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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识鲍鹏山的风采，还是几年前他在
《百家讲坛》讲解“新说《水浒》”系列的时候。对书
中人物的人情人性洞察得如此透彻，对中国传统
绿林文化剖析得如此鞭辟入里，使得这位儒雅醇
厚的中年学者一下子走进观众的内心。后来，鲍
鹏山又在《百家讲坛》讲解《孔子是怎样炼成
的？》，为大家呈现出一个既出神入圣又有血有
肉、既空灵飘逸又触手可及的“民族文化之父”形
象，赢得片片叫好之声。

这位被身边朋友同事戏称为“鲍子”的人，不
仅说得好，而且写得好。早在登上《百家讲坛》之
前，他所写的《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就
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作为一部“思想的
历史”的结集，《风流去》收录了鲍鹏山文笔最好、
用情最深的一批文章，它上起先秦、下迄魏晋南
北朝，从古圣先贤到文臣雅士、从英雄豪杰到佞
倖小人，为我们一层层打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或高贵或龌蹉、或圣洁或阴暗的灵魂。

在书的开篇，鲍鹏山以《父亲的家国》一文作
为全书的序言。一个仅仅读了几年私塾的农民，
却终其一生怀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博大的家国
情怀，这令我们钦佩，也使我们汗颜。秉持父亲的
教诲，鲍鹏山立足家国情怀，用当代人文精神拥
抱历史、解剖历史、反观历史，为我们奉上了一道

“思想的历史”的盛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

史”，合克罗齐、柯林武德两位史学大师之言，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
思想史。在对历史的基本认知上，鲍鹏山显然是
认同并遵循这一点的。史观、史识宏大高远，突破
繁琐考据的桎梏，去除“还原历史”的虚妄，直抵
古人内心，和他们进行思想的碰撞、灵魂的交流，
这一切使得《风流去》情感真挚充沛，见解卓尔不
群，文笔灵动曼妙。

在鲍鹏山看来，历史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
种价值的存在。钩沉索隐，皓首穷经，以求还原历
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不智的表现，更是一种
妄想。曾经的“物理存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仅靠
遗留下来的点点滴滴的历史碎片，岂能重返昨日
时光！然而，昔人虽逝，典籍犹存，思想犹存，历史
所承载的价值在一代代延续。在《屈原：面向风雨
的歌者》一文中，鲍鹏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

“物理事实”的屈原早已消失，但作为“人文事实”
的屈原、作为承载历史价值的屈原却一直“活”到
今天，并可能继续存活下去。对屈原生卒年月、血
统身份、活动地点以及生活经历的种种繁琐考
据、笔墨官司等，在鲍鹏山看来是无聊的、没有意
义的。今日的“屈原”已不仅仅是千年前的那具血
肉之躯，更代表了一种品行、一种精神、一种价
值。历史价值的积淀，如同“滚雪球”一般。每个时
代的人们，都会根据所处时代的需要，把自身的
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等附着、粘连到古人身上，换
言之，历史人物身上会打上不同时代后人的思
想、情感烙印，他们早已不再是最初的本来面目，
因为自身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更丰富、更宏大了。
当历史的“雪球”滑滚到今天时，我们要做的，同
样是进行价值的附着和粘连，从而使历史的内涵

更丰富、积淀更厚重。如果打着“还原真相”的幌
子，拿着“学问的凿子”，狠劲向这个“雪球”凿下
去，则可能凿来凿去还是一团雪，一无所得的同
时，历史将陷入虚无，人文情感将陷入混沌。

相较于政治史、军事史，思想文化史的写作，
《风流去》更为费力不讨好，因为它既没有宫廷智
斗，也没有沙场喋血，很难调动一般人的阅读兴
趣。可喜的是，《风流去》以高超的文字技巧突破
了这一“铁律”，可以说，它所收录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一篇篇精致的美文。对于儒家的发展历程，
鲍鹏山在《荀子：养在深闺人未识》和《董仲舒：巫
师与媒婆》等篇目中，巧用拟人化比喻，进行了深
入浅出、幽默风趣的梳理和分析。在鲍鹏山看来，
孔孟时代是儒家的“少女时代”，灼灼其华，芬芳
馥郁，虽温顺可人，却也志节凌霜，对世俗权力绝
不轻易“以身相许”。到了荀子时代，昔日的少女
已出落成深闺美人，春心萌动，主动向世俗权力
抛出了媚眼，期待着“嫁与帝王家”。及至西汉，在
董仲舒这位“超级媒婆”的精心撮合下，儒家学术
终于“出闺成大礼”，如愿以偿嫁与世俗权力，并
取得“正妻”的地位。在后来的两千年里，道家、释
家等“小妾”虽在特定时段内得到过一定的宠幸，
但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儒家学术的“正妻”的地位。
《红楼梦》中贾宝玉曾言：女儿未出嫁时个个清爽
宜人，待出嫁后便面目可憎，甚或比臭男人更可
恶了。其实，儒家学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仅就文化
人格而论，孔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英
雄，孟子是善养浩然正气的凛凛大丈夫，荀子虽
向世俗权力俯首，却还保留有一份自信和自傲。
在“嫁与帝王家”后，儒者的文化人格急剧萎缩，
他们一个个奉行“妾妇之道”，小心翼翼地侍奉自
己的“丈夫”——专制君主，即便怨也不能怒，即
便哀也不能伤。他们一个个褪变成虚伪矫情的

