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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绍兴府山公园，脚步在越王台
城楼下停留。站在古朴的城墙、古老的
苍天柏树、古意的“古越龙山”碑前，一
个疑惑涌上心头——越文化的精神内
核是什么？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潘承玉认为，
那就是“越”。

“越”字，甲骨文、金文中作“戉”。
“戉”本指战斧，是上古越族的重要礼
器，“代表着刚强、韧劲，代表硬骨头精
神——这个字太有魅力了。”他说。

如果是两个字，那就是“胆剑”——
“胆”代表刻苦和坚忍，“剑”代表奋发向
上、精益求精。“胆剑精神”实质上就是
越国的政治文化精髓，是对越国历史文
化的高度概括。

长久以来，越文化一直吸引着历代
学者孜孜追溯，由此形成的绵延至今的

“越学”。
从《越绝书》《吴越春秋》两部奇书算

起，有关越国文化史的研究已长达2000
多年。唐代韩愈、明代杨慎、清代朴学大
师黄以周等都有“越学”成果问世；

112年前，鲁迅曾向友人倾诉自己的
愿景，“开拓越学，俾其曼衍，至于无疆”；
1936年，蔡元培牵头发起“吴越史地研究
会”，“越学”的现代研究就此开启⋯⋯

时间来到 21 世纪。2008 年，省委
专题部署文化大省建设，并于 2011 年
正式发文启动编纂总数约 1.2 亿字的

《浙江通志》。第 111 卷正是《越文化专
志》——这卷唯一以“文化”命名的专
著，足能体现越文化在《浙江通志》框架
体系中是特别的存在。

修史修志，加强文化建设。“从地方
志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升格记述，目的
是为了突出浙江文化的地域特色，突出
越文化在整个文化版图中的不可或
缺。”《浙江通志》副总纂颜越虎说。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颜越虎认

为，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越族精神、越
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之江长，文脉远。赓续“越学”，利
在千秋。专家认为，《越文化专志》将为
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提供重要精神支
撑。“历史资源需要不断创新丰富。越
国历史文化是浙江先民、南方独特的於
越民族对人类历史文化的首次重大贡
献。”潘承玉说，全面梳理越文化，意在
化古为新，激发越文化不朽的生命力。

越国历史文化是浙江文化的主要根
脉所在。潘承玉说，全面梳理越国历史
文化，意在化古为新，激活其中以“胆剑
精神”为核心的不朽生命力，为新时代的
文化浙江建设引入丰厚的历史资源。

听，越地长歌，声声不息。轻轻翻
开这本装帧精美、典雅厚重的专著，古
韵在指间缓缓流转淌过——那是历史
深处的回响。

之江长，文脉远之江长，文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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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的历史长河里，越国存续了
1800 年——从夏朝直至秦朝建立前。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谋
士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一段段
千古传奇，是这个盛极一时的古国留给
后世的历史背影。

穿越两千年，越韵款款来。风云变
幻的历史长卷，今可在纸上细读。不
久前，一部堪称“新时代《越绝书》”的
专著——《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下
称“《越文化专志》”）在绍兴首发。该专
著为新编《浙江通志》113卷中的一卷。

八年磨一剑，出鞘成经典。《越文化
专志》于 2013 年 7 月启动编纂，2021 年
10 月出版。在 2017 年 12 月形成初稿
后，省政府、省方志办分别于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组织业内专家对其进
行审核，此后又先后由浙江人民出版
社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多次审校和修改。

在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中，越国是
“春秋五霸”之一，也是与“战国七雄”并
肩而立的东南强国，更曾在长达一百多
年的时间里挥斥中原，号令天下。

开卷细览，“绝书”未绝，历史的风起
云涌在眼前纵横交错——

在传统汉语语境中，“越”和越文化
有多种含义，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含义
就是越国文化。《越文化专志》提出，越国
文化是浙江先民在先秦越国时期创造的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总和。

越文化的灿烂，我们从一把剑说起。
2017 年，《国家宝藏》节目播出，深

埋2500多年而不朽、至今仍剑光掠影的
越王勾践剑，再次勾起一段旷世传奇。
这把被称为“天下第一剑”的稀世宝剑，
堪称中国古代青铜剑铸造巅峰之作、世
界冶金史传奇。看着寒气逼人的剑刃，
千年前的盛况宛在眼前。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觉明曾这样形
容越国铸造的精细，“恪守技术传统要求
铸造技术和表面质量精益求精，这正是
上古铸师的世代追求”。

