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
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荐读

小说《草木志》以“我”为主人公，作为驻村
书记投身乡村振兴工作，亲身经历了充满自然
生机与人文诗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见证了驿
站古村墟里的蜕变与新生。小说通过人与植物
的联系，回答了人与植物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
人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生命哲理。“是植物养活了
人类而不是人类养活了植物，植物在地球上的
存在以亿年计，人类的存在不过以千年计。”墟
里人认为，人生即草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
们善待每一种植物，给身边的植物都赋予了灵
性，对未来仍是与大自然与草木相亲相依的一
种期待。

小说从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
代、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文化内涵来书写山
村巨变。

“墟里是座古村，清末裁驿归邮时由驿站转
化而来，雅克萨之战中著名的‘奏捷之路’就经
过这里。”驿路是康熙年间，清政府为加强对东
北边境地区的管辖和抗击外敌入侵，在金元驿
路和旧城的基础上于黑龙江境内又一次大规模
延伸和拓展。清代黑龙江驿路驿站的开辟，不
仅用于传送物质、运送官差，同时带动了黑龙江
流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
间的民族认同与融合。墟里村的驿路就是当时
的“奏捷之路”，在历史上有“黄金之路”的美誉，

今天，古驿路和一些驿站名仍在继续延用。走
进古村墟里，拾取一段传说，挖掘一段尘封的往
事，追寻古驿站的过往与今朝，着眼乡村的振兴
与发展，漫漫驿路古道，向新而生，成为文化传
承交流的桥梁，以及重要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行走在驿路，恍若行走在一条朝晖夕阴的
时光隧道，滔滔的江水声似密实细碎的马蹄声
由远而近传来，这是大江录制的历史回声在重
播；当年有多少驿路传奇被郁郁葱葱的林谷收
藏，化作黑土，孕育着新的草木。”清王朝流刑犯
人从军或发遣到史称“极边苦寒之地”的东北地
区，大量流人到达此地后，改变了这里的文化状
况。“讲学授徒，说礼乐，敦诗书，文化渐开，士知
向学。”流人们还将其流放期间的见闻，编辑成
书籍流传后世。方式济的《龙沙纪略》，近人林
传甲在《重刊〈龙沙纪略〉序》中亦云：“方氏遗
书，实黑龙江文化之祖。”站上人注重文化保护，
一直珍藏保存着手抄本《驿程日录》。站官的环
保意识超前，站上人禁止在小龙山取土、烧窑，
禁止进山伐木。“驿路不仅是墟里之根，是墟里
的来处，更主要的是路上积淀着许多没有挖掘
的历史文化。”当年的驿路菜是驿站待客用的六
道菜，食材简单，寓意好，流传至今。丰富的东
北方言，如：掰扯、支棱、固动、稀罕、搭理、砢碜
等，彰显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墟里村小学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把墟里八景
写在学校围墙上。每个墟里人，每一个脚印、每
一次呼吸、每一次思考中，细腻而清晰地析理墟
里的文化脉搏，找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答
案。古老的驿路，墟里的草木，无不镌刻着祖先
的痕迹，以及对其文化的诠释和理解，蕴含着墟
里的生命法则和生活方式，作为墟里人不需要
别人理解，只要把驿路文化传下来，把墟里建设
好、发展好，这就是墟里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高体
现。

“墟里无论坐地户还是外来户，一直承续着
驿站传统——乐善好施，好斗仗义。”墟里人依
然赓续着驿站的传统，包括风俗、饮食和喜爱的
事物。他们内外分得清，向外界显示驿站人光
彩一面，这也是站上人特有的文化。在思考墟
里的发展时，他们认为墟里从驿路来，也该从驿
路去，驿路是墟里的根。“万事成于乐，礼乐传
承，方有未来。”墟里的文化传承是乡土文化创
新发展的缩影，既保护好原生态驿路文化，又要
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把握着驿路文化主体文
脉的延承，发掘着乡土文化载体人脉的沿承。
墟里是墟里人情感的归宿，无论身处何地，他们
的心一直留在这里，离不开这片热土。他们深
情地爱着这里的家乡土地，爱这里的草木，爱这
里的人，诠释着先祖的文化，面对旧习俗与新文

