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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两千载，泽被六千里。
悠悠古运河，滋养了沿途多座

大中型城市，孕育了中国本土城市
的原生文化。

近年来，城市文化的研究方式
发生重大变化，即将相对分散独立
的城市文化进行整合，由此形成跨
时空的城市文化叙事。

刘士林编著的《六千里运河二
十一座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聚焦北京、天津、沧州、德
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
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
锡、苏州、嘉兴、杭州、商丘、开
封、郑州和洛阳等21座运河古城，
追忆这些城市依托运河发展的历
程，阐释它们在运河流域的重要地
位和在南北交流中的独特功能，展
示了运河城市深湛厚重的历史底蕴
和缤纷绚丽的人文图景，呈现出中
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运势和劲健勃兴
的气象。

作者对各城历史文化谙熟于
胸，上至历代政权对运河的擘画构
想和策动设计，下到每个城市的开
埠设治、行政治理和经略运营，这
些丰赡多维的内容被叙述得疏密有
度，运河城市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人
物、主要事件和重要景观，运河城
市的盎然诗意和悠然神韵在书中律

动飞扬。
文化地理学原理表明，运河城

市文化具有流动、活态、线性、网
状等特征，是文化传承利用中最具
吸附力、亲和力的柔性媒介，便于
书写和传布。《六千里运河二十一
座城》 以运河沿岸城市为基本单
元，采用历史记述与理性阐发相结
合的方式，对运河城市文化进行了
系统整理和真切呈现。

该书不仅铺陈了运河城市变动
不停的河道整饬，还阐述了历朝历
代运河城市的变化：如“第一城”
中元世祖下诏开凿疏浚从北京西山
到通州的通惠河，打通了大运河连
接元大都的阻碍；“第二城”中明
永乐皇帝派员在南运河与海河间修
建天津城，开启了天津卫1400年的
历史；“第五城”中明嘉靖年间有
司对临清加以扩建，使得鲁西北的
寂寥小城短时间内跃升为“繁华压
两京”的“玉带城”；“第七城”中

蒙元政权根据郭守敬的勘察结果对
隋唐运河裁弯取直辟建京杭大运
河，“万物凋敝”的济宁借机华丽
转身为“江北苏州”“运河之都”；

“第十四城”中明代官府将无锡漕
运路线由穿城而过改为绕行城东运
河，使“不通车马只通舟”的无锡
水运更加繁忙。

每个城市都被注入运河质素且
赋予运河底色：“第三城”记述押
运漕粮的镖局途经尚武风尚浓烈的
沧州，要撤下旗号、不喊镖号、悄
然而过；“第七城”描摹运河济宁
段拉纤船工“吼”出威猛刚健的

《拉蓬号》《拉纤号》 等劳动号子，
为运河城市注入草根色彩；“第十
二城”引述孙中山在 《建国方略》
中对运河镇江段战略地位的精辟阐
释，体现了一代革命先行者的宏韬
伟略与远见卓识；“第十五城”讲
述与苏州枫桥有关的历代诗词名
篇，从侧面彰显了运河是苏州文化

的重要母体和江南文化的主要根
脉；“第十九城”追叙北宋名画

《清明上河图》 中汴京清明时节的
繁华景象，而汴河恰恰是隋唐大运
河的有机构成，滋养了汴京的昌旺
商业和淳朴民风。

水是有灵性的。
大运河哺育了两岸城市的生灵

与文化，历经历史风雨的冲刷，运
河城市从过去的“地理空间”递嬗
为当下的“文化空间”。

风华绝代的大运河城市，不
仅承载着古代文人的价值追求，
更寄寓着当下学者的学术理想和
文化期许。

《文心雕龙》 是中国第一部系
统完整的文学理论经典，成书于南
朝齐和帝中兴元年 （公元501年）。
鲁迅曾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

《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
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
发流，为世楷式。”可见 《文心雕
龙》 与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都
是开源发流的世界文学理论经典。

刘勰字彦和，素有“标心于万
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的著
书志向。《文心雕龙》 全书五十
篇，囊括了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
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创作论
阐释了艺术想象、写作构思、情辞
关系、篇章结构、文体风格、艺术
技巧，批评论则论述了文学与社
会、文学与自然、作家修养、鉴赏
原理等。时至今日，对 《文心雕
龙》的研究、阐释已发展成一门单
独的学问，简称“龙学”。

