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张
执浩的最新诗歌随笔集《传告后代人：中
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由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作者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一
部力作。全书以史为经，以诗为纬，围绕
功名、漫游、社交、友谊、传播、登高、悲秋、
风骨、雅趣、苦吟等15个关键词，集中描
述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
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

张执浩在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
访时透露，自己5年前就有想法写这本
书，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动笔，直到今年
上半年完稿。“动念写一写这群（古代诗
人）伟大而生趣盎然的灵魂，是我近五年
来最想做的工作。尽管我深知，我的才识
并不足以支撑我的愿望，但每写出一篇哪
怕一个段落，我就感觉距离他们更近了一
步。我渴望通过触抚他们留下来的文字，
聆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

张执浩表示，《传告后代人》并非单纯
对古典诗词的鉴赏，更是对古代诗人命
运的一种回望。“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杜
甫之所以是杜甫，就是通过诗歌呈现出
来的，藏在诗歌背后的这些人，他们的生
活经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是我所看重
的东西。”

作为一位当代诗人，张执浩在武汉黄
鹤楼下写诗三十年，他时常与曾在荆楚大
地上留下诗篇的古代诗人“对视”，在感受
到巨大的压力和焦虑的同时，也使他与先
辈诗人在精神上密切相连。“他们之所以

成为经典，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说出
来了我们一直想说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说
出来的东西。”

也正因此，张执浩才试图通过《传告
后代人》找寻中国当代诗歌与古代诗歌之
间的传承关系。书中，他从一位当代诗人
的视角出发，追溯每一个中国人的诗学生
命源头，求索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抵达
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呈现一个个独立丰
满的人格，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勾
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

“诗歌永远是距离我们的心灵世界最
近的一个东西，但同时也最遥远。如何培
育供内心中的诗意生长的空间、土壤，非
常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需要一种
审美的重新认知。”张执浩认为，我们现在
的日常生活，仍有古典诗词的影子在反复
闪现，各种文学母题都能够在古代诗歌中
找到缘起，当代写作者应当从古典诗词中
找到我们民族的语言和基因。

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认为，《传告
后代人》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史诗合一”，作者的写作基于
诗歌，从古典诗歌出发，而后把诗歌放在
一个广博的世界上，放在了历史的关节
处；其二是“温良体恤”，作者以当代诗人
的眼光来回望古代诗人，站在自己写诗的
困惑之中开始梳理，因此，他是如此恳切
地去理解每一位古代诗人，本能地对诗
人、对诗歌创作本身展现出一种体恤和怜
悯，这在诗学家中是罕见的。

1984年9月，荣新江还是北京大学历
史系硕士研究生的阶段，作为北大历史系
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交换学生，
前往欧洲，开启了他寻访的历程。1985年
他用了两个月时间，从伦敦到巴黎，从汉
堡到东西柏林，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
摩，走访欧洲所藏。1990—1991年，又集
中寻访日本京都、奈良、天理、东京等地所
藏，并重访伦敦、巴黎，勇闯列宁格勒。
1996—1997年，他用三个月时间，通检柏
林所藏“吐鲁番收集品”，又走访美国东海
岸各地所藏，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
波士顿、大都会、弗利尔各美术馆、国会图

书馆等。此后利用各种机缘，寻访国内外
所藏，往往在一次学术会议之后，他会停
留几天，在看似不经意中，浏览了敦煌、吐
鲁番、库车、于阗各地新出文书，又不时钻
进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
敦煌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浙江省图书
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等收藏地的库房或
阅览室，搜寻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藏。

本书记述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在全球
搜集和研究稀见敦煌文献的艰辛考察经
历，梳理了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
就，展现了敦煌学学者的使命追求和励志
精神。

写一写这些伟大
而生趣盎然的灵魂
鲁奖得主张执浩推新著《传告后代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
出版社：中华书局

