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12.9 星期六
主编：农新瑜 版式：白云 E-mail：laopaish@126.com

读书

订报热线 （027）965888 广告咨询 88567849 编委办 88567046 融媒体中心 88569628 编辑出版中心 88567468（夜） 区域新闻中心 88567456 文化新闻中心 88567338 武汉新闻中心 88567429 经济新闻中心 88568165 印务总公司 88568830（生产管理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4200004000004
邮箱：hbrbtxyyd@sina.cn 政治新闻中心 88567361 视觉新闻中心 88567399 社会新闻中心 88567376 评论理论中心 88569244 农村新闻中心 88569264 群工舆情中心 88569248 体育新闻中心 88567068 本报印刷厂印刷 零售每份 1.50 元 定价：每月 41.50 元 印刷质量投诉电话 88568844

本报
电话

辽阔的海洋占据着地表70%的面积。毫不夸张地
说，看似外表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海洋，不但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军
事的格局。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原资深研究员张炜的
《海洋变局5000年》这部著作，穿越繁密的时空经纬，以
厚重的笔法，带我们走进浩瀚无垠的大海，乘着历史的轻
舟，去领略一部意蕴深邃的海洋演绎史。

人类诞生以来，就与蔚蓝的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人类有意识地开展海洋征服活动，则至少已有了5000
年的历史。这不单表现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借助
海洋开展海上贸易往来；还表现在各个国家、各种势力通
过海洋，达到攻城拔寨、辟域拓疆的军事目的。

作者洞察人类与海洋的命运沉浮，聚焦人类在整个征
服海洋进程中的种种表现，就什么力量左右着海洋的变
局，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兴衰荣辱，给出了答案。作者
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海权的争夺。

全书将科学技术用之于海洋航行，分为五个不同的
历史阶段，即木桨风帆时代、风帆火炮时代、蒸汽铁甲时
代、机械化时代和导弹核时代。木桨风帆时代和风帆火
炮时代，主要讲述了中国大河文明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
两种船文化。虽然这两个时期的造船技术，还停留在原
始单一的木船木桨时代，但随着人类在海洋中的活动越
来越频繁，加之商业利益上的考量，人们的海权意识和各
国的海上战争，也渐次增多起来。到了蒸汽铁甲时代和
机械化时代，科学技术在造船上的运用，开始逐步走向成
熟。以往的木船木桨，开始被蒸汽铁甲这样现代化的坚
船利炮所代替。随着海权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以及科技
水平的不断提高，近代以来，被称为“海上巨无霸”的航空
母舰也应运而生。而到了现代的导弹核时代，造船、造舰
技术更是突飞猛进，核动力、核技术与先进的铸舰工艺相
结合，使得当代的海洋权益之争越发变得至关重要。

《海洋变局5000年》不仅描绘了一幅世界海洋变局
的历史画卷，而且也揭示了世界海洋变局衍生的历史规
律。读来感触最深的是，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就像土地之
于阳光，相偎相依，紧密相连。无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是
从散布世界各地的历史遗址、遗迹来看，人们很早就有征
服海洋的举动。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独木舟，5000
年前的古埃及女王墓中的无艉木质海船浮雕，2000多年
前战国铜鉴上的“水陆攻战纹”，明朝郑和下西洋使用的
宝船，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使用
的帆船，都有力地佐证了科学技术和海权理论的发展，对
于人类征服海洋的探索行为，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曾经，古希腊、古罗马曾率先创造了以海权为核心的
蓝色文明，它们的木桨风帆曾驰骋于地中海的水域，促进
了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15
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一些欧洲国家更是凭借着风帆
火炮对海洋的探索与征服，迅速地走上了近现代化的道
路。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欧诸国更是用大舰巨炮
开启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对海
权的争夺已然进入到一个信息化时代。面对悄然变化的
海权，以及新的海上冷战，未雨绸缪稳应对，居安思危不
懈怠，方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坚定维护好我们的
海洋权益。

读完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我竟忘了小说是
以一则流言开篇。事实上，流言并非以讹传讹，作者通过
对洗河、罗山、梅青、呈红等人物命运的描摹和大量细节
的呈现，为流言安装了骨架，增添了血肉，讲述了“故事”
里的事，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营企业家及其后
代等人物群体的生活轨迹和精神走向。

