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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部创世史诗 ，一曲源

头长歌。长诗《伏羲创世》（修订版）近

日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再版。

《伏羲创世》共 8000 行，讲述的是

洪荒的时代 ，伏羲女娲携手并肩 ，率

领 人 们 开 天 辟 地 ，从 天 水 大 地 湾 起

步 ，历尽艰难险阻 ，走向广袤天地的

故事。作品中既有纯真的童话世界，

又有现实的深刻感悟，诗歌的抒情象

征、哲学的思考、小说的叙述、话剧的

独白兼容，是一部极具原创性和开拓

性的作品。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一个地方，让我

爱得心疼，它就是羲皇故里——天水。

作为天水人，我就想写一部讴歌伏羲伟

大创造精神的史诗。

那么伏羲的创世内涵是什么呢？思

索良久，一日我忽然顿悟：伏羲的创世并

不是真正创造天地万物，而是为天地万

物命名。在那洪荒的时代，第一个为太

阳命名的人，就是将太阳挂上天空驱走

人类认知黑暗的伟大智者。万物有了名

字，文化才有了源；文化有了源，才能形

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长河。为天地命名，

蕴含着人类神奇的创造精神。于是，我

笔 下 的 开 篇 ，就 是 伏 羲 女 娲 为 天 地 命

名。至于伏羲的诸多发明——创历法、

画八卦、授民渔猎、始造书契等，都是他

创造精神的延续。

伏 羲 那 么 富 有 创 造 精 神 ，其 不 竭

的动力是什么呢？无疑是大爱。为了

人 类 不 被 寒 冷 击 倒 ，他 智 慧 的 眼 睛 才

探到了树木内心深藏的火苗。说到大

爱 ，不 得 不 提 与 伏 羲 携 手 共 创 人 类 文

明 的 伟 大 女 性 女 娲 。 据 记 载 ，女 娲 人

首蛇身，是伏羲的妻子，主要功绩是抟

土 造 人 。 我 想 消 解 传 说 中 的 部 分 神

话，让女娲回到本来面目。那么，女娲

究 竟 是 一 位 怎 样 的 女 性 呢 ？“ 人 首 蛇

身”引起我的思考：女娲的腰如蛇一样

柔美，至于蛇身则是后人的想象，也与

当时人们崇拜的蛇图腾有关。“抟土造

人”，让我推测到女娲就是那个时代的

妇 科 大 夫 ，不 孕 的 女 人 吃 了 她 采 的 草

药 会 有 身 孕 ，她 的 巧 手 还 会 让 难 产 的

女人顺利生下孩子。为什么造人用的

是 土 呢 ？ 这 与 我 们 的 黄 皮 肤 有 关 ，也

与 人 们 生 于 土 归 于 土 有 关 。 于 是 ，对

女娲，我融入了自己的解读。

《伏羲创世》的创作中，我强化了人

性，给伏羲女娲以血以肉。在我眼里，伏

羲女娲首先是人，于是就写他们的七情

六欲、喜怒哀乐，用不少篇幅描写了两人

炽热的爱情。一个不尊重爱情的人，一

定不会尊重人类；一个践踏爱情的人，一

定会践踏生活。不少人失去梦想，走向

庸俗，都是从践踏爱情开始的。《伏羲创

世》虽然写的是伏羲女娲的爱情，但我坚

信只要真正追求过爱情的人，从中会读

到自己。不过伏羲女娲身上最辉煌的是

照亮人类的大爱之光，这便是人性的升

华，两人也就由人升华成了神。

有的读者会问，《伏羲创世》为什么

舍弃了一些精彩的传说呢？如“兄妹成

亲”“抟土造人”等。如果一味按传说写，

没有取舍，就不会别开生面，也就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创作。

伏羲、女娲活动的主要舞台，自然在

大地湾。只有深厚的大地湾文明，才能

印证伏羲、女娲的丰功伟绩。多年前，我

第一次走进大地湾，不由冒出了两句诗：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一脚会踩出八千年前的太阳。

