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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 者罗兰） 近
日，于强长篇小说 《泰兴号》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
以“泰兴号”真实历史为雏
形，讲述了发生在古瓷都福建
省泉州市德化县的一系列跌宕
起伏的故事。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该书用
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海上丝绸
之路上，中华民族顽强不息、
不畏艰险的精神。

《泰兴号》以清代道光年间
沉没于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的
一艘中国商船“泰兴号”为背
景，描写了闽南各阶层人物的
命运以及他们与“泰兴号”紧
密相连的故事。主人公何祖耀
家祖传的观音瓷宝被盗，在追
寻瓷宝下落的过程中，何祖耀
登上了“泰兴号”。何祖耀与成
雅芳是一对情侣，但因成何两
家祖辈积怨许久，婚事遭遇重
重阻拦，成雅芳之父欲乘“泰
兴号”去南洋销售瓷器，并想

让成雅芳远嫁南洋富豪之子。
成雅芳与何祖耀相约下船后私
奔，想不到“泰兴号”发生海
难，两人大难不死，并且追回
了观音瓷宝，如愿以偿。“泰
兴号”航行途中，何祖耀与几
个船友结伴而行，大爱相随。
有情侣在大难中的生死相依之
爱，有为心上人不惜一切追回
观音瓷宝的挚爱，有为保护女
儿而牺牲自己的伟大父爱，有
为救他人之子而罹难的大义之
爱，还有外国船员人道救援的
无国界之爱。爱的高尚和圣
洁，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都
在这场海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上的“泰兴号”是当
时少有的巨型帆船，1822 年 1
月 （清道光元年腊月） 从厦门
港驶往爪哇岛巴达维亚 （今印
尼雅加达） 途中不幸触礁沉
没，1802 人罹难。途经的英国
货轮“印第安纳号”搭救了
180 名 落 水 者 。 1999 年 5 月 ，

“泰兴号”沉船被打捞出水，
船上的德化古瓷器重见天日，
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
见证。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
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海上通道，作家于强对
此情有独钟。于强并未将写作
局限于海难救援，而是对这条
沉船承载的物品与精神进行了
深度挖掘，多次到印尼爪哇
岛、苏门答腊岛、巴厘岛采
风，并到“泰兴号”搭载的德
化瓷产地采访，在掌握大量史
实资料基础上，潜心创作出这
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

历史与文化兼论是 《秦史
与秦文化研究丛书》 的一大特
色。我认为，本丛书的重点是
从多方面梳理秦从弱小到强
大，再到统一后虽然短祚但对
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段历
史，研究它对后世发生的作
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通
古今之变。

本丛书正是将每一类课题
放到秦约 600 年的长远历史背
景中来考察，事件来龙去脉清
晰，故事发展跌宕起伏，清晰
地揭示了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
事件、重大决策之间的因果关
系。例如把政治礼仪法律等原
属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类的活动
放到生产文化活动中去考察，
这是一种新颖且成功的尝试。
由于融入了文化，祭祀和礼仪
这样枯燥繁琐的活动、疆域和
都苑的历史变迁也活灵活现起
来。这些年来，让文物活起来
的实践不少，也不乏成功案
例；如何让历史在历史书中活
起来，佳例尚少，本书不失为
其中之一。

再就具体个案而论：各书
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例如，
重视耕和战是秦之所以成为强
国的主要原因，本丛书也特别
重视这两类课题，将他们列为
两书分别专论，于是我们能看
到关于秦“重本”“崇战”的详
细全面论述。《秦农业史新编》
既高度肯定秦农业政策的成
功，也用不少篇幅探讨在统一
前战时经济管制和统一后的急
政对农业的摧残与破坏。《秦战
争史》 编撰者则不满足于以往
论说止步于兼并六国的写法，
将统一后秦帝国的继续扩张直

到灭亡的历史也补充进来，完
整地从战争角度探讨了秦的崛
起、统一和崩溃。《秦官吏法研
究》 则可视为对秦“公务员
法”的一次全面探析，这一历
史课题，放在今天也很有现实
意义。《秦法律文化新探》则让
读者从文化角度看到秦法与社
会风俗的关系，看到其服务于
秦战争需要、服务于秦政体的
本质。《秦礼仪研究》《秦祭祀
研究》《秦政治文化研究》《秦都
邑宫苑研究》几部书，可以让我
们详尽了解由于一直坚持全方
位、不间断地向东方诸国学习，
落后的秦国走向强大的过程。