作者在后记里这样写道：“因出生于乡下，就关心着
从乡下到城市的农民工，这种关心竟然几十年了，才明白
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出于作家对乡下人
的身份认同，小说首先呈现的面貌便是一部农民工进城
的变迁史，尤其展现了在转型期内，农民工在用工方式及
心理层面的变化。在洗河爹的年代里，“即便在建筑工地
上搬砖铲沙和水泥，一天管待吃喝还能落下十元”。然而
到了洗河这一代，他们“并不愿意沿街吆喝着收集废品，
也拒绝到建筑工地上搬砖、铲泥子、卸水泥袋子”。在机
缘巧合之下，洗河结识了民营老板罗山，成为城市发展过
渡期的农民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洗河的后辈们
则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务工形式，作家在文本中设定了
一个始终关注着农民工命运的作家角色文丑良，通过他
的描写展现了当下新一代进城农民工的群像。

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面貌的变迁，更为重要的在于
对人生意义的深思。洗河爹作为崖底村第一代进城的农
民工代表，他们的终极目的无外乎农村人必须要干的三
件事，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为父母送终。而洗河这一
代，则开始以新城里人的姿态，直接参与改革浪潮中的风
云际会。他机灵、忠诚、情商在线，逐渐赢得信任，成为了
老板的得力干将。在灯红酒绿、酒池肉林中，洗河始终保
持着善良的底色，没有被物欲横流的现实完全同化，他真
诚地帮助老乡，真心地爱着梅青，尽管他也会控制不住地
赌钱，却在每次赌输时都给老家汇去一笔钱，用以弥补内
心的愧疚。但新一代农民工们却已经“不种地，不从政，
不经商，没有稳定的营生，失去根基，在社会的缝隙里钻
来钻去”，他们不再拥有改变命运的斗志，在霓虹闪烁中
丧失了淳朴的本性，却也无法真正过上他们理想中的城
市生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农民一直都是作家倾力关
注的阶层和对象。贾平凹通过《河山传》完成了对农民
工进城史的勾勒，小说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框架下，
不仅具有浓郁的西北地域色彩，同时也兼具着一定的
传奇性。更为难得的是，小说还揭示了潜藏在表象之
下人类命运的偶然与无常。洗河的名字源自一次涨
水，他事业的转折在于和罗山的偶遇，罗山的死更是一
场意外。

值得深思的是，作家设定罗山在即将完成市内最后
一处城中村的改造前，不幸身亡，或许正是出于其对乡村
文明的深情回望。小说取名“河山传”，即为罗山与洗河
们立传，他们是城市化进程中处在转型期的典型人物，他
们的命运遭际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

作者在后记里说，“如果五十年，甚至百余年后还有
人读，他们会怎么读，读得懂还是读不懂，能理解能会心
还是看作笑话，视为废物呢？”我想，这恰恰说明了作品反
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变迁史与心灵
史，不仅为当下读者带来共鸣，也用文学的表达方式为后
世提供了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小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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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书榜”2023年9月好书撷英】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 汪家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讲述了出版家范用参与创办《读
书》《新华文摘》等刊物，出版《西行漫记》

《随想录》等经典图书的往事，叙写了他
与李公朴、田家英、启功、王世襄等师友的
交往，生动展现了他为书籍的一生。

《包浆》
□ 徐风 著 译林出版社

小说围绕紫砂壶的制作与鉴赏，展现
了几代手工艺人和存藏者的传奇人生，颂
扬了孜孜以求、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

《印篆里的中国》
□ 韩天衡 著 中华书局

本书以印学、篆刻为主题，梳理了先
秦两汉到明清近代的印篆历史文化、印
篆艺术发展及印人印事，收录了 400 余
方古代珍贵印作和 600 余幅印谱书影、
印材等图片，呈现了印面、释文、边款等
多维图像，展现了中国篆刻艺术之美。

考证历史的书信故事 □ 陈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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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古册养心神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志清讲述古籍传承故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竺佳怡 李丹

11月15日，为期一个月的“册府千华——湖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展”在湖北省

图书馆开展。“册府千华”系列展览是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策划的

全国范围的大型珍贵古籍专题展，2014年9月第一场“册府千华”大展，即在湖北省

图书馆新馆亮相，目前这个系列展览已经在全国21个省份举办了30场。

9年后“册府千华”又到湖北，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

任张志清在展览期间，与湖北读者分享了古籍传承的精彩故事。
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明万历武昌府刻本《黄鹤楼集》。

———— 谁刊刻了李白的第一个诗文集 ————

“暑期有一部电影《长安三万
里》，全国有4000多万名观众看了，
我自己看了两遍。”张志清分享了自
己的观影感受，同时提出一个问题：
是谁编纂刊刻了第一本李白诗文集？

