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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浊自古不

两立，如何选择，

可洞见一个人的

境界操守。古语

有云：“宁可清贫

自 乐 ，不 作 浊 富

多忧。”这句话意

在 告 诫 世 人 ，就

算 生 活 清 贫 些 ，

只 要 身 正 行 端 ，

仍能保持轻松快

乐的心境。如果

为 了 生 活 富 足 ，

伸手去取不义之

财 ，忧 虑 不 安 就

会 多 起 来 。 所

以 ，在 面 对 诱 惑

时，要选择清贫、

摒 弃 浊 富 ，这 样

才能少忧多乐。

宁 可 清 贫 、

不 作 浊 富 ，是 一

种气节。《论语·

述而》有云：“饭

疏 食 饮 水 ，曲 肱

而 枕 之 ，乐 亦 在

其中矣。不义而

富 且 贵 ，于 我 如

浮云。”在孔子看

来 ，即 便 是 吃 点

粗粮、喝点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

其中。而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和地位，对

他来说就如同浮云一般无足轻重。孔子一生

颠沛流离，但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窘境，他始终

坚持自己所追求的“仁”“礼”理想，不慕富贵、

不贪享受，不取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固守

其志不动摇。

清贫与浊富的背后，是廉与贪的抉择。明

代鲁穆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出巡期间，常州有一

巨商，犯法当斩，其家人向鲁穆馈金 300 镒，请

求免去死罪。鲁穆不为所动，斥责道：“汝岂不

知我耶？使欲富则不须今日矣！”对罪犯仍按

律处置。一句“使欲富则不须今日矣”，尽显其

廉洁之志。史料记载，鲁穆出身贫寒，但他从

来没想过靠做官致富，日子一直过得十分清

苦，“三十年被服一如寒士”。有这种“不戚戚

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思想境界，鲁穆执法

公正、不徇私情，众呼为“鲁铁面”。

一个人要耐得住清贫才能走好从政之路，

否则就会为自身甚至家族招来祸害。《国语》记

载，春秋时期，韩宣子为晋国正卿，在朝廷之中

地位显赫，家中却很清贫，心中有时不免悲哀。

叔向知道后，便前来祝贺。韩宣子不解，叔向举

例说，有个郤昭子，家中多人身居高位。郤昭子

倚财仗势、横行霸道，结果全家都不得善终。因

此，位高能安贫是值得道贺的事。典故“叔向贺

贫”意在规劝为官者，清廉是福、贪欲是祸，既然

选择了从政这条路，就要安于清贫、守住清白，

远离不义而富。

以史为镜，知古鉴今。今天，虽然物质生

活条件变好了，但清正廉洁的气节不能丢。党

员干部当不为物欲所惑、不为名利所累、不为

私心所扰，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干事创

业、为民谋利上，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职责使命。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 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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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杨映华的《会宁戏剧史话》，被

书中会宁戏剧发展经久不衰的盛景所振奋，被

作者十年辛苦、披沙拣金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这本书无疑是戏剧百花园中一枝带着泥土清

香、闪着晶莹露珠的奇葩，就像宋代诗人杨万里

所言：“映日荷花别样红。”

位于甘肃中部的会宁县，历史悠久漫长，文

化底蕴深厚，素有“秦陇锁钥”之称，是古丝绸之

路的要塞。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境

内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

前 114 年）设置县，距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建县

历史。会宁是西北教育名县，自古崇文尚德、尊

师重教，在众多教育方式中，戏剧艺术始终是广

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文化、启迪心灵的重

要渠道，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戏剧文化在这里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纵观《会宁戏剧史话》一

