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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阅 读

速读

数月前，陆阳、沈云福合著的《奋楫者先：
无锡县乡镇企业发展纪实1956—2000》荣
获太湖文学奖。我正在广东珠江流域的一个
小城，安静地读书、思考、写作，那天收到云福
兄的微信，替他们高兴。七八年前，他俩合著
的《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也曾获得太
湖文学奖。这本书在交稿付印前，云福兄曾给
我看过大部分电子文本。

无锡工商文化这几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
关注和研究，也为无锡官方进一步重视。前些
年，无锡在吴文化和江南文化研究方面取得
了丰硕成果，特别是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
无锡是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勾吴古
国的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江南文化
则构成了无锡重要的历史地理文化印记，无
锡的环境、风光、生活、习俗等，都是很江南
的。吴文化和江南文化是无锡文化的历史背
景，但它们并不构成无锡文化的独特性，太湖
周边的城市，每一个都深受吴文化和江南文
化的影响。唯有工商文化，才是无锡与众不同
的印记。

就时间而言，无锡工商文化的历史远远
短于吴文化和江南文化。如果以近代工商实
业为开端，只有100多年。但就是这短短100
多年，使无锡从一个数千年农业县城，转变为
一个工业强城，令无锡在国家版图上的经济
实力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学者们将此称
为无锡的崛起。陆阳和沈云福的这两部著作，
抒写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推动无锡崛起的先
驱者们。

《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下简称
《激荡岁月》）写了前半个多世纪的锡商，锡商
群体作为无锡近代工业化的先驱，推动了无
锡的第一次崛起。《奋楫者先：无锡县乡镇企
业发展纪实1956—2000》（下简称《奋楫者
先》）写了后半个世纪的乡镇企业家，他们成
为推动无锡改革开放的先驱力量，在城市改
革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创业和成果，推动无
锡再次崛起，乡镇企业经济实力从三分天下
占其一，提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

二位作者用这两本著作，为这两个历
史时期推动无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两个
群体作传，可谓慧眼识英雄。他们的写作具
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为无锡记录
了这些先驱者的艰苦创业和丰硕成果，也
为历史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丰富史料，读者
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书，了解无锡崛起的
历程；学者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的书，剖析无
锡崛起的奥秘。

对于锡商，近20年无锡已经有不少研究
和成果了。对于乡镇企业，上世纪80至90年
代曾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率先肯定和报
道，以及主流媒体的大量跟进报道，后来又
有关于苏南模式的讨论，但从文化精神视角
切入的研究和写作并不算充分和深入，在此
意义上，《奋楫者先》堪称填补了这个领域的
空白。

作者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关系、经
济环境与乡镇企业家的关系、乡镇企业家创
业经营与文化精神的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切
入，抒写乡镇企业创办、发展和壮大的艰辛历
程，记录了时代的风起云涌、波澜起伏、硕果
累累。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

1956年无锡县春雷高级社创办了春雷
造船厂，这是目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乡镇企业
第一厂”，这“春雷一声响”，奏响了创办社队
企业的先声，无锡也因此被看作我国重要的
乡镇企业发源地之一。

1984年，无锡县堰桥乡大胆实施“一包
三改”，即实行厂长经理为主的经营承包制，
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
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这项改革
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和“干部终身制”，
石破天惊，激起巨大反响，进一步推进了乡镇
企业的发展。

1987年 6月12日，邓小平在接待外宾
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
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
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个“一锤定音”

式的评价，激发了无锡乡镇企业走向发展的
高潮。

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无锡县长期以来
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率先走在了全国
的前列，自1992年起在“中国农村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评比中夺得“三连冠”，收获“华
夏第一县”美誉。至1995年，无锡县以仅占全
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
接近全国千分之五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奋楫者先》中，作者突出解读了“四千
四万”精神，把这个精神看作无锡乡镇企业创
业经营的重要动力。在他们描写的每一位乡
镇企业家身上，都强烈地表现着这种精神状
态。乡镇企业初起之时，只是企业中的草莽，
办企业的人都是草根，缺乏资源，缺乏背景，
如果没有“四千四万”精神，在坚硬呆板的计
划经济环境中，怎么可能找到缝隙杀开一条
血路？怎么可能办得好企业？正是有“四千四
万”精神的支撑，无锡乡镇企业家们从睡地
板到当老板，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了巨大的
财富。