当今留传下来的李白诗歌有
968首、散文66篇，诗歌和散文合计
1034篇。李白“斗酒诗百篇”，虽然
是一种艺术的夸张，但据历史文献考
证，李白一生写下的诗篇有万首之
多，到后人编纂李白诗集时就“仅存
十之一二”。张志清结合文献记载介
绍说，李白曾把自己的诗文交给“铁
粉”魏万编纂，成《李翰林集》两卷；晚
年，李白将诗作交给了自己的族叔李
阳冰编纂，成《草堂集》十卷。李白还

曾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位编者，但泥
牛入海，没有回音。时间来到北宋，
经乐史、宋敏求辑佚整理，终成三十
卷《李太白文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曾巩对此详加考订，重新编次，成为
定本。

“但只有雕版之后，才可能是真
正的定本。”张志清介绍，北宋元丰三
年（1080），苏州太守晏知止（北宋政
治家、文学家晏殊第四子）在苏州刊
刻了李白第一个诗文集《李太白文
集》（世称苏州本）。

李白去世300多年后，才出现第
一本刊刻的《李太白文集》。毛渐在
《李太白文集跋》中记录了这一段事
实：“临川晏公知止，字处善，守苏之

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诗以授于
渐，曰：‘白之诗历世浸久，所传之集，
率多讹缺。予得此本，最为完善，将
欲镂板以广其传。’渐切谓李诗为人
所尚，以宋公编类之勤，而曾公考次
之详，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今
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使李诗复显于
世，实三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

张志清说，在唐宋间，虽然世人
推崇李白的诗，但如果没有一群热爱
李白的人如传灯人一样执着，李白的
诗也会散佚掉。现存的李白诗文集
里，唯一的宋刻本是宋蜀刻本《李太
白文集》三十卷，苏州本已失传。国
家图书馆所藏的宋蜀刻本，有部分是
清代补配的。完全宋蜀刻本的《李太

白文集》，清末时流去日本。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感叹，书籍

的损毁“箧中亦有旧书札，纸穿字蠹
成灰尘”。张志清说：“工作中我曾有
幸接触宋版的《白氏文集》，手捧着
它，如同捧着神物。”

———— 古籍背后的文脉传承 ————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
成熟文字。殷墟甲骨的发现，使只存
在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证实为信史。
国家图书馆甲骨收藏35651件，约占
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甲骨
藏量最多的单位，其中有字甲骨
34783片。

通过展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甲
骨图片，张志清向湖北读者详细讲解
了“典”字和“册”字。

“典”“册”是记录文献资料的书
籍。据《尚书》记载，周公东征之后，
对投降的殷商贵族说：“惟尔知，惟殷
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张志清说，周公在对商人贵族演
讲时，提到“有册有典”，是对商人文
化的尊崇，也说明殷商时代开始传下

来的典籍很多。
那最早的典籍有哪些呢？
张志清介绍，孔安国《尚书传序》

里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
以“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
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
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
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
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左氏》记
载过，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
索、九丘。但到录古书为详的《汉书·
艺文志》，三坟之书已不载。中华民
族历史上，创作积累了体量庞大的古
籍，但经历水火兵燹，已是百不存
一。南宋周密《齐东野语·书籍之厄》
记载：“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
书为甚”。

此次“册府千华——湖北省藏国
家珍贵古籍展”，展出了珍贵的明万
历武昌府刻本《黄鹤楼集》。该书为
武昌知府孙承荣纂辑，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部专门辑录有关黄鹤楼诗文的
典籍，存世稀少，目前所知省图和国
图各藏有一册。展出的《黄鹤楼集》
一卷已翻开，纸张泛黄，右页底部因
年久有破损，左页所录第一首诗，是
南朝宋鲍照的《登黄鹤矶》，第二首是
李白的《望黄鹤楼》。张志清观展后
写诗抒怀：“我来江汉瞻旧典，煌煌古
册养心神。”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张志清介绍，“实事求是”一词，最
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刘
德传》，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

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的实
事求是是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考证
古书时“求真是”“留其正本”。

———— 倾听古籍的诉说 ————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宋蜀刻版《李太白文集》。

《赵城金藏》是金代雕刻的一部
大藏经。1933年，《赵城金藏》被重
新发现于山西省赵城广胜寺。它与
《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一起，被誉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
之宝。

张志清介绍了《赵城金藏》历劫
重生的经历。从1933年被发现，到
1949年移交到北平图书馆（现国家
图书馆）保存，这部稀世珍品在动荡
的年代中，经历了辗转曲折的命运。

修复《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
目。当年，4300多卷、9大包的《赵城
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难过地发现，
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
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
打开。艰难的修复工作历时近17年，

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2008年，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赵城
金藏》，整体原样复制，再现了经典。

