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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瑾的《孟子释义》（中国青年出版

社 2021 年 9 月）、《山海经释考》（辽宁人

民出版社 2022 年 4 月）、《论语释义》（作

家出版社 2022 年 9 月）相继出版了，作

为他的博士生导师，由衷感到高兴。这

些年来，李瑾暂时搁置近代史专业，投

身先秦经典之中，初衷和计划在日常交

流时曾多次谈过。我于学术向无门派

之别、藩篱之分，学生如能博采众家，集

成己见，自是善事。读者看到这三部经

典的释考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论语》

《孟子》《山海经》这类作品千百年来相

关 著 述 汗 牛 充 栋 ，还 有 再 阐 释 的 必 要

吗？个人的观点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

典，就在于它的多义性和实践性，亦即

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繁杂恢弘的经典能

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

地激活传统、重释经典的现代意义，通

过经典重释在古今问题上贯通旧新，在

中外问题上以中化西，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新时

代学人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 史 ，但 是 他 们 并 不 是 随 心 所 欲 地 创

造 ，并 不 是 在 他 们 自 己 选 定 的 条 件 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 去 承 继 下 来 的 条 件 下 创 造 。”中 华

文 明 之 所 以 没 有 中 断 ，原 因 之 一 就 是

传统经典的精神生生不息且肩负着时

代不同的文化使命。李瑾重释经典的

初 衷 和 初 心 ，恰 恰 在 于“ 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这 也 是“ 经 典 三 释 ”的 价 值 意 义

所附。

根据我的阅读，李瑾在重释经典即

创 造 性 、创 新 性 申 发 经 典 的 时 代 意 义

时，在思想上是坚持“中国精神”的。钱

钟书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

北学，道术未裂。”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

通理，但具体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却

是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实践性的。这意

味着，在注释经典时既不能全盘继承，

也不能搞“去中国化”“唯洋是从”，用西

方的东西任意剪裁或解释中国的现实，

而是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个

根和基。比如，李瑾在注释《山海经》

时，提出《山海经》中整个“天下”是一个

集合或系统，山水一体，时空不分，自然

即人，人即自然，书中直观而粗粝的写

实性记录，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以“事实”

为依据的世界观。这种自怀生机的神

话形象，代表了先民对自身及宇宙万物

的思考，并进而成为孕育了朴素的、欣

欣向荣的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李瑾

的这种解释完全是基于现实所作出的

合理的逻辑推论，非常契合当下突出强

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理

念，非常契合当下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治

国理政实践，可以说既体现了在新时代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新的现实

责任和使命担当。

在 重 释 经 典 时 还 必 须 推 陈 出 新 ，

让最基本的民族和传统文化基因与当

代文化、现代社会相联通，唯有将古今

打通，老树开新花，才能整合出既不走

样又不重样的知识体系。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汲 取 智 慧 ，解 疑 释

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是必须坚持

的基本的治学态度。在我看来，“经典

三释”在延续发展“精神命脉”、孕育构

建“知识体系”上做得是比较好的。在

《论语释义》中，李瑾提出，孔子将“礼

乐崩坏”根源于人，他的治理之道是内

向求己，通过“学”，成人、为君子，进而

入世。“学”为“君子”是《论语》的主体

指向。首章开宗明义谈“学”，与末章

以“君子”贯之始终，意味着“学”是《论

语》之始之根，目的是为“君子”，为“君

子 ”是《论 语》之 道 之 本 。 在《孟 子 释

义》中，李瑾提出，孟子特别注意培养

君 子 的 主 体 人 格 ，即 人 在 发 挥 主 观 能

动性去“思”“尽其心”的过程，是内省

的、“反求诸己”的过程，也是了解、得

到自己本性的过程，因为“仁义礼智根

于心”。了解、得到了自己的本性，便

可以“知天”。在孟子这里，本性是人

的 ，也 是 天 的 ，且 是 天 将 其 赋 之 于 人

的 ，故 而 本 性 将 人 和 天 沟 通 起 来 。 人

在“反求诸己”时，把握住了自己，也就

把握住了天。在《山海经释考》中，李

瑾认为，文本里多次出现“其名自号”