国庆节前，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的重点活动长

江讲坛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

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主讲《长江文化保护性传承与创新发

展》。作为国内最早关注长江文化的学者之一，贺云翱与

读者们分享：创造与革新的基因传承在长江流域。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这里的先民们

就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贺云翱指出，长江流域是中华

农业文明即“农业革命”起源阶段的重要一极，是“城市革

命”最初发生地，是中华“国家”文明最早诞生的地方。近

代工业文明的开创，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到红色文化的诞

生，都首先出现在长江流域。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践的战略

性、引领性区域。

历史学家贺云翱解读长江文化

这里有不断焕新的基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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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灌溉出没有断代的文明

作为历史学家，贺云翱首先给读者
们展示了与长江有关的地图。长江从西
到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
原、四川盆地、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
原等几大地理单元，全域河网密集，拥有
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等
众多支流，沿着长江还有洞庭湖、鄱阳
湖、巢湖、太湖等重要湖泊。长江贯通名
川大湖，形成一个十分巨大的自然与人
文区域。

大河孕育文明。贺云翱表示，四大
文明古国皆在大河之畔，中华文明进程
得以未曾中断，地理和“天道”的答案首
先在于河流。从地图上看，尼罗河、两河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与
恒河，它们基本是南北流向，而长江与黄
河是东西流向。由于地球运动和太阳运
动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到大地不同经
纬度所经区域的气候及水热条件，南北
流向的大河及其流域对于物产的孕育及
人文的分布，受光照与气候的影响而产
生很大差异，容易导致文明的分解，相对
而言，东西流向的河流对于物产的孕育
是恒定充足的，相对统一的自然板块也

能够成就巨大的文明板块。长江大约在
北纬30度至32度之间，流域绝大部分
处于水热资源配合良好的湿润地区，从
而形成深厚的长江文明板块。黄河流经
北纬40度线左右的黄金种植和游牧地
带，也形成了巨型的黄河文明板块。长
江与黄河纬度不同、气候不同，导致了农
业及其他文化特质的不同，两者形成了
互补和支撑，从物质层面保障了中华文
明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长江文化的宏阔气象，离不开千万
年的深厚积淀。贺云翱为读者们从时间
维度做了梳理：

——长江流域发现过约200万年前
左右的龙骨坡遗址及“巫山人”化石、安
徽繁昌“人字洞”石器、170万年前的云
南“元谋人”化石等。从直立人到智人化
石，长江流域都有发现，序列清晰。

——数千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
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交相辉映。

——两周之际，形成巴蜀、荆楚和吴
越三大文化圈。

——至秦汉时，楚文化参与了统一
国家建构，南北区域的共同发展推动长

江文化在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奠定了
其规模和内核。

——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宋
室南迁的历史人口和文化变迁，我国经
济重心逐渐转移，文化资源持续向南方
集聚，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外，确立了长
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
位。

——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
步入近代，工商文化成为长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原始石器文化到现代工
商文化一脉相承，长江文化记录了中华
文化的一次次巨变和连续发展，从而结
出灿烂的文明硕果。

从空间跨度看，长江流经11个省
区市，青藏地区的羌藏文化、长江上游
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
下游的吴越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
化交汇融合、互联互补，最终汇集为兼
容并蓄、意蕴深厚、气势磅礴的长江文
化，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融会贯通的
文化聚集带。可以说，长江文化是一个
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
体。

武汉商代盘龙城遗址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结合点”

历史发展到5000年前左右，世界上
几个大河流域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国
家文明。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
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2019年成功
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古城遗
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的标志
性遗存。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文明中
心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夏王朝的出现为
标志。进入商王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经
济文化地位重新崛起。整个青铜时代，
长江流域因盛产铜、锡原料而受到中原
王朝的高度重视，贺云翱举例说道，处于
武汉郊区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是与中原王
朝控制长江流域铜、锡资源有关的重要
遗存，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结合
点”。

