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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是什么？这个在大众眼中
相对冷门的学科，却是韩茂莉毕生钻研的
领域。她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在历
史地理学领域耕耘近 40 年；从 1993 年

《宋代农业地理》 问世到 2012年中国第一
部通代农业地理专著 《中国历史农业地
理》出版，她不仅创立了历史农业地理的
撰写体则，并且解决了该领域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她的课堂座无虚席，所授课程两
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无论作为学者
还是教师，韩茂莉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近日，我们来到韩茂莉位于北京大学
的办公室，聊她读书求学的经历、治学研
究的体会，听她讲述如何以独到的历史地
理学视角解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故事，
如何以阅读的厚度丈量山海的纵横。

家庭教育埋下读书种子

“我小时候在姥爷家长大，他不是学
者，但对读书、教育的重视超过当时的大
多数家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韩茂莉
谈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姥爷。记忆
中，姥爷的家在北京东城一个规整的四合
院，有一整间房四壁都是书架。因在协和
医院工作，姥爷书房里的书不只有各种中
文古籍，还有大量外文书。“当时我年纪
小，对这些书没多少兴趣，但这满墙的书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韩茂莉说。

韩茂莉的父母从北京农业大学 （中国
农业大学前身） 毕业后，就作为农业科技
人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11岁时，
她来到父母身边。韩茂莉回忆，当时父母
的宿舍非常狭小，没有专门放书的地方，
但家里依旧堆满了各类与农业相关的书，
这为她日后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埋下了
种子。“像 《土壤学》《耕作学》《作物
学》，上面有米丘林等人名和专业名词，
我是非常熟悉的。那时我也开始逐渐积累
属于自己的书。”

在那个图书资源匮乏的年代，韩茂莉
向同学借阅“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和
唐宋传奇等古代小说，还和家人一起手抄
了 《古文观止》 中的诸多篇章。不仅如
此，她还搜集了很多数理化教材提前自

学，在小学时就自学中学代数。韩茂莉
说：“在家人影响下，我那时已将读书、
自学变成一种习惯。”而母亲口中年轻时
在贝满女中求学的经历，更让韩茂莉认识
到，读书学习的美好不仅在于获取知识、
拥有智慧，更能借此结识一批良师益友，
对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后，韩茂莉考入内蒙
古师范大学地理系，又在本科毕业后考入
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博
士。韩茂莉说，历史地理是介于理科和文
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读的书非常
多，除了传统历史学必读的古籍文献，还
要阅读相邻学科的书，比如考古学、地理
学、人类学等等。“当时我住集体宿舍，
床下放的是书箱，褥子底下铺的是书，床
的边角也放着一排排书。”韩茂莉开玩笑
说，“我的床不光住人，更住着书”。

做学问贵在持之以恒

韩茂莉本科选择学地理只是一个偶
然，“当时为了能顺利录取，没敢选热门
专业”。但学着学着，她忽然发现这个专
业很适合自己，也暗自设想如果有一个专
业能将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那该多好。
后来，韩茂莉读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河山
集》 和侯仁之先生的 《步芳集》，惊喜地
发现真的有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从此我
就梦想成为历史地理专业中的一员，一步
不停地努力，从不敢耽误时间。”她说。

做研究往往是枯燥的，历史地理的研
究尤其如此，要阅读大量的方志、调查报
告，里面有很多数据表格。“很多学生听
完我的课后说，‘这个专业太有意思了，
我以后要学’。我都劝他们要想好。”韩茂
莉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报
告中去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建立逻辑关
系，真是枯燥得不得了，很多同行干着干
着就放弃了”。

但这样的研究工作，她一干就是近40
年。在电脑尚未盛行的年代，她在一张张
文摘卡上手抄和自身研究相关的文献段
落，通过将文摘卡比较、分类、建立逻辑
联系来寻找研究思路，前前后后抄录的文

