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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深处的文化追寻
——散文集《烛火》琐谈

■漠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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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中呼吁：“在
文学史篇幅越来越庞大的当前，我们更希
望能够读到部头不太大，而有思想、有个
性、闪现智慧和风格的《中国文学史》。思
想性、个性化，应该是新世纪学者撰著《中
国文学史》的一个方向。”（《1600部〈中国
文学史〉不能完全抹煞》）近日捧读陈引驰
教授新著《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
讲录》（以下简称《文脉的演进》），眼前一
亮，这正是部头不大而有思想、有个性、闪
现智慧和风格的一部文学史著。

文学史的书写，可以采取一种中正无
偏颇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呈现文学史知
识的本来面目；也可以采取一种高屋建瓴
式的阐述模式，对文学史进行学理的建构
和理论的洞察。若依刘知幾的史才三长
说，前者重在史学，后者重在史识。这部

《文脉的演进》，显然是以史识见长。陈引
驰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
时代”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纵向演变的
历史进程中，提出中国文学的三个“轴心
时代”，即先秦时代、中唐至唐宋之交、近
现代。

先秦的核心经典与意识是“诗骚”，一
直到中唐，文学界最为推崇的依然是继承
了《诗经》《楚辞》精神的作品，在品评人物
的时候，也会追溯到诗骚的渊源上去。例
如钟嵘《诗品》追溯五言诗的源头是《国
风》《小雅》和《楚辞》，李白感叹“正声何微
茫，哀怨起骚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依然
主张“近风骚”“亲风雅”。

宋之后，诗骚传统虽然还在讲，并未
熄灭，但诗人文士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再是
对诗骚的继承，而是宋与唐的关系，宋如
何与唐不同？宋与唐孰优孰劣？尊唐抑
宋还是唐宋并举？文学史上绵延千年的
唐宋之争从未消歇过，即使在这争论之
中，也有援引诗骚来为自己尊唐祧宋立说
张本的，但从根本上讲，文坛争辩的核心
问题是唐宋，而非诗骚。陈引驰对这些问
题的把握精准而富有新意。

到了近代，在外来文明的强势参与之
下，文学史的演进变得格外复杂，从诗骚
到唐宋的文学只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演进，
但近现代的新文学家，“实际上跟《诗经》

《楚辞》，跟唐诗宋词距离很远很远，他们认的传统是什么？他们认的传
统根本不是中国的了，可能认易卜生，认托尔斯泰，认这些外国的作家
了。”（第52页）在梳理了近代文学观念的变化、身份的变动、语言的刷新
等一系列变折之后，虽然本书认为这些“在既往的文学史上，都曾发生
过”，但还是承认“这些变折的情状，不是既往的两个轴心时代的文学所
能涵括和荫蔽的”（第525页），我想，这是在委婉指称，新文学与旧文学的
断裂大于联系吧。

在三个时代的划分之外，本书还有另一条线索，即陈引驰所指出的
“核心文类”这一概念的转移。所谓“核心文类”，指的是在各时代占据主
导地位的文体。全书各讲之中，表现出很明显的对于文类的关注。陈引
驰将韵文、散文概括为先秦时期的核心文类。讲到秦汉，他在书中第四
讲中介绍了秦汉政论史传，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
的政论、史传、子书等，之后两讲他分述辞赋与诗歌，用这样三个核心文
类概括秦汉的文学，最能体现其时文学脉络的演变。在论汉赋的专章末
尾讲“诗赋之消长”，集中讨论了诗赋地位交替的问题——以南北朝为关
键节点，此前赋的地位明显高于诗，此后诗的地位逐渐抬升，与赋并驾齐
驱，并且最终超过赋。其后的各讲，六朝诗歌、唐宋诗之争与唐宋文的承
传，已将诗歌作为其后文学史的核心文类来看待，诗歌在文学史上有着
高度统治力。也许读者会质疑，该书为何在晚近时期不提小说、戏曲、俗
文学的崛起？其实，回到历史语境中，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即便小说戏曲
在底层民众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也无法与诗文这种正宗文类并驾齐驱。
该书是以一种鸟瞰的视角来讲述文脉的演进，故而力求抓主要，抓根本，
宜粗不宜细。

