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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在巴基斯坦的
背包旅行途中，李硕突发急病。回
国后，医生告知他，存活期不超过
一个月。

李硕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
史地理研究，著有《南北战争三百
年》《孔子大历史》等作品，尤其
2022 年出版的《翦商》风行一时。

“临终”之际，李硕想到自己历年
来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还
有很多，想把它们汇总成一本书，
于是有了这部自称“行为艺术”的
文集《历史的游荡者》。

“从周幽王的上古世界，到林
则徐的晚清帝国边疆；从《真诰》
中的‘仙人’和修道者，到孝文帝
时代的官僚；从一个个隐入尘烟
的饮食男女，到危险而愉悦的禁
忌之爱……”文章写作跨度很大，
李硕自己也说“甚至风马牛不相

及”。集子内容固然分散，但有三
个主题是比较突出的：

其一，对中国古代法制史，尤
其元明清时代的性犯罪与社会生
活的关注。李硕启用了人类学的
观点，将其与西方法制史作比较，
突出了我国法律传统、文化背景
与心理机制的特点。

其二，私家考古和西域背包旅
行的见闻录。李硕奉行读万卷书也
要行万里路，他希望把书斋里的思
想，与脚下行经的路途、眼中看见
的风光，真正地联系在一起。

其三，对拉铁摩尔的学术解
读。这一点，其实应该放在首位，因
为全书就是从拉铁摩尔讲起的，一
口气就有四篇。我把它放在第三
点，是想强调它对于李硕的意义。

作为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蒙
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1900年-
1989年）一生致力于在亚洲西部的
行走和研究。李硕说，拉铁摩尔贯通
了历史学与博物学、人类学，他那种

“多变量”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助于
发现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感。

阅读《历史的游荡者》，它不
能带来《翦商》那种流畅感，而是
在散散碎碎的主题穿梭中，呈现
了一位学人二十多年来让他自己
都感到惊讶的“片段”。

（推荐书友：林颐）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容易浮
躁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图
书馆？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
馆》一书中，作者说：“关于这个问
题，教科书中的答案类似，有三大
传统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
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最大程度
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作者
坦言，她还要探索教科书以外的
答案，她希望大家看到其他人的
生活，了解书籍怎么改变了他们，
继而明白图书馆的意义是什么。

此书记录了陕西科技大学文
学老师杨素秋在西安市碑林区文
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的经历，重点

记录了碑林区图书馆从无到有的
建设过程。“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
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
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
叶轻摇，窗边座位最抢手。”当这些
条件无法实现时，图书馆还剩下什
么？杨素秋认为，一个图书馆的灵
魂是书目，也就是能提供给读者的
书籍。她说，图书馆不是凭空而起
的，它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土
壤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土壤，更
是人文意义上的土壤。碑林图书馆
附近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
——碑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附近社区群众爱好书法，于是，图
书馆中设立了碑帖专区。

图书馆，是家门口的“诗和远
方”，让我们在琐碎和庸碌的生活
中，拥有一块自由自在的天地，遇
见更好的自己。“我希望图书馆是
这个世界上最平等的地方。图书馆
这个地方永远是免费的，向大众无
限开放的，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可
以来获取知识的地方。”杨素秋用
文人的坚守甚至抗争，守住了自己
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

（推荐书友：汪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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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者李凯
用一个个与食物有关的小故事，
串联起了一个个历史场景与一桩
桩历史事件，正如副标题所示，写
尽了“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
流”。

作者自述写作目的是“在饮
食中发现人，在共情中理解人”。
从“食”到“人”，从“人”到“史”，这
一写作方式贯穿全书。除去自序
与后记，全书共十四章节，以“饮
食·人物·历史”的模式作为标题，
构成了每个章节的基本框架，比
如“汤·伊尹·策士”“胡食·唐玄
宗·盛世”“鱼米·郑板桥·州县
吏”……换而言之，是以食物为导

入，引向食客的人生，再由食客的
处世哲学与人生境遇，将这三千
年来的文化史与精神史系在同一
条线上。

在行文结构上，不知是巧合
还是作者的匠心独具，本书所涉
及的食物，是从口腹之欲到精神
需求、从通俗常规到清新雅致排
序的。俗雅不分高低，但这一趋
势，反映了作者对于精神层面的
追求。