秦的统一，使得长江文化与黄河文
化一体化发展，共同成为华夏文明中的
核心内容。“楚人”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
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
等等都因“汉水”上游的“汉中”及西汉而
得名，而汉文化体系中更是包容着大量
楚文化要素。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治
国理念就源自诞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

长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
从汉唐之间的六朝时代开始的。三国、
两晋、南北朝，多次战乱，长江成为阻挡
北方胡马南下，保护中原百万南渡人士
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险，黄河流域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
存和发展。晋元帝说过：“今之会稽，昔
之关中”，把浙东平原一带比喻为曾是膏
腴之地的周汉立都之地关中沃野。广州
出土东晋砖铭也有“永嘉世，天下灾，但
江南，皆康平……余吴土，盛且丰”的记
载。

隋唐统一和秦汉统一最大的不同，
就是长江流域的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谓
长江下游区域是“茧税鱼盐，衣食半天
下”“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胜地。韩愈
则说“当今赋税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即
占有十分之九的地位。到唐代中叶，“安
史之乱”之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
过黄河流域的格局便大体定型。

据国内外史家研究，两宋时代商品
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
代最繁荣的时期。咸平三年（公元1000
年），中国GDP总量折算为265.5亿美
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

达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人均400
美元，民间经济之富庶繁荣程度远超盛
唐，故而大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世”。

两宋之际，中原人口第三次大规模
南下，中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长江
一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
富庶之地，南宋时期形成了“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之说。

元代的长江流域，棉种植业和棉纺
业都堪称发达，景德镇成为中国及世界
的“瓷都”。明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以南京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完成统
一全国的任务。此时的南京成为海上丝
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
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海
上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明末，
汉口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又有“九省
通衢”的美誉。

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
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动接
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
域。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
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

经济繁盛背后隐藏着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

文化是人的本质，而文化的核心是
人的精神文化，一切创新都是以人的“精
神文化”创新为先导。明清时代，长江流
域已经是人才渊薮。位于南京的国子
监，一度学生规模达到9000多人；“江南
贡院”作为长江下游科举重地，走出过大
批的封建国家治国人才；苏州则成为“状
元之乡”。

美国学者马麦可认为，15—18世
纪，苏州儒、商结合的社会精英分子有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上的独特创造
能力，他们能通过诗礼传家、科举考试
等途径，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从而
影响整个江南乃至明代中国。

贺云翱解读，从更大的范围而言，明
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
的高位，其背后隐藏的是文化的发达和
思想的创新。如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
州、苏州、徽州、绍兴等城市为中心，形成

了一个江南文化圈，由教育、思想、科举、
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
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文化
要素组成，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国古代
社会的又一文化高峰，许多文化成就一
直影响到清代乃至近现代。

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
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艮
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以顾炎
武为代表的实学，王夫之的启蒙之学，
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
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的湖湘
学派等。其中湖湘学派起于两宋，到明
末清初以船山先生为代表，形成名家层
出的态势，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
魏源、陶澍、贺长龄到谭嗣同、陈天华、
黄兴等，展现了该学派经世务实、爱国
体民的优良传统。

诸多讲求实学的著作在长江流域诞

生，代表作有《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
草纲目》《徐霞客游记》《景德镇陶录》《阳
羡茗壶系》《物理小识》《古今历法通考》
《补农书》《加减乘除释》《海国图志》等，
许多优秀文化也随之积累和传播。

贺云翱说，一个区域，如果只有经
济，没有文化，其经济也不可能持久，只
有让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螺旋上升，才
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明清时代的
长江流域正体现出这种态势。

贺云翱表示，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
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

