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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读书不可辜负
2022年读书记略

《猛 将
还乡：洞庭
东山的新江
南史》，赵世
瑜 著，社会
科学文献出
版 社 2022
年2月出版

在中国
传统的史学研究图景中，研究者多
以政治史、制度史为重，历史著作
的“主角”都是帝王将相或者先驱
伟人。近代，国内历史学逐渐转变
为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再之后，
民生百态和大众心理成为历史研
究热潮，不但大量社会学科的知
识、研究方法被引入历史学，而且
历史书的 C 位也越来越多让渡给
某个群体甚至某个无名之辈。这
类书中，赵世瑜的《猛将还乡：洞庭
东山的新江南史》是一本代表作。
本书借苏州太湖洞庭地区至今仍
保有的“抬猛将”习俗，讲述了跨越
千年的江南水上人的上岸史，梳理
出一条新的叙述江南史的脉络。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
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王笛 著，中
信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有人说，这是一部文字版的
《清明上河图》。通过它，你会看到
鲜活生动的古代日常，感受中国社
会的烟火与温度，探索生活中那些
隐秘的角落。王笛的《碌碌有为：
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
众》，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去细察
普通人的生活。他这样说道：“史
学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
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
么缺乏宏大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

‘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
民众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
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
现有意义的内涵。”《碌碌有为：微
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就是这样一部从“无意义”中发现

“有意义”的作品。

《恋恋
红尘：明清
江南的城
市、欲望和
生活》，李
孝悌 著，
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
社 2022 年
10月出版

海外学人李孝悌的《恋恋红
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
是一本关于明清江南文化史的作
品。该书以“桃花扇底送南朝”的

故事作为开篇，讲述了余怀、冒襄、
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明末清初
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
在清廷入仕，有的修建园林隐匿
……家国兴亡之下的个人抉择，在
这些极其生活化的场景中得以展
现。同时，也从普通人的世俗生活
切入，对明亡之际的女性人物进行
细腻而生动的描摹，重现了从明清
到 20 世纪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妇
女）的情感世界及近代上海的城市
文化。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
活，不断丰富着读者对历史与文明
的想象。

《漫长
的余生：一
个 北 魏 宫
女 和 她 的
时代》，罗
新 著 ，北
京 日 报 出
版 社 2022
年7月出版

还有一本史学著作值得推荐，
那就是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
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这是一部
有关微观史、个人史的著作。本书
传主王钟儿只留下了千字墓志铭，
但作者凭借着数十年魏晋南北朝
研究积累的深厚学养，以及他钩
联、推理历史的能力，漫漫铺陈开
去。在王钟儿个人的命运里，不但
看到了南朝刘宋和拓跋北魏两国
冲突竞逐的历史，更目睹了皇甫
氏、文罗气、杨氏、刘阿素、张安姬、
缑光姬、孟元华等被历史淹没的普
通女人的生命史。这些和王钟儿
一样在北魏皇宫度过“漫长余生”
的女人，不仅仅是属于罗新笔下的
人物，她们就是历史本身。

“徽州文化散文精编”三册，赵
焰 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5
月出版

赵焰的“徽州文化散文精编”
系列有《行走新安江·徽之味》、《思
想徽州·徽商六讲》、《千年徽州梦·
老徽州》三本，是介绍地域文化的
力作。赵焰的徽州文化散文，不同
于一般性游记随笔，在阅尽徽州山
水风光的同时，以一个文化行走者
的姿态，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阐述
了徽州的历史、文化、人物、风情
等。各分册之间，既有整体概貌，
又各有侧重。赵焰的徽州散文，既
有情感的渗透，又有理性的思考，
有人评价是“坐”中国文化的“天”，
来“观”徽州文化的“井”，可谓一语
中的。