“圣母婊”、酸臭冬烘的“假道学”，其思想意境、文
化人格乃至个人魅力与先秦时期的古圣先贤比
简直是霄壤之别。原本枯燥乏味的思想文化史，
在鲍鹏山看似漫不经心的几笔妙语勾勒下，一下
子变得鲜活、灵动起来了。

礼赞古圣先贤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先天不
足，鲍鹏山运用现代视角，进行了细致剖析。在
《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一文中，对孟子至刚至
阳至大的浩然正气，鲍鹏山表现出由衷地折服，
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文章，徒以气势
胜，而缺乏内在逻辑”。对于作为儒家道德伦理学
说基石的“性善论”，鲍鹏山一方面认为，作为一
种价值判断，它对于引导人们向善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指出，以“性善论”为基
点、以道德为基础构筑政治理念、进行政治制度
设计是不靠谱的。

“三千年来浪淘沙，一声叹息风流去”，这是
《风流去》封面上的两句诗。辛弃疾词中也道：“舞
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然而，回首历
史，昨日星辰依然璀
璨夺目，古圣先贤的
智慧之光穿透时光的

“黑洞”，在点亮我们心
中明灯的同时，也照亮
了我们前行的路。

哲人不萎，风流
永存！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11月，在卫承芳的铁
腕厉禁下，虽暂时安抚了温州辖区万余饥民，但由
于整个浙江省遭灾的面积之大之广，相邻几个州的
饥民因为朝廷的救济圣旨迟迟未到，一些州府只得
发放存备有限的粮食。一些县域遭灾严重，饥民人
数众多，难以施救而不得不让部分饥民涌入温州。

卫承芳铁腕赈灾，迅即颁布厉禁，仍有三五成
群的饥民直抵温州地界。卫承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既不能驱赶，更不能歧视，只能给予生活救济。
在联席救灾会议上，忧心忡忡的卫承芳向州府县衙
众官吏，再次讲述万历十二年的赈灾律令：地方灾
伤，抚按从实勘奏，不论有田无田之民，通行议恤。
如有田者免其税粮，无粮免者，免其丁口盐钞，务使
贫富一体。

同时，卫承芳还规定了两项措施：一是严格按
照正常渠道报灾和蠲免，杜绝蠲免中的人情因素。
二要加强宣传措施，使灾民了解朝廷政策，以杜绝
地方官府的舞弊行为。卫承芳要求县衙吏狱，必须
按此法令深入饥民当中宣传，派人到各地偏远之地
对百姓广泛宣传：一是减除当年的盐课、窑课、军
器、鱼课、杂税等。二是各县衙遵守律令，如数统计
清查“脏罚银两”。三是各县衙若有五千两“脏罚银
两”，发库储脏银三千两和本处仓谷相兼赈灾，为朝
廷分忧，泽被灾伤。

在卫承芳的殚精竭虑下，温州各县的饥民基本
安定。而浙江省的台州、衢州、处州等几个州府的饥
民，因州府自行救济难度大，备库粮食不多，已开仓
放完。由于上奏朝廷程序复杂，迟迟得不到回复，饥
民苦等苦盼，个别地方严重饥荒造成“人相食，至有
父子、夫妇、姑媳相啖者”的惨景。

又是三天过去，温州城廓一里外已达三四千饥
民，每天耗粮食达到近30石，民间储备的粮食也用
去大半，备用的官仓粮食不敢开仓，若一个星期内，
朝廷再不拨款或调拨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几天，成群结队的饥民，少则几十，多则几
百，在城外不断聚集。卫承芳昼夜上书浙江巡抚，以
求救灾万全之策，否则会发生民变，形成气候而难
以收拾。

一连半月，一群群饥民流浪到温州，给温州
百姓造成恐慌，也使温州城内物价上涨。一幕幕
凄惨景象，击打着卫承芳的良知，他不得不冒死
承担未有朝廷准奏而丢官入刑的危险，不顾巡按
等官员的劝阻，断然下令打开州府备粮大库，并
加大力度设置临时灾民歇息之地，为灾民提供一
日三餐。为便于管理，把先前入城的饥民全部安
顿在城外，按不同地方进行分类，进行精准管
理。渐渐增多的饥民，消耗了大量救济粮食。卫
承芳不得不将紧急情况上报巡抚，请求巡抚拨款
买粮。巡抚也惧怕民众哄闹造成民变的后果，不
得不火速拨款买粮。