作者秉持多元的观点，对于
人物的解读和历史上尚未定论的
事件，没有择取其一，而是同时列
举，将判断的权利交由读者。比
如，在第一章中讲述了伊尹以味
说汤的故事，伊尹用“至味”来向
商汤进言，从食物的滋味延伸到
仁义之道。但是，这个故事有另一
个版本，说是商汤礼贤下士，派人
去请了五次，伊尹才答应辅佐。作
者对历史保持了尊重，也给读者
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合上书本，三千年的美食史
在我脑海里流淌，那十四位离不
了“吃”的名士，同样在我的脑海
里言笑晏晏。（推荐书友：赵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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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最
近整理完成 《〈战斗报〉 史料选
编》（上下册），为宁波地方革命
历史资料宝库增添了一份极具研
究价值的史料。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
抗日根据地之一，为中国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过重要贡献。新四军被誉为

“铁军”，转战浙东大地的新四军
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曾编印过一
份报纸，叫 《战斗报》，全面记录
了浙东“铁军”的成长、壮大过
程。

《战斗报》 创刊于 1943 年 8 月
23 日 ， 报 头 由 司 令 员 何 克 希 题
写，曾因战斗紧张而短暂停刊后
复刊。1945 年 9 月底，浙东部队
和地方干部奉命北撤，《战斗报》
延续一段时间后终刊。《战斗报》
及时传达贯彻党中央、华中局、
新 四 军 军 部 的 指 示 、 政 策 、 命
令，发布浙东区党委、司令部的
指示、指令和重要文章，报道三
北游击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指 战 员 的 抗 日 战 斗 历 程 ， 交 流
战 斗 、 工 作 经 验 ， 展 现 指 战 员
高 昂 的 革 命 斗 志 ， 刊 登 反 映 部
队 生 活 的 文 艺 作 品 ， 成 为 艰 苦
战 斗 岁 月 中 指 战 员 们 的 精 神 食
粮 。 报 纸 所 累 积 的 一 篇 篇 文
章 ， 成 为 研 究 新 四 军 浙 东 游 击
纵 队成长、发展历史的极为重要
的第一手原始史料。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是一所
大 学 校 。 部 队 拥 有 许 多 优 良 传
统，狠抓学习是其中一项。《战斗

报》 记载了部队通过抓干部战士
学 文 化 、 以 学 文 化 改 造 人 的 故
事，从特殊的视角回答了之所以
成为“铁军”的根源所在。战士
中穷苦出身多、反正俘虏多、文
盲多，他们进了部队就如进了学
校。部队创造了一套办法，从识
字、写字抓起，硬是让一群“大
老粗”变为“文化人”。文盲干部
战士每天识 1 个至 5 个字，日积月
累，摘掉了文盲帽子。部队还专
门在班排设文化教员、读报员，
把识字与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结
合 起 来 ， 把 一 大 批 政 治 认 知 不
同、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出身经
历千差万别的士兵，锻造、整合
成为政治强、有文化、有战斗力
的革命队伍。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是一座
革 命 熔 炉 。 部 队 从 最 初 的 千 余
人，发展到 1 万余人，除了上级部

队输送、地方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的整编、推荐，大部分是俘虏留
用和从日、伪、顽、土匪中反正
过 来 的 旧 军 人 ， 通 过 政 治 、 军
事、军纪和针对性的教育，将这
些旧军人锻造成合格、过硬的革
命战士，促使许多游弋者、不坚
定者幡然醒悟，进而成为坚定的
革命者。《战斗报》 不遗余力地大
量报道了各基层部队教育人、改
造人的实际事例。

《战斗报》 是一杆标尺。浙东
游击纵队转战在浙东地区，地理
环境和政治、军事环境均十分险
恶，一群年轻的领导人面对困境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他 们 审 时 度
势 、 身 先 士 卒 ， 表 现 出 博 大 胸
怀、超强意志和能力。《战斗报》
所记录的根据地党军政领导人的
远见卓识、部队成长的过程，成
为战斗号角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战斗报》 还创设红匾、黑板专
栏，弘扬正气，鞭挞歪风。《战斗
报》 大量记录了部队与地方、战
士与群众的日常生活、亲密无间
的生动事例。当今的读者可从中
读懂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坚
定、战斗力强的奥秘所在。