摘卡达3万多张。为了在家中尽可能多地
放置书籍文献，她和丈夫辛德勇将 40 多
个书架呈 W 型一排排放在客厅，卧室、
阳台甚至卫生间也堆着书。不光家里下不
去脚，连我们采访的办公室也像一个小型
书库，三面摆得满满的书架环绕着一套桌
椅，书架的每一层都有两排甚至三排书。

持之以恒，甘之如饴，学术生涯里那
些青灯独明的夜晚有多少，韩茂莉已经数
不清。她只知道，读书已成为生命中最重
要的一部分。“柜子里的那一大摞考古报
告，没有一个字是不枯燥的。但是一旦读进
去了，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就会获得一种
比做任何事情都享受的乐趣。”韩茂莉说。

具备地理学的眼光

在韩茂莉眼中，学术终究是为大众服
务的。她不仅注重钻研教学方法，用深入
浅出、灵活生动的讲法，让学生爱上历史
地理学，还写作了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
讲》等通识教材。她写给大家看的历史地
理学普及读物《大地中国》问世后就入选
多个书榜，受到读者欢迎。里面的一些话
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们今
天吃的谷子、水稻竟是中国古代先民驯化
的结果，之后这些人工培育的农作物沿着
不同线路传播到四面八方；“湖广熟，天
下足”的民谚与江南涌现出的诸多杰出人
才也有密切关系。

在历史地理领域耕耘数十载，很多看
似寻常的现象和人尽皆知的常识，在韩茂
莉眼中都藏着新问题，可能有新发现。

《大地中国》 有一个章节解读了一种在中
国乡村由来已久的现象——赶集。韩茂莉
提出，“赶集”蕴藏着一个地理问题，即
赶特定市集的农民是固定的，他们有时会
赶单日集，有时会赶双日集，要看有没有

农产品。如此一来，互补出现的市集勾勒
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客源区，这
就是所谓的“十里八村”。而后，韩茂莉
又证明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最远的
认知空间也正是赶集的客源区范围。

能在寻常中发现新意，提炼出新观
点、新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种
地理学眼光。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赴黄土
高原进行综合考察时，韩茂莉就开始关注
赶集这一现象。经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
这层“窗户纸”才终于被捅破。

“你知道山东和山西为什么隔得这么
远吗？他们的分界是哪座山？”韩茂莉问
我们。“这可真没想过。”我们答。她娓娓
道来：今天的山东、山西，并非古代的山
东、山西。大约在商周时期，古人口中的
山东山西，以崤山为界 （在今河南省灵宝
市）。与崤山相对的就是著名的函谷关，
以函谷关和崤山为界，就构成了时人心目
中的关东、关西、山东、山西。西汉中
期，汉武帝将关中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
函谷新关与太行山构成的共同界线，成为
关东、关西和山东、山西之界。南宋时，
金王朝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设置了山东东
路、山东西路两个行政区，其范围与今天
的山东省非常接近，这就和原来以太行山
为界的“山东”完全不搭界了。从金代延
续到明清，“山西”还在山西，而山东和
山西之间隔出了一个河北。“这是从汉代
开始一直到明清，一系列历史地理演变的
结果。”韩茂莉说。

采访最后，韩茂莉推荐了《地理学与
生活》一书，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发现
地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收获乐趣。这本
书是世界地理学界的经典之作，其中涉及
对人体有害的天气现象、城市土地利用模
式、城市形态的变化、城市垃圾与危险废
物的处理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名人书房

韩茂莉：用阅读丈量山海纵横
董世捷 张鹏禹

“我是观众的考生”，濮存昕在自传结
语中写道。年至古稀的他，演了一生，如
今转换角色，以自传作者的身份谈角色、
说表演、叹人生，用一颗真心将几十年艺
术人生的所思所感捧至读者面前，接受大
家的检验。

不久前，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
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作者
曾经饰演过的角色为主线，分享了多年来
在演艺道路上的历练、探索、创新和思考。

