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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大量珍贵史料为基

础，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工农红军逐步壮大的光辉

历程。全书由“无枪杆子之痛”

“走上创建人民军队之路”“罗霄

山脉飘红旗”“驰骋赣南与闽西”

“在反‘围剿’战争中越战越强”

五章组成，记述了工农红军创建

并在一次次战斗中逐步锤炼成

一支铁军的历程。

王新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铁的红军是怎样炼成的铁的红军是怎样炼成的》》

这是一部对中国古代科学精

神深入探索的普及读本，揭示了

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路径和丰富

内涵。本书不仅展示了中华文明

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也让

我们看到了科学与文化如何在中

国的历史长河中交融并推动着社

会发展进步。

它既是一部科学史著，也是一

部文化启示录，揭示了科学和文化

如何共同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并为

我们的未来提供宝贵的启示。

孙小淳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文明的积淀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中国古代科技》》

动 态

近日，《武威耆旧传注译》一

书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由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

研究员赵大泰、助理研究员王丽

霞校注、翻译和研究。

武威，古称凉州、姑臧，地处

丝绸之路咽喉要地，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境内存有大量的历

史文化遗迹。清代武威县文风鼎

盛，人才辈出，考中进士者就有

41 人。在武威县众多的进士及

其著作中，潘挹奎及其《武威耆旧

传》堪称“奇人奇书”。

潘挹奎（公元 1784 年—1829

年），字太冲，号石生，一号凫波。

嘉庆十四年（公元 1809 年）得中

进士，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道光

九 年（公 元 1829 年）病 逝 于 北

京。潘挹奎才华横溢，交游广泛，

为人豪爽，扶危济困，在河西、陇

东声名远扬。在京为官期间，对

赴京的河西学子接待用心、照拂

有加。其著作有《通鉴论》《燕京

杂咏》《武威耆旧传》等。

《武威耆旧传》成书于道光五

年（公元 1825 年），共分四卷，38

篇文章，从《李少保传》到《家四学

博传》，是清朝时武威 38 位杰出

人 物 的 传 记 。 这 些 人 物 学 业 优

异，金榜题名后，或外出为官造福

百姓，或主讲书院培育人才，或研

究学术著书立说。

《武威耆旧传》中的文章兼顾

传记与地方风物地理的描述。作

者潘挹奎多年在京为官，交友广

泛 。 这 本 书 对 研 究 清 代 武 威 历

史、社会、科举教育、自然地理和

清代的乡党关系等都具有极高的

价值。

潘挹奎去世后，其同乡进士、

学术大家张澍将该书刊印传世，

并撰写了序言。其同乡进士李于

锴在《潘挹奎传》中认为，武威人

才济济，但事迹往往不为人所知，

《武威耆旧传》为耆旧儒士立传，

是一件幸事。《甘肃人物志》中写

道：“挹奎以武威志久失修，恐文

献无征，著《武威耆旧传》，质茂淳

雅，有古作者之风。”另外，正如

《武威耆旧传注译》作者赵大泰所

述，潘挹奎开创了清代武威文人

作传的风气与传统，使得当地的

文化传统得以传承。

在《武 威 耆 旧 传 注 译》一 书

中，赵大泰、王丽霞不仅对《武威

耆旧传》进行了详细的注译，而且

搜集了其他有助于了解潘挹奎的

相关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翔

实的研究武威和凉州文化的珍贵

史料。凉州文化，正是在前辈大

师和后世学者的薪火相传中愈加

璀璨夺目。 （王 鄱）

《武威耆旧传注译》出版

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

日，晒书则是节日活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入

伏后天干物燥，古人觉得七夕这天天门洞

开，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文人士子们便纷

纷将藏书搬出来，摊在阳光下暴晒，以达到

驱虫目的。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穆天子

传》中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

陵”的记载。东汉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

中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

说明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

俗，魏晋时期，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

毫无疑问，晒书本身是极其有效的护

书方式，尤其是在南方地区，长达数月的

梅雨季节里，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

一些破坏。晾晒书籍，可以祛除潮气、防

霉防蠹，从而有效地保护藏书。

宋代的官办晒书会，几乎云集了当时文化

行业的顶级精英。有关晒书会的盛况，宋人笔

记中多有记载，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

陈骙《南宋馆阁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

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组织有“晒

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晒书会一般由掌

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临安府具体承办，多在

农历七月的五、六、七日举行。由于南宋都城

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潮湿，因此南宋比北宋更

重视晒书。“馆阁晒书会”的层次比较高，展品

不乏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大多是大臣名流，而

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

各类职务。一年一度的晒书会，无疑成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

下，这一习俗在民间更加流行，很多读书人甚

至借七夕晒书来展示自己的学问。

晒书倘若抽除了俗世的浊气，仅止于

晒学问，倒也无可厚非，晒学问可以看作某

种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南朝刘义庆所著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西晋