“四千四万”精神的提法最早出现于
1973年。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无锡县物资局
召开供销后勤工作会议，无锡县领导在报告
中第一次提出：跑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
户，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后来几
经演变，“四千四万”精神最终定格为“踏尽千
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
千难万险”。

读完此书，我以为，“四千四万”精神发源
于无锡农村，发轫于“草根”和“异军”，流淌于
企业和政府，扩散于整个社会，集中体现了改
革开放时期无锡干部群众敢于改革、勇于创
新、善于经营、不畏艰险的精神，与“锡商精
神”血脉相系，是“锡商精神”的赓续。

联想到《激荡岁月》所抒写的前辈锡商，
他们不同样遇到很多困难和很大风险？荣氏
兄弟的面粉厂创办之初，就被迫打了几年官
司，如果没有这种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精
神，何能顺利开工建设投产？写出无锡工商文

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创业经营主体身上
的赓续、传承和创新，是陆阳和沈云福著作的
一大亮点。

看见有评论说，《奋楫者先》是一部主题
性创作的力作，并认为，主题创作是文学创作
反映时代、回应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方式之
一，文学史上的重大作品无不是对所处时代
最重大的问题、最深刻的命题给予最独特的
揭示。我却认为，这本书本质上是一部历史著
作，一部无锡第二次崛起的奋楫者史诗。虽然
它抒写的主题是无锡县乡镇企业近50年的
发展历程，但任何一部历史专题著作都是具
有明确主题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也是紧
密围绕主题创作的，而反映时代、回应时代、
引领时代是它们的必需。

《奋楫者先》这本书的特点（与上一本《激
荡岁月》相同）在于，它是一本具有文学性的
历史著作，这个特点清晰地表现在它的书名
之中，“纪实”二字，就是其历史著作身份的明
确标识。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历史著作就是比较
刻板、枯燥、乏味的，但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
认为：史无定法，“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

‘好听’，已经不单是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
出来，要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

‘好听’。”因为“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
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
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需‘戏说’，就可以
写得有声有色”。

《奋楫者先》就是樊树志教授所说的这种
好看的历史书，作者以编年体为框架，以人物
和事件为主干，以“四千四万”精神为红线，以
情景和细节为血肉，以异军突起为主题，以文
学手法为渲染，把近50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历
程写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风雷激荡，极富
文学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在无锡类似文史书
籍中独树一帜，给文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如何
写得好看的范本。

慢慢阅读，细细记之，以志我对这本著作
的喜欢及点赞。

无锡第二次崛起的奋楫者史诗
——读陆阳和沈云福新著《奋楫者先：无锡县乡镇企业发展纪实1956—2000》

□吴 歌

郭德纲 著
作家出版社

处世的规矩、饭局的讲究、夜宵的来历、
爱情的秘诀、戏迷的执着、朋友圈的小江湖、
相声界的恩怨情仇……郭德纲说过的、想说
的，都在这本书里。慢火烹茶，三五好友，闲
聊人生。说是闲聊，但此中有人情冷暖、世态
炎凉；有荣辱纷争、思考偶得……看似段子，
细品则是人生。

《刚刚说过》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和求学的欲望，细细
品读了散文集《赵丽宏语文课》（以下简称《语
文课》），感受到作者写作散文的过人之处、独
到之处和鲜活之处。

《语文课》收录赵丽宏入选中小学教材的
40多篇散文，字里行间充满真情、真诚，展现
心灵的色彩。作家在书中直言：“我常常要求
在文字中倾吐自己灵魂的声音，展现自己心
灵的色彩。”他笔下的《诗魂》就是最好的佐
证。作家通过少年时初见普希金铜像的激
动，得知普希金铜像被毁后的悲哀愤怒，在农
村插队务农的沮丧苦闷，普希金诗歌给予自
己的希望，对重建其铜像的企盼等多个细节
描写，讲述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历程，
也真实记录了自己的情感经历。在他眼里，
铜像可毁，而“诗魂”常在。“诗魂”触发了作家
的诗心，他在插队期间开始写诗，并于20世
纪80年代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以后又出版了
《抒情诗151首》。