据学界研究，《赵城金藏》是《开
宝藏》（我国第一部官刻本汉文大藏
经）的覆刻本，刻成时约有7000卷左
右。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有 4813
件。海内外许多图书馆和收藏单位
亦有零星收藏。可以说，《赵城金藏》
是世界历代刊刻大藏经中流传至今，
保存年代最早、现存卷帙最多、最完
整的一部。由于《开宝藏》久已不传，
几尽散佚，存世仅十余件。人们通过
《赵城金藏》，得以窥见千年前《开宝
藏》风采。同时，《赵城金藏》也是金
代刻书的实物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
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赵城金藏》
不仅是浓缩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样本，

也是包容和凝聚世界文化遗存的孤
本秘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过深
远影响，也是我国与邻国长期友好往
来和文化交流的文献见证。

张志清说，虽然历代水火兵燹造
成了大量典籍损毁灭失，但历代都有
仁人志士青灯黄卷，整理文献；苦心
孤诣，传承典籍；保护修复，延续文
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
国家为古籍保护传承利用做了大量
工作，从海外寻回、民间征集了大量
珍贵典籍，重新建立起了公藏古籍的
庞大体系。盛世修书，国家强大时文
化出版繁荣；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
文化典籍要保存下来，留传后世，更
是不容易。

“古籍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连
在一起的。”张志清说，古籍不是死

的，至今还在跟我们讲述故事，是我
们心中的根与魂。谈及今天古籍的
保护和利用，他表示，我国目前普查
到的现存汉文古籍270余万部，总数
约3000万册件，除了要保护好古籍
本身，还要做再生性保护，比如数字
化、刊印出版，比如举办展览、讲座，
让更多人走近古籍，让古籍化身千
百，传之后世。

张志清深情谈起自己夜晚在国
图巡查的感受：“读者都已离去，只有
风声掠过，身边是约4000万册件馆
藏文献，每年还在增长……”他介绍，
国家图书馆馆藏继承了南宋以来历
代皇家藏书以及明清以来众多名家
私藏，最早的馆藏可远溯到3000多
年前的殷墟甲骨，这些珍贵馆藏，标
志出一条历史悠久的文明传承之路。

研究历史，并非只能从严肃的史料记载
中获得真实可考的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学博士仇春霞以信札为切入点，撰写了一
部关于宋代历史的新作品《千面宋人》（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书中，收录了宋代范仲淹、司马光、黄庭
坚、欧阳修等60余位名士120余封往来私信。
作者认真解读这些书信的文字表达，将其中蕴
含的信息还原成一个个完整的历史现场，另辟
蹊径，赋予当时朝代里生命个体鲜活的影像。
从书中，你会发现作者对于大宋时代诸多名人
雅士书信内容的剖析是详实而细致的，所展现
出来的历史朝代里的人文个性是栩栩如生的，
所窥见书信中个人的交往是情感真挚的，所咀
嚼出来封建社会的人生百态是真实的。

不得不说，作者从这些书信中找到了封建
社会个人与现实的融合，找到了古代文人雅士
们的家国情怀。与官方的历史记载不同，私人
之间的书信最能反映出社会真实的一面。例
如《归安丘园帖》，这是苏轼写给顶撞高太后被
贬章惇的一封信札。信中写得云淡风轻，展现
出苏轼与章惇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被贬的
章惇是不是像苏轼《归安丘园帖》里写的那样，
乐于做一个江湖散人呢？他们确实曾一起游
历山川，也曾一起写下‘归安丘园’之类的诗

文，但两人有根本的区别：苏轼是文人，章惇是
政治家。苏轼的快意人生是诗词歌赋、琴棋书
画，而章惇的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他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新法。”作者的阐述，让我们
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此外，作者对奸臣蔡京的描写也具有写实的
本貌。书中列举蔡京写给上下级的两封书信《宫
使帖》和《致节夫亲契尺牍》。信中，蔡京的语气都
是礼貌客气，满含感谢、关怀、歉意。如果你不知道
写信人就是蔡京，或许你会认为书写者虚怀若谷、
谦逊有加，也许是一个爱国良臣。这两封带着心
机的信件，让蔡京的真实面目展露无遗。

诸多的信件为大宋历史提供了有力见
证，作者从这些或温情或体恤或假面的信中，
挖掘出其背后更多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对所处
环境的忧思，丰富了宋朝时期的历史框架。
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曾来德评价此书：“这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同时具有学术性、史料性
和故事性的专著。”他认为，这本书经过历史
性的钩沉与论述，成为记叙历史的另一种式
样和格式，或者说一种体例。文化学者、艺术
家刘墨也给予高度称赞：“作者用最经济的笔
墨为读者展现了现存数百封宋人书信中的人
生百态，及其背后的历史风云、文坛轶事，必
将引起各领域广大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