时期，七月初七这天，当地乡绅纷纷晒衣炫

富，各种皮裘锦被琳琅满目置于阳光之

下。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搬

出竹榻放置庭中，在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分

仰卧于榻上，解开上衣袒胸露腹，在烈日下

暴晒。众人不解问他作何，郝隆大咧咧地

说：“我在晒书！”原来，家境清贫的郝隆饱

读诗书却无华衣可晒，自诩学富五车才高

八斗，当别人曝晒衣物时，他却用“晒书”的

独特方式，来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你

们晒衣裳，那我就晒肚皮。“竹林七贤”之一

的音乐家阮咸，不屑于有钱人家晾晒衣物

借此攀比的低俗把戏，于是找来一根长长

的竹竿，在自家庭院中漫不经心地挑起一

块破布短裤，任短裤在风中猎猎招展。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热衷在微信、抖

音上晒美食晒旅行晒感情，比起那些晒

名车晒豪宅的行为，七夕晒书的习俗至

少说明，我们内心仍保留着对书本的渴

慕和尊重。

□ 陈泽来

晒书也是晒学问

兰 州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授 张 向 东

的新著《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

学的现代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它试图从新词

语和新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审视

现代中国文学成立的过程。拜读

之后，我不揣冒昧地写一些心得。

胡适 1916 年底提出了文学革

命的主张。最初，除了“不用典”以

外，胡适并没有具体地谈到词汇问

题，直到一年后的《建设的文学革

命论》才提出：为了实现国语的文

学（即白话文的文学），不妨随时随

地“ 采 用 文 言 里 两 音 以 上 的 字 ”。

傅斯年、周作人等也都提出了在词

汇上需要撷古补今的建议。胡适

以后，言文一致成了新文学标配的

语言形式，而词汇与言文一致，乃

至文学的国语关系究竟如何？

《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

的现代化》第一章“清末民初新名

词的流行与争议”，仔细梳理了社

会上对新名词的否定性反应。作

者把搜寻的对象扩展到文学性的

刊 物 ，时 间 也 延 长 至 现 代 汉 语 初

具规模的 20 世纪 30 年代，提供了

更 多 的 例 证 ，尤 其 是 对 新 名 词 入

诗 多 有 论 述 ，展 示 了 新 名 词 问 题

的深度和广度。在接下来的章节

里，他主要讨论了新名词、外来词

引发的文学本身的变化；“五四作

家”所受到的新名词等的影响；革

命词语和感觉词语在展示都市现

代性上的作用。第六章则聚焦农

村 题 材 的 小 说 ，从 词 语 特 征 上 进

行了分析。由政论到小说再到诗

歌，由城市到农村，这些都表明新

词语已经渗透到语言社会的方方

面 面 。 孔 子 说“ 辞 达 而 已 ”，意 思

是 只 要 能 把 想 说 的 表 达 出 来 就

好 ，但 又 说 ，“ 言 之 无 文 ，行 之 不

远”。前者是最低的要求，后者是

为之努力的目标。文采决定了传

播 的 广 度 ，胡 适 文 学 的 语 言 看 重

的也是这一点。陈独秀说过白话

文 的 普 及 要 有 文 学 家 们 的 支 持 ；

普 通 话 定 义 中 的“ 以 典 范 的 现 代

白 话 文 著 作 为 语 法 规 范 ”等 都 说

明对于文学作品中新的语言形式

极 为 重 要 ，这 也 是 作 者 这 本 新 著

的亮点。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对一些作

家或文学作品在新名词使用上的

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英

华大辞典》（1908 年）对“文学”的定

义是：“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说，纯粹

的哲学和科技性的文章不是文学，

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以精神为素

材，以想象力为形式的文章，才是

文学作品的主体。”以精神为素材，

以想象力为形式是文学的两大本

质，其实现与词语的使用是否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了某些

作家新名词的使用情况，这与他们

文学语言的特点有什么关系？也

就是，茅盾之为茅盾，郁达夫之为

郁达夫，在新名词上是否有因人而

异的个性？再比如，中日近代文学

史上都有“新感觉派”，这一派作家

在形容词使用上的共性和个性都

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总之，事关文

学的语言是什么这一大命题。

作 者 在 书 中 多 次 强 调 新 名 词

造成了一种新的节奏。复音词的

另一个作用是精密描写，应对日益

复杂的概念更新。但是，大量的新

名词的涌现会不会成为当时读者

的阅读障碍，有没有误解？《辞源》

（1915 年）编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成为古今之津梁，解决新学和旧学

的 隔 绝 状 态 。 柴 萼 在 他 的《新 名

词》（1926 年）里说樊增祥把“过渡

时代”解释为“由此岸达彼岸方及

中流之时也。全国之人方半济于

风涛之中，半立于崩沙之上，而欲

学彼岸之人之坦行捷步”，这种调

侃一方面“亦足解颐”，另一方面也

说明新词义的普及还在“过渡”中。

张 向 东 教 授 的 新 著 读 后 使 人

掩卷深思。该书中蕴含着继续深

入探索的无限可能性，不论是语言

研究者，还是文学研究者，都能从

中发现自己的新问题。

（《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

的现代化》，张向东著，商务印书馆

出版。本文系该书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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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重 推