有了这一重文类视野后，再回头看陈引驰所标定的中国文学三个轴
心时代，其内涵也就更加丰富了。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重身份的经典，在经学家看来是王政轨辙，记
载了国家政治的兴衰，其中许多篇章含有比兴美刺，后代经学家也将其
视为谏书，微言大义；而在文学的视野中，它首先是诗歌，是中国诗歌的
源头之一，在审美与体式上都有着起源的意义。《楚辞》在后代或可称赋，
或可称诗，也常常被视为赋的源头之一。诗骚合称，可以是一种精神，一
种审美标准，但从文体上看，则是汉魏六朝诗与赋两大核心文类的源
头。陈引驰认为，先秦诸子对于后代的影响更多在于思想上而非体式
上，也是出于一种文体的考量。如果细较起来，未必思想性的内容就不
能成为先秦时代的“轴心”，这样以文明发展为核心，也许更符合雅斯贝
尔斯的原意吧。舍诸子而尊诗骚为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核心，正是出于文
体方面的考量。

到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即中唐到唐宋，其背后固然有唐宋变革论这
一重理论背景，而陈引驰则花费大量篇幅阐说唐宋诗之争，以及这种争
论如何影响第二个与第三个轴心时代之间文脉的演进。

到了近现代，传统核心文类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其变化之巨、变化
之多、变化之快已足以表明古代文学正逐步让位于新文学，这也是以一
种核心文类的视角来理解文学的转型。

在日常的授课与谈话中，陈引驰经常强调，文体是中古文学的核心，
结合他长期勤耕古代文学史前半段的经历，应当说，他对中国文学史三
个轴心时代的划分与编排背后有着很浓厚的辨体意识，或者进一步说，
这一部讲演录中所展现的文学史视野，乃是他多年深耕文学史所形成的
思维模式的进一步展开。

如此，我们对于这一部《文脉的演进》便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
握。这部文学史讲演录相对于现有的文学史而言，是非常独特的，或者
用陈引驰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主体性的展现：“回到文学史，要追溯文学
作品与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因果，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部
文学史著作并不重在对文学历史知识的系统呈现，而是一种文学史观的
建构。他用一种带有自身鲜明风格的叙述，重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为
学界贡献了一部富有思想启迪的文学史著作，相信读者会开卷有益，激
发出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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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兴衰意义重大。兴则就业机会增多、民众生
活富足、社会和谐稳定。衰则会导致失业上升、消费萎
缩、企业困顿，影响社会发展的信心与活力。经济兴衰
关乎国家的实力与未来，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面对逆全球化、地缘冲突、工业4.0、第三次能源革命、
产业转型与区域竞争，我们该如何走向革新？2024年3
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郑荣华力作《经济的兴衰》问世。

该书是一本对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转型等具
有实际指导作用和价值的经济学著作，分上下两部分，
共 40万字。上部分主要以宏观层面为背景，讲述 15世
纪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如何利用地缘经济实现全球化
目的，故事生动，代入感强。作者在叙述历史的同时，紧
紧抓住经济与政治两条主线，从制度、技术、产业、市场
等方面编织出一张缜密而系统的经济图谱，总结出经济
的兴衰即是国家的兴衰。

下部分，作者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行
了深度剖析，从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耦合逻辑，击穿
地租与增长、市场与产业、干预与转型等错综复杂现状，
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譬如说，在级差地租与城市增
长动力部分，作者认为，土地经济本身并无对错，关键是
必须通过土地运营以发挥土地的持续价值，实现城市的

“精明增长”。根据马克思的土地经济发展观，不同的土
地通过不同的持续投入能创造更高的收益。这种收益
主要是通过科学投入与土地承载的产品得以转化，因
此，地方政府不能把眼光局限于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来维
持财政支出，而应关注公共投入的边际效用价值以及如
何让商品化的土地衍生产品、持续创造价值。

作者结合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观察、实践和总结，以
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通过对大量数据和案例的分析，
整理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以合肥、
杭州、苏州、佛山、长沙等城市案例和国际城市发展案例，
以及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提炼出了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和

产业转型之路。作者打破了固有的经济发展思路和以经
济学原理套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为应对逆全球化、全球
经济衰退、地缘冲突等危机，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
能源革命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依据和可行性发展方案。

该书从多角度解读世界经济格局与未来应对策
略。由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与中国地缘经济主张、应对策
略展开论述，从宏观角度勾勒出当前世界大国竞争格
局。作者指出，当前逆全球化、第四次债务危机、供应链
危机等正席卷而来，机遇也在悄然酝酿。谁能在这次危
机中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风口，就意味着