然而，让卫承芳没想到的是，饥民每天增加，饭
食、住宿都是问题。一天晚上，洞头县的饥民听说另
一个地方饥民的粮食定量比他们多半两，由此引起
不明真相的饥民争论、哄闹、开骂、对打，还与官兵
发生冲突。更有甚者，一些年轻饥民组成队伍，抢夺
官兵手中的武器，即将引发一场突变事件。

据州府巡视官员禀报，带头闹事者是一位王姓
富家子弟，年方25岁左右，其父前两年因捐粮捐物
踊跃，被赐与闲置贡生职位，享受免除一些课税、劳
役等，享受地方县衙拟定的一些小特权。由于该富
家子弟年轻气盛，略读诗书，被当地县令委任为维
护饥民秩序的负责人。因其两位老乡偶染风寒，几
次恳求将病人送回老家，却被州府一位官员阻止，
在争论中引发群体事件。卫承芳闻后，觉得事态严
重，必须要特事特办，于是赶紧叫一衙役带上分给
自己的粮食和银子，调解安抚饥民。在他的及时制
止下，迅速遏制了一场饥民民变。

沉着冷静的卫承芳，于第二天就发出官府安民
书，以正视听，慰藉饥民。同时，通过各县衙查勘该动
工而未能修建的项目，急需要大量人工的工程，记工
招募修学、修城、浚河、筑
堤人员，每人给米三升。

卫承芳对救济款物
不足部分，便拿出罚金
百缗，到杭州、嘉兴等地
买粮救济，安定灾民，果
断地安抚了哄闹事件，
也用睿智处理了民变势
头。

一代醇儒廉吏卫承芳之⑥

铁腕赈灾 遏制民变
□杨建华

一道思想史的盛宴
——读鲍鹏山《风流去》
□徐冬

记忆

本报讯 8月10日，万源市图书馆里聚集了众
多前来参加“小小图书管理员”暑期实践活动的孩
子和家长。孩子们佩戴着红色绶带，个个神气十
足。上午9点，万源市图书馆首届“小小图书管理
员”暑期实践活动拉来帷幕。首日体验，小朋友们
除了激动之外，更多的还有收获。

“从采购开始，图书到馆后要经历十几道工序
才能与读者见面……大家看书脊上贴的标签，这就
是每本书的‘身份证’啦，我们就要根据这个编号为
图书找到‘家’。”当日9时10分，在市图书馆多媒
体室，工作人员对小朋友进行了岗前培训，讲解了
图书到馆的流程以及图书摆放的相关知识。

10时左右，第一批“小小图书管理员”开始上
岗，认真整理读者还回来的图书，按顺序分类，上架
摆放整齐。“做图书管理员不但可以看书，还可以做

公益，很有意义。”暑期过后，蒲宇翔将升入初一，
“小小图书管理员”的实践经历丰富了他的暑假生
活。“图书馆环境好，学习氛围好，孩子在这里既能
学到知识，又安全放心。”家长王成平表示。

万源市图书馆馆长谢姜萍说，图书上架看似简
单，但要细心、耐心，对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是一次
很好的锻炼机会；同时，通过体验图书管理工作，能
让小朋友们更喜欢图书、喜欢阅读。

据了解，此次活动从8月10日开始到8月24
日结束，面向8至12周岁的小朋友，最终定了20多
个小朋友参加。 （张永国 詹璐）

昨日，参加由达州日报社、达州市博物馆联合
主办的“世纪隆超市‘爱我达州’首届青少年传承
本土文化大型公益活动”暨《达州日报》《达州晚
报》小记者“考古”夏令营的25名队员圆满结束了
四天的精彩行程。

四天的行程，小“考古”队员在游览景点的同
时，还领略了达州本土历史文化的丰厚底蕴，在他
们心中播下了家乡历史文化的种子。

“渠县汉阙这本石质‘汉书’记录着古代建筑
的恢弘，城坝秦汉古城遗址透露着賨国国都气势
宏伟……每一个景点都浓缩了民族的千年记忆，
在游览中学习，在学习中游览。”市博物馆主任安
普义在四天的夏令营中，多次在文物古迹面前开
展现场教学。

据了解，鉴于此次活动家长、学生反映良好，
社会效益明显，活动第二期正在紧张筹备当中，请
关心关注此次活动的学生家长及关心贫困孩子的
爱心企业积极报名参与。

咨询电话：2988789 2987789
(龚俊 摄影报道）

书香达州�全民阅读

20余名孩子体验当“图书管理员”

4天考古
播下历史文化种子
“爱我达州”小记者考古夏令营圆满收队

我来看看这文物 我来学磨豆子

小朋友们在九重花岭合影举行篝火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