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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孙和平
教授新著《眺望渠江》一书的出版座谈会
日前在成都成功举行。

研讨会由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和
四川鸿林建筑集团文化沙龙主办，由四川
宕渠文化研究中心、渠县民俗文化研究会
协办。秦巴文化研究会会长戴文渠主持
了会议。杨牧、李学明、李明泉、何文明、
张建华、雍朝勉、姜明、罗勇、郑开屏等专
家学者以及渠县的有关领导、学者共计4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今年69岁的孙和平教授生于开江，是
当代地方文史专家。数十年来，运用田野
调查的方法，深入各地乡村城镇，展开四
川本土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在四川方言
文化、四川传统村落、川东北及开江地域
文化等三个学术空间多有开拓，初步建立
自身的学术体系，成绩不菲。《眺望渠江》
是他这些年来出版的第十三本著述。

孙和平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本书的写
作背景、经过和指导思想。孙教授说，我
中华文明古国进入21世纪，开始了一个新
的历史纪元。此时期，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化强国的建设成了国家重要而迫切的
时代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也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建设文化强国，牵涉的
方面甚多，我个人认为，以县为基本单元，
以县情为基本内容，构建并赋予一个经
济、社会和历史的学术文化框架，就是题
中应有之义。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和产物。构建并赋予一个学术文化框架，
首先是全面系统地反映该县的经济社会、
历史文化的基本状况或叫基本县情。提
出建立“渠县学”的观点，就是根据渠县的
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状况把渠县地域作为
一门学问加以专门研究，从而促进渠县地
域社会文化的建设发展，提升渠县地方研
究的学术水准，促进渠县地方文化的繁荣
发展。渠县从古至今文化厚重，从文史研
究的方方面面来看，已初步具备了渠县学
的学术基础和条件，已有相当数量的基本
材料和成果，已初步形成学术支撑;有县一

级的研究机构和一帮学人，也具备了初步
的工作条件。

与会嘉宾以不同角度围绕《眺望渠
江》一书的内容和作者满腔热情作认真详
实的田野调查的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
并各抒已见讲了自已的看法。戴文渠最
后对孙和平教授研究渠县、热爱渠县、采
访渠县的饱满热情和勤于钻研的精神概
括为“三度”：即一有“温度”，对渠县有笫
二故乡的情结，有乡情有爱心，有一种家
国情怀。他是异乡人讲渠县的故事讲渠
县的佳话，比渠县人还熟知渠县热爱渠
县；二有“厚度”，就是他撰写书稿的内容
方方面面很充实很厚重；三有“高度”，他
站得高看得远，从全局出发，从秦巴山区
到达州到渠县，眼界高，胸襟广，从学术的
高度提出了建立“渠县学”。

□本报记者 郝良

读书是一种境界，教书也是一种境
界。乍接触庄周的《逍遥游》，我总觉得
语意晦涩佶屈聱牙，读者难以领略其主
旨。读了数遍，又教了数遍，方识庄子逍
遥之境界。

《逍遥游》是一篇古代哲理散文，“逍
遥游”的字面意思为：悠游自得的活动。
作者以寓言入笔，论述大至鲲鹏小至蜩
与学鸠等世间万物，它们的活动都有所
凭借都不自由，再直接联系生活中有才
智有修养的人“犹有未树”“犹有所待”，
他们也都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游”，庄
子的“逍遥游”是一种摆脱一切世俗的羁
绊，精神上获得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
境界也只有文末提到的“至人无己”“神
人无功”“圣人无名”中的“至人、神人、圣
人”才能达到。

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境界是一种
天地间根本不可能有、也不可能实现的
主观幻想，但他阐述的哲学思想却影响
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是值得后人景仰和
追寻的。

其实，庄子在写这篇《逍遥游》时，他
的内心是矛盾困惑的。一方面他把“逍
遥游”境界挂在遥不可及的天边，一方面
作为常人的他又在探寻一种至高的境
界，他在失落他又在向往，他在自比中失
落，在失落中寻找。从“庄生梦蝶”的典
故就可以得到最好证明，“庄生梦蝶”说
庄子不清楚究竟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
蝴蝶变成了自己，不正是“无己”（无我：
即物我不分）的充分体现吗？虽然他写
着“至人无己”，但他却在物我不分中达
到了“逍遥”。

东晋的陶渊明恐怕是领略逍遥游境

界最深的一位田园诗人了，他笔下的“桃
花源”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境界，此境界在
现实生活中也是无法找寻的。他厌恶官
场黑暗污浊，鄙视世俗庸俗苟且，为追求
自由安宁的闲适生活，毅然归隐田园，在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云无心以出
岫，鸟卷飞而知还”的美好画面中如痴如
醉。陶渊明用行动诠释了淡泊名利、洒
脱自如的“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游
境界。

