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4年 12月 27日  星期五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大凡辞典者，通常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基本

知识典范，不单有知识类型学意义上的，还有

文化阐释学意义上的。前者如中国古代有“辞

书之祖”之称的《尔雅》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

字》，后者如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狄德罗主编的

《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技艺分类词典》。

两种不同的辞典概念涉及不同的编纂方式和

使用目的，也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构成两种不同

的“链接”：一种是单纯的知识链接，另一种是

“知识+文化+意义阐释”的复合型链接。

摆在眼前的这部《岭南文化辞典》就是一

种复合型文化辞典。它有其特定的知识边界，

即岭南地区文化谱系，涵摄岭南地区的地缘、

历史、文化、艺术、语言、人口构成、经济和人物

等要素，同时又展示出超越岭南的普遍文化意

义。全典 19 卷，配有前言、附录、插图、照片和

后记等，总计 510 万言，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

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这是迄

今国内最为完备周详的一部地方文化辞典。

之所以看重这部辞典，首先因为我的阅读

范畴一直包含专业辞书，目的是扩充和更新自

己的知识储存。另一方面，岭南是我大学求学

之地，曾欣鹿洞聆堂奥，总羡鹅湖辩理心。所

以，收到这部辞典之初，我一如既往地翻读该

辞典的前言、目录，并选读了各卷分类中一些

词条，包括我有所了解的或完全陌生的，直觉

有趣的或不太明白的。这种选择性、扫描式的

读法难免挂一漏万，却也近乎图钉挂画，管窥

大 致 ，使 我 有 机 会 重 温 岭 南 文 化 的 一 些“旧

闻”，也获得不少“新知”，引发我对岭南文化乃

至一般文化议题的思考。

《岭南文化辞典》首先是一部岭南文化知

识的集大成，编者较为充分地兑现了他们的学

术承诺。但编者的立意并未止乎此，比如，地

理卷中的词条“韩山”，不足百字，不仅解释了“韩

山”改名的历史与文化因由，并通过陈述韩愈对

岭南文化繁衍生长的独特贡献，精确传达岭南

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深远互动，破除人们把

岭南文化习惯性视为“边缘文化”的思维定势。

类似的还有诸如地理卷之“灵渠”、饮食卷之“传

统食俗”和武术卷之“拳种·拳法”中的许多词

条。现如今，人们对粤菜的盛名已经了然，无论

是公认的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粤菜均在中

华饮食谱系之中。但又有多少人了解，烤乳猪

等广东食俗其实滥觞于战国之初，到明清时已

播及域外，登上东亚、东南亚乃至欧洲多地食

谱。读过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条解释，你不

难体察到，饮食文化的地方性生长与跨文化传

播有多么久远和强劲！更具普遍说服力的还

有岭南武术文化，人们比较熟悉的是，通过李

小龙、成龙等影星的成功示范，“中国功夫”已

成 全 球 流 行 的 中 华 文 化 符 号 ，连“ 功 夫 ”

（Kungfu）这个汉语音译也已收录于现代英语

辞典。不过，倘若想确切了解这一概念何以成

为国际通行的标准用法，查阅《岭南文化辞典》

武术卷之“拳种·拳法”分类，必定是大有裨

益的。

《岭南文化辞典》充分而清晰地展示了岭

南文化的知识全谱，也蕴涵了丰富而深厚的跨

文化意味，对于时下日趋火热的文化探讨，提

供了一个难得的既具地域特色又具多维面向

的文化坐标。该辞典的前言将岭南文化的特

质概述为“原生文化”“边缘文化”“商贸文化”