谁能在下一个阶段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已错失前
几次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今后能否实现逆风翻盘，在
此一举。并据此详细剖析了中国为抓住此次机遇提出
的“双碳”“双循环”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蕴含的
发展信号，整理出中国的经济优势和现存问题。作者还
以经济学理论和国外成功案例为依据，从中观、微观角
度总结国内城市经济增长遇到的城市蔓延、土地供给和
需求能力下降、公共投入边际效用递减等问题，提出土
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变的新思路;进而从产业发展角度
出发，给出产业集聚、集群、孵化、创新链打造等一系列
发展方式，指出其实现条件、路径，以及政府在其中应起
到的作用，并对以合肥、杭州、苏州、佛山、长沙等城市为
代表的现实案例及数据进行解读，对实现城市精明增
长、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书中，作者重述了15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发展过程
中各个强国的关键操作，提醒我们，工业生产一旦对全球
供应链产生绝对影响，就会转化为商业资本势力。当前
我们已经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是不可逆的发展方向。因此，作者强
调，提高创新水平、加强科研投资和科研力度、打破技术
壁垒等，将是中国解决现实问题与展望未来的重要出路。

当前逆全球化、第四次债务危机、供应链危机等正席
卷而来，机遇也在悄然酝酿。不论是站在个人角度，还是
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我们都需
要更加清醒的认知，更加慎重的决策。经济的兴衰发展，
背后自然有其推动的缘由与逻辑，早明白就能早应对。

此外，书中涵盖了全球趋势与应对策略、城市增长
动力与土地财政、产业转型方法与路径等内容。作者深
入浅出，通过富有故事性的表述形式，以及具有创见性
的理论思维帮助读者理解经济发展规律，寻找经济增长
点，生动有趣，可读性较强。

（据《内蒙古日报》）

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新途径
■林彤

明代董其昌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自以为，对
于阅读，最好是亲临作者赋笔兴怀之地，置身于作者的创
作现场踏勘，把书中之境与眼中之景结合起来，去追寻书
中描写的风物原貌和思想源发，用心对照和体察作者与这
片土地的血脉联系，感悟他笔下之文气是如何与眼中之境
产生生命关联。经历了这种探秘式的“踏勘阅读”，就如同
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你会迅速打开书中看
不到的作者内心更为宏大的世界。因而作者笔下那份对
生命的深刻洞察与体悟，对自然的赞美与感怀，会令你深
深震撼，并留下岩刻般的烙印。这是理解作者和作品的最
好方法，也是汲取作品生命能量和文学营养的极佳途径。

近年来，“阴山文旅”的蓬勃兴起，使这座横亘在北
疆的大山，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
为亮眼的“文化磁铁”，吸引着逐梦四方的车手摄客、游
侠旅者、城市勇士，深入阴山腹地做“高端”访问和极限
挑战。“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
胡马度阴山”“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在千古诗
文的引领感召下，到访者满怀激情驰骋在古老神秘的山
脉间，探寻沧桑变幻的历史痕迹，领略壮美的自然风光，
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古人共赴一场壮志凌云的旅行。

这是文化的吸引。古人讲，“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
之”。阅读阴山，就是阅读祖国北疆的历史与文化。用探秘
式“踏勘阅读”的方式，去追寻和解封被时光掩藏的历史，去
感受岁月罅隙里的痕迹，这样的阅读，会让人拥有更加开阔
的视野，会让人真正地读懂这个世界、读懂人类自己。

张常胜的散文集《烛火》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文化魅
力的“阴山行旅”散文集，也是一部基于大青山地域写作
的乡土文化散文集。这部散文集辑录的文章，以“鹿城”
包头周边山水田园为素材，笔墨集中于阴山余脉大青山
的沟谷卯梁的风物景观和人文历史，兼具个人情怀的抒
发和生活感悟。文笔凝练精深，情感真挚动人。内容包
罗广阔，内涵深厚博观，既有感怀天地光阴之奥理，壮怀
人生激越之倾诉，亦有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对日常生活
之感悟，还有颂扬抗日烽火之荣光，对大青山革命历史
和革命精神的深情追忆与敬仰。

读过《烛火》，我联想到自己曾经到过固阳县、达茂
旗、九峰山等游览经历，我的出生地就在固阳大道与包
白铁路线之间的一个小村庄。所以我对《烛火》中所呈

现的地名、景点、人物、古迹、人文历史多有熟悉。因而
读来感触颇深，也深感亲切。张常胜是包头市作家，他
的作品总是能于平易处挖掘出地方文化的精髓，将那些
看似平凡的故事赋予不凡的意义。《烛火》也是如此，他
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我们熟悉却又常被忽略的日常，让
读者在阅读中重新发现身边的美好。他的文字唤醒了
我们内心深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眷恋，让人深深沉醉
于文中意境和博观致远的视野之中。