刘虎在他的《少年筏子客》里写道，

黄河兰州段平日里看上去总像是一个

悠闲的老者在云中漫步，淡定，慈祥，辽

阔的胸襟似乎能承受世间的任何伤痛。

黄河是母亲河，刘虎却给了它一个

父亲的形象。这也没错，对于兰州这个

城市而言，黄河如父母一样赋予它内在

的骨血和灵魂，又给了它外在的灵性和

灵气。因为黄河，这个城市有历史也有

性格，而这正是《少年筏子客》想要讲述

的故事。

一

看刘虎的《少年筏子客》，你会觉得

他一定亲历了黄河数百里的漂流，才能

把黄河从兰州经宁夏到包头的每个河

滩每个河湾每个漩涡，还有筏子客与黄

河水生死相搏的每个时刻都写得那么

惊心动魄，让人绷紧神经跟着他的文字

去体会黄河的多重面孔。

看他写羊皮筏子进入大照壁那一

段，“澎湃的河水在惊天动地的怒吼中

张牙舞爪地扑向那堵在它前面的崖壁，

撕扯，击打，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巨

响，千层浪涛气势磅礴地涌向半空，反

卷出层层叠叠的浪花。而悬崖面无表

情，岿然不动地站立在原地”。在这样

的惊天骇浪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十四岁

的兰州少年在羊皮筏子上的成长。

黄河的形态无疑是变化多端的，在

作者的笔下也是姿态万千的，一会儿它

是“脾气暴躁，精力过剩、充满野性、喜

欢狂想的青年，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

都恨不能掀起惊天狂澜”；一会儿又是

“志得意满、宁静淡泊的中年书生，哪怕

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也难以夺去他的沉

稳”。对于水流的描写也丰富多彩，在

黑山峡那一段，“河面上翻腾着密集的

浪花，让人怀疑有人在河底架了把火，

把河水烧得沸腾了”。在河面上随波逐

流的羊皮筏子，“不是进入了谷口，而是

被一条巨大的舌头猛然一卷，咽到了肚

子里”。这样生动的描绘，让人觉得作

者就是一个在黄河里翻滚过的筏子客，

他肯定水性极好。

二

基于文字所呈现的文学性，《少年

筏子客》的故事十分吸引人。故事发

生在抗战时期，处于大后方的兰州受

到日本飞机轰炸，十四岁的主人公生

子因此而成为众多失去父母和家园的

孤 儿 之 一 。 摆 在 他 面 前 的 只 有 两 条

路，一是加入以“石墩”为首的流浪孤

儿群体，和他们一起讨饭；一是靠自己

的毅力去谋生，在艰难困苦中磨砺并

成长。生子选择了后者，也选择了属

于自己的成长道路。

在历史上，羊皮筏子曾是黄河中上

游这一特定区域才有的运输工具。在

交通尚不发达的时期，它很长一段时间

在甘宁青的黄河上充当着载人运货的

角色。尤其是在昔日的兰州，羊皮筏子

是沟通黄河两岸最便捷、最常见的交通

工具。时过境迁，如今羊皮筏子成为需

要保护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

在旅游景点上，它仍然是让游客倍感新

奇的旅游体验项目。

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使得本书具有

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抗战时期的时

代主题是激昂的爱国主义，《少年筏子

客》对这一主题的提炼，使得羊皮筏子

走向了为抗战开辟新的交通路线的历

史大舞台。一群筏子客从黄河转战嘉

陵江，要把产自甘肃玉门的石油，通过

羊皮筏子运送到重庆。石油是前线急

需的战略物资，而敌机对交通路线的轰

炸，使得沿嘉陵江顺流而下成为最安全

快捷的通道。熟悉黄河水性的筏子客，

在嘉陵江这一陌生水域里实现了精神

境界的升华，他们不再是一群驾驭羊皮

筏子谋生糊口的筏子客，而成为一群为

抗日救亡而敢于牺牲的民族英雄。一

样的激流险滩，一样的生死一线，而筏

子客的职业意义此时由“家”而“国”，他

们的形象顿时伟岸起来。通过一趟趟

与嘉陵江搏斗的历程，主人公生子也完