角色串联人生。从知青时期在业余宣
传队排演独幕话剧 《苹果树下》，到进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收获人
生第一个男主角——《周郎拜帅》的A组
周郎；从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饰演《秦
皇父子》 中长公子扶苏一角，到 《雷雨》
里完成从儿子演到父亲再执导的“三级
跳”；从参演电影 《鲁迅》 和 《一轮明
月》，塑造鲁迅和弘一法师两个“很得意”
的角色，到形成一套自己的演出风格……

濮存昕在书中回顾了演艺生涯中的重要节
点，也让读者得以在一回回的故事讲述
中，看到他对每一个角色的付出和思考。

人生丰满角色。濮存昕在自传第一章
讲述了清白家风对自己的熏陶，又在随后
两章将青春时期的稚气、鲁莽与欲望写得
坦率。而这一切的人生阅历都为曾经的热
血少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做了铺垫。
再后来，濮存昕得遇机会，出演众多重要
角色，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仍不
忘“戏比天大”的“人艺精神”，因为他
知道“演员是一份讲诚实的工作，不老
实、缺诚实是演不出角色的真实感的”。
这种对演员和角色关系的深入阐释，不仅

让读者了解演员的内心世界和职业追求，
更从中凸显出作者对戏剧艺术的敬畏和
热爱。

“在舞台上创造奇观和美景固然重
要，但演员在表演中释放的生命能量才是
观众买票进剧场的最大理由。”濮存昕的
文字透着平实，一路走来，得失都只娓娓
道来，不掩饰、不渲染，做到了他对自己
的要求——“尽量不编，不矫情，一切都
要立足于真实”。

如今，从艺40多年的濮存昕也像前辈
们一样即将迎来“谢幕”的时刻，他期望
能再演三五年好角色，给观众带去人物之
真、话剧之美、艺术之思。

本报电 （记者张鹏
禹） 中国大地上发生的
山乡巨变，吸引着创作
者 的 目 光 。 2022 年 8
月，中国作协在作家周
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清
溪村启动“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面向文
学界和广大创作者征集
作品。近一年来，该计
划 共 收 到 作 品 1000 余
部。作为首批重点推进
作品，关仁山的 《白洋
淀上》、杨志军的 《雪山
大 地 》、 王 松 的 《 热
雪》、欧阳黔森的 《莫道
君行早》已正式出版。

为发现和培育更多
基层文学新生力量，推
出更多具有时代意义和
现实温度的优秀作品，
联合各级作协组织、文
学名刊名社和广大创作
者共同推动计划不断走
深走实，7 月 18 日，“新
时 代 山 乡 巨 变 创 作 计
划”推进会在山东临沂
召开。

中 国 作 协 党 组 书
记、副主席张宏森在推
进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宣传发动，着力扩大“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社会参与度。各级作协组
织要引领作家下沉基层、融入山乡，创作出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的优秀作品。文学期刊和出版社要有
效延伸创作计划触角，推荐真正有思想、有品位、
高质量的作品。要不断挖掘真正了解乡村、具有创
作潜力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基层作家等新生
力量，敞开胸怀接纳“陌生人”，勇于推出文学“新
面孔”。

推进会上公布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 11 部，分别是周瑄璞的 《芬
芳》、刘庆邦的 《泪为谁流》、柳岸的 《天下良田》、
翟妍的 《长河荡》、李铭的 《春暖燕归来》、何常在
的 《向上》、麦苏的 《陶三圆的春夏秋冬》、畀愚的

《纯真年代》、滕非的《大河宛然》、郑欲翔的《人往
低处走》、朱朝敏的 《水未央》；确定了“名刊名社
拓展计划”重点推进作品9部，分别是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推荐的陈集益的《金翅鱼之歌》、太白文艺出
版社推荐的宋丹丹的 《太阳地》、《钟山》 杂志社推
荐的王清平的《流转》和王宗坤的《极顶》、花城出
版社推荐的嬴春衣的 《翠山情》、《民族文学》 杂志
社推荐的陈茂智的《红薯大地》、湖南文艺出版社推
荐的欧阳艳飞和周亦乔的 《南山谣》 以及舒文治的

