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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宇桥先生虽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在

一念之间与其相见；必然是彼此初心相通，多有共

识。也是在那次初见时，宇桥谈他读过我写的《合

肥赋》，并给予褒奖。交谈中，深感宇桥对文学的爱

好，其造诣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那次我并不知道，

在他投身国有企业建设将近 40 年的岁月中，几乎每

天都在写日记，记下了他所经历的人和事，这为他

后来写作长篇叙事散文《紫云英》积累了丰富的第

一手素材。

整个写作过程中，没有“笔杆子”为他捉刀、替他“点

睛”，每个字都是他用笔用心一字字、一页页写出来的。

用废寝忘食也好，用殚思竭虑也好，所有的形容都不过

分。因为采访的关系，我有幸目睹了宇桥在A4纸上写

下的那一本本的手稿，字体粗犷奔放，不拘形迹，如江河

直下，一气呵成。

《紫云英》从文体上看，它不是纯粹的作家笔下的

散文，很少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而是讲述自己与所

在企业改革开放的变迁史，有很强的记录性、史实

感。从企业破产到拯救、从改制到重生，从企业到国

家、从家庭到社会，宇桥从中每走过一步，都是一次挑

战，都是一次破茧，都是一次歌唱。他都能很好地奉

献储备、获得感悟、赢得赞誉。他是在现实和想想、个

人与时代、坚守与远望中跳舞，从而演绎出一种强大

的精神力量，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因为这

样，才没有削弱散文叙事的功能，相反却强化了真实

的力量。文本走的是忠于史实的路径，摒弃虚构，做

到事事有依据，人人是原型，句句有出处。这种《史

记》式的写作范式，更能直接表达作者的主观情绪、思

维模式，从客观形象抵达到抽象的深度，这是需要有

笔力的。说白了，就是文学的审美修养。

全书46篇独立成章的故事，一环紧扣一环，既错落

有致，又前后呼应。不知不觉中，读者在《紫云英》预设

的语境中，也跟着作者一起时而忧思，时而热烈，时而疑

惑，时而击节……在每个字里行间，宇桥不想隐瞒什么，

藏掖什么，而是袒陈胸臆，直言大义，触目可见思想指向

的锋芒。真实细致的场景下的时空，激荡着历史和现实

的深厚气息，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历史的清晰维度，从而

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感染力。

宇桥不是专业作家，所以也没人强调要他去写，写

什么？怎样写？但他心里明白，写作不是功利，只是自

觉，并是责任，故能清醒为之，用心为之。自古至今，真

正意义上的散文，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为道而文，为史而

写，才有高格，这是一部散文发展史所证明的。自老子

《道德经》为开山，继承于孔孟，发展于司马，壮大于唐

宋，出彩于现代，凡大家宗师手笔，无不奉为圭臬。不是

以作家自许的宇桥，却深得其中三昩，所以读《紫云英》，

便有铁马金戈的雄壮，荡气回肠的力度。言真极贵，极

贵还真。

言真极贵 极贵还真
序宇桥长篇叙事散文《紫云英》 □ 徐子芳

《中国阅读通史》于 2017 年 12 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

正式出版。本书是国家出版资金和安徽省文化强省建

设专项资金的出版资助项目。全书共 10 卷，共 365.6 万

字，分别是《理论卷》《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

唐五代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

《清代卷（下）》《民国卷》《图录卷》。本书首先讨论了阅

读的多重含义，其次以上述朝代为序，探讨从先秦到民

国不同时期阅读现象的特点，关注阅读活动与社会背景

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阅读传统的特色及阅

读的思想与方法及其传承与演变。全书体例精当、资料

翔实，坚持从第一手材料出发，严守学术规范，是一部兼

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厚重之作，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

果，又不乏著者的创见，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阅

读活动的全面总结。同时，《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填补

了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书写本国阅读历史和传统的研究

著作的空白，是我国阅读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本书的出版还有助于实现中外学术互鉴。在欧美，

书籍文化史研究发展迅速，是一门显学，而阅读史又是

书籍史的热门主题之一。而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文

化大国，阅读史上的丰富遗产还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

视。《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使中外阅读史有了互鉴的

可能，对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

如该书《绪论》中所言：“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度。

传统史学如正史、编年史高度发展，而专门史、专题史发

育不良。近百年间，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专门史得

到很快的发展，大多齐备。二十世纪后期，图书文化史

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图书文化史中的三大支柱出

版史、藏书史、阅读史，研究成果逐步增多。在本世纪

初，中国出版史与藏书史，均有通史出版，但阅读史的研

究相对薄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欧美的一些大学

中，已开设阅读史的课程，并开展相关研究。有几千年

阅读历史的中国，还没有加以系统的叙述与总结，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该书的出版，不但解决了缺憾，而

