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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贺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

历史和文化研究高度重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给中

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

的基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

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

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我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成就不仅巨大，而且独具特色，堪称

中华文明之瑰宝，在古代知识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

置。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

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

评。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上存在于其间的

一个最活跃的内部动因即批评与反思，包含批评的意识、批评

的思想、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及各方面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瞿林东先生一直

致力于此项研究，有多部填补空白之作问世。此次由瞿林东先

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一书，是迄今我国出版的规

模最大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通史，其跨度之长远、系统之完

备、内容之详实，都代表了我国学界现有之最高水平，堪称具

有新时代鲜明特色的史学代表著作之一，是献给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年的重要学术成果。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遵循白寿彝先生的教诲，深入研

究中国史学遗产，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术发展的进程和学科建

设的需要，发掘、梳理、阐说史学遗产中关于史学批评的言论、

思想和撰述，作系统的和贯通的研究，推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

的进一步发展。有益于读者系统深入地认识史学、认识史学的

发展、认识史学理论的生成与积累，进而更深入地洞察中国史

学上那些史学批评家们的学术胸襟与史学情怀。

全套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史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按照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夏金元、明、清 7 个

时期分为 7 卷，对上溯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国史学批评作系统的

历史的考察和评判。主要特点为：一是探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

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是研究者在中国史学批评研究领域深

耕细作的成果；二是通过对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的搜集、梳理、

分析、归纳，展开纵向探讨和横向分析，从纵向上探讨中国史

学批评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于横向上分

析史学批评家、史学家、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批评成就及其重

要地位。三是守正创新，史论结合，建构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

史研究的学术系统与方法范式，不仅在逻辑框架上严密完整，

而且在诸多专题性研究上多有突破，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

的学术见解。

这套书通过全面系统的探究和阐述，构建中国史学独特

的话语体系，完整地展现了史学批评外延清晰、内涵丰富、特

色鲜明的学科特征。全书具有四个方面的创新之处：一是对史

学批评的宗旨、对象及其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作出深入研

究；二是深入、系统阐述代表各历史时期突出的史学批评现

象，同时发掘史学批评新资料和以往较少涉及的知识领域，对

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作出合理的阐述；三是关注史学

批评与时代的互动，深入阐释史学批评的社会价值；四是以统

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为背景，以汉民族史学批评为主体，同

时兼顾少数民族史学批评现象。

全书脉络分明，逻辑严谨，研究深入，史料详实，是今人研

究古代史学批评的宏观史学著作；融思想性、理论性、知识

性于一体，具有学术创新性。作为整体性研究成果，通过梳

理、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连续性使用的概念，有

利于进一步彰显中国史学的特色和风格，提升自身的理论

品格，进而推动中国史学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时通过史

学批评研究，“发现”并提出问题，启发时人与后人，或加以

发扬，或引以为戒，为当代中国史学进一步开展史学批评提

供参考和借鉴，共同促进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部著作

坚守史学传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构建当代话语，体现了

我国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彰显了高度的历史自觉

和历史意识。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宏观概括三千年史学批评大势，

深刻揭示历代史学演进轨迹，是一部贯通、全面、成体系的中

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力作，具有标志性意义和较高的学术文化

价值。这套书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

果，受到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既能够开拓中国古代史

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又能够以古代史学批评的成果观照、滋

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瞿林东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该书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曾衡林