的“虫”。虫者，按《说文解字》：“物之

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

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山海经》

中 ，另 有 其 名 的“ 虫 ”凡 数 十 处 ，这 些

“虫”和文本中“自歌自舞”凤皇、鸾鸟

一样，没有高下尊卑之分，都属于自然

界 中 最 单 纯 的 叫 声 ，也 是 一 种 文 明 对

“原始图腾”最粗粝的呼唤。李瑾的这

种解读，没有把旧的、西式的理论和学

术 成 果 当 成 一 成 不 变 的 准 则 ，而 是 坚

持文化本位，坚定文化自信，坚守精神

独 立 后 所 作 出 的 研 究 成 果 ，不 但 能 自

圆其说，符合基本的治学规范，还能别

出心裁，让人对经典有耳目一新之感。

重释经典还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

题是对具体词汇的解释。通常而言，千

百年来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变化很大，但

由于《论语》《孟子》《山海经》这类经典

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格外“关照”，普通

词汇的意义翻新的空间会很小。但李

瑾在这方面并没有死守前人成果，固步

自封，而是不断翻阅种种书籍，尽最大

努力同前人商榷。限于篇幅，这里仅以

《论语释义》为例。比如，《论语·微子第

十八》中：“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

人 曰 ：‘ 四 体 不 勤 ，五 谷 不 分 ，孰 为 夫

子？’”李瑾认为“不”的意义是理解本则

的关键。俞樾曾经提出“不”用作语气

助词，表肯定意义，他在《古书疑义举

例》中说：“不者弗也，自古及今斯言未

变，初无疑义，乃古人有用‘不’字作语

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

作 者 之 旨 大 谬 矣 ……《论 语·微 子 篇》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按两‘不’字皆

语词，丈人盖自言，惟四体是勤，五谷是

分而已，安知尔所谓夫子。”李瑾通过查

阅资料，肯定了俞樾的说法，认为这种

用法亦可见《逸周书·大匡》，其有“二三

子不尚助不穀”句，孔晁注云：“不尚，尚

也。”李瑾还提出，《诗经》中多处“不”字

都非否定词，如《邶风·匏有苦叶》：“济

盈不濡轨。”《小雅·车攻》：“徒御不惊，

大庖不盈。”

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以上

分析可以看出，对经典的重释不是简单

的、抽象的逻辑演绎或理性推断，而是

建立在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富有创造性

的努力思考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经

典重释工作实际上是继承、批判和创作

三位一体的。唯有述而又作，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和理念才能实

现新旧转化，并积极参与到时代实践与

行动中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所）

经典的亦可以成为现代的
■虞和平

孙晶岩的长篇报告文学 《北平抗

战秘闻》（中国书店 2020 年 7 月），是

一部花费了心血的力作。作者把人类

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报告

文学的写作，历时 5 载，呕心沥血，在

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不落窠臼，自成

机杼，对北平地区抗日战争的历史做

出客观系统的全方位展现。作品既是

用 手 写 出 来 的 ， 也 是 用 脚 走 出 来 的 ，

更 是 用 心 流 淌 出 来 的 。 该 书 视 野 宏

阔 ， 史 料 翔 实 ， 细 节 生 动 ， 激 情 饱

满，笔下铺展的是有温度的文字，燃

烧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交织碰撞的

激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

是天地沧桑的历史结论，也是一首传

唱 了 70 多 年 的 著 名 歌 曲 。 这 支 歌 ，

1943 年的秋天，就诞生在北平房山区

霞云岭堂上村。《北平抗战秘闻》 用了

五分之四的篇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敌后抗日斗争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展

现。作者写了北平地下党组织为动员

广大民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而进行的全方位的努力；对吹响

抗日救亡的号角、推动全民族抗战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 的 “ 一 二 · 九 ” 运 动 ，