《立传笔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荐的李伯勇的
《别人的太阳》。

7 月 19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山东省委宣
传部主办的“作家活动周”在山东临沂启动。在为
期3天时间里，作家们在临沂和曲阜多地，围绕“红
色沂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等主题开展实地考察
调研，寻访孔子故里，聆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专题讲座，在人民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感受山乡巨
变，领略文化魅力。

《孙子兵法》 是中国古代第一兵书，
被誉为“兵学圣典”“武经冠冕”“百世谈
兵之祖”，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
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与诸子百
家中的众多经典一样，直到今天依旧闪耀
着思想的光芒。然而长期以来，大众对

《孙子兵法》 存在一些误读。中国人民大
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积 30 多年研究经验
推出的 《孙子兵法译注》《孙子兵法十八
讲》（浙江文艺出版社），对这部经典著作
进行了原汁原味的解读。在黄朴民看来，

为避免偏离经典的基本宗旨，使这份宝贵
的文化遗产真正为我们今天的工作与生活
提供有益启迪，应该秉持科学理性的精
神，遵循正确合理的原则与方法阅读《孙
子兵法》。

《孙子兵法译注》 对 《孙子兵法》 的
诸多疑难点作出了详尽注释，有典可据；
全文翻译，与原文呈双栏排列，令人一目
了然。此外，每一篇还有作者的题解和札
记，题解提纲挈领，概述每篇主要意旨，
兼负导读之责；札记阐述作者独到心得，

并针对篇目中的一些疑难点、争议处条分
缕析。《孙子兵法十八讲》 从梳理中国古
代兵家脉络开篇，诠释《孙子兵法》的核
心理念，对《孙子兵法》的方方面面进行
解读。

书中的一些观点，颇富启发性。比如
对于有人将《孙子兵法》的兵学原理和商
业经营、企业管理等经济活动加以联系的
做法，作者认为，不能将《孙子兵法》中
的“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计
篇》） 的思想，简单比附为“商以诈
立”，认为商业竞争也要讲求诡诈之道。

《孙子兵法》 讲的是用兵之法，它的本质
是对敌人而不是对自己人；商业竞争与企
业经营管理是非对抗性矛盾，要讲求诚
信、合作共赢。因此，战争和商业竞争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不能不加区别地将
《孙子兵法》 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
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会只剩下
凉薄的功利之心，造成严重的信用危机。

在黄朴民看来，《孙子兵法》 的思想
博大精深，绝非只讲诡道。事实上，孙子
极为注重发展自身实力，强调“五事七
计”（《计篇》），从政治、天时、地利、
将材、制度等五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情
况；强调“修道而保法”（《形篇》），修
明政治，健全法制。尤其是孙子在《虚实
篇》 提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着
重发展自身实力，尊重战争一般规律的同
时，又要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地采取
对策，如此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

《孙子兵法》的精髓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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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出版

做好“观众的考生”
本报记者 徐嘉伟

原汁原味解读《孙子兵法》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韩茂莉在家中。 受访者供图

讲述故宫文物南迁故事
王诗霖

1933 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
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
运一万多箱故宫文物南迁，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
里，辗转颠沛，备尝艰辛。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
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
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
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中。”身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
所所长的作家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长篇
纪实文学《故宫文物南迁》，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出。

从 《故宫的古物之美》 专注于器物文明到 《故
宫六百年》 的全面抒写，从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的另辟蹊径到 《故宫艺术史》 的宏大架构，祝勇用
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
宫”，试图以当代视角完成一个文化学者对古老文明
的独特解码与重述。

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
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
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作家以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原貌，以翔实的考
证重现南迁历程。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
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
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
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随同故宫博物院专家多次前
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
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
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
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
平凡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