《战 斗 报》 是 一 座 丰 碑 。 自
1941 年 5 月起，浙东军民浴血奋
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
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地方武装和
党的地方干部壮烈牺牲在浙东土
地 上 的 有 1200 余 名 ， 部 队 中 队

（连） 以上、地方区级以上有姓名
可考者 190 余名。由于战事频仍、
部队变动多、无档案保存等历史
原因，大批牺牲的普通战士、干
部，没有被记录下来。《战斗报》
原原本本记录了历次战斗，记录
的有名、无名的牺牲战士有数百
人。

《〈战斗报〉 史料选编》（上
下册） 共 52 万字，收录的每个条
目单独成篇，看似互不关联，实
际构成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发
展、壮大的全景图像，立体展现
了干部战士坚定的信念、高昂的
斗志和战胜敌人的勇气信心，歌
颂了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辉煌战
绩。

本书的内容是全景式、综合
性、原始史料集萃的，填补了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历史研究史料的
空白，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基
础性史料，更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
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生
动教材。

（作者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副会长）

浙东“铁军”是这样炼成的
——写在《〈战斗报〉史料选编》整理完成之际

陈 瑜

早春，有幸收到陈冠柏老师
新著的报告文学 《领潮：鲁冠球
传》，倚窗捧读，手不释卷，沉浸
其中。

——震撼于书中鲜明的时代
特征。本书叙事宏大，时间跨度
近 50 年，历经改革开放等重大历
史时期。鲁冠球的创业始于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末 ， 虽 然 起 步 不 算 太
早，但他总能先知先觉，迈出的
每一步能与时代同频，乃至引领
时代潮流，鲁冠球个人也成为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之时中国农民伟
大觉醒的杰出代表。本书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个人创业史、企业发
展史，而是展现了一个非凡人物
的时代历程：他从田野走来，立
志大改变。从离土决意走出贫困
开始，总是在与时俱进中寻求改
变，而且每一次改变，让人有刻
骨铭心的震撼。

1969 年 7 月 8 日，在鲁冠球的
努力下，他的铁匠铺挂上了“萧
山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的
牌子。这一天后来被认定为万向
集团最初创立的日子。企业前 10
次更名，每次都有非凡的意义，
特别是第 10 次更名为“万向集团
公司”，实现了集团框架下股份制
企业的改造。1984 年，鲁冠球先

人一步，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后
又大手笔收购多家海外公司，迈
开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第一步。
1994 年 1 月 10 日，“万向钱潮”在深
圳 A 股上市。如今，万向集团在实
现了“制造整车”的梦想之后，又布
局新能源，建造了一座未来之城。
所有这一切的改变，见证了改革开
放的时代进程，而《领潮》的主人公
鲁冠球就是这个激荡时代中众多
奋进者的优秀代表。

——收获于书中深刻的思想
内涵。《领潮》 是一部很有思想深
度的作品，鲁冠球创业创新创造
史的宏阔与深厚，他的思想和精
神世界的铸就，以及未竟事业的
接续传承，都在传记中得以还原
再现。书中叙述了鲁冠球讲诚信
抓质量打品牌，守正创新。印象
最深刻的是，他在创业初期把 43
万元的不合格产品当众卖给废品
收购站、不惜血本挽回企业声誉
的故事。对此，鲁冠球说：“我们
不能忘掉我们是农民⋯⋯但要提
高农民素质⋯⋯一个‘严’字能
得益一辈子；企业求发展，一个

‘严’字就是大本钱。”
作为浙商代表，鲁冠球立足

浙江，放眼全球，为民营经济创
造了无数个“之最”。这些都是鲁
冠球从日常的学思践悟中生发出
来的大智慧、大格局。鲁冠球初中
未毕业即辍学，但他一直没有停止
学与思：勤于写日记，记录心得，喜
欢交友，从中吸取营养。他在学习
实践中总结提炼，妙句频频，形成
了一整套蕴含哲理的鲁氏语言风
格，如“企业家不能满了口袋，空了
脑袋”“财散则人聚，财聚人则散”
等，使人佩服之至。