《文心雕龙》 最早古本为 1899
年在敦煌遗书残卷中发现的唐写
本，今存于大英博物馆。被引述参
考较多的版本有：元代刊于嘉兴郡
学的十卷本、明代梅庆生的音注
本、清代黄叔琳的 《辑注》、四库
全书收录本以及纪昀评本。近代之
后 ， 先 有 范 文 澜 的 《文 心 雕 龙
注》，集历代注释之大成，后有王
元化的 《文心雕龙创作论》、杨明
照的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运
熙的 《文心雕龙探索》、牟世金的

《文心雕龙研究》 等，是这一时期
“龙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笔者依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
心 （OCLC） 检索，以“文心雕
龙”为图书名，外文书籍文献信息
为 1347 条，涉及语种 10 多种，其
中英语译本 63 种，日语译本 16
种，德语译本6种，法语译本4种。

《文心雕龙》在亚洲

《文心雕龙》 作为文学理论经
典，对亚洲各国文学创作产生过深
刻的影响。

早在唐代，《文心雕龙》 抄本
已 东 传 日 本 ， 藤 原 佐 世 （847～
898） 在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中
曾撷取 《文心雕龙》 十卷的著录。
到亨保十年 （1731 年），日本出现
了两部《文心雕龙》刻本，即尚古
堂刊木活字本和冈白驹校正训点
本。19世纪末，松谦澄出版的《中
国古文学略史》里介绍了《文心雕
龙》的理论和作者生平。

20世纪初，日本“龙学”全面
兴起。“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铃
木虎雄教授在京都大学讲授《文心
雕龙》，并对 《文心雕龙》 唐写本
进行校勘，纠正各种讹误 500 余
处，先后出版了《敦煌本文心雕龙
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
勘记》。之后日本出现了一批龙学
研究的著述。斯波六郎在1952年发
表的 《文心雕龙范注补正》 一文，
对范文澜注《文心雕龙》纠谬与补
遗多达400余处，极具学术参考价
值。1968年筑摩书局出版第一个现
代日语《文心雕龙》全译本，由日
本汉学家兴膳宏以范文澜注《文心
雕龙》为底本进行翻译。之后门胁
广文、安东谅等人，把“龙学”拓
宽到宗教、美学、艺术等多个领
域，门胁广文撰文从文章内容、表
达形式论证了《文心雕龙》对日本

《古今和歌集》 所产生的影响。笔
者今年4月查阅日本综合学术信息
数据库 （CiNii），发现与《文心雕
龙》相关的研究文章多达115篇。

《文心雕龙》 在朝鲜半岛的传
播，最早可溯源至新罗时期。公元
890年，在唐代生活19年的新罗诗
人崔致远就引用《文心雕龙》中的
词句“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形
容无染和尚的聪明才智，新罗时代
景文王也征引 《文心雕龙》 中文
句，向无染和尚询问般若境界。高
丽晚期名儒李穑在诗文中用《文心
雕龙》的词句来抒发情感，朝鲜时
代文人徐居正摘引 《文心雕龙·辨
骚》中的词句表达知音难求。1975
年，第一个朝鲜语（韩语）译本由

汉城玄岩社出版发行。1994年，汉
城民音社出版了耗时6年的崔东镐
译本，3年解读、翻译，3年审定注
疏、编辑人名附录。

《文心雕龙》 在亚洲的传播与
影响说明，亚洲汉字文化圈以中华
文化为中心，中华文化经典构成了
文化圈共同的思想、文化源头。在
对这些文化经典的传承、阐释与研
究中，不断强化经典共通性、一致
性的思想原则和理论框架，同时也
衍生出了各自的文化特点。

《文心雕龙》在欧美

《文心雕龙》 在欧美国家的传
播，属于跨文化传播。

欧美世界一直以古希腊时期亚
里士多德的 《诗学》 作为文论基
础，“诗”不单指诗歌类体裁，而
是包括所有古希腊文学艺术，涉及
悲剧、喜剧以及史诗三类文体。亚
里士多德强调诗的本质是“创造性
摹仿，即反映现实”，以此将诗与
自然科学、哲学等其他认识活动区
分开来。从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
13世纪末意大利诗人但丁、16世纪
西班牙作家维加，到18世纪德国文
学家歌德，都推崇诗学理论。

《文心雕龙》 强调从文学构思
到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作家与创作对
象之间的物我交融，这是中国特有
的“主客体合一”宇宙观、认识论
在文学理论上的典型呈现，与亚里
士多德《诗学》中的“主客体对立
二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

《文心雕龙》 文学术语内涵深邃、
用典考究，没有一定程度的古汉语
基础很难读懂。因此，《文心雕
龙》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中，华裔学
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9年，美国华裔学者施友忠
出版了《文心雕龙》第一部英文全
译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
该书开篇前40页，介绍了从西周到
齐梁时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原则、刘
勰生平、后世学者对 《文心雕龙》