成了人生意义的追寻，踏上了抗日救亡

的新征程。

三

《少年筏子客》的故事是有历史原

型的。据史载，1941 年，兰州的筏子客

王信臣用 2000 个羊皮囊，制作了 5 个

大型羊皮筏子，用了两周时间，将数吨

石油从广元沿嘉陵江运送至重庆，为抗

日前线送去急需的战略物资。关于兰

州羊皮筏子在抗战时期参与战略物资

运输的历史，作者在书中写道：“1942

年到 1943 年，这群来自黄河的汉子，每

年至少在嘉陵江上航行八次。玉门平

均每年所产石油约有七分之一都是由

羊皮筏子运到重庆的。”

除 此 而 外 ，《少 年 筏 子 客》所 写 的

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兰州的轰炸，也

是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1939 年，日

本飞机对兰州进行了多次轰炸，因为

中国空军的奋勇抵抗，“兰州空战”的

胜 利 成 为 鼓 舞 中 国 人 民 抗 战 斗 志 的

大 事 件 被 载 入 史 册 。 但 轰 炸 给 兰 州

人 民 造 成 了 巨 大 灾 难 和 损 失 。 作 者

在书中这样写这段历史：“那两年，兰

园、五泉山的普照寺、中山市场（当时

兰 州 最 大 的 综 合 市 场）、兰 州 师 范 学

校 、绸 铺 街 、西 关 什 字 等 人 口 密 集 地

区 ，大 都 遭 到 了 日 本 人 的 野 蛮 轰 炸 ，

市 政 机 关 和 工 厂 也 是 轰 炸 重 点 。 侵

略者轰炸时除了投放炸弹，还会投放

大量的燃烧弹。每次轰炸，市区都会

出 现 一 片 又 一 片 的 火 海 ，火 海 之 后 ，

是一片焦枯的废墟。”

《少年筏子客》用文学的方式，复活

了一段抗战时期的兰州历史。黄河在

这个城市里平缓奔流，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也像河水一样含蓄内敛。河面下有

我们看不见的暗流涌动，兰州的历史也

有我们不曾忘却的慷慨悲壮。《少年筏

子客》写的是一个兰州少年的成长故

事，反映的是兰州人沉淀在基因里的敢

于搏击、积极上进的地域精神，还有如

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

（《少年筏子客》，刘虎著，甘肃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

□ 王光辉

羊皮筏上的成长记忆

漂流在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资料图

本书以田野考古调查笔记的

笔调，清晰地呈现了作者的 20 多

年求索之旅，努力在考古工作者

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知识、情感和

思 想 的 联 结 。 全 书 分 为 四 个 篇

章：考古记，重返考古发掘现场，

还原第一线的遗址和墓葬发掘场

景；田野记，讲述田野考察中的见

闻与思考，传递考古工作的趣味；

历史记，探析古迹与器物之奥秘，

呈现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人

生记，追忆无法忘怀的人与事。

郑嘉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考古四记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纸上书店纸上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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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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