书，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当今的时代感，既

有教化的美育感，又有拂面的亲切感，是一部具

有浓郁地方特征和深厚文化特色的戏剧史话。

首开先河，填补空白。戏剧是甘肃文化艺

术中的优势项目，始终跻身于全国戏剧的先进

行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剧目常演

不衰，多部戏剧精品在全国文艺评奖和展演中

获得殊荣，扩大了甘肃文化的影响力，提高了甘

肃的知名度。为了保持和巩固甘肃戏剧的优势

地位，早在 2010 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就出台了

《关于加快甘肃戏剧大省建设的若干意见》，围

绕“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总目标，建立和完善

了戏剧创作、生产、投入、演出、奖励和研究机

制，极大提高了甘肃戏剧艺术的整体水平。尤

其是戏剧研究也走在了全国先进行列，先后出

版了《甘肃戏剧史》《中华戏曲·陇剧》《秦腔大辞

典》《秦腔通史》等，而《会宁戏剧史话》则是甘肃

第一部县域戏剧史专著，填补了全省县域戏剧

艺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对县域戏剧研究具有

示范和引领作用。

脉络清晰，详略得体。这部史话以《引子》

和《大事记》为开篇，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会宁戏

剧萌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用 18 个章节分

别介绍了流布在会宁县的剧种，会宁戏剧的发

祥地，会宁县专业剧团、民间业余剧团和自乐

班，红色文化艺术的孕育和传播，有较大影响的

秦腔艺人，知名剧团表演的传统剧目和现代剧

目，流行于会宁境内的秦腔剧本和社火剧本，戏

剧演出的场所、皮影戏和社火，戏剧灯光、音响、

舞美、服装的发展状况。在附录部分，还介绍了

一些地方戏剧方面的知识和习俗。该书尊重历

史，重点突出，内容丰富，对会宁县戏剧艺术的

发源地、现存的甘肃境内保存年代最长远的戏

楼、四个戏剧世家以及三位秦腔名家邢正国、田

宗义、王蕊兰的戏剧人生作了详尽的论述和描

绘，同时，对会宁县剧团历任负责人、流落在会

宁的知名秦腔艺人、为会宁戏剧艺术增光添彩

的 67 位演职人员，均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史述结合，体例新颖。这部史话在写作上

采用史述结合的手法，避免了纯理论的色彩，强

化 了 讲 述 的 功 能 ，是 一 部 老 少 皆 宜 的 大 众 读

本。以历史为轴线，以戏剧为中心，严谨客观地

阐明了会宁县戏剧发展的辉煌历程，分析归纳

了会宁县戏剧艺术薪火相传的成因所在，准确

定位了会宁县戏剧事业在文化艺术中的优势功

能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具有权威性、

公正性和全面性。同时，生动真实地讲述了戏

剧发展进程中的感人故事，尤其对四个戏剧世

家和对会宁戏剧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进

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写，刻画了他们艰辛的奋斗

历程和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读来感人肺腑，扣

人心弦。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了许多非常

珍贵的口述资料，为会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活档案”。这种以史为主、

以述为辅的写作手法，新颖独到，趣味横生，创

建了地方戏剧史研究的新范式。

一手资料，真实可信。这部史话，所有资料

都是作者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和实物材料，进

行甄别、整理、筛选和归纳的，花费了他毕生的

精力和心血，可以说数据是用心灯点亮的，文字

是用脚印书写的。

图 文 并 茂 ，清 新 质 朴 。 这 部 史 话 收 集 了

300 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为研究甘肃戏剧史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书中还收录了秦腔脸谱演

变的手绘图、雕刻的皮影头梢、手抄剧本等，增

强了史料的丰富性和直观性。全书通篇文字质

朴，语言流畅，让人们在平静、平实中领悟戏剧

艺术的高贵品质和无穷魅力。总之，这部史话

厚重、凝练、质朴，像一朵婀娜多姿的荷花，绽放

着戏剧艺术的典雅之美、文化之美。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欣赏

水平和审美情趣在发生转变，博大精深的戏剧

文化对很多当代人来说敬重有余、亲近不足，

《会宁戏剧史话》的出版，为甘肃乃至全国戏剧

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广大民众

领略戏剧的风采搭建了新的舞台。

（《会宁戏剧史话》，杨映华著，甘肃文化出

版社出版）

□ 杨建仁

映日荷花别样红

田靖安编著的《煤炭循环经济——中国煤

炭企业煤基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一书，

近期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

江苏省“十四五”时期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

项目，并被评为苏版年度好书。

该书集理论性与实践性、纪实性与论证性、

专业性与系统性于一体，综述国内外循环经济

发展相关理论，探析煤基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索煤炭企业煤基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及