的评论以及孔子、孟子、庄子等中
国哲人的思想观念，并附录了核心
术语词汇表。这个英译本影响巨
大，让欧美学术界体会到了中国文
学理论的博大精深。笔者今年4月
检索OCLC数据库发现，全世界有
389家图书馆收藏了该译本。

1964年，中国出版的《中国文
学》杂志（法文版）刊载了中国学
者何如撰写的 《文心雕龙五篇》
（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
音）。1984年，朱利安·弗郎索瓦在

《远东远西》 杂志上发表了他翻译
的《文心雕龙·宗经》，之后又发表
了《想象力的产生：思考中国文学
和西方文学中的提问方法》和《刘
勰的丽辞理论》。《文心雕龙》第一
本法语全译本是在2006年由陈蜀玉
教授完成的。

《文心雕龙》 在欧美世界的翻
译与传播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出色
的“龙学”学者，如美国的戈登、费
威廉、吉布斯、宇文所安，法国的毕
茉莉，瑞典的罗多弼，苏联的波兹
涅耶娃、李谢维奇等。其中，美国
汉学家宇文所安翻译的 《文心雕
龙》18篇英译本，被收录到哈佛大
学权威教程之中。加利福尼亚大学
戈登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
论是最深刻的文学哲学，与亚里士
多德的《诗学》对比毫不逊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认
为，刘勰提出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
学批评观念：文道序列、情志序
列、辞采序列。他开篇提出的“以
自然为文之道”，给文学树立了一
个根本性规定。显然，刘勰的《文
心雕龙》 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宇宙
观、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体
系，强调人与自然、万物为一体，
强调文学作品是人与自然万物彼此
共鸣的关系呈现，即“抚琴动操，
欲令众山皆响”，与西方认识论中
所表述的主客分离有着本质区别。

《文心雕龙》 中这些用西方文化语
境难以解释的文学理论概念，正是
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

我供职单位的阅览室虽然没有图书
馆那么大，那么有气势，藏书也不算
多，但对我来说，亦如天堂一样美好，
守候它的时光令我难忘。

做了8年专职律师后，我通过公务
员考试，成为一名检察官。

以前做律师的时候，我风里来雨里
去，走南闯北调查取证，在法庭上唇枪
舌剑、慷慨陈词，整天忙忙碌碌、风风
火火，非常充实。但入职检察院后，每天
除了打扫阅览室、整理图书、给新书贴标
签外，还有些信息等文字材料的撰写。

有一次，领导安排我写一篇调研报
告，我在网上搜罗各种范文借鉴，但是
真正动起笔来，还是倍感吃力。憋了好
几天，后来只好应付交差。这件事儿警
醒了我，让我发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
于是决定在阅览室找点儿书好好补补。
谁料，之前东奔西跑的律师生涯，让我
一时定不下心来字斟句酌地细细阅读，
很多书囫囵吞枣，读到一半就放弃了。

一天整理书架，看到日本作家村上
春树的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
么》，书名看着有趣，我就顺手翻读起
来。在书中，村上春树讲述了他成名前
的生活，当时他经营着一家店铺，白天
要记账、检查进货，还要钻进吧台调制
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
之后，回到家中，又坐在厨房餐桌前写

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读到这一
段，我由衷佩服村上春树的高度自律和
高效的行动力，其中一句“因为今天有
点不想跑步，所以更要去跑步”深深触
动了我，让我悟到人要善于与自己的惰
性做斗争。

打那以后，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
上班，在阅览室淡淡墨香中，用静心阅
读开启一天的工作。先是用了大约半个
月时间看完了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规
范》、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法
学书籍，深入了解检察机关运行机制；
接下来深耕了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
独》，懂得了什么叫魔幻现实主义文
学；研读了福克纳的 《喧哗与骚动》，
明白了什么叫意识流写作；看川端康成
的《雪国》，领略了日本物哀文学的风
采……每次晨读结束，抬头看着天边逐
渐消散的朝霞，我心情分外平和，往日
浮躁、不安的心境慢慢沉静下来。

读书虽然不能迅速读出个什么颜如
玉和黄金屋，但知识一旦源源不断被自
己吸收，便会越积越厚，让自己的工作
和生活发生质的改变。通过几年不间断
地读书和写作，我撰写的不少文章在各
大媒体刊发，我还被省里评为检察理论
研究人才。这时距离我第一次走进那间
小小的阅览室，已经过去了6年。