《夏承焘日记全编》（全十二册），

吴蓓 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11月出版

这是“一代词宗”夏承焘现存
日记的汇编，收录了其 1916 年（十
七岁）至1985年（去世前一年）近70
年（中间有数年日记佚失）的日记，
皇皇十二巨册。翻阅了夏氏新中
国成立前在上海的五年日记，撷取
其中的素材写下了《夏承焘日记中
的国专沪校》。日记是文学中特别
有趣味的作品，作者大多是在不准
备发表的情况下所写的，能够表现
出作者的个性，也能一窥当时人事
的真相。鲁迅说过：“我本来每天
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
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
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
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
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
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
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日记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并不易接受，而
对 于 史 学 爱 好 者 来 说 却 是“ 宝
藏”。今年还翻阅了《顾廷龙日记》

《夏鼐日记》。

《弘一
大师传》，
陈 慧 剑
著，商务印
书馆国际
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出版

有关弘一的著作有着许多版
本，各有精彩。今年阅读了海外陈
慧剑的《弘一大师传》。此著不仅
是一本人物传记，后半部更是一部
有关佛理的读物。弘一法师圆寂
前的遗言“悲欣交集”和偈语“华枝
春满，天心月圆”，至今让人难以参
悟。多年前曾想追随弘一的脚步，
逐一拜谒与他有关的寺院。他出
家的杭州虎跑寺去过了，他圆寂的
泉州温陵养老院去过了，还有白马
湖畔的晚晴山房去过了。读完此
书，重萌了拜谒弘一遗迹的念头。

《金 色
河 流》，鲁
敏 著，译林
出 版 社
2022年3月
出版

除了史
学 著 作 ，文
学还是要读

的。许是与作者同龄的缘故，鲁敏
《金色河流》描绘的场景或隐或现

地在身边发生过。这是一部现代
主义的长篇小说，选取改革开放后
民企蓬勃发展背景下的第一代小
老板为主人公，以近 40 万字的篇
幅，借助一个家族 40 年的沧海桑
田，详细铺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特区成立、民企涌现、国企改制、下
海经商、深交所成立、计生政策、结
对助学、昆曲复兴等时代关键词，
细致讲述一个关于道德情感、物质
创造与时代多频共振的故事。每
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宽广的河流，
或如涓涓细流，或如滔滔大江，这
奔流不息的一生，创造了什么，又
留下了什么？《金色河流》对此作出
了个性化的“回响”。

《南方
云集》，汗
漫 著 ，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2017 年 12
月出版

《雨花》杂志刊登的《惠山记》
让我“认识”了汗漫，也让我喜欢上
了汗漫的作品。读了他的旧著《南
方云集》。《同里记》《盛泽记》《山阴
记》……散文集中的这些文章，有
着 与《惠 山 记》类 似 的 文 学“ 面
貌”。作为一位移居者，汗漫将着
笔的视野放在了“南方”，传达着具
有个人特性的南方生活经验和中
年况味，体悟深刻。作为一位在诗
歌与散文跨界写作的作者，汗漫的
文字又有文本创新的特质，笔调缓
慢细腻，且有色彩感，在遣字造句
上十分讲究，具有较强的个人辨识
度。

《一切境》，庆山 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也喜欢庆山的文字。庆山，
曾经的安妮宝贝。她说：“散文是
我创作内容中重要的组成，比重
与长篇小说同行并进。”散文集

《一切境》记录了她近几年来的日
常观察、旅行、阅读和思考。《一切
境》的写作风格倾向于散漫随性，
三言两语可成篇，一两段便可成
文，仿佛与知己之人谈话，诚恳、
单纯而率性。在这本书中，所有
隐秘而深刻的记忆和情感袒露无
余，有她个体生活印记和心路历
程的呈现，更有她对文学、生活、
情感的自我思省。庆山的散文就
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读者自己
的生活，也“折射出观者各自心中
的‘一切境’”。

葛剑雄曾经说，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不同的目的应该用不同的方法。“第一个阶段是为了求知，要学
会选择性地读书；第二，如果到了研究阶段，要去研究问题，这时读书必须学会穷尽；第三，如果是为了人生
的乐趣而读书，那么前面两种都不需要，可以随心所欲”。作为一位后生晚学，也作为一位历史爱好者，我
目前的阅读似乎在第二阶段，带有某种“功利性”，虽不能“穷尽”，但集中于历史领域。2022年，读过且比较
有印象的书有以下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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