北宋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仕途受
阻，曾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州州失意，
他却从容旷达，傲对风雨人生。他醉于
景，“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他
醉于酒；“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他
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生命境界中超脱潇洒，最终获得了心
灵上的自由。这种境界难道不逍遥吗？

想达到这种“逍遥游”境界的又何止
庄子、陶渊明、苏轼，那些经历了大起大
落、九曲百折的志士达人，他们在人生的
潮起潮落中挣扎、坚强、崛起，他们看淡
一切功名利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
于富贵”，身处逆境仍适意自然、积极乐
观。他们所追寻的高洁品格、超然情怀
不就是精神上的逍遥境界吗？

我们不是“神人”“圣人”，也不是庄
周、陶渊明、苏轼，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和远方”，我们可以让自己的
心灵变得纯粹一些、坦然一些。在金钱
面前忘怀得失，在名利面前淡泊名利，在
诱惑面前权衡利弊，即使我们没能达到
真正的逍遥游境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
也收获了一份宁静闲适的心境，一份旷
达乐观的情怀。

集团的班子一搭起,王不非才发现,
需要他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

用汽车贩运苹果到天州，一般不超
过一千公里，运价都在五千元内。而运
输香蕉则不同，从广西、云南贩运，汽车
最少行驶四昼夜，而且还要经过老驾驶
员一听就摇头的“七十二道拐”“青杠
哨”“酒店垭”和历史上有天险之称的

“乌江”、雄关之誉的“娄山”，全程达一
千八百公里，翻山越岭又耗油伤车又危
险。所以，汽运香蕉价一直居高不下,
特别是近几年成倍长。加上产销两地
税收，每公斤就需杂费一元多。如从广
西用火车运输，可省下一路交警罚款和
司机提出的一些苛刻条件。而火车载
量大无疑风险惊人。但是，广西蕉口味
佳，色泽金黄适合一二线城市销售，而
云南蕉个肥串大，价钱实惠，颇受三四
线城市商贩亲睐。于是，集团决定兵分
两地采货，汽铁两运以适应不同客户胃
口。

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谁违犯了规
章制度，可以扣工资奖金或撤职降级。
在老板集团任职，这些成员谁不是三头
六臂，在家出门谁不是一个顶几个的角
色，今天你对他不“友好”，轻则，眼睛一
瞪自己混，“联合”就给“单干”搞乱；重
则，带走你几十上百万，一去不复返。
往往不详内情的人爱说：“娃读不得书，
将来做生意去。”好像经商的人人文盲
个个笨蛋，钱放在那里只等商人去捡那
般轻巧。

在老板集团里，有人本科毕业，有
人过去是机关干部、银行职员、学校教
师。即使文凭差一点的人，天赋都出奇
的好，智商特别高，歪歪点子、花花肠子
比知识分子还多。平时，看他衣冠楚
楚，干起坏事来两院一局也感到头痛，
打架斗殴，红白两道任你挑。不服气，
让你自己去报警，不是警车在路上坏
了，便是“警力不足”。即使那些夏天一
身短衣赤臂露胸，寒冬一身破衣不值分
文的人，背后也有几个硬角色。出了
事，帮说话的人小的是局座，大点的是
地市级、省厅，弄得你有理无法伸张，有
钱也白使劲。

显然，这集团经理一职，不是常人
能胜任的，他不仅要精通专业，还要说
话有人听，做事让人服，有事担得起。
众所周知，王不非三教九流无不能交，
且毕业于音乐学院，唱得一口好歌，写
得一手好字，深得集团男女好感。董事
长和总经理的人选自然非他莫属。

王不非更清楚，老板集团乃卧虎藏
龙之地，要当好这个家，遇到的“雄关”

“天险”会更多。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难
题，就像和尚头上摆着两只虱子：一是
经营香蕉的场地，二是股份的分配。

经营香蕉的场地要冬暖夏凉。在
天州市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六十年代“深
挖洞”留下的防空洞，而离市场近的几
处防空洞又被个别人“先入为主”。再
则集团里有的丈夫本事一般，往往吃喝
嫖赌俱全，老婆发货不行，胡搅蛮缠却
专业；有的则是天生的一对能人，又有
钱又心狠。如按人定股入资显然不妥，
而依其能力定股，人人都爱面子都爱
钱，死活不愿吃亏。同时，曾经做过香
蕉生意的妻哥张清、老搭档晓安，也要
求入股。难题一个紧跟一个，面对几百
双眼睛几千条心，自己如何让人心服口
服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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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的境界
□王晓蓉

开江人讲述渠江故事
——《眺望渠江》出版座谈会在成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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