《秦交通史》让读者了解到
秦帝国的强大与交通发达之间
的辩证关系。《秦文字研究》从
文化角度系统探讨了秦文字的
发展过程，尤其是秦统一文字
对中华民族最终形成和发展所
起到的奠基性作用。以 《初并
天下》 为书名，本身已足以引
人注目，而对“初并天下”这
一“微言”所透出的“大意”
的深挖和阐发，借以揭示秦政
治史的若干重大课题的关键所
在，则可看出作者与众不同的
功底与史识。还要指出的是，
丛书中专设 《秦史与秦文化研
究论著索引》，让想一探究竟的
研究者和读者得以“按图索骥”，
深入学习。

本丛书是严谨高深的学术
和有灵有肉的文化有机融合的
典范，是让历史活起来的佳
例，其中浸透着史学工作者和
出版社的努力，堪称一套惠及
学林和广大读者的好书。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
理事，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说起作家朱秀海，绝大多数人的
第一反应就是他创作的 《乔家大院》。
这部 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不仅风靡一
时，在经历时间的淘洗之后，更成为
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精品力
作。作品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作家的
大量阅读积累。近日，本报记者来到
朱秀海的书房，惊奇地发现，书架上
不仅摆放着大量文史类书籍，还有许
多物理学著作。

“书房留下我创作的脚印”

来到朱秀海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部
队干休所的家，一进门看到的不是
书，而是画。“我爱人喜欢画画，总想
着画几幅挂在家里。画室她用得比较
多，但书房一般是我自己使用。”朱秀
海说。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
个小房间，一排枣红色书柜上，整齐
码放着封面花花绿绿的书，对面则是
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脑和打印
机。“这里的书其实不多，主要是我最
近看的。画室还有书柜，阳台的两个
书柜放着我自己写的书。”朱秀海一边
说，一边把目光停留在这些“宝贝”上。

仔细看书房里的书，有 《辞海》
《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外海战大全》
这些工具书，也有《罪与罚》《静静的
顿河》《铁皮鼓》等外国文学作品，还
有 《红楼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等古代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哲学、社
会学等门类的书籍，新老兼备，琳琅
满目。“这里年头最长的应该是上世纪
30年代出版的一套《红楼梦》，已经比
较残破了，我带着他从武汉到洛阳再
到 北 京 ， 时 时 翻 看 。” 朱 秀 海 说 ，
“ 《红楼梦》 恐怕是中国作家读得最
多的书。”

记者在书柜中看见了一些在其他
作家那里不多见的书：《中国资本主义
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银

行行史》。“为写 《乔家大院》 做准
备，我读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书，发现
很多历史问题都可以从经济角度进行
解释。比如中国古代土地稀缺，耕地
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山西也同样是地
少人多。明清时期晋商的兴起是一个
大事件，从农耕到经商，开辟了古代
中国人谋求生存的新范式。”朱秀海
说。为了写《乔家大院》，他买了三箱
子关于晋商的书，其中还包括大量的
地方志。

在书房中，朱秀海度过了无数与
阅读和写作有关的清晨与夜晚。在他
心中，书房是作家自己的天地，是一
个与世隔绝又连接世界的空间。“坐在
书房中，人的全部身心和注意力都集
中在正在阅读的书上，或正在写的作
品中，现在有个词叫‘沉浸式’，书
房就能给人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朱
秀海说。

“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三个书房。我
来北京后的第一个书房是创作室的工
作间，1991年到 2005年，我在那里创
作了 《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
会》 等作品。第二个书房是丰台小井
的家里，那时候我创作了 《天地民
心》《客 家 人》《乔 家 大 院 （第 二
部）》《赤水河》等作品。2019年搬到
现在的书房，创作了《海天雄鹰》《空
战》。书房留下了我创作的脚印。”朱
秀海向记者介绍。书房既是他安放身
心的场所，也标记着他生活与创作的
轨迹。“这里堆放的 《远去的白马》

《第十一维度空间》，是我这几年的新
作。”朱秀海指着门口的两摞书说。他
的书房仿佛一个寂静的生产车间，源
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坛和电视剧制作者
贡献新作品。

“新物理学为写作‘开天眼’”

记者问起这些书中，哪些对他影

响最大，朱秀海毫不犹豫地指向了上
世纪 90年代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
套书——“第一推动丛书”。这套书精
选世界一流科学家的一流科学名著，
是国内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引进版科
普图书之一，内容是探讨宇宙的起
源、生命的奥秘等，包括宇宙系列、
物理系列、生命系列、综合系列，长
销不衰。