发展模式。该书的研究成果既不同于一般的学

术理论探索，又有别于简单的实践经验总结，对

煤炭行业及煤炭企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具有引导促进作用和实用推广价值。（王 鄱）

《煤炭循环经济》出版

近日，由读者出版集团、甘肃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甘肃省作家协会协办，敦煌文

艺出版社、西北书城承办的古马新书《宴歌》首

发式在兰州举行。

《宴歌》描写了西部的风物与人情，将一个

个西部意象作为象征物，用万物有灵的思维，

将逻辑思维上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物黏合，转化为我们生命中遥远而又亲近的东

西，拓展想象的空间。古马的诗作强调语言的

不可透性，即语言本身具有的层次意义，他创

作时尝试打破习惯性、合理性，通过描述及暗

示手法，注意节制情绪和感情，让读者感受到

诗歌的力量和美好。

从 1994 年的《胭脂牛角》到后来的《西风古

马》《红灯照墨》《大河源》再到今天的《宴歌》，

敦煌文艺社与诗人古马相携走过近四十年。

《宴歌》首发式上，研讨环节里，阿信、杨光

祖、习习、陈柏彤、王琰等嘉宾从文学、社会学

等角度解读了古马作品的价值。 （王 鄱）

诗集《宴歌》首发式举办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

纪 70 年代，时至今日，其研究领域出

现 了 众 多 优 秀 著 作 ，李 志 生 的 新 著

《华 夏 日 常 生 活 史》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该书以物品和图像切入历史，再以历