笔者认为，这些金句背后蕴
藏着一种强大的精神，那就是以
鲁冠球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企业
家精神。而形成这种精神的个人
性格基因，就如作者在书中分析
的，是鲁冠球“原生的觉醒、钝
感的执着、务实的远见、憨厚的
精明和质朴的包容”，而“不屈的
改变命运的奋发精神、不息的领
先时代的创造精神，是他常青的

密码”。马云曾说，“他总是先人
一步引领着潮流⋯⋯他那种‘虽
千万人吾往矣’的洞见和气度，
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鲁冠球曾讲过一句非常有哲
理的话：“一天做一件实事，一月做
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想，要壮志凌
云。干，要脚踏实地。”这种理想情
怀与务实真干的结合，正是“弄潮
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
最重要印证。

——惊叹于书中丰富的史料
价值。全书系统记录了鲁冠球毕
生所创造的奇迹，即从乡村铁匠
铺起家到创造汽车零部件和清洁
能源产业的跨国公司，揭示了这
位共和国四枚奖章获得者不平凡
的一生。鲁冠球从田野走来，又
想着重返田野，心系“三农”。他
出关西进做扶贫，对农民和底层
百姓，心里装着一团火，释放着
大 情 怀 。 他 给 儿 子 留 言 想 做 的
事：产业上做一件大事，对社会
有影响的事，做对慈善有益的事。

这本书虽是鲁冠球传记，下
半部分却将家族企业传承的故事
从另一个重要维度展开。书中展
示的鲁家父子两代人在理念、经
营管理上的冲突、磨合、理解、
信任，让读者感到鲜活、真实、
亲切。有评论者言，“这为企业家
传记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角度，
也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家族传承
留下一份有价值的记录”。

——感动于书中浓厚的人文
情怀。作为个人文学传记，作者陈
冠柏善于挖掘人物本真，并未掩饰
鲁冠球身上的传统性和局限性。作
为丈夫，他爱妻子，喜欢回家吃妻
子烧的饭，说“家里事听你妈的”。
作为父亲，他爱儿女，又像大多数
农村父亲一样，对儿子特别看重，
甚至说父子俩不能坐同一班飞机，
重视儿子的婚姻，亲自出马托人介
绍。而儿子鲁伟鼎则说：万向才是
爸的大儿子。作为爷爷，他对第三
代疼爱有加，要求子女言传身教，
注意教育方式方法。

同时，作者也没有刻意“遮

丑”，坦言，睿智、豁达、宽容的
鲁冠球也有“失控”的时候，如
书中第 20 章写到 2012 年税务查账
一事，就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让
读者看到一个倔强富有血性的男
人形象。

“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功，
一半来自主人公的成功，成功的
作品是作家和传主共同的报告。”
这是本书作者掏心窝的实话。

陈冠柏与鲁冠球相识于 1983
年 8 月的第一次采访，这是一个意
气风发的年代。当时鲁冠球对陈
冠柏说：“我和你有缘⋯⋯我们两
个的名字里都有个‘冠’字。”陈
冠柏笑着说：“我怎么能和你比？
我 只 是 ‘ 冠 ’ 了 一 棵 树 ， 你 是

‘冠’了地球呀！”谁能想到，之
后这个戏言变成了现实，鲁冠球
真的走向了国际市场，万向节等
汽车零部件制造“冠”了地球！

这种机缘巧合还出现在两人
之间冥冥中的感应。陈冠柏在翻
阅 鲁 冠 球 1981 年 2 月 的 笔 记 时 ，
看到了几行似曾相识的有点哲理
味的文字，仔细一查，原来是自
己 在 《浙 江 日 报》 副 刊 上 的 杂
文，被鲁冠球工整地摘录下来。

“在我见到鲁冠球的两年半前，我
们已经在文字上认识了。”

很难用语言解释这种机缘巧
合，但笔者认为，作者与传主在
思想、精神上的交融，一定是愉
悦且深入的。陈冠柏作为资深媒
体人，早年曾多次参与对鲁冠球
的报道。在传记写作时，他又翻
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鲁冠球身
边很多同事、好友等，将自己置
身于时代现场，去还原鲁冠球的
生活与工作，并展开追忆追问。

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大话套
话，语言精致生动。作品叙述则
融合人物、事件、文献，可谓财
经深度与文学魅力兼具，不愧是
一部风格独特、感人至深、足以
传世的报告文学作品。

来自田野企业家的精神力量
——读《领潮：鲁冠球传》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