“移民文化”“贬谪文化”“华侨文化”“江海文

化”7 个方面，确认其为“要素齐全、结构完整、

层次丰富、特色鲜明、高度成熟的区域文化形

态”，表现出“较强的开拓性、开放性、包容性、

创新性、变通性、务实性、适应性”的“文化性

格”，这样的概述相当精当。由此值得关注的

学术焦点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岭南文化究竟

何以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质？又何以

从中华文化的“边缘”走到今天中国、东亚乃至

世界的“文化前沿”？

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具有更开拓外向、灵

活变通、务实为生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促进

岭南文化从边缘走向前沿的主要动因。更何

况，唐宋以来，由于韩愈、刘禹锡、苏轼等文化

人物的巨大影响，极大促进了岭南文化的重

教崇礼——只需浏览一下这一时期岭南地区

的书院、礼仪和民俗活动的相关词条就会一目

了然——这显著推进了岭南文化的开放和发

展。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岭南文化面

向中原文化的开放是其走向前沿和兴隆的动

力，那么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开放则

让其进至前沿并赢得国际关注。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

和高科技智能化国际焦点区域。数据显示，

2024 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占全国外贸的比重达 20.1%。

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离

子 蓄 电 池 及 太 阳 能 电 池 的 出 口 表 现 尤 为 突

出。诚然，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诸多影响

因子，但文化的持久影响无疑值得重视和探

究。或许可以说，人们从这部《岭南文化辞典》

中所能读出的，不仅是这一地区文明与文化演

进的历史进程，而且还有涌动在这一历史进程

深处的内在精神脉络。明乎此，编辑出版这部

辞典的意义也就不限于文化学术本身，还有助

于促进岭南地区的现代化实践，再考虑到粤港

澳大湾区当今的区位优势与发展潜能，其意义

也不止于岭南乃至中国，而将具有更普遍的文

化价值、产生更广泛的国际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题图为岭南传统民居镬耳屋。

周义路摄（影像中国）  
制图：陈晓劲（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  

岭南文岭南文化化的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
——《岭南文化辞典》刍议

万俊人

120 多年前，沉寂了 3000 多年的甲骨文重

见天日，引来世界惊叹。此后，历代学者不断

对甲骨上神秘的文字进行“解密”和“破译”，识

读的甲骨文字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已破译

的甲骨文单字约 1700 个。甲骨文已能够完整

记录语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成熟文字系统。

甲骨文里有广阔的商文明图景。这本《藏

在甲骨文里的商文明》就带读者走近这些“甲

骨日记”，从中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内外服职

官制度维持着王朝的统治，华丽的宫殿和宗庙

彰显着王朝的兴盛。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

主要部门，种植业和畜牧业已很发达，甲骨文

中可见“畜”“牧”二字。桑蚕在商朝农业中也

很重要，甲骨文中有很多从丝的字，出土的青

铜器上也发现了丝织物包裹后的痕迹。手工

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冶炼和铸造非

常先进。甲骨文的“铸”字，就像手持装有滚烫

铜水的容器，将铜水浇注到下方的模范之中。

随着商业日益发展，人们开始使用海贝和玉作

为货币进行交易。度量衡已具雏形，殷墟出土

有量器和骨尺，甲骨文中也有“称”“量”二字。

甲骨文中除了关于战争、田猎、祭祀、疾

病、天象这些大事，还记录了一些“小事”，比如

奴隶逃跑了、“子”上学生病了、王的妻子要生孩

子了等，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商王朝。

甲骨文里有古人造字的智慧。甲骨文可

以看作汉字的“童年期”。很多人认为甲骨文

都是象形字，其实《说文解字》所说的 6 种造字

法，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正是由于我

们的祖先在造字时无与伦比的智慧，汉字才能

适应记录的需要，几千年来长盛不衰，使用至今。

甲骨文里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在甲

骨文演变成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简化字的过程

中，虽然大部分汉字字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

蕴含在字里的意思很多却是古今相通的。比

如甲骨文“年”字，像一个站立的人，背负着一

捆禾束，正在奋力搬运着，本义为丰收、收获。

在甲骨卜辞中，我们常常能见到“受年”这样的

字样，这是商朝人在祈求神灵保佑农谷丰收。

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祈年殿”中的“年”字，也

是丰收的意思。像这样，藏在甲骨文单字、甲

骨卜辞中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举出很多。所以

说，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甲骨文是商朝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