新一波疫情正席卷欧洲。欧洲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疫情地图上，欧盟和

欧洲经济区已有一半被代表疫情严重的

橙色、红色、深红色覆盖。而不断增多的

与疫情有关的信息，也让中国人颇感沉

重。综合各种信息来看，我国的疫情也呈

多点散发态势，容不得麻木，更容不得麻

痹。

疫情之下，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静

下心来，读读书吗？

去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李文雄，

武汉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2020 年 4 月，

武汉解封一个月，李文雄的印刷公司开

始复工。公司规模不大，只有 7 个员工。之

前，李文雄自己被确诊，后来又有两名员

工 由 于 与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同 乘 地 铁 被 隔

离。如此复工，李文雄心头的压力不小。

心病还得心药医，他说解压良方还是走

进书的世界，那里有片刻安宁。李文雄当

时被确诊后在方舱病榻上淡定读书的画

面，曾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被网友们称

为“清流读书哥”。

2020 年疫情来袭，从 1 月中旬开始，

大学毕业只身来到佛山的刘钟萍就一直

宅在家里，捉摸不透、时刻变化的疫情让

她难免感到焦躁。她从网上订购了 40 多

本有关木版年画的书，将自己沉浸在书

的海洋里。她说：“阅读给予我一种秩序

感，让我的心境出现紊乱的时候自动开

启维护模式。”刘钟萍的事迹也感动了不

少人。

“请出示你的健康码”“请你测量体温”“请戴好

你的口罩”，走到公共场所，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看 来 一 点 也 不 能 大 意 。又 想 到 了《霍 乱 时 期 的 爱

情》。书中说到：“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

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

么做是应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

境”，鸣炮也可以时刻提醒他们疫情的严重。

疫情自然是可怕的。但在新一波疫情来袭之

时，我们似乎又多了一份经验，多了一份从容。政府

在有条不紊地调度着，城市也不像去年那样空空荡

荡，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去年伊始，新冠

肺炎疫情对于图书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权威数据

显示，去年第一季度近 80%的实体书店面临倒闭，线

上销售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的图书市场，不

像去年那样的零落。7 月中旬，济南第 30 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期间，吸引了多达 60 余万人次的读者。

喜欢读书的人，可没有这么轻松。一些地方的公共

图书馆，严格实施了限量、预约、错峰、测温、验码、

戴口罩等措施。但还是有一些人泡在了图书馆。看

来，疫情也很难阻止得了人们读书的热情。

去图书馆读书不方便了，那就宅在家读吧。正

在读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这是一本纪实作

品，故事是真实的。它告诉我们：来自热带雨林的危

险病毒，可在 24 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

市。而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这不只是

一个病毒的故事，它关系着人类的无知、贪婪、勇气和

牺牲，以及面对大自然时的敬畏。真实，远比想象更惊

悚。这些过往的真实，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

读书，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疫情、了解我们不

知道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在新一波疫情来袭时，

我们不妨抽出一点时间，整理一下思绪，泡上一壶

茶，挑拣几本好书来读读，从书中吸取一些经验、一

些方法、一些认知，也从书中获得战胜疫情的信心

和力量。

于广学

长篇小说《清风徐来》，是一部从乡村个体创业者出发，全

面呈现新时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图景的小说力作。作者刘

道云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准确透彻地把握了时代

主旋律。

写此书时，刘道云已年过六旬，仍然能够投入那么大的体

力、精力和时间，深入湖南、河北、江西等省许多个乡村的田间

地头、企业进行细致的调研采访，搜集整理那么多“三农”一线

的第一手材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些第一手材料，是写好

作品的需要，也体现的是写作者对文字的热爱，对作品的负责，

更是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广大奋斗者的热爱。

首先，小说中讲述的逻辑性是很强的。从主人公田根考上

大学、升职为城里一个大公司白领，到心生“故乡的情结”写

起，从一个人——田根，到一支队伍——以村党支部为主的清

风亭乡村振兴团队、到一个目标——乡村振兴、再到一个发展

模式——公司+基地+农户+大数据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脉

络清晰，层次分明。

在叙说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作者用朴实又具地方特色的

语言，写出了一系列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参与得上的喜闻乐见

的重大活动。比如农民丰收节、乡村振兴经验交流大会、桃花

旅游节等等。通过这样一环扣一环的描写，使小说高潮迭起，

增强了可读性，也通过这样的描写，全面展示了共产党人在深

入开展乡村振兴事业中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

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如田根说

的一句话：“在党的好政策下反哺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不仅仅

是一个人的情怀，也是共产党人的情怀，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其次，作者在描写乡村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把