《伏羲创世》开笔的那一天，我到伏

羲庙拜了伏羲，才动笔写下第一行诗。

一月后，拿出了 300 多行的初稿。《伏羲

创世》初稿，多年前在《飞天》（2010 年第

10 期）发表了，但对它的再度创作仍然

没有停止，我认为这是一部值得用心血

持续打磨的作品。

创作冲刺阶段，我几度陷入绝境，想

象力枯竭，看不见一丝亮光，差点崩溃。

10000 行长诗《白马史诗》，写得非常顺

畅，仅四年时间完成，而 8000 行的《伏

羲创世》断断续续写了十二个春秋，煎熬

的痛苦不亚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死恋。

事后才明白，时间比我聪明，它让我一点

点积攒火焰，一点点积攒智慧。火焰积

攒够了，才有熊熊燃烧的诗句；智慧积攒

够了，才配写人文始祖伏羲。

有些章节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直接

从血管里喷出来的。血管里喷出的诗，

自带光华！我将自己的骨头当柴，将血

当水，将心当人参，经过漫长的时光，才

熬出了《伏羲创世》。

《伏羲创世》中的唱词，有两首改用

了白马人的歌谣，觉得自然贴切，符合先

民的口吻。其余唱词，都是我怀着纯真

之心，独自创作，力求质朴、顺口，如果太

过于雅致，就失去了启蒙时代的本真。

《伏羲创世》既有纯真的童话世界，

又有现实的深刻感悟，诗歌的想象抒情、

小说的叙述、话剧的独白兼容，显得多

元、开放。这些都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

是写成后才发现的。

相传，华胥踩大脚印怀伏羲，一怀孕

就是十二年。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故

将其诞生地称为成纪（今天水）。《伏羲创

世》创作正好也是十二年，算是巧合吧。

（《伏羲创世》修订版，汪渺著，敦煌

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系该书后记，有

删节）

□ 汪 渺

讴歌伟大创造精神的诗篇

当 声 声 蝉 鸣 扯 开 盛 夏 的 大 幕 ，尘

封 的 记 忆 便 随 着 灿 烂 的 阳 光 穿 越 而

来 。 祖 父 的 农 谚 ，犹 如 画 外 音 在 幕 后

缓缓响起，声音先是浅吟低唱，继而变

得激越洪亮，仿佛雨打芭蕉，又宛若一

曲明媚的生活咏叹调。那些盛夏的往

事渐渐缭绕成云烟，在心间不断隐现。

祖父信奉“膘肥靠饭养，庄稼靠粪

长”的农谚。立春时，别的庄稼人依旧

沉溺在串亲访友、推杯换盏的快意人生

中，祖父就已开始起圈预粪了。他吆喝

着毛驴一遍遍将猪粪驴粪送到自留地

里。走得太急出了一身汗，胡子茬上的

汗 珠 子 像 晨 露 般 晶 莹 剔 透 。 村 邻 说 ：

“老头子，你这把老骨头该下岗了。”祖

父笑呵呵地回答：“彭祖活了八百岁，还

不忘种田植麦哩！”

谷雨下种后，祖父从田里回来，整

天手搭凉棚，仰头目不转睛地望天。祖

母说真是闲得没事干瞭天哩。祖父不

吭 气 ，满 脸 凝 重 的 焦 虑 神 色 。 天 空 澄

碧，不见一丝云彩。祖父眼巴巴望向南

风来的方向，自言自语道：“五月南风满

大水，六月南风河也枯；小暑南风十八

朝，晒得南山草也焦。”那一年，天大旱，

祖父的饭量也日日锐减。最后，祖父攒

起眉头，号令全家人挑水抗旱。

傍晚浇菜园时，眼前有蚱蜢开始乱

飞。祖父的眉眼霎时舒展成一弯上弦

月：“蚱蜢扑脸，大雨不远！”

小叔高考落榜后回家学务农。令

祖 父 动 气 的 是 ，小 叔 学 习 不 是 一 块 好

料，务农也不是一块好料。但祖父仍不

改望子成龙的初心，他提起耳朵教导：

“头伏萝卜二伏荞，三伏里头种白菜。”