作了深入的采访调查与考证；更重点

详述了共产党八路军依靠民众开辟平

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与日本

侵略者进行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

斗争。

书中写到，1942 年 5 月在赤城长

嵯山与敌人搏斗到最后的 37 名勇士纵

身跳崖、36 人壮烈牺牲；1943 年 4 月

在房山十渡老帽山，6 名八路军战士子

弹打光抱着枪支跳崖牺牲；与 1941 年

9 月在河北易县舍身跳崖的“狼牙山五

壮 士 ”， 不 仅 时 序 相 接 ， 而 且 战 场 相

邻，都在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连接

带，不由得让人慨叹“燕赵多慷慨悲

歌之士”，义薄云天，名垂千古。这些

英勇事迹彰显了共产党八路军团结带

领人民群众结成的英雄群体，是抗日

战争的中流砥柱，雄辩地印证了 《中

国共产党章程》 的开篇第一句：“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

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北平抗战的第一枪，是 1933 年 3

月 5 日在平北的古北口长城打响的。为

了写出历史的本真面目，孙晶岩在接

受本书的写作任务之后，于第一时间

冒着严寒，登上险峻陡峭的古北口长

城，认真仔细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掌

握 了 大 量 第 一 手 资 料 之 后 ， 写 出 了

“古北口长城抗战”，依照时序，列为

本 书 的 第 一 章 。 书 中 展 现 的 民 族 气

节、男儿血性，令人荡气回肠、潸然

泪下。那一声声为民族尊严而战斗的

怒吼，穿越 80 多年历史时空，依然振

聋发聩。

《北平抗战秘闻》 对北平抗战所作

的深入挖掘与诠释，具有重要的史实

意义与史料价值；对中华民族优秀儿

女 、 抗 日 英 烈 饱 含 激 情 的 致 敬 与 讴

歌，更是弘扬了万众一心、气壮山河

的伟大抗战精神。作为一笔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我

们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砥

砺前行。

抗战历史的深入挖掘与诠释
■刘天增

2019 年的春天，张富清这个深藏功

名 60 年的老英雄一经媒体宣传，便在社

会上引发了学习热潮。为这样一个时代

楷模、重大典型撰写一部全面立体、厚重

饱满、打动人心的报告文学，是讴歌英雄

的使命召唤。作为军旅作家，我应时、迎

难而上，充分调动自身的创作资源和潜

力，创作了一部唱响新时代强音的长篇

报告文学《张富清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深入现场获取创作源泉。我始终认

为，现实生活比单纯的想象更为丰富多

彩。《张富清传》动笔之初，我深入湖北来

凤，先后走访了张富清工作过的三胡乡、

革勒车镇、百福司镇以及高洞等地方，面

对面采访了张富清的子女、同事以及知

情人。在张富清老英雄的家，我与他促

膝交谈，就提前拟好的一道道问题展开

深入交流。在汉中洋县，在张富清出生

的双庙村，我进行了实地探访。通过扎

实的田间调查，基本上掌握了写作的第

一手素材，像“找水”一节中的生动细节，

就是在上巴院子与当年民兵连长邓明诚

的深入交流中得知的；像《连心路》一章

的写作，就是深入高洞，在鸡爪崖采访当

年参加修路的老会计时，一步步深入交

流才得知了张富清带领高洞人民修路的

完整过程；像《长工》《奴仆》等章节，是在

深入洋县双庙村，与张富清的亲人和乡

亲 座 谈 时 ，才 全 面 了 解 了 张 富 清 的 身

世。扎实、细致的深入采访，不仅寻觅到

了张富清隐藏功名的心路历程，也为我

创作《张富清传》找到了活水源泉。

夯实地基起高楼。重大典型宣传就

好比盖房子，地基挖得越深，房子才能建

得越高。张富清先后荣获“共和国勋章”