《烛火》共四辑、86篇精短散文。其中《大青山上忆
忠魂》写得最为生动感人。他写到“当我徘徊在大青山
脚下的赵长城……回想九峰山抗日战斗、固阳抗战、百
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武川德胜沟的抗日烽烟、绥远“九一
九”起义时，不由得一阵痛惜……在百灵庙抗日武装暴
动纪念馆，在九峰山巴总尧子抗日司令部纪念馆，在武
川德胜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纪念馆前，为这些奋斗
在大青山的民族英雄们而慨叹。”

“慨叹”一词，不仅仅表达了作者对大青山抗日先烈
们的敬仰，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片热土上民族英雄们不屈
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这些为我们民族解放流
血牺牲的英雄们”“崇敬英雄，珍惜当下，继往开来，共谋
民族崛起当是每个中国人之责任”，作者斯言，震耳发
聩，引人深思。

临风凭吊，壮怀思飞。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大青山的壮丽与沧桑，缅怀了革命先烈们的高洁精神和
不朽功勋。在他的笔下，大青山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
更是一座文化之山、历史之山、信仰之山。每一石每一
土都承载着厚重的红色革命记忆。革命先烈们的精神，
如同大青山的庄严与壮丽，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烛火》以阴山文化为脉络，总揽了2000余年历史长
河中众多人物与重大事件，如《走近固阳秦长城》《土默川
上神奇的村庄》《捡石头》《小坤兑散记》等篇，记录了自己
陆陆续续的游踪，也融入了作者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
与思索。通过对阴山文化的深入挖掘，作品展现了这片
地域苍凉雄浑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以及人文风貌。同
时，《烛火》也寄托了作者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期望。

《烛火》还有较多篇什记叙了个人情感经历和故乡
生活碎影，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对生活的细腻感
悟。在对故乡生活的深情回望中，那些平凡而又真实的

场景，不为人知和不以为意的生活碎影，在作者抒情的
笔下变得鲜活起来，富有诗意和哲理，让作者贴近故乡
的温情，回味少年时期那段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时光。

面对离乡和回乡的抉择困境，作者这样写出自己的
感悟与纠缠：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确实难解，多么渴望一生
中有那么一次勇敢的抉决。不畏艰难，不计得失，活一
回真实的自己，让跃跃欲试的灵魂得到放飞与豪迈。”
（《归墟》）

——“我是巴拉盖的，巴拉盖也是我的。从我出生
在巴拉盖，我就注定这辈子属于巴拉盖。尽管进了城，
可巴拉盖已经融入了我的骨血。”（《我的巴拉盖》）

——“我们是逃避土地而又热爱土地的游子。我们
是关注粮食、蔬菜、草原和大地的诗人，我们是骑着马匹
到处流浪的怀乡的病人。”（《初心》）

《烛火》中有一种向上的冲动和希望、一种不甘平凡
的进取心。作者在思考自己困境的同时，却又散发着追
寻光明和希望的激情。这种激情推动着作者去更深入
地思考和洞察社会现实，继续扛起生活的重担和人生的
使命，在时代的风帆鼓荡中砥砺前行。作者内心深处有
挣扎、有呐喊，有和解、有奋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
打破自己，又不断地重塑自己，不断地返回故乡，又不断
地重新出发。虽然身处逆境，但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激励着作者自
己，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

文字的力量虽然看不见，却是真实存在的。最好的
散文，应该是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指引人们寻找自身的
安顿之所。《烛火》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散文作品，是一部
饱含了人生感悟和精神力量的心灵读本。它用生活中点
滴光斑，散射出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盏明
亮的烛火旁，感受到温暖与光明。这种温暖与光明，正是
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困境时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身在尘嚣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字去品味和解构
我们的旅程，去安顿和审视我们的人生，去稳固与和解
我们的凌乱，这便是文化带来的滋养。《烛火》正是这样
一种文化的载体，它通过文字的力量，传递着人生的智
慧和真谛，让我们能够在文化润泽中，做一个洞明通达
之人，了然人生。

书文评点

本书结合中外经
典作品，通过日常生
活中的事例，介绍符
号学的定义、原理及
其在多领域的应用。

（据《人民日报》）

本书以鲁迅的诗
歌活动为主线，串联
起他求学、创作、婚
恋、交游等人生片段，
生动塑造了作为诗人
的鲁迅形象。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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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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