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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春编著的《吴国历史编年》，
为吴国史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文献
梳理与深度分析，无疑是了解吴国历
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翻阅此书，
思绪不禁延展，由此引发了关于“三个
如何”的深度思考。

如何“研究”：从“文化”迈向“文
明”。葛兆光先生曾援引德国学者埃
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的观点：“文
化”是彰显民族之间差异性的特质，它
时刻展现着一个民族的独特自我与鲜
明特色；而“文明”则是促使各个民族
差异性逐渐消弭的共性，体现着人类
普遍的行为模式与成就。若将“民族”
概念置换为“区域”，这一论述同样成
立。不久前，我们赴陕西留坝县开展
调研工作。留坝县因张良、萧何、韩
信、马可・波罗等“历史过客”而声名远
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思
考：如何从重返历史现场的具象探索，
迈向超越历史现场的抽象升华？怎样
运用某种内在逻辑，将留坝的主要历
史故事串联起来，构建一个完整且富
有深度的体系？对于留坝的祠庙、栈

道、关驿、营盘等古迹的人文阐释，又
该如何与当地的自然山水深度融合、
相得益彰？由此可见，对于根植于特
定地域的文化研究而言，需要在“文
化”与“文明”的辩证关系中审慎打量、
深入挖掘。

如何“转化”：从“传统”走向“现
代”。金耀基先生在《从传统到现代》
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包含
两个重要层面：其一，使中国能够在世
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成功参与到
现代世界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其二，
推动中国古典文化实现彻底革新，使
其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重要
角色。近年来，政邦智库与山东淄博
合作举办华人国学大典稷下论坛，从
而更好地为城市发展赋能。无论是齐
文化还是吴文化，都绝非单纯的地方
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文化与现代生
活”的转化问题，已然成为我们必须直
面的时代命题。

如何“赋能”：从“抽象”落向“具
体”。前段时间，我向王永春推荐了秦

庆武所著的《八十年代无锡的经济学
研究》。无锡这座城市孕育了一批杰
出的经济学家，并且频繁承办全国性
和全省性的经济研讨会，极大地提升
了当地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秦庆
武在书中还着重提到“经济发展与文
化发展协调研究”这一重要议题。他
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无锡经济实现了
快速发展，在全国地级市中脱颖而出、
光彩夺目；然而，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
尚待提升的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大城市
相比，无锡的文化软实力仍存在一定
差距。这便引发我们深入思考：文化
究竟该如何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又
该如何为城市建设增添活力？

我想，王永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
今的研究成果，正是得益于他独特的

“文化咏春拳”——秉持正确的观念认
知与思维方式，历经数年如一日的辛
勤耕耘，不断探寻自己学术兴趣的兴
奋点，最终收获累累硕果。

《吴国历史编年》，王永春 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马拉美在谈及诗歌时说：“人为
的，存在着，它全然独立地发生。”“全
然独立”构成了诗歌长廊中的一副副
不一样的面孔。诗歌毫无焦虑地等待
着它的意中人，它是存在于诗人内部
的一种纯粹，它原本就为爱它的人而
生。总有一个“机缘巧合”把诗歌与写
它的人捆绑在一起，并让阅读的人同
它相遇。

我与谷频的诗歌就是在一种“机缘
巧合”中相遇，随之而来的还有他诗歌
中的海水、岛屿、节气、笔下的大师以及
行走途中的风景……对诗人来说，这些
他诗歌中与生命主体意味深长的联系，
构成了他诗意的人生。米沃什说：“诗
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
的评价。”但如何把“人生经验”转换成
诗歌？让写出的诗歌更具有情感的温
度、生命的热量、阔大的眼界、良好的暗
示性、深长的寻味？谷频用他的诗歌给
出了应有的答案。

在当下浩如烟海的诗人中，谷频
是一个令人真诚称道的存在，沉稳、勤
勉、坚守，主编《群岛文学》多年，口碑
极佳。诗歌创作不断推陈出新，他通
过诗歌来表现日常生活的风景与丰富
的内心，是“群岛”地域风情不可或缺
的诗歌载道者，更是一个集合了人文
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诗人。他的写作主
题涉猎广泛又有明显的对于“海”的情
有独钟，正如诗人在《隐藏着鱼的风
景》一诗中表达的那样，“我终生仰望
的路途，始终隐藏着鱼的风景”，因此，
他才会将自身化为鱼类“带着鱼类湿
透的头发/仰面作一次深呼吸。就像
时间/从没有伤害过谁，我也从不隐
瞒/开始于对一场台风的迷恋”（《一个
群岛的下午》）。

他无处不“海”，无时不“海”。我
很喜欢在他的一些诗句中沉浸、揣摩，
体味他诗歌的意犹未尽与丰沛，“用言
语重新塑造尘土中的美”当是他诗意
建设的个体努力。读他的诗，让我想
起洛尔伽所说的“我的头低着，思想却
在飞翔”，谷频的诗正是具备了如此的