遗产，是研究商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

究汉字起源、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古老档

案，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来保护和传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

读懂“甲骨日记”
岳洪彬

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丰富的遗产，具有举世公认的鲜明民族风格、

独特形式和精湛技巧。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

见的年画，是民族绘画中的一朵

奇葩。

年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产

生的年代不比卷轴画晚，根植于

民间，装饰于节日，起着丰富人民

精神生活、反映人民美好愿望、美

化节日环境的作用。它所反映的

题材极为广泛，举凡人物、山水、

花鸟，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小说

戏曲以及当时的现实生活、时事

新闻等，几乎无所不包。特别是

在描绘劳动生活，反映人民群众

的 道 德 观 念 和 宣 扬 传 统 美 德 方

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年画的作

者大多为民间艺人，有些就是农

民出身，在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

上同群众较为一致。艺术上善于

运用活泼生动、刚健清新的形式

手法，以强烈明快的色调和热闹

风趣的情节塑造动人的形象。年

画艺术同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紧

密相连，寓教于乐。因此，它比起

其他画种更注重观赏性、娱乐性

和装饰性。

在 中 国 近 百 年 的 新 文 化 史

中，年画艺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革命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利

用和改造传统年画，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他们创作了不少优秀的

新年画，和木刻版画、漫画一起代

表了当时革命美术的成就。新中

国成立后，年画艺术进入崭新的

历史阶段，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

又有许多新发展。随着群众物质

生活的改善，年画的印数逐年增

加，一度成为发行量最大的美术

印刷物。

年画与我国其他绘画艺术互有影响又各

具特色。在历史上，年画主要服务于社会大

众（尤其是市民和农民），因而更直接地反映

了群众的思想愿望，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

“乡土味”。当然，传统年画中也有不少作品受

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自身局限性的

影响，带有迷信、落后因素。对历史发展中呈

现出来的这些复杂状况，我们必须进行历史

的、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区分精华与糟粕。

在封建社会，年画被一些文人士大夫视

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因此，它的发展

缺乏起码的文献记载，只在一些风土见闻和

笔记类著作中偶有涉及。文献和早期作品的

匮乏，给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五

四运动以后，有些人开始从民俗学角度进行

收集，或从艺术形式上进行研究，虽然也做了

些工作，但大多缺少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其后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党的文艺方针引

导下，美术干部真正深入到民间进行调查搜

集工作，成为用科学的观点和方

法研究传统年画艺术的新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出版

过一些美术史著作，但有关年画

的部分论述甚少，至于年画史著

作则仅有阿英同志的《中国年画

发展史略》一本。因此，在本来就

薄弱的美术史论学科中，年画史

的研究工作就更显得贫乏了。从

某种意义上讲，这还是一个有待

采掘的矿藏。

开拓年画史的研究，不是古

董杂陈、资料堆砌，翻陈年老账，

而是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认 识 年 画 产 生 的 时 代 和 社 会 环

境，联系当时政治状况、群众的思

想感情和风俗习惯及不同艺术门

类间的互相影响，论述重要的作

品及各时期的创作活动，从中总

结经验，引出固有的规律。研究

者在探索和学习中，既要利用文

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重视

资料的进一步采集和深入群众的

社会调查，尤其不可忽视对文艺

理论的学习和对现状的了解。只

有这样，才能对年画史的发展有

较为正确的认识。

研究年画艺术的发展历史，

研究民间画师的经验，探索民间

美术的特殊规律，识别旧年画中

的精华和糟粕，论述其优良传统，

批判民间艺术的错误观点，为新

时代美术创作的发展和年画的推

陈出新提供借鉴，丰富和扩大中

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年

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这本《中

国年画史》就是鉴于以上需要，根

据我历年来收集调查的资料及个人粗略研究

的成果完成的，以期阐述这一古老的、民间

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画种的发展历史，在

艺术史和年画史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已故教授薄松年。

《中国年画史》：薄松年著；湖北美术出版社出

版。本书入选 2024年 8月“中国好书”推荐书

目，此文为该书绪论，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

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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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中 国 作 协