祖父带着小叔去麦地查看，沉甸甸的麦

穗还没有来得及褪去青涩模样。祖父

掐了几个麦穗，揉一揉，将麦粒丢进嘴

里嚼着，溢出一股子甜香味。“荞麦不见

霜不老，麦子不吃风不黄。”麦子熟了，

小叔说背阴地里的麦子还没黄透，不能

割。“十成熟，七成收；七成熟，十成收。”

祖父气呼呼地抛下一句谚语，挥镰割麦

去了。半晌，小叔方才恍然大悟，拿着

镰刀追过去。

那一年盛夏，我和祖父在场院里晒

麦 。 中 午 时 分 ，天 上 出 现 了 一 疙 瘩 乌

云，将半边天都遮黑了。邻居们手忙脚

乱将麦子装进口袋里扛回去。祖父却

气定神闲地将麦子拢成一堆，用塑料布

笘好。我担心麦子被雨水泡坏了。祖

父不说话，只是抬头看天上移动着的厚

实云层。稍后，他才说道：“别怕，只是

过云雨，一会就随风吹散了。”十几分钟

后，雨果然就停了。我惊疑地问祖父：

“真神！您怎么知道雨很快会过去？”祖

父说：“云随风头跑，云跑东，雨落空；云

跑西，披雨衣；云跑南，雨成团；云跑北，

好晒麦……你看，刚才云彩分明朝北跑

了。”我佩服地望着祖父，从此产生了探

究神秘农谚的念头。

年 轮 的 辗 转 ，总 会 带 走 青 藤 的 过

往。许多年后，每当忆及这些被农谚滋

养 的 细 节 ，我 就 会 涌 起 一 种 温 暖 的 感

动。农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智慧与技

能，祖父的农谚，仿佛一部农耕时代村

庄的史典。

（摘自任静散文集《想要一座山》，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 任 静

农谚滋养的故乡

现如今，有不少人在呼吁大

家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对的。可

也有不少“好为人师”者，喜欢指

导别人读什么书，类似的情况在

教育领域尤甚。这种做法说不上

错误，只是有时候太过，带着“包

办”的意味。其实在“好为人师”

的群体里，大有不会读书甚至不

读书的人，他们自己都没把书读

明白过。

最近，我重温了叶圣陶先生

对读书的一些看法。尽管这些看

法形成于 20世纪 40年代，但我认

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针

对“应该读什么书”这个问题，他

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知。好像那

时候的学生也无暇看书，快要放

寒假了，他便提出建议，请学生

“有头有尾阅读几本书”。

如果将此事放到现在，肯定

有人要开出一个书目，先细致分

类——文学、哲学、历史、地理、政

治、科学、艺术等，无一遗漏；再按

比例进行分配——这个学科读几

本，那个学科读几本，兼顾方方面

面，似乎在平衡关系。这真的有

用吗？

应该读什么书？叶圣陶的态

度很明确，他说：“我们以为举出

一些具体的书来回答，是很不妥

当的。”他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

三：“这中间或许会掺杂着我们的

偏见；不一定适合读者的口味；举

出的书，读者未必就弄得到手。”

那么，叶圣陶提的是什么建

议？他只讲了几个方向，供选书

时参考，也就是说这几类书可以

选读，并无具体的篇目——

“关于各科的参考书是可以

选读的”。叶圣陶先生的话很实

在，教材只是大纲，若想进一步学

习，就要依靠拓展性的阅读。学

生的阅读，包括教师的阅读，首先

应该围绕教科书，毕竟学业是相

当重要的。

“关于当前种种问题的书是

可以选读的”。只有读与当下的

时代、社会产生交集的书，课堂上

所学的原理、方法才能真正联系

实际、联系具体问题。那时正值

抗日战争时期，叶圣陶建议学生

可以读一点谈历史、谈地理的书，

包括本国史与外国史、本国地理

与外国地理，只有这样，“青年才

能够认识时代；认识了时代，自身

才能够参加进去，担负推动时代

的任务”。

“关于修养的书是可以选读

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读那些

能够提高自身修养的书。叶圣陶

以《论语》为例，他说读《论语》“好

比与修养很有功夫的孔子面对

面，听他谈一些修养方面的话”，

能受用一生。紧接着，他展开谈

修养：“所谓修养，其目的无非要

明晰自己与人群的关系，要应用

合理的态度和行为来处理一切。”