史观照生活，双向往复，让华夏 5000

年的日用常行变得形象可感。

《华夏日常生活史》分为衣、食、

住、行四大部分，但本书又不满足于

讲述衣、食、住、行本身，还试图去追

究“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

课题，从而勾勒出华夏日常生活史的

发展脉络。如此，既可从另一个角度

管窥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民族共同

体形成和发展的状况，也可以从中看

到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精神面貌。

以物探史

日常生活中的“物”具有客观存

在感，也凝聚了人类的集体记忆和个

体经验。该书以“物”作为古人日常

生活研究的抓手，进而探查社会与文

化变迁最细微的脉动。

历史不仅存在于二十四史中，也

存 在 于 人 们 的 冠 带 鞋 袜 、上 衣 下 服

中。在书里，作者首次提出了凤冠演

进的“三部曲”，即假髻首饰、花树梁

冠 、帽 胎 凤 冠 三 个 阶 段 变 化 。 在 这

里，变的是物，而饰物的等级意义，则

是恒久未变的。比如，2013 年 4 月，

从江苏扬州邗江区西湖镇萧后墓中

出土的礼冠格外引人注目。此冠是

目前出土的等级最高、形制最完整的

礼冠。但研究者发现，礼冠上有花树

13 个而不是 12 个，明显与隋唐之制

不符。有学者推测，或许正是不想给

萧皇后以最正宗的皇后葬礼，才给了

她非至尊的 13 棵花树。

在“唐代的住宅空间”论证中，作

者以“门”为切入点，循着由内而外的

顺序，按照大门和门馆、中门和中堂、

北 庭 和 北 堂 、西 院 和 亭 厩 的 空 间 脉

络 ，层 层 推 进 。 让 读 者 深 有 感 触 的

是，具有遮风挡雨功能的住宅，竟然

暗含着尊卑、上下、男女、内外之别的

深 意 。 一 座 宅 第 就 是 一 个 小 社 会 。

所以，日常生活的“住”里面，也暗含

着中国人的情感、情怀。

以图证史

所谓图像史学，主要是利用图像

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

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大部

分。前者主要是指利用过去的图像

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可称为“图像证

史”；后者主要是指当下利用图像来

传播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科学，可

称为“图像传史”。

作 者 在 书 中 将 壁 画 、画 像 砖 、

传 世 画 作 、出 土 文 物 等 图 像 作 为 史

料 ，充 分 发 挥 图 像 证 史 、图 像 传 史

的 作 用 。 生 动 精 美 的 图 像 史 料 ，与

书 中 的 文 字 交 相 辉 映 ，再 现 了 古 代

真 实 、立 体 的 生 活 图 景 ，让 我 们 触

摸到了历史的脉搏。

如作者对敦煌莫高窟第 12 窟晚

唐婚嫁图的运用，让读者感受到唐代

婚礼的隆重，新娘婚礼服饰之精美。

图中，来宾已在棚下就座礼席，新郎

头戴毡帽，双手持笏，身着袍服，足蹬

乌皮靴，正在伏地行跪拜礼；新郎旁

的新娘，头戴凤饰，身着裙衫，双手敛

于胸前，在行女人拜（后来也称万福

礼）。 当 我 们 惊 叹 中 国 人 审 美 的 同

时，也致敬绘制壁画的画家。正是他

们，将一千多年前人们的日常生活永

远地保留在了洞窟中，也将历史记载

了下来。

厨房作为传统女性重要的生活

空间，也得到了作者的重视。书中选

取的北宋妇女斫鲙画像砖，就是古代

女性在厨房劳作的缩影。斫鲙雕砖

表现了一位妇女剖鱼做饭的场景，她

腰系宽大的斜格纹围裙，挽起袖子，

露出多圈套镯；身前的高木方桌上有

各 种 厨 房 必 备 品 ，如 厨 刀 、菜 墩 、水

盆、方炉、铁锅等细节；桌旁有一个方

形火炉，炉火熊熊，炉上有锅，锅中水

在沸腾，表示即将煮鱼。画面构图生

动，线条流畅，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以史为灯

将日常生活置于大历史中，是解

决前文所提的“为什么”以及“如何成

为”的问题的关键。作者深谙此理，

针对服色的变化得出这样的结论：王

朝的更迭导致了服色的更易；君臣的

地位决定了服色的差别；时代的变迁

影响了正色服和间色服贵贱的浮沉。

比如书中提到，历史上有“曹操

赐蔡文姬头巾、履、袜”一说。但是，

曹 操 为 什 么 要 赐 给 蔡 文 姬 这 些 物

品？这些物品说明了什么？据《后汉

书》记 载 ，蔡 文 姬 丈 夫 董 祀“ 犯 法 当

死”。蔡文姬为夫求情，“蓬首徒行，

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据

王子今《履与礼：汉晋等级秩序的立

足点》可知，在汉晋时期，“‘跣足’作

为礼制规定的动作，通常也表明谢罪

态度，这与身份低下者的行走方式是

一致的”。所以曹操赐蔡文姬履、袜，

既是对她的关心，也包含同意她的请

求 ，原 宥 董 祀 之 罪 的 意 思 。 这 些 对

“为什么”的进一步思考，就是《华夏

日常生活史》带给读者的启示。

再如坐具的变化，也可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古人生活方式和出行方式

的变迁。汉代之前，人们以席地而坐

为主。到了汉魏南北朝时，则出现了

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格局。至唐代，

高足坐具逐渐进入当时人们的日常

生活，人们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转

变。正因为高足坐具的出现，到了宋

代，出行工具——轿子出现了。

任何“日常”都有起源，任何“习

惯”都有逻辑。这就是物质史，或日

常生活史能成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深

层原因。而其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

气息，让学者和读者之间产生了最深

的心灵共振。总之，将大历史的变迁

作为古人日常生活变化的推动力的

研究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

根脉，理解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变迁，

让我们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

神气质是如何塑造的。

（《华夏日常生活史》，李志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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