化的冲击，依然保留着那份真诚、那份倔强，守
护着这里的乡土文化，亲切的东北方言，骨子里
的那份乡规乡俗，驿路六大碗的盛宴，礼乐的传
承和阐释。

植物见证了村子的兴衰，它们才是山乡巨
变的真正见证者。主人公从最初的多做无形之
事，做一个乡村振兴的见证者，转变为墟里村蜕
变的引领者、建设者，老雷和郑高也从旁观者转
变为参与者、贡献者，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城
乡边界的跨越，正是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影
响、相互促进的结果，是观念的成熟与进步，文
化的丰富与发展。主人公喜欢在墟里放飞，喜
欢在驿道里潜沉，这驿路自远古向今，扑面而
来，将古人的道德、风范，跨越数百年而和盘端
到面前，给予生活无穷力量。驿路承载了站上
人保家卫国的情怀，承载了流人的思乡之情，承
载了捷报的喜悦心情，承载了墟里建设者的奋
斗精神。几百年过去，只要驿路还在，其承载的
文化就深刻、立体、有生命力。

驿路在，草木在，墟里村的文化根基就在。

驿路古村的
读长篇小说《草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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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意渐趋萎缩、温情逐步消弭的当今时代，一个人面
对时代、生活和社会该做出怎样思考、发出何种回应？知名
党史专家赵竹帛所著的文化随笔集《春秋笔谈》提供了深刻
启示和些许答案。

《春秋笔谈》全书分为“此情此景”“且行且见”“随讲随
说”“所思所想”“亦学亦乐”五个板块，包含追忆父母、状摹故
园、思慕前贤等记叙性诗文，和人生感悟、世象臧否、应邀奉
言等随想性笔记，以及一些公务性文章，73篇、32万字，是一
部以“吾手写吾心”、充溢家国情怀的泣血沥胆之作。该书不
仅氤氲着浓郁的文学芬芳，而且散发着璀璨的哲思幽光。品
读和鉴赏该书，在领略作者高超文字表达能力的同时，更是
透过字里行间感受作者强大的内心力量、深彻的思考空间和
丰赡的精神世界。

“言为心声，行为心表”。作为人们思想历程中的一处精
神驿站，文化随笔往往是作者兴致、情趣和心智的整合与投
影，是作者打开传统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

《春秋笔谈》一书行文风格是将文本与历史、与现实相融会，
以繁复多维的结构呈现作者自身的悟性、气质、情感和爱憎，
既表明作者劲健挺拔的生活态度，也昭示作者知难而进的进
取精神。

《春秋笔谈》一书是赵竹帛在个人成长的不同时期，对社
会生活做出深切而独特的思考的文章集锦，如《格局不妨再
大一些》《工匠精神还需制度滋养》《还得认真》《不好意思》等
篇什，这些杂感型和随感类的理论随笔，使读者在生发阅读
快意中，体会作者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刚健与勇毅。这种思
想基调看似风轻云淡、波澜不惊，实则深植于书中诸多作品
的意蕴之中，是作者思之念之的核心所在。正如作者赵竹帛
在该书自序中所写：“如果读者仅从此书现有部分收录的文
字中，捕捉到我对生活的这个时代与人生的记录与思索，从
而使你受到启发和收获，使思考维度和洞察力得以提升，那
便是我的幸运，我遇到了一同行走在人生路上的知己。”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春秋笔谈》不趋势附和，不拾人牙
慧，而是独自思考、独抒己见，作者以“情”为依托和支撑，以

“史”为参照和镜鉴，成就一番笔墨舒卷的从容和闲庭信步的
洒脱，如《我看大宋王朝》《我看李鸿章》《依兰行》《我看明朝》

《我看钱钟书》《我看大元王朝》等篇什，将文化随笔推到“以
诗为文”的艺术高度，展现出作者“诗书千载经纶事，笔墨四
时社稷心”的文人情怀。特别是《我看明朝》这篇历史随笔结
尾的议论，或低回深沉或悲悯激愤，角度独特、见解新异，从
历史中获得新鲜温度和通透质感，于世人有所劝喻，对往者
有所告慰。

文化随笔不仅是一种自我审思，更是一种思想反刍，葆
有高度的介入性和鲜明的公共性。书中《黑龙江大学应超越
自我——黑大改革之我见》一文，是38年前作者写给黑龙江

大学的策论文章，主题鲜明、视野开阔，作者虽然年
轻青涩，但所提见解理性成熟。《走进历史还应从历
史中走出》一文，视角独特、见解新异，行文畅达、言
说中肯。《以其为师、以其为友、以其为“对手”》一文，
博稽通考、洞幽烛微，不囿成宪、宏论叠出，通过对东
北四市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审视和科学预判，启发读
者鉴往知来、求训致用，担当承负、有所作为。《我看
江南》《我看大航海时代》《我看哈尔滨四大“潮”》《幸
运，与这样一群人相遇》等篇什，深入历史肌理，突入
文化腹地，守正持中、涉笔成趣，以平实朴拙的文字
擦拭历史底色，以凝练传神的语言端审历史细节，在
一种心神贯注的语境中获得新知与美感。创作文化
随笔需要作者经年进行知识积累、哲学探微、思想创
设，并以一种“精神界”战士的身份，毫不犹豫地亮出
自己的文化“底牌”。

