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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１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

代。这就向我们青少年朋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树

立终生学习的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得上时代，才不至于

在竞争中被淘汰。

人经历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作为

学生，求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读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治愚；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

以使人增长知识；读书，可以使人增长才干；读书，可以使人高

尚；读书，可以使人升华。读一本好书，就犹如经历了一次生

命的洗涤，就犹如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净化。

青少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也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青

少年从小培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乃至

人的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都会受益无穷。可是，书海浩瀚，穷一

生之力也不可能读完。因此，青少年应该学会有选择性地去

读，万不可随便拿起一本书就乱读一气。同时，现在市场上的

各种书目层出不穷，且质量和内容都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



下，青少年的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接触到思想混乱或不健

康的书籍。所以，在对待眼花缭乱的各类书籍时，青少年一定

要慎重选择，小心辨别。

《学海导航》丛书也正是应广大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本

套丛书融合了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是一部优秀的百科全

书。本套丛书编写思维缜密，结构严谨，注重学习方法的培

养，注重在学习的过程中教育人启迪人，是你迷茫时指点迷津

的益友。希望这套丛书的问世能够切实解决读者朋友们遇到

的种种难题，真正起到导航的作用，让读者在心灵享受的同

时，获得真正的人生感悟。

一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在漫

长的人生之路中，每个人都会背着装有人生信条的行囊前行。

人生信条不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如果没有了自信，行程中

就会多走不少弯路；如果没有了勤奋，征途上就会遭受失败的

打击；如果没有了友谊，旅程中就会出现孤独的困扰；如果没

有了健康，路途上就会经受病痛的折磨……

青少年在成长的岁月中，面对社会的喧哗和骚动，面对生

活的诱惑和困难，面对学校和社会的差距，难免会感到无所适

从，不懂得在自己的人生行囊中放置什么，舍弃什么。本书就

的为了能让青少年在复杂的社会中学习一些切实可行的道理

和方法，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失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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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年，生卒年不详，是浙江省钱塘人。宁宗（１１９５－
１２２４年）时因画《耕织图》进呈，从而得到赐金带的荣誉。
刘松年也曾在南宋画院的考试中夺魁。当年，画院以“万
绿丛中一点红”为题目作画，由于宋徽宗曾以“嫩绿枝头一
点红”为题考过，所以要想画出新意，着实有些困难。然而
刘松年却匠心独具，他画了一轮红日涌升于万顷碧波之
中。此画因其构思新颖、气魄宏大而一举夺魁。

刘松年毕生供职画院，善于画山水、人物，其艺术水平
被誉为“院人中绝品”，中国绘画史上与李唐、马远、夏圭并
称为南宋四家。刘松年的山水画青绿者工细而有秀色；水
墨画中的山石如小斧劈皴，树则多用夹叶，楼台建筑描绘
工细而不显刻板，体现出他自己的独特的风貌；其人物画
则多为描绘历史人物故事、文人贵族的生活以及佛道的题
材。他的线描细秀劲挺，设色明快典雅，能生动地表现出
对象的神态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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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山水图》

《四景山水图》是中国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
刘松年《四景山水图》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共分４

段，每段横６９．１厘米，纵４１．３厘米，为绢设色，４段分别画的
是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春景描绘的是湖边柳堤，过桥是
一大院，桥头院外，桃李争妍，主人携仆走游倦归的情景；夏景
描绘的是湖边庭院里，水榭香荷，主人开轩纳凉；秋景则表现
为，梧桐枫槲，霜重色浓，桂花飘香，堂中主人读罢掩卷，倚榻
闲憩；冬景画的是三松并立，雪拥空山，庭户深闭，一人骑驴张
伞，踏雪过桥而去。全卷整个布局非常精严，笔苍墨润，设色
典雅，代表了刘松年山水画的风格和成就，也是传世南宋山水
画中难得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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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１２６９—１３５４年），本姓陆，名坚，常熟人，自幼
父母双亡，过继给永嘉黄氏而改姓，字子久，号一峰、大痴
等。曾做小官，因与权贵不合而入狱。出狱后便隐居山
林，不问政事，放浪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以诗酒自娱。他
的绘画生涯开始得很晚，约到５０岁左右才专心从事山水
画的创作。而在这之前，他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对真山
真水有深入的观察和感受。据画史记载，他常常一个人独
坐荒山乱石间，意态恍惚，不知所为；又曾于松江通海处观
激流，虽风雨交加也浑然不知。黄公望出门旅游总是带一
个皮袋，内装笔墨纸砚，见到美景怪树，便当场写生，作为
创作素材。人们常评论他的画有虞山、富春山的特色，这
正是他长期观察、写生而“胸有丘壑”的结果。

从笔墨形式来看，黄公望取法董源而有所发展。他的
作品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作浅绛色，山顶多卵石，落
墨简净，赭黛烘染；另一种是作水墨，如《富春山居图》，皱纹

不多，笔意豪迈。在明清两代，黄公望极受推崇，被奉为
“山水正宗”，以致在画坛上形成了“家家大痴，人人一峰”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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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为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是其代表作。此
图纸本，纵３３．０厘米，横６３６．９厘米。《富春山居图》是中国
山水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件佳作。此画现分为两段，前段现
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藏于台湾省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作为黄公望的代表作，显示出元代山水画
的风格。在画面上，峰峦坡石，绵亘起伏，云树苍茫，疏密有
致；其间点缀着村落、亭台、渔舟、小桥，并画出平沙线渚及溪
山深远处的飞泉。景物纷繁，层次丰富，达到了景随人迁、人
随景移、移步换形、步步可观的艺术境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
源”，点醒了“山居”的主题。

画法苍简清旷，平林一带的丛树，打上了点子叶，森秀而
疏散；高崖峻壑，则用大披麻皴，健逸豪迈，气象淳厚。静观画
面，满目生动，恍如真的置身于富春江山水之中。

卷末自题，述说此卷的创作情况，说是至正七年（１３４７）归
居富春山，朋友无用和尚同往，遂于南楼援笔画此卷，历经三
四年方告完成。其间，为了画好这卷《富春山居图》，不辞辛劳
地长年跋涉在深山浅水之间，观察体验，心记默识，而当时，黄
公望已近８０岁的高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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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的流传，也有过一番不平凡的经历。这件
作品在明末为吴问卿所收藏，吴临死时嘱咐家人将它烧掉作
为殉葬，幸好他的儿子不忍名画成灰，把它从火中抢救出来，
但画的起首一段已被烧毁，其余部分留下了斑斑火痕。从此，
一卷《富春山居图》分成了前后两段，画的后段后来为清朝皇
室收藏，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画的前段直到１９５６年上海
中国画院举办宋元明清名画展览，才和观者见面，现藏浙江省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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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兆页（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年）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
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
裔。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
敏。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兆页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讲，
“孟兆页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
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
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 ”，晚年
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
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
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
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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