“长江经济带”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生态文明”先行
区，从“新质生产力”到“中国式现代化”，
既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又要创新
发展不止步，引领全国作贡献。这就是
长江和长江文化的现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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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爱好者对于保罗·索鲁多不陌
生，这个一生酷爱搭乘火车旅行的美国
人，在全球各地游历五十余年，足迹遍布
非洲、美洲、大洋洲、亚洲等。他搭乘火
车，四处游荡，四海为家，“因为在火车上
可以自由地行走，所以才无拘无束——在
火车上，陌生人不仅是最好的谈话对象，
也是最好的倾听者。”他以撰写旅行故事
为生，刻薄、尖酸，对世人的嘲讽和挖苦随
处可见。许多听过他讲述旅行故事的人，
对其又爱又恨，爱的是他的真实，恨的也
是他的真实。

《旅行之道：来自路上的启示》就是这
个神奇旅行家数十年漫游全球后，将自己
读过、写过的有关旅行的哲思、洞见与智
慧箴言结集为这本“文学爱好者旅行指
南”。全书浓缩在27个主题章节之下，每
一章讨论一个问题，如铁路旅行的乐趣、
旅行者随身携带的书籍、孤身旅行、旅行
者花费的时间等，通过他自己和其他旅行
者的看法和观点，揭示旅行的真谛。

有媒体如此评价这本书：“和索鲁一
起旅行可能会让人头疼，他足智多谋、勇
敢无畏、不知疲倦，与此同时又暴躁、矛
盾、固执己见。但听他讲述自己的冒险经
历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人能让你废寝
忘食。”读《旅行之道：来自路上的启示》这
本和绿皮火车一个色调的书，随他一起相
遇塞缪尔·约翰逊、斯蒂文森、海明威、亨
利·詹姆斯、D. H. 劳伦斯、列维—斯特劳
斯、纪德、纳博科夫……听诸多伟大的探
险家和旅行家激励人心的故事，看大师们
在去往异国他乡的路上，如何不断触及广
阔幽微的风景与参差多态的人生。他们
萃取异域视野下陌生的经验，由此探索着
人类生存与思考的方式。

《旅行之道》的“旅游之道”，保罗·索
鲁总结了十条：离开家，独自上路，轻装旅
行，带上纸质地图，避免搭乘飞机，陆路穿

过国与国的边境，坚持写日记，读和目的
地无关的小说，如果非要带手机也要尽量
避免使用，交个本地朋友。简洁而明了，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效仿。

《旅行之道》亦是“文学之道”。最好
的文学爱好者往往是旅行者，他们拥有相
似的好奇心与想象力：翻开书页的那一
刻，我们便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那条唯一的
道路；出发的一瞬间，我们也不可避免地
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保罗·索鲁就是这
样，他一路走来一路写，直到把走过的路、
看过的风景都变成他笔下的文字，进而衍
生出一个最具索鲁气质的结论：“最热情
的旅行者也是热衷阅读和写作的人”。《旅
行之道》记录的旅行家，也是声名赫赫的
文学家。每一位成功的作家在他一生中
的某个阶段，都曾经背起行囊，游历四方，
将故乡远远地抛在身后，让自己化身为漫
长旅途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相比沉闷安
静的书房，喧嚣嘈杂的旅途才是孕育作家
的摇篮。

《旅行之道》还蕴含了“人生之道”。
对于索鲁，旅行的意义永远大于世间一
切。正是这种对意义的追索，驱使他年复
一年背起行囊，走在通往异乡的路上。旅
行之道是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的终生学
习。“旅行包含着重新塑造自我的奇妙可
能；你也许会发现一处可爱的地方，开始
新的生活，再也不用回家。”这场学习之旅
是行万里路、遇无数人的人生之旅。书中
罗列的各类旅行家，同时也是作家，他们
对旅行的不同看法，或不屑，或咒骂，或赞
扬，亦或虚构，或如实记录，他们在旅行的
途中，灵魂超越了肉身，可以变成任何人，
享受并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旅行，就是一
场内心之旅，颠覆了现有的人生。

沿着纸上旅行之“道”，让灵魂看到不
同的风景，穿越不同的人生，感受旅行与
文学带给生活的快意。

纸上旅行之“道”
带给生活的快意
□ 施崇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