“关于文学的书是可以选读

的”。叶圣陶将文学书单列，足见

文学书能认识人生、感知人生。

但他又指出：“同样是诗，有优劣

的分别；同样是小说，也大有好

坏。”所以要选上品来读。他还强

调学理工科的人也要读文学书，

因为这是“接触人生”。

叶圣陶先生是社会公认的教

育家，前些年就有不少人提出“要

像叶圣陶那样做老师”。对叶圣陶

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不能仅仅

挂在嘴上，要多读读叶圣陶的书，

看他说了什么？针对教育的种种

问题，他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了解

了他的想法和观点，还不够，这只

是“知”，一定要付诸行动——“行”

与“知”相结合。

如何读书，读什么书，这是时

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指

导读书这件事上，是能看出一个

人的思想境界的。有些指定书目

的人，本质上还是不想放弃“控制

欲”；教育的控制欲，常常以自己

的意志、意愿、兴趣、爱好为标准，

总是强加于人。更有机构和组织

以营销为目的指定书目，不是推

销书就是推销思想，这样的书，不

读更好。

（摘自《北京晚报》2024 年 5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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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

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

重要。当前，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

体系，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入 选“ 中 国 好 书 ”的《何 以 中

华 ：一 百 件 文 物 中 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历史记忆》，包括中华民族的

孕 育 与 起 源 、中 华 民 族 的 自 在 发

展 、中 华 民 族 自 觉 实 体 的 形 成 三

个 部 分 。 该 书 用 精 美 的 考 古 实

物 ，形 象 地 展 示 了 中 华 文 明 源 远

流长、连绵不断、传承赓续的历史

基 因 ，揭 示 了 中 华 大 地 上 的 各 族

先 民 心 系“ 中 国 ”、内 聚 发 展 的 精

神密码。该书对文物的选择精当

又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充分说明

了 中 华 民 族 源 自“ 五 方 之 民 共 天

下”的共同追求，构筑起一部实物

实 证 的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历 史 ，证

明了 56 个民族是拥有共同历史文

化基因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的

历史事实。

编纂团队在全国近 60 家博物

馆珍藏精品中遴选的 100 件珍贵文

物，在考古学意义上具有较强代表

性。文物图片清晰，特征鲜明，文

字解释简洁典雅，可以跨越国界，

更好地发挥国际传播作用。值得

一提的是，文物没有完全按照时间

顺序排列，而是根据主题进行适当

组合，用文物内容上的逻辑性代替

形式上的一致性。比如，第二章选

取了 62 件文物，通过“秦铜诏铁权”

“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组印”“辽鎏金

双凤纹玛瑙柄刺鹅锥”等在中华民

族发展史关键节点上的代表性文

物，生动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怎样

形成。书中对文物的阐释，紧扣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着重探究

文物背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最

终凝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逻辑，使读者通过文物基本掌握

历史脉络，并为灿烂无比的中华文

明感到振奋和自豪。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物”

为载体，生动阐发“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等重要命题。该书以

“物”“史”互证的方式，为广大读者

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

的独特角度，对树立正确的中华民

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建设、有效发挥教育引导作用，都

具有现实意义。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中国

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编，四川

民族出版社出版）

□ 王延中

用文物解读
中华民族发展史

书 评

本书紧扣时代脉搏，以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阐

发人类文明多样性，科学分析世

界发展的基本走势，并紧密结合

一系列关键问题，对如何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提出建议，为读者理

解当前国际政治现象和未来趋势

提供帮助。

李忠杰 著

红旗出版社出版

《世界向何处去》

本 书 是“ 走 读 大 地 ”系 列 之

一，共分七辑，精选阿来迄今为止

的游记散文作品，按一定体例做

出编排。七辑内容，主要呈现阿

来在山水中行走时的独特感受与

深切观察。阿来的语言文字极富

魅力，其在写作中的静态表征，让

很多人为之倾倒。

阿 来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来游记》

纸上书店

天水伏羲庙一角 资料图

天水藉河风情线 资料图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

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

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

便我们为您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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