作家的母亲是个医生，一方面担心从小
就是“书迷”的儿子，吃饭、睡觉都捧着书，会
损坏眼睛，便时常制止儿子无节制地看书；另
一方面又悄悄从单位借来历史和励志方面的

书籍给他读。平时，母亲和儿子交流从不谈
及文学，也从不谈儿子出版的书。但后来作
家忽然发现，母亲在房间的角落里用帘子遮
着个暗道。掀开帘子，里面是个书橱。仔细
一看，自己20多年中出版的几十本书都按年
份整齐排列着。这一幕，使作家眼睛发热，许
久说不出一句话。他在《母亲和书》中感慨
道：“母亲收集我的每一本书，却从不向人
炫耀，只是自己一个人读。母亲，你了解自
己的儿子，而儿子却不懂得你！”“母亲老
了，脸上皱纹密布，年轻时的美貌已经遥远
得找不到踪影。然而在我眼里，母亲却比
任何时候都美，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母亲更
美丽更深沉呢？”作者发自内心的对慈母的
爱表露无遗！

《语文课》中的篇篇美文，无不透露出作
家的才华和智慧。他从小就养成了看书的好
习惯。博览群书，日积月累，自然肚子里的

“货色”就多了——上至天体宇宙，下至花鸟
虫草，他样样都懂。作家知识面广，善于观
察，而且目光远大，笔力深厚，因此他的散文
风格，与众不同，充满知识的力量。

书中有篇散文，题为《日晷之影》，作家由

神女达佛涅想到嫦娥，由周穆王的八骏马想
到赫利俄斯的太阳车，由后羿想到太阳神阿
波罗，由“众神的狂笑”想到孙悟空大闹天宫
时的漫天喧哗……随后又说起霍金和他的

“黑洞论”、宇宙大爆炸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话锋一转，作家“远走高飞”的思想
又落回眼前不知名的小花雀和微风中摇曳的
芦苇。这么多的知识集中于一篇散文，很少
见。能够娴熟自如地将它们融入散文之中，
更是难得。作家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且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星空、宇宙、
上帝的认知和困惑，突破了固有认知。

《语文课》文采斐然，文字如诗如歌如流
水，具有通达、轻松、幽默的现代口语表达，中
间还夹着人生哲理和切身感悟；对人、动物和
景色的描写更是独树一帜，读后真有一种爱
不释手之感。在此，仅选取书中的几段精彩
描写：

《贵在创造》一文中，作家描写上钩的鱼
被自己甩出水面的情景：“鱼儿从水里飞出
来，就像一把闪烁发光的银色宝剑，在我面前
飞过去……”

描写太湖夕照，作家妙笔生辉：“太湖凝

固成静静的一幅水彩画了。湖面像一块巨大
的镜子，平滑得不见一丝波纹，天光似乎全被
深深地吸进湖底，没有亮色泛出来，这镜子是
黯淡的。湖心几只舟子，是镜中的几点黑斑，
水天交界处那些青紫色的山影，是一圈弯弯
曲曲的镜框。这不规则的镜框艺术得天下无
二，谁也无法复制它们。”

《流水和高山》是作家游走于山水之间的
感悟。他联想人类历史上两位伟大的音乐家
贝多芬和莫扎特，比喻生动：“如果把莫扎特
比作流水，那么，贝多芬就是高山。流水和高
山，都是大自然中最精彩的风景，流水的活泼
清逸和高山的峻拔秀丽，同样令人神往。”

“高山巍巍，流水潺潺。能在莫扎特和贝多芬
的音乐中徜徉于美妙的高山流水，真是人类
的福分。”

《语文课》是老少皆宜的学习写作散文的
教科书，令人百看不厌。这本书，紧扣散文写
作的出发点——把心交给读者，真情打动人；
抓住散文写作的根本——怀揣广博知识，智
慧启迪人；展示散文写作的基本功——优美
文字表达吸引人。我想，真情、智慧、文采融
汇一体，这就是《赵丽宏语文课》的魅力吧！

《赵丽宏语文课》的魅力
□杭 越

“知识是什么？”这是自苏格拉底开始就
提出的元问题，从农业社会的经验性知识到
现今信息社会的差异化交叠形态知识，不断
有学者从“社会维度”重新界定知识的内涵与
外延，“全人类性”的知识观在“地方性情境”
中被反向重构。对普遍性知识的质疑催生了