如今，我已不在检察院工作，但每
每忆起阅览室这段读书时光，心中总会
泛起淡淡的幸福。

中国廊桥是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
合，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营造技艺，
也是世界文明宝库的一大奇观。在广袤
的中国大地上，曾散落着上千座大大小
小的各色廊桥，每个廊桥都有自己的故
事，都有自己的美。千年以降，它们经
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

“融合”，构成连通华夏广大地域的时空
节点，传承着厚重的中华文明。

《廊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特邀撰稿人鲁晓敏和有着

“中国廊桥摄影第一人”之称的吴卫平
联手呈现的一场穿越历史江河的文化寻
访之旅。跟随他们的足迹，我们对廊桥
的记忆，不再停留于《廊桥遗梦》的西
式浪漫爱情，而是感知廊桥弥漫在诗与
远方尽头的迷人风韵和千古风流以及它
的躯体里蕴含着的重德崇祖、尚礼持重、
健康含蓄的精神血脉和持续的生命力。

“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游历
世界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目睹 800
多米长龙一般富丽堂皇的安顺廊桥后，
在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上记下他
的震撼，这声对廊桥之美的惊叹穿越历
史江河，回响至今。

廊桥的形制之美是有传承的，从成
都平原出发，进入甘肃，继而传入河
南，再从浙江传入福建、江西，甚至更
远的西南地区，对各种木结构桥梁营造
技术的吸收以及当地传统文化的渐次融
入，使廊桥构造上含屋、亭、台、楼、阁、殿
等传统建筑为一体，工艺上集木雕、石
雕、砖雕、彩塑、彩绘等工艺于一身，成
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集大成者。

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安顺廊桥，与
西汉时期建造的木结构廊桥一脉相承，
数百年风雨沧桑都未能消磨掉它的意志
和精神。打开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
图》，画卷中部一座状若飞虹的木拱桥
横跨汴河，全卷的情节高潮就发生在此
处，令观者过目难忘。长久以来，人们
认为汴水虹桥的营造技艺早已失传，却
不曾想在多山多水的闽浙边界乡村，百
余座木拱廊桥的结构、形态、气势、美
学、跨度上，都能找到虹桥的影子。如
今，多地文物部门和民间乡众保护修缮
古代廊桥，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建造了一
些新的廊桥。

如果马可·波罗能更为深入地了解
廊桥的前世今生，那么让他惊叹的，绝
不限于廊桥的形制之美，更有廊桥深深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厚壤中的内蕴之
美。历经风雨洗礼、发展演变，廊桥已
不只交通建筑这一单一属性，而是兼具
实用功能和精神功能。一座座看似貌不
惊人的廊桥，不仅与先民跨越河流的愿
望相关，更与他们仁者爱人的精神世界
相通。

廊桥既是公共建筑，更是文化图
腾。它是遮风避雨、休息交谈的社交场
所、互通有无的贸易市场、祭祀的神
庙，甚至是婚丧嫁娶、登科庆贺、生子
庆寿等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被赋予了
太多象征意义的廊桥，成为百姓世代守
护的对象。复兴桥、接龙桥等廊桥上所
绘多幅含教化功能的壁画和彩绘，是先
民们留给后辈的人生哲理教科书，桥
名、桥址等更寄寓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
愿景。廊桥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龙津桥
在抗战期间，曾与威武不屈的中国军民
一道，一刻未歇地承载着抗日战争的滚
滚车轮，见证了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
的历史性时刻。如今，龙津桥恢复了
桥、廊、塔一体的容颜，再次以美丽雄
壮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廊桥，为我们提供了古人认识空间、
构建空间的坐标，也成为人们追寻审美
怀古精神的载体。可以说，跨越了廊桥
也就跨越了历史，我们有责任悉心守护
这一藏于山野深谷中的中国建筑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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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学》比肩的《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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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膳宏翻译的日文版
《文心雕龙》，筑摩书局出
版社，1968年 崔信浩翻译的韩文

版《文心雕龙》，汉城玄
岩社，1975年

崔信浩翻译的韩文
版《文心雕龙》，汉城玄
岩社，1975年

施友忠翻译的英语
全译本 《文心雕龙》，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59年

阿丽西亚·雷琳克·
埃莱塔译的西班牙语版

《文心雕龙》，科马雷斯
出版社，1995年

法文版 《文心
雕龙》，陈蜀玉译

法文版 《文心
雕龙》，陈蜀玉译

浙江泰顺县文兴桥 吴卫平摄浙江泰顺县文兴桥浙江泰顺县文兴桥 吴卫平吴卫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