主人公和一些人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乡村差别、地方文化

融入其中，特别是老者讲述清风亭关于“背山大仙”建铜鼓寨，

搅扰玉皇大帝以及土地老儿、观音娘娘和文曲星来清风亭的

神话故事……读来饶有趣味，让人感受乡村日常生活的质感

和民间文化的源流活力，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最后，小说提供了具体而扎实的时代生活经验，为扶贫工

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实际工作标本，于文学性表达中蕴

含不少当下工作的实料。如把大量调研的材料融入其中，这种

基于现实的、面对问题的、可复制的经验与做法，以小说的形

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于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大业是有实际

指导价值的。这与一些小说只是读起来文学性强但在现实生

活中基本无法借鉴是有区别的。

比如，现在农村中有些地方耕地没人种了，年轻人少了，

大多数是老年人或妇女孩子了，有些地方文化生活和文化体

育设施缺失，老年人养老还有待更好解决等等。这些问题，恰

好在《清风徐来》这部小说中，大多能找到答案。清风亭村党组

织引进开发公司，利用闲置民居建起了“农家乐康养中心”；通

过土地流转，使得闲置土地得到开发利用，增加了农民收入；

再通过组建“乐器演奏队”，不但让人们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而

且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只要像清风亭人那样，勤于思考，

让“黄鹂芽茶”“开泰土鸡蛋”“于老太湾湾牌薯片”等特色产品

走出去，把“农大夏教授”“农艺师们”“环球绿地公司”等引进

来，利用本地优势，就能走出适合本地的发展之路。

苏轼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说：“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

文如其为人。”刘道云的文字充满了正能量，文字后面是一个

作家对时代的敏感和热爱。

（《清风徐来》刘道云著 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史学巨著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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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华

甘建华的诗歌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走来的，从 青 葱 的 大 学 校 园

走 来 的 。以“ 地 理 诗 选 ”来 命 名 集

册 ，凸 显 的 是 作 者 对 自 己 大 学专

业——地理教育有一种回归精神

家园的想象。诗的本质就是人的栖

居。同时也不难看出，作者有志于

在诗学谱系和写作征象上，拓印下

自己的意义指纹。

温热的诗心

当 下 诗 坛 在“ 抒 情 ”与“ 反 抒

情”上一直是聚讼纷纭。确实，过分

张扬自我与情感让人觉得飘忽和虚假，而刻意冷处

理那些“意气”则令人倍感压抑。尘世间，人总是“左”

“右”为难，“极高明而道中庸”抑或是一种选择。

“朱红色的花瓣/似火一般地热烈奔放/让晴好

居 诗 意 盎 然/而 养 花 人 的 我/亦 愿 永 远 是 那 绿 叶 ”

（《三角梅的花语》）。诗中的“我”，可视为甘建华本人

自白，那是一种“隔岸观火”，却又是“传薪播火”。

总体来看，诗人是以“温热的诗心”观照世界和

拥抱生活。地理意味着与大地密切关联，大地既是博

大的象征，在诗中更是温热的符号。

毋庸讳言，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在宜居上与南

方相比还是稍逊风骚的。诗人却称道：“王家飞出一

只美丽的凤凰/穿越雾中的太阳/在冷湖的星塔上纵

情歌唱/甜美的声音播报着预言/吸引了所有幸福的

耳朵”（《回到冷湖》），并由此连呼六个“晴好居”。甘

建华现今家居衡阳回雁峰下，斋名“晴好”，出自唐人

柳宗元诗句：“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

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过衡山见新花

开却寄弟》）“晴”“好”二字正是温热的表征与同义。

理性的视角

首先最能体现甘建华地理学专业素养的，是有关

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西部之西题材的诗歌。《伍氏

献文鱼的灭绝》运用地壳板块运动等科学理论，但总

体上又通俗易懂，似在“科普”但又不止于“科普”，散

发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托拉海胡杨林》《火星小镇》

《千佛崖》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相关的美学风范。

地理有自然和人文之分。甘建华在人文地理的

写作上投入不菲。这对写作者来讲，是一种挑战，需

要知识的广博和深度，但又不能脱离地理学的畛域。

在理性视角的驱使下，甘建华在字里行间喜欢

采用疑问句，有反诘，有存疑……但总体而言，作品

的语气并不凌厉，而是平和的。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甘建华对社会的“假”“丑”“恶”也是勇于批判的。《南