“在书房里我经历了很多‘开天
眼’的时刻。”朱秀海说。他口中的

“开天眼”指的是通过获取新知，让自
己对世界的认知一下子发生了变化，
获得了启迪。“比如‘第一推动丛书’
中的《上帝与新物理学》，这本书是说
大自然的规律为什么是这样的，宇宙
是如何起始的，又是如何组织的。再
比如《细胞生命的礼赞》，这本书讲所
有生命都是平等的。”朱秀海说。

这些似乎与文学无关的科学类书
籍 ， 恰 恰 给 他 的 创 作 以 无 限 启 迪 。
另外还有一套书是“二十世纪西方
哲学译丛”，他阅读其中的 《猜想与
反驳》，发现书中有这样一种认知，
即 我 们 认 为 的 科 学 上 所 有 的 定 理 、
公理——正是它们给我们划定了生存
的边界——并不能被充分证实。有些
可以在地球上证实的，可能到了火星
上就行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
定理、公理就成了猜想。朱秀海说：

“读过这样一本书，你会瞬间发现，所
有的高山一下子全成了平地。这本书
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阅读另
一本名为 《复杂》 的书，看到书中把
信息定义为“产生意义的东西”，接收
者接收信息量的大小在于接收时体验
到的“平均惊奇度”，而“惊奇度”的

大小则在于信息的“不确定度”。他觉
得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奥秘所在。“读者
在看小说时的‘平均惊奇度’越高，
不就说明他接受的信息量越大吗？作
为作家，我们需要做的是摆脱俗套，
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不确定度’，更多
的惊奇。你看，科学家把文学创作的
道理说出来了。”朱秀海说。他还关注
物理学上的“双缝实验”，以此为启迪
写出了中篇小说 《来自另一宇宙的女
人》。受新物理学中“平行宇宙”概念
的启发，写出了 《模糊的谈话》 等小
说，其中一些作品收录在他去年出版
的新书《第十一维度空间》中。

这部被称为“元宇宙”小说集的
作品充斥着奇思妙想，写到了迭代
器、区块链、机器学习、虫洞等，在
传统的小说中加入了算法、时空维度
等物理学概念。朱秀海试图通过作品
表达对真实与虚构的思考：“作家应该
保持对时代前沿问题的关注，譬如这
本书的所有故事都打破了现实和梦之
间的边界，人物既生活在现实中，又
生活在梦里，意识、思想、梦和现实
不再有分别，虚拟现实的时空就是虚
拟生活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相融合的
元宇宙时空。”

从历史题材小说《乔家大院》，到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远去的白马》，再
到 《第十一维度空间》 的“元宇宙”
叙事，谈及自己创作风格的变化，朱
秀海认为：还是得益于阅读。“每一本
书都是一个‘平行宇宙’，好书总是让
人开窍、吃惊。我读书的方法就是随
时读、处处读，遇到经典反复读，读
不懂再读。”朱秀海说，“开卷有益，
阅读是与灵魂亲近的过程。”

本报电（记者张鹏
禹） 近日，首届漓江文
学奖在广西桂林揭晓。
王 蒙 的 《 猴 儿 与 少
年》、孙频的 《棣棠之
约》、弋舟的 《辛丑故
事集》、穆涛的 《中国
人的大局观》、臧棣的

《精灵学简史》、莫华杰
的《世界微尘里》等作
品获奖。

“漓江文学奖”由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
会指导，漓江出版社主
办，旨在鼓励当代华语
文学创作攀登高峰，展
示华语文学创作最新成
就，加强中国与东盟各
国文学的深度交流。该
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
并举办“漓江文学之
夜”颁奖及文学研讨交
流活动。

广西文联主席、广
西作协主席田代琳表示，广西作家协会
与漓江出版社共同举办首届“漓江文学
之夜”系列活动，汇集 200 名文学界、
出版界名家、基层作者、高校学者和文
学爱好者，不仅是创作与出版的一次深
度交流，也为推动八桂文学创作与出版
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还将为桂林打造
世界级旅游城市贡献文学与出版力量。

颁奖当日，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以“探
索文学新脉动，发现出版新可能”为主
题的“当代文学创作与出版高端访谈”
在桂林阳朔举行。多位出版界嘉宾表
示，“漓江文学奖”的诞生以及 《漓
江》 杂志的复刊，对于推动广西文学、
出版、全民阅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
为出版人，要在文学生产、出版和传播
链条中找准定位，当好“伯乐”，服务
好“千里马”。