且为中外学术互鉴提供了权威的文本。

本书的出版还将对构建图书文化史体系起到一定

的作用。本通史系统总结中国的阅读传统、理论与方

法,为现今阅读文化的构建奠定基础。同时,该书与《中

国藏书通史》《中国出版通史》两书形成呼应,为图书文

化史(出版文化、藏书文化、阅读文化)的建设形成一个较

为完备的体系。

书香中国——《中国阅读通史》书评
□ 韩大勇

一部凤阳花鼓研究和总结的集大成之作
□ 吴宝燕

凤阳花鼓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悠

久，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具有很好的挖掘整理和传承保

护价值。《凤阳花鼓全书》全面挖掘整理了凤阳花鼓的学

术资源，系统地再现了凤阳花鼓的发展历史、图文形象、

曲牌曲目、研究论著等，立体地勾画了凤阳花鼓这一民间

艺术瑰宝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魅力。本书计 400 余万字，

分为《词曲卷》《文献卷》《文集卷》《史论卷》(上下）。其融资

料性和学术性为一体，是一部凤阳花鼓研究和总结的集大

成之作。具体来说，该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文献的收集整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

工作。本书搜集的文献资料齐全。编者除了收集凤阳

本地的相关资料、口碑传说外，还从中国艺术研究院

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

院、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海外图书馆等搜集整

理了大量有关凤阳花鼓的文献资料。如《词曲卷》收

录了 463 首凤阳花鼓曲目中各种变化形式的凤阳歌，

《文集卷》收录了百年来学界前贤有关凤阳花鼓的研

究成果 100 多篇，《文献卷》收集了明清以来有关凤阳

花鼓的美术作品、舞台剧照、词曲唱本等等。《全书》在

词曲、文集、文献的选编和收录中注意将凤阳花鼓所产

生的地域背景和移民文化的特色内容吸收进来，尤其

在《文集卷》所收录的各个时代的论文中，对于凤阳花

鼓形成的各家代表性观点以及数百年发展的历程，都

有着清晰的轨迹可以追寻和考查。

学术研究，仅有史料是远远不够的，史论才是学

术的灵魂和价值所在。《史论卷》分上下两册，上册论述

了凤阳花鼓产生的地缘背景、文化背景，起源、发展和

流变，以及它对戏剧、曲艺、歌舞的影响；下册重点阐述

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凤阳三花”（花鼓小锣、花鼓灯、花

鼓戏）、音乐主体“凤阳歌”的起源和流变，以及新中国

成立之后凤阳花鼓的发展状态。本卷结构平实、分类

合理，史论结合，广征博引，是历史上首次将凤阳花鼓

在时间、地域、内容、流传、类别、历史演绎等方面进行

的系统全面的整理和论述，为人们详细了解凤阳花鼓

提供了最为权威可信的知识。

本书主编夏玉润先生是凤阳本地人，自幼爱好音乐，

少年时期即对花鼓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爱好，并参与

花鼓戏的演出。自20世纪90年代始，他还孜孜不倦地致

力于明史研究，发表了一批与朱元璋和凤阳相关的研究

论文，从而具备了艺术与历史方面的专业素养和知识。

总之，《凤阳花鼓全书》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

成果，这一成果，将会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起到示范作

用，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它的整理出版，也将对促进安徽文化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凤阳花鼓，关注安徽的文化艺术建设。

《淮水谣》：
寻找记忆中的故乡

□周康

《淮水谣》（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曹多

勇著）讲述了一段关于淮河和淮河岸边百

姓的故事，其实更是一段关于淮河的记

忆。故事以淮河岸边的乡土大地为场景，

以一户韩姓的农民家庭为描写对象，通过

两代人为了生活、事业和婚姻的奋力打拼，

铺陈出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寻常人生，

及其浸润在其中的民俗风情与乡土伦理。

同时也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淮河

两岸农民复杂的心路历程及其淮河两岸农

村的沧桑巨变。

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住在

淮河南岸的韩老头夫妻俩忠厚老实，热情

善良，两人年轻时一见钟情，结婚后相互扶

持，养育四个子女。他们虽辛苦操劳一生，

但终因文化、思维、眼界的局限，一家人一

直平平淡淡、紧紧巴巴地活着。他们膝下

的四个子女性格各异，由此呈现出完全不

同的生活轨迹。老大韩新云聪明好学，考

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端上了公家饭碗当

上了老师。但是兢兢业业教书二十年，韩

新云还是和粗鲁、俗气的工厂女工老婆过

着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的日子。老二韩新

水厌恶读书，但头脑活络，因为赶上了改革

开放的好时候，开了矿、盖了楼，赚到了大

把钞票，娶到了如花美眷。老三韩新雨温

顺听话，干啥都不温不火，技校毕业后在镇

上开了家农机修理部，却因娶了个带着孩

子的离婚女人，让老韩头既伤心又操心。

唯一的、最小的女孩韩新苗青春期爱上了

技校同班男同学苏聪，此后的上职大、去煤

矿工作，都是因为追随着苏聪的脚步。十

年的苦恋终于有了结果，她如愿以偿地嫁

给了苏聪，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

作者曹多勇先生在本书《后记》说，书

中韩家人世代居住的大河湾村，也就是他

儿时的故乡，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

曾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依旧鲜活地存于记

忆中，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消失。对于曹多

勇先生，淮河养育了他的生命，他用一辈子

去书写淮河和大河湾的本色和灵魂，这种

交缠与回馈如此完美、自然。虽然他行笔

风格蕴藉而内敛，却饱含真情，有一种温和

而坚韧的力量。很显然，作者对淮河岸边

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熟悉并

热爱，且具有向善的悲悯情怀，令人读后余

味悠长，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真诚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