等 5 项重要荣誉。面对一个受到社会各

界高度肯定和赞扬的英雄模范人物，面

对一个受到全国人民敬仰的老英雄，如

何写出与老英雄的道德相吻合、境界相

一致、知行相统一，且具有较高思想和艺

术水准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座高山般横

亘在我的面前。要真正走进张富清的人

生，我需要从他过往的九十余载生命经

历中找到指引他成长的灯塔，发现支撑

他战斗、拼搏的思想脉络。最终，我从大

量的采访素材中，从主人公的成长足迹

中，发现了一个照耀他一生的东西，那就

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名篇《为人

民服务》。张富清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正

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连队组

织 学 习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就 是《为 人 民 服

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像一粒火花点

燃了他的理想之光，又像一粒种子深播

在了他的心田，张富清的人生从此有了

光明的前景、力量的源泉和坚如磐石的

根基。在苦苦思索中，我找到了破译张

富清人生密码的钥匙，《张富清传》的写

作也就有了坚固的基石。

用文学手段丰富典型人物形象。在

创作中，我尽量克服、避免模式化、概念

化，尽可能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述一个

接地气、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故事。用故

事切入，又借助故事展开，精彩的故事与

生动的细节骨肉相连，吸引读者一口气

读下去。《张富清传》从头至尾都在讲述

故事，一个个故事被有机地衔接起来，就

像汩汩有声的酉水河，贯穿来凤山川，两

岸尽是翠绿和风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

画面，《张富清传》少有铺陈、少有渲染、

少见解释，有的是大量素描般的呈现。

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大漠戈壁

的征程；无论是隐藏功名向深山，还是初

心永恒担道义；无论是迎接黎明的曙光，

还是置身贫困的农家；无论是困局坚守

永向前，还是为民修路攀绝壁；无论是病

痛的折磨，还是大爱与甜蜜；无论是最后

一站，还是本色一生……我试图传递给

读者的，要么是生动的故事，要么是直观

的场景，要么是鲜活的情节，让读者如闻

英雄人物的原声，直接感悟英雄人物的

人生轨迹与初心。带给读者现场感和亲

历感，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大浪淘金写英雄。《张富清传》写的是

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如果事无巨细，必显

拖沓冗长。2019 年冬，老英雄张富清已

95岁高龄，如果把他生命的长度用文学的

长度来丈量，写 95 万字也未尝不可。但

我没有事无巨细地去记录，而是采取淘金

术，在主人公 95岁的人生长河中，沿着时

间的脉络，选取 26个重要节点，然后把这

些闪光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如何结构

全篇，怎样适当取舍剪裁，考验着我的耐

心和匠心。在《张富清传》的创作中，我尽

可能地做到简约明快，尽可能给读者呈现

有趣的情节与感人的画面。

向下挖掘采富矿。活生生的现实素

材为张富清身上所独有，需要创作者具

有发现的慧眼并且能够持续地深挖，以

丰富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张富清的军

旅生涯只有 6 年时间,枪林弹雨的战斗历

程只有 3 年时间，更多的时间里他是在

平凡岗位上度过的。如果《张富清传》仅

仅写一个老英雄隐藏功名的故事，那就

太过局限了。如何挖出深度，需要创作

者别出心裁。我以他隐藏功名为点，左

右开弓，向面上拓展，向深处和高处延

伸。张富清在战场上不怕死，是当之无

愧的英雄；转业分配时，他主动要求到

偏远贫困的山区来凤去建功立业；又从

县城到最贫困的乡镇，全都心甘情愿。

对张富清来说，“苦”就像一个百炼成钢

的熔炉，炼就了他一身铮铮铁骨。他小

时候给地主当长工，是受剥削的苦；在乡

公所做苦力，是受压迫的苦；参加人民解

放军之后，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是甘愿

吃打仗行军的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乐意吃奋斗

的苦；离休后，特别是高位截肢后，忍受

的是疾患之苦。可以这样说，他一辈子

都在吃苦。在《张富清传》里，我用“苦”

字贯穿全篇，让读者领略到他经受了那

么多的“苦”，才攀上人生的精神高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张

富清在“苦”中证明了自己是真金，作品

在写“苦”中亦展现了人生的真谛。

行到水穷向高处。张富清亲历并见

证了民族独立、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伟大时代。在《张富清传》的创作中，

我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将英雄人物浴血沙

场的战斗场景一气呵成，而是采用浪潮

式层层推进的方法，使故事情节跌宕起

伏。第一节“血战永丰”，那是张富清战

斗生涯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第五节

“激战壶梯山”，那是张富清勇当突击队

员的英雄序幕；第十六节“连心路”，展示

的是英雄的血性不只在战场上，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需要奉献精神和牺

牲精神；第二十四节“初心永恒”，可谓此

书的“压舱石”，借助张富清回忆杨家凹

战斗的攻坚场景，既追忆过去的烽火岁

月 ，又 展 示 老 英 雄 永 远 向 前 的 革 命 意

志。通过讲述老英雄浴血疆场、勇炸碉

堡、建立功勋的战斗故事，我完成了对英

雄的历史雕塑。像“进疆出疆”“驻村”

“重新站起来”“本色”等等篇章，使高峰

更显巍峨，使老英雄的人生更见绚丽的

光彩。

当好塑造英雄的“书记员”。《张富清

传》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记录的过

程。面对张富清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人

生，从何处记录？怎样记录？我注重宏观

把握，强化微观透视。在他人生的重要转

折点上，我没有回避，而是如实记录，也就

有了“奴仆”“瓦子街的转折”等章节，让读

者对张富清的身世有了清晰的了解；通过

“风暴”一节的书写，让读者对张富清在特

殊岁月里一心向党的忠诚有了更深入的

认知。真实的记录，非但没有降低张富清

的高度，反而使英雄形象更加伟岸。所以

说，坚守报告文学真实的底线，绝不是简

单的取舍，需要在主人公平凡而又伟大的

人生长河中提炼出“真金白银”，在对生

活、生命真实而沉实的记录中，凸显重大

典型人物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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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