“地区研究”的热潮，当前各类地方学研究的
持续发力恰恰证明了学界的共识。

“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
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地方性知
识天然具备情境性、功能性及开放性；地方性
知识可以来源于“活泼泼”的意向世界，也可
能从“来自混元前”的节气时节中生发；地方
性知识体系充斥的是热情澎湃的集体认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性知识被认为是“现
代性的反抗者”，人们更津津乐道于地方性知
识的神秘和不开化的部分，将其视为普遍知
识的对立面，而忽视一个真相“根本不存在普
遍性知识，所谓普遍性知识是知识标准化的

结果”。重新审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知识
传承者的视角去对它进行再创造，是一个学
者应该保有的“赤子之心”。

由华亦雄撰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的《江南地区传统环境营造技艺生态审美
评估研究》一书，正是从“地方知识再创造”的
角度探索了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生活
的可行路径。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从理
论转化、体系架构到实践应用，层层推进，完
整展现了一次地方性知识的微迭代过程。

江南的灵性、飘逸与洒脱存在于一屋一
园、一砖一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处理
烦琐而带有功利性质的世俗生活时，江南的
人们也惯用审美的眼光超越现实，寻找到精
神的安闲舒适。江南独特的审美离不开地域
营造技艺的承载与塑造，比如苏州的香山
帮。书中首先从生态效益、文化特质与形式
美感三个层面对传统营造技艺进行深入地分
析，进而借助“他者的视角”——生态审美重

新挖掘江南地区传统环境营造技艺的历史价
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
值，并且借助评估方法中的层次分析法
（AHP）建立生态审美的评估指标体系，使得
原本模糊、感性的知识内容逐渐清晰，将传统
技艺中科学理性的部分变得可视化，通过评
估工具积极建立传统技艺进入当代设计的有
效决策方式。

地方性知识多以整体性思维为主、分析
思维为辅，总是预留部分模糊性知识，例如香
山帮典籍《营造法原》中经常强调工匠在施工
时的自主性，书中共有22处提及工匠可根据
所列法则进行“随宜变通”，分别分布在提栈
总论、厅堂总论、装折、石作、墙垣、瓦作等12
章中。每一种地方性知识都是特定情境下人
们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做的集体性努力，西
方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对模糊性知识的不兼容
缺乏耐心，进而造成了地方性知识传播的现
实困境，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各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后继乏人与生态环境恶化。
《江南地区传统环境营造技艺生态审美

评估研究》一书正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思考
而生成的，除了对研究本体生成历史、发展现
状、文化特质、审美特征及技术原理的客观分
析，也保持了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解读技艺与江南这个鲜活意义世界之间的链
接方式。并且通过生成评估工具这一方式，
尝试建立起传统环境营造技艺中的模糊性知
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之间的转译通道。全
书通过大量的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工匠口
述、古籍文献、工程实例等，翔实而生动地向
读者展示了传统环境营造技艺的某种再创
造，并且在实际设计方案中完成了对地方性
知识的“反向重构”。

相信本书能够对设计、艺术、非遗保护领
域的决策者、管理者、设计人员与研究人员提
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也能对广大知识分子
和学生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地方性知识的再创造
——《江南地区传统环境营造技艺生态审美评估研究》书评

□莫军华

日知图书 编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本书以古诗词为线索，带领孩子畅游中
国。让孩子在旅行中沉浸式地轻松学到知
识，既能体会诗词背后的深切情感，感受诗词
之美，提升文学修养，还能领略祖国的壮美山
河，学习相关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从而陶冶
爱国情操。

《跟着诗词去旅行》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了最会吃的
南越之国。这里食材丰富，简直就是饕餮之
徒的梦想之地。然而，美食背后却涌动着南
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兴废……
这个懒散的大汉使者，身陷岭南的政争旋
涡。他唯一能信赖的伙伴，只有食物；唯一的
破局之法，就是追求极致美食的心。

《食南之徒》

顾桥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顾桥生，现代诗人。其极具现代文学美
感的诗句，充满爱和坚韧的表达，赋予读者无
限想象空间。有读者评价：每一个字在作者
的排列组合下，都充满力量。感觉像在品一
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能读懂作者表达的
平静、隐忍和波折。

《我偏爱这人间荒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