品质。我毫无疑问地喜欢上了他诗歌
中丰富的语言纹理与深切的心灵力
量。正是通过对谷频内盈充沛、直见
心性的诗歌阅读，得以听到了他诗歌
中那神话般大海的潮汐与呢喃，在“沉
寂”的大海面前，他“并不想偷窥波涛
的高度”，他“相信悬崖的誓言”，“作为
潜水者，他带来海洋/带来情感和潮水
的秘密/连失忆的时间都紧戴在/浪花
的手腕上”（《潜水者》）。不仅如此，他
更想“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

就在入海处领取一把镰刀吧
现在正是收割浪花的季节
……
你带着列岛的海始终在旅行
那十颗海星醒在书房的玻璃上
揭开过大陆黑暗之毯，溺水的快
感

来自这些敏感的舌头，而鱼的记
忆

会常常借用我们的身体学会跳跃

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镰刀”这
个意象，精准地给海找到了更有力的
动词“收割”，并让这个动词在大海那
里，获得了“物化”的存在形式，这把收
割浪花的“镰刀”不再仅仅意味着单一
的以词性为特征的属性，它在大海的
衍生中，具有了无穷尽的化身，仿佛是
对大海自身形态的模拟。此时出现在
诗歌中的动词，已是人与海的另一存
在界，在这个存在界中，海与人生已息
息相关、不可分割。而到了诗的最后
的“跳跃”，一下子又把这个动词送回
到了海的自身。这种意想不到的展开
方式背后，是高度复杂的技巧。此诗
通过“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来述
解人生，诗歌的力量总是比它生命的
含义更加深邃。

诗歌的本质是充满戏剧性的，谷
频的诗歌在表现戏剧性上更胜一筹，
如他的诗《给石头穿衣》：“快给石头穿
得暖和些吧/文字的内核在每夜散发
出幽香/残缺的方格，犹如夜行人在偷

窥/让奔跑中的石头/快活地流出血，
其实大地中/什么在飞并不重要/要的
是我们从没丢失过方向”；《在天亮之
前写作》：“在黎明/晴天和阴天都是多
余的/被街道隔离的窗户/难以掩饰灯
火整晚在纵欲”。这些诗句别具一格
的魅力在哪里？从思维来说，是诗人
的奇思妙想，然而思维终究是语言的
思维，当语言的思维这块巨大的磁石
展开吸引力的时候，诗歌的戏剧性无
限释放了语言的魅力。

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实现了的
诗。在谷频的诗中，我发现他对文学大
师们的阅读，如瓦雷里、叶芝、阿赫玛托
娃等形成一种独特的诗意感悟和弦外
之音，他从大师们的一生或美学音调
中，汲取营养，发现深长的意味，其中最
为突出之点在于以会心应叩玄妙，以了
悟扩张意境。所以，在《献给阿赫玛托
娃的云朵》中才会有如此的诗句：“当
黑暗成为雕像/光阴闪逝只是倦鸟归
巢的安魂曲”；在《被艾伦坡等待的乌
鸦》中出现：“被唤醒过的思绪像一飕
暗器/击碎光阴的恐怖，哪怕是断羽/
也会含着热血翱翔在群山之上”，诗句
中极深的隐逸去留无迹。

阅读谷频的诗，我还发现他拥有
一颗敏感的善于体会的心，这从他写
的节气诗和行吟诗中不难看出，如果
没有对节气与途中风景的细致关注与
观察，他就写不出关于司空见惯的节
气与旅途中那些极难发现的美景与诗
性。在这些诗中，他从不使猛力，而是
从容、自如，追求一种“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

现在很多诗人写了很多诗歌，可
在读者眼中，依然面目模糊。谷频的
诗歌之所以特征显著、面目清晰有别
于他人，就在于他诗歌中深厚的意象，
浑融的内在情绪，对词语的精雕细刻
与哲理性思考，还有对生活或生命美
的阐释，令人一读难忘。世界布满了
各种意想不到的悬念，而等待诗人谷
频的，是拿着缪斯的密钥找到锁孔把
它们打开。

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
阅读谷频的诗歌

本书收录作家肖复
兴最新散文作品 53 篇。
这些美文以四季为笔，以
回忆为墨，书写生活里那
些微小却璀璨的瞬间。
文字饱含温度与诗意，将
个人记忆与时代风貌交
织，构筑出一幅温暖而富
有历史纵深感的画卷。

文化研究的“三个如何”
从王永春编著《吴国历史编年》说起

著名作家朱辉的最
新长篇小说《万川归》，运
用多线叙事手法，深情而
细腻地描绘了上世纪 80
年代大学生的人生轨迹，
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
相互交织，日常生活与时
代更迭层层叠合，为读者
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
知识分子心灵史。

《美食》丛书以反映
全国范围的饮食生活为
主题，兼及海外华人的饮
食活动。所收文章，记述
真实，文字生动，讲究原
创性、可读性、趣味性、文
献性，古今兼收，厚今薄
古，呈现美食世界的斑斓
绚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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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与过程哲
学所碰撞出的智慧火花，
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方
向，不被乱花迷眼，而且
在朱熹与怀特海的“相互
照明”中，我们或许可以
窥 见 未 来 哲 学 的 端 倪
——一种既扎根传统又
面向未来，既保持文化特
性又具有人类视野的新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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