和应急管理部深入开展

合作，组织多位知名作

家走进应急管理一线，

创作出一批反映我国应

急管理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优秀文学作品，展示

应急战线上的人物风采

和特色文化。《大兴安岭

深 处》就 是 其 中 代 表 。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纪红

建，以深深的敬意走进

森林消防员的工作与生

活，完成了这部长篇报

告文学。

纪红建创作的鲜明

特 点 就 是 深 入 生 活 的

“行走”。我记得，他创

作《乡村国是》的时候，

走 访 了 202 个 村 庄 ，足

迹遍布各地，以作品诠

释了“行走”的力量。在

《大兴安岭深处》的创作

中，他继续“行走”，在应

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

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国

作协社联部的全力支持

与保障下，两度深入内

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

安 岭 支 队 奇 乾 中 队 采

访，与消防员同吃同住，

深切了解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体悟他们“扎根边

陲 、笑 傲 风 雪 、充 满 生

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才诞生了这部细节

生动的作品。

《大兴安岭深处》有

三 个 鲜 明 的 特 征 。 其

一，唱响了一曲时代英

雄的赞歌。消防员是和

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

一，也是一个神圣而受人尊敬的群体。被誉为“原始森

林守护神”的奇乾中队，无疑是消防队伍特别是森林消

防队伍的一个缩影。奇乾中队数辈消防员六十多年如

一日，在全年无霜期平均只有 82 天、大雪封山半年之

久、历史最低气温达零下 53 摄氏度的艰苦条件下，默

默守护我国 95 万公顷唯一集中连片、未开发的原始森

林，用实际行动发扬“忠诚、坚守、创业、乐观”的奇乾精

神。《大兴安岭深处》一书用心用情书写这一动人故事，

体现了致敬英雄、礼赞英雄的创作追求。

其二，抒写了守护生态环境的炽热情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

大宝库。大兴安岭具有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是中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之一。保护大兴安岭的生态环境，对于

保护全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包括

奇乾中队在内的森林消防队伍，秉承“刀山敢上、火海

敢闯”的信念，将青春奉献给祖国的北疆林海，守护好

这一道生态安全屏障。作品除了展现消防员的奋斗精

神，更多的是书写消防员如何融入大兴安岭，如何成为

大兴安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发生在消防员与动物、

植物之间的故事，质朴而动人。一般人看到奇乾地处

边疆，又在森林深处，条件艰苦，几乎与世隔绝，都不愿

意来，而奇乾中队的消防员真正体会到了这里的简单

纯朴，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于是便出现了“外面

的人不想来，里面的人不想走”的情况。森林消防员的

扎根，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诠释。

其三，展现了守卫边疆的感人故事。以奇乾中队

为代表的边疆消防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那就是

边疆守护者。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最前沿的原始林区，

不仅是国家的生态屏障，更是国家的安全屏障。从作

品中我们看到，一代代奇乾人，以界碑为伴、营区为家，

诠释着戍边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这是一支英雄的队

伍，更是一支忠诚的队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始终服

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许党报国、履职尽责，

做到“身在最北疆，心向党中央”。冬天大雪封山、寒冷

刺骨，夏天雷暴频发、蚊虫肆虐，这里是地理上的“林海

孤岛”，但也是消防员心灵的家园。他们像大兴安岭深

处高大挺拔的兴安落叶松那样不求人知、顽强生长，像

一座座大山一般甘于寂寞、敦厚笃实，用青春和汗水丈

量着生命的高度。

《大兴安岭深处》是一部书写时代主题、展现时代

风貌、弘扬时代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感染

力很强，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片土

地的深爱，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礼赞。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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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辞典》：本书编委会编；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广 东 岭 南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尉迟恭门画（清），木版套印，

纵 31.5 厘 米 ，横 21.5 厘 米 ，河 北 武

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选自《中国

年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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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甲骨文里的商文明》：

岳洪彬主编，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