宁雇凶杀人事件叹》《红场冷笑话》等等不少篇章即

是。

散文化的表达

甘建华地理诗在表达上，总体上是散文化的，最

基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在谋篇布局上比较讲究起承转

合。《洛夫先生问与说》之《先生说》，以“平溪在台北郊

区/这是一个矿区小镇/有一条铁路穿境而过/紧邻着

我们的新婚燕居”为起头，以“那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十

八日/我们在千里之外的台岛/开着所谓的风气/或者

说敢为人所不敢为/你在家乡湖南衡阳/一个名叫茅

洞桥的镇上/呵呵呵 发出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为

收合，一者在平溪，一者在茅洞桥，用“台北”“台岛”穿

针引线，就有些首尾呼应、结构闭环的味道。

甘建华诗歌散文化的第二特征，便是语感流畅。

新诗一直有着“晦涩”之讥，于今为烈。这一点，中国

新诗界不能不正视海子的魅惑。海子绝对是诗歌言

语上的天才，特别是那些短诗在语感和节奏上，又是

流畅耐读、起伏有致的。甘建华诗歌代表作《茅洞桥

记》能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应是得益于他不俗的散文

写作功力。

甘建华诗歌散文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诗歌整

体意蕴比较典雅。甘建华看待世界多以理性的视角，

在这一前提下，诗人在语言表达上力图尽善尽美、合

理克制，在古典与和谐中绽放言语的魅力，而又力避

传统古文运动中散文那种“质胜文则野”的状况。由

此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让人倍感亲切的同时，又比较

的典雅涵泳。

（《甘建华地理诗选》，甘建华著，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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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赛到紫禁城，穿衣

镜是否为东西方联合创造的

结果？从怡红院到养心殿，镜

屏如何引发中国人关于真与

幻的文学和艺术想象？穿衣镜

摄影模式怎样在世界范围内

流行起来？摄影师和艺术家如

何以镜子表现个人身份和主

观意识？有座架、可移动的落

地玻璃镜被发明，并通过跨国

贸易在世界上流通，物品、绘

画和摄影由此在全球历史进

程里串联起来。帝王、艺术家、

作家和民众在与镜像相关的

视觉联想和艺术创造中，构建出繁复无尽的时空幻象，既参

与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又总是映射着超乎现实生

活的信息。崭新视角串联奢侈品、绘画和影像；聚焦全球贸易

流通中关于镜像的视觉想象与艺术创造，是一场跟随穿衣镜

的时空漫游。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最新力作。

《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巫鸿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 东 坡 的 一 生 ，

沉郁晦涩与天真烂漫

并 存 ，兼 济 天 下 与 闲

情 逸 致 同 在 ，是 一 个

极度充盈饱满的生命

体。然而，我们进入其

生 命 内 部 ，会 发 现 其

中 五 彩 斑 斓 ，琳 琅 满

目。本作品以“乌台诗

案”为线索，以纵横捭

阖的策论和想象绮丽

的 辞 章 为 佐 证 ，将 苏

东坡生命中的褶皱一

一 展 开 ，乃 至 放 大 延

展，以历史之眼、人生之眼、哲学之眼透析其生存实

境和诗案前后大起大落的心路历程。作者以静水深

流的文字、不落俗套的构思和鞭辟入里的论析，力求

镂刻出苏东坡的人生痕迹，凸透出他亦士亦侠的高

古灵魂。

《斑斓志》
张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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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沐清风的
艺术讲述

读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