作为一部包含多种体裁的文化随笔集，《春秋笔
谈》篇章内容的构思与设置，并未完全按照某类主题
行事，事实上该书也绝非事先拟定五个主题后才次
第成篇，而是精心辑录了作者比较满意的前作，嗣后
才提炼概括出各个章节的总题，这些文章既写遥远

追思也写现实感想，既写市井烟火也写上层心态，既写自然
风物也写历史人文。借助或清浅的文字或沉郁的语言，作者
从款款追忆和娓娓叙述中跳脱出来，放眼于时代发展的大潮
主脉，共情于普罗大众的诉求愿望。

“秉笔直书”和“春秋笔法”是文化随笔常用的两种手法，
这两种手法在《春秋笔谈》一书中得到恰切运用和集中体现，
该书有别于时下流行的那种“戏说”和“演绎”，是一部以信史
与实情为基石的严肃著述，书中每一则材料都有出处，每一
个观点都有佐证，可谓言必有据、论从史出，蓄积着一种沛然
而莫能御之的气势，充溢着一种真诚而感喟不已的性情。

纵览全书，很多篇章的思想意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
联，可以说这部由70余篇文章构成的文化随笔集，如同一串
精致华美的项链，每一粒气韵生动的珍珠都闪烁着璀璨耀眼
的光辉。《春秋笔谈》一书既有“思”的通达与沉静，又有“诗”
的灵动与优美，“思”与“诗”的高度贯通，“词”与“物”的有机
融汇，构成了作者精神漫游的真实记录，为读者提供了一份
增益智识、颐养心性的思想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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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域外诗十二家》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以域外为书名出版的诗歌合
集。我适才编竣的这部《异方的种子——中国当代
域外诗选》是第二部，入选诗人数量已经由12位扩
大为44位。都是近15年来我们一起走南闯北的挚
友，尤其是积极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张罗
的各类各地诗歌交流活动的同仁。

这里有些人虽然时常出国，但没有长达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居住经历。短期出国写作和长期定
居写作是有差别的，前者更带有场景性、逆旅性、聚
焦性，后者比较生活化、社会化、散点化。前者以写
景为主，后者以写人为主，前者哪怕写人，也多写已
经逝去的人——因为我组织的中国诗歌代表团出
访旅程中安排了大量拜谒历代作家艺术家的故居、
墓地等活动，拜谒之后所写的诗歌文本往往是与这
些已故伟人的隔代潜对话，多采用仰视的视角；而
后者所写的往往是他们日常交往中的各色人等，包
括家人、恋人，这类文本是真实对话的摹本，多采用
平视的视角。如果说前者的写法是化陌生为熟悉，
那么后者是化熟悉为陌生。化得巧妙，两者都能产
生好作品。

本书大部分作品都是根据我多年来的阅读积
累而搜罗的。我知道，近半个世纪的域外诗写作，
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佳作，我的视野有限，本书
的篇幅更有限，还有大量域外诗珍珠般遗落在各种
载体和媒体的大海里，等着我们去寻觅、捞取、集
合、甄选。

关于域外诗的概论、史论和诗论，我都曾写过
文章（尤其是《十二家》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寻读。关于《异方的种子——中国当代域外诗选》
这本书的书名，我想稍作解释。“异方的种子”来自
我素所敬仰的卞之琳先生的一行诗：“像候鸟衔来
了异方的种子”。这行诗来自他的早年名篇《尺
八》。

我之所以要在这篇短序中破例全文引用这首
诗，是因为这不仅是一首艺术精湛严谨、内涵丰富
深刻、修辞独特贴切的域外诗，而且是一首域外诗
论诗。我年轻时读了这首诗，可以说，几十年来想
忘都忘不掉；但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的域外诗理
论方面的意义。域外诗人如同候鸟，在不同的国度
之间飞来飞去，把一个国度的种子衔到另一个国
度，这是灵感的、思想的、文明的种子。它们可能因
为太新而有排异性，并不适合异乡的土地；也可能
因为生命力太野，而具有危害性，并不适合烂熟的
耕地。域外诗人写下的诗歌就是这种子后来开出
的花、结出的果。吴晓东教授在《尺八的故事》一文
中说：“《尺八》的复杂，主要是因为这首诗交替出现
了三种时空和三重自我。”“前三句写历史，四五句
写现实，六到十句写想象，进入的又是虚拟的历史
情境和氛围，从而构成了三种时空的并置和交错。”
三重自我则是叙事者、海西客、诗人自己。《尺八》一
诗确实够复杂，而我一直主张现代诗应该与现代人
复杂的思维和生活相对应，也可以是复杂的、纠缠
的、奥秘的，因为现代人的人格可能就是分裂的、多
维的、组合的。域外诗尤其如此，因为它是多种语
言、语境、文化的杂交后的产物。