开栏的话：
书房是人们阅读、写作，乃至作画、练

字、冥想的一方天地，更是一片属于自己的心
灵园地。本版从即日起开设“名人书房”栏
目，走进各行各业名人的阅读空间，听他们讲
述自己独到的阅读感悟。

——编 者

◎名人书房

朱秀海：

阅读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大秦新赋赞
——《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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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海在家中书房。 本报记者 徐嘉伟摄朱秀海在家中书房。 本报记者 徐嘉伟摄

近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陆春
祥书写故乡桐庐的新作 《水边的修
辞》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
收录作者历时多年写就的长篇文化
散 文 。 该 书 分 “ 你 ”“ 我 ”“ 他

（她） ”三卷，以富春江为核心视
角，深入系统梳理了大江流淌不息
的精神血脉，生动展现了这方水土
丰厚的历史人文，细腻描摹今日家
乡人、家乡貌，提炼和呈现富春江
延绵数千年的文化特质。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
山异水，天下独绝。”很多人因南朝
梁文学家吴均的一封 《与朱元思
书》 而结识富春山水，它是历代无
数文人墨客的神往之地。从魏晋南
北朝到清末的 1600 多年间，千余位
诗人为桐庐留下了近万首诗词。不
夸张地说，要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
学，不可不读富春山水。

富 春 江 为 何 有 这 么 大 的 吸 引
力？作家认为，不仅因为它有“天
下独绝”的风景，更有文化与精神
的深层次原因。作为生于斯长于斯

的桐庐籍作家，陆春祥在书中如乘
一叶小舟，带领读者探访富春山水
的文化源头，停泊在一个又一个历
史与文学的故事现场，与古人对
话，清晰地梳理了富春山水的文化
脉络，深入探讨大自然与人的精
神、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
引人深思。对于富春山水文化，他
精辟地总结道：“富春山水有四姓，
那就是姓桐，姓严，姓范，姓黄”

“桐庐地处富春江上段，以严光隐居
地钓台为精神核心的富春山就是一
个浓烈的符号”“范仲淹……亲自写
下 《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
水长’，这就将严光的精神价值提到
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承载无数文
化故事的富春山水，在作者笔下逐渐
显露出真实、清晰而又迷人的风貌。

桐庐美在风景、美在文化，也
美在处处有“向往的生活”。陆春祥
在书中用动人的笔触呈现了古人在
这片山水间令人陶醉的“向往的生
活”。严光常常登上山顶的大石，躺
在上面仰望蓝天，或者坐在石头上
弹琴，“富春山上那连绵的青木和峻
皱的山石，似乎就是他的音符，那
天空中任意飞过的大鸟，它们发出
的声音，似乎就是极好的伴奏”。范
仲淹在考察桐庐郡各地生产生活、
风土人情的过程中，也情不自禁地
为这片山水陶醉，写下 《潇洒桐庐
郡十绝》，展现当地极富代表性的生
活场景：“日日面青山”“家家竹隐
泉”“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陆春
祥进而写道：“几乎每一首，都是他
对睦州大地、富春江山水的心灵倾

吐”。还有杜牧，他在睦州刺史任上
常常流连于这片山水，“水声侵笑
语，岚翠扑衣裳”“有家皆掩映，无
处不潺湲”“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
前”，诗与生活浑然一体。

在本书序言中，作者道出了书
写故乡的初衷：“为了看清楚自己以
及自己生活的地方，所有的迷茫与
追问，都带着我少年时疼痛的体温
与坦诚的思索。”作者穿行在故乡山
水间，透过历史长河，既在重读故
乡，也在回望自己的成长之路。他
既追溯故乡灿烂的历史，也记录了4
位当下的奋斗者——中通快递掌门
人；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著名越剧演员、梅花奖
得主；奥运会羽毛球冠军的时代故
事。这些故事有相似的特点：普通
家庭的孩子，在故乡宽容慈爱的怀
抱中，在丰厚的文脉滋养下，循着
自己的本心，发挥自己的特长与天
分，走向了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取
得了令故乡为之骄傲的成就。作者
对他人和自己成长故事的书写非常
坦诚，几乎是“高清还原”，并且注
重探究每一次成长转折点背后的原
因，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环境与个
人成长的关系。

这 本 诞 生 于 富 春 山 水 之 间 的
《水边的修辞》，勾勒出作者心中理
想生活的图景。陆春祥曾说：“我向
往马克思设想的一种生活：上午种
田，下午钓鱼，晚上看哲学。劳
动，休闲，读书写作。我觉得，只
有在富春山下的富春庄才有实现这
种理想的可能。”阅读此书，相信读
者能跟随作者的脚步，开启富春山水
纸上之旅，收获心灵的滋养与启迪。

《水边的修辞》：开启富春山水纸上之旅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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