三代都有家训家规，而且简明扼要，
譬如“八宝”“六恼”“八本”“三致祥”等。在此基
础上，曾国藩又向大家族学习，比如高邮王氏，
学习其诗书传家；桐城张家，学习其谨慎守家；
宣城梅家，学习其学问兴家。基于这样的广纳
博取，使得曾氏家训厚重又丰盈。

其二，曾氏家训是曾国藩的阅历提炼，既全
面又实在。

曾国藩作为攻灭太平天国的头号人物，拯
救清朝倾危大厦的第一人，有着极其丰富的人
生经历。他那一封封在军营中、在官衙里写给
兄弟、子侄的家书，或许只有寥寥数语，或许亦
是长篇大论，但都是其几十年来在行军打仗、为
人修身的大起大落中所形成的见识与智慧，发

人深省。蒋介石经常对其子蒋经国讲，曾国藩
家书“皆阅历之语”，有无穷意蕴。

其三，曾氏家训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
律，前所未有。曾国藩对于家族兴衰周期律的
研究和提出，大概是史无前例的，并且与大众的
一般认知不尽相同。曾国藩指出，家族可分为
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他
认为“凡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商贾
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
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
代”。这样的家族兴衰周期律，给予世间人家以
深邃的警觉。

其四，曾氏家训没有停留在口头说、书面
写，而是重在落实。曾氏家教有三大特点——
严教、勤教和身教。曾国藩认为“治家贵严，严
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
弊不可胜言矣。”勤教更不用说，曾国藩不管公
务多繁忙，晚上一定留出时间在灯下课子读书，
跟家人一起讨论学问。直到曾国藩晚年，仍然
不遗余力，亲自为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讲授《孟
子正义》一书。而身教，曾国藩更是在生活上、
工作上，以及读书、修养、孝友、清廉等方面处处
示范，作子弟的榜样。像这样的“中国式好家
长”，值得每一位为人父母景仰与学习。

中国人向来是希冀“长久”的，譬如“永受嘉
福”“长乐未央”“长命富贵”之类。对于一个家
族而言，能够成为“几百年旧家”的，历史以来也
是为数甚少，但是中国人始终以“光前裕后”的
责任、使命与担当，构建着和美家庭，践行着家
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读一读《百年家族的秘
密》，掌握“家道何以长久”的密码，在深度的知
与行中，努力让家庭、家族“嘉园幻彩、望族蜚
声”。

家道何以长久

芳草亭芳草亭

徐成校

——《百年家族的秘密》解析持家教子密码

序跋集序跋集

内容简介:长篇小说《金翅鱼之歌》
以工程设计师陈集科守护金塘河流域的
金翅鱼洄游为主线，将山乡脱贫、资源开
发与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观融合一
体，努力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与乡村发
展的可行的、和谐的路径。陈集科是山
乡吴村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多
次转迁，后在北京打拼，他得知家乡的金
塘河之上要开发多个小水电站，甚至有
人想要将充满人文神秘色彩的龙井瀑布
开发利用，这将直接导致珍稀鱼类金翅
鱼因洄游之路中断而濒临消亡，山乡美

丽的金塘河等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他开始义无反顾投入保护金
塘河和金翅鱼的工作。虽然他创作的歌曲《金翅鱼之歌》很快走
红，但是一开始，山乡政府对他所谓的生态、环保理念并不理
解，小水电资源的开发商甚至多方威胁，家乡的人们也不支持
他……幸好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也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和代价。主人公陈集科最终投身于为全国大江大河之
上的水电站设计鱼类洄游通道的事业之中……

《金翅鱼之歌》
陈集益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博览群书博览群书

整理 金睿敏

内容简介:“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
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
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
读。”

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
但大都侧重讲述的是杜甫的后半生，前
半生却很少有深入考证，造成杜甫人生
前三四十年被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
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

这本书是国内少有的聚焦杜甫前
半生的史学作品，以历史学的研究方
法，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
睹、所身处的盛世历史图景。

《杜甫的历史图景
（盛世683-755)（精）歌》

王炳文 著
岳麓书社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特别的科普
书。物理学家李淼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
《三体》为起点，介绍了令人耳目一新的
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知识。宇宙的
生死，世界的实在性和不确定性，乃至人
的自由意志，在李淼的笔下妙趣横生；智
子、水滴、二向箔、思想钢印等《三体》中
的超级神器，他也一一分析了能否真正
在现实中出现。《三体》涉及的种种科学
问题，你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权威的
答案，从而深入地领略《三体》的意趣；如
果你还没有读过《三体》，这本书也会带

你进入一个奇异的新世界，让你充分感受科学的魅力，惊叹物理
学为人类提供的可能性。

《三体中的物理学》
李淼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期推荐的三本书籍分别涉及生态、历史与物理等不同领
域。《金翅鱼之歌》以工程设计师陈集科守护金塘河流域的金翅
鱼洄游为主线，努力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与乡村发展的可行的、
和谐的路径，是一首自然之歌。《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683-755）
则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
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盛世历史图景。《三
体中的物理学》物理学家李淼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为起
点，介绍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知识。

关于这个世界的
不同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