这本书的封面是由我和设计师精诚合作精心
构思而成的，其思路紧扣本书题目和主题。异域的
种子是候鸟从远方衔来的，所以上方有一群鸟，隐
隐约约，这表示它们飞得很高很远，似乎已经飞出
了书页或者我们的视野的边界。这些候鸟在到达
极远的目的地之前，需要飞越重洋，随时有掉下来
葬身大海的危险。好在海里边有岛礁，虽然很小，
且寸草不生，但能让飞累了的鸟儿稍事歇息，也许
是因为来驻足的鸟儿多了，让岛礁也秉具鸟性，似
乎随时要飞起来，脱离大海，或者上去迎候落鸟，或
者兀自飞向天空，像鸟一样飞向远方，当然，假如它
能带着大海哪怕一片浪花一起飞，也是更加美丽甚
至壮丽的风景。我请书法家陈大志先生题写书名
时，也建议他把字写成鸟状，或起或落，仿佛每个字
都长着鸟喙，都衔着远方的种子，同时，我请设计师
把书名放在中间，让它们做鸟与岛之间的接引者、
衔接者。它们还可以被解读为种子，正在从鸟喙中
掉出来。正如我前文所讲的，候鸟是善于勇于长途
迁移的生物，它们象征我们这些域外诗作者，我们
也飞向远方，也带来种子，诗歌的思想的文明的异
质性种子，本书中的诗都是这些种子长成后所结的
异果，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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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五
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与黄河文化紧密相连。全国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黄河水利科学研究
院承编的《黄河画传》，通过“中华母亲”“河山一统”“文
化宝藏”“泽润华夏”“千年忧患”“沧桑巨变”“民族基
因”七个篇章，全面阐述黄河哺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
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黄河画传》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书里有绘画作
品、摄影照片、文物图片、古代地图等高清图片共 308
幅，这些图或以整体气势撼人，或以细节之美取胜，或
是通过图片直观展现正文所述，或是利用图片把正文
言犹未尽处表现出来，与全书近60万文字相呼应，共同
讲述蜿蜒多姿的黄河养育了一方人民，滋养了中华文
明。书中说，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气候湿润，植被茂
密，四季分明，加上遍布的黄土层和下游冲积平原的肥
沃土壤，为中华先民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到现在流
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黄河，依旧滋养着
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九个省区。

本书资料翔实，逻辑清晰，通俗易懂。如在讲千百
年来人们同黄河水旱灾害的斗争时，通过“蓄水拦沙”

“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调水调沙”等兴利除弊的工程
改造，让黄河充分发挥了水利作用，也让读者从中感受
到先民们不惧艰险、敢于斗争、坚忍刚强的精神。新中
国成立以后，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建设，以及如
今稳步推进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各项建设，让黄河
更好地润泽四方，成为中华民族的幸福河。书中对黄
河上、中、下游和黄河流域各地区的地质、水文、气候、
社会、古文化遗址，以及重要文化古都的历史变迁都有
史料说明，阐述深入浅出，内容充实丰满。

本书还吸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阐述
大禹治水与夏文化时，书中引用了著名国际学术杂志

《科学》近期发表的科研论文《公元前 1920年的洪水爆
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研
究人员模拟重建了在青藏高原边界发现的一处远古滑
坡坝遗址，并证明了因滑坡坝形成的堰塞湖崩溃时，瞬
间倾泻而出的洪水足以造成黄河下游的改道和绵延的
洪灾事件。这次溃堤与中原地带大规模的文化转型事
件在时间上十分贴合，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不谋
而合，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录的大洪水传说提供了科
学上的支持，表明这些传说是基于真实的自然事件。
这些发现同时还为夏王朝本身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支
持。书中有 2019年发掘古文化遗址的照片，有对 2020
年文化遗址考古的阐述，有2022年复原古人类头盖骨的
消息，还有 2023年黄河国家文化形象标志等话题的信
息，阅读此书，便可知悉黄河与黄河文化的古今全貌。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文化，是世界上
发展存续时间最长、唯一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体
系。黄河文化博大精深，风韵悠长，一脉相承，体现了
中华民族深刻的情感和智慧，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黄河带着文明的记忆、博大的胸怀从远古走来，向
着造福于人民的新时代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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