越国出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且数
量十分可观，《越文化专志》一书对越国
青铜器冶铸业的史料记载、出土数量、分
部区域等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兵器、礼乐之器、农业用器⋯⋯体现着当
时高超的铸造工艺。

事实上，越国曾与楚、齐、晋“四分
天下而有之”，越文化的空间范围也就
不 限 于 今 浙 江 —— 越 国 统 治 中 心 地
区。与此前的诸多研究成果往往囿于
越国大后方——浙东地区甚至越国古
都绍兴附近不同，《越文化专志》大大拓
展了视野。

青铜冶铸只是越国“画像”的一个小
侧面。《越文化专志》的内容涵盖越国文化
的发祥基础，越国兴衰史及社会政治制
度、学术思想、农业、商业、城市交通、文学
艺术等方方面面。对越文化进行如此全
面、全局的梳理研究，在此前不曾有过。

全书共分十二章，共计 70 多万字，
字里行间，勾画出越国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和制度文化的灿烂成就。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家喻户晓的传
奇故事、国家宝藏，大部分人对越国本身
的历史知之甚少——毕竟并不是每个人
都是史学家。

越国历史文化是浙江先民、南方独
特的於越民族对中华民族乃至东亚文化
的重大贡献。“著书立说，是希望更多读
者能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越文化，这是
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遗产。”浙江
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绍兴文
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教授、《越文化专
志》主编潘承玉说。

“越”古老，“越”灿烂
2000 多年前的历史尽收眼底，同

时，《越文化专志》还为人们品读越文
化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视 角 。 本 书 在 对 相
关文献做了详尽研究的基础上，对不
少 存 疑 之 问 或 传 统 看 法 提 出 新 的 观
点——

比如，历史上，越国都城曾几次变
迁。在迁都绍兴之前，越国都城何在？
诸暨？德清？武夷山？皖南？甚至湘
南？学界众说纷纭已久。

对此，书中在第二章、第五章进行了
探讨，并提出，《越绝书》和《水经注》所说
的“无余旧都”“嶕岘大城”——越国迁都
绍兴之前，都城的具体位置，就在绍兴城
区会稽山以南，今平水镇政府的若耶溪

（平水江）边。
又如，越族的流散，也是公众较为关

注的一个话题。越国灭亡以后，越人去
哪里了？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书在引述相关专家的研究基础
上，将此分别放置于战国末期、秦汉时期
和三国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进行记载和
阐述，提出在持续的历史变动中，随着於
越民族的流散及华夏内外各族的交融，
越文化经历了逐渐向外扩散的过程，影
响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文
化中最具有海洋性的、最早“走出国门”
的地域文化之一。

诸如以上问题，《越文化专志》在立
足大量文献、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的基

础上，对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作出审慎
澄清、重新梳陈于世。

在漫长的编纂出版过程中，课题
组付出大量心血。为了让人们对越国
历史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书中
还配以大量的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
图片。

前两天，《越文化专志》编纂团队给
记者发来一张文物的照片，拍自无锡鸿
山遗址博物馆。

那是一枚展柜中静静陈列的玉飞
凤，长 3.2 厘米、宽 2.6 厘米、厚 0.5 厘米，
造型优美，雕刻有许多精美的花纹。这
枚拇指大小的珍品，由越国贵族墓出土，
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微雕工艺”之一。

团队成员感慨，如果不是跑到博物
馆展厅亲眼所见，断然不会有如此直观
的感受，“在网上查阅到的资料图，其实
做了放大处理。实际看到这其实是很小
一枚，越发赞叹越国玉器阴刻工艺的精
美。”

编纂期间，课题组还调研、走访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
湖北、湖南、海南等地博物馆及众多越
国 文 物 收 藏 单 位 和 重 要 考 古 发 掘 现
场。

白纸黑字背后，是学者们对越国
千 年 历 史 文 化 的 守 望 和 耕 耘 —— 是
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

凝心血，铸经典

《创业就是构建美好关系》
祝愉勤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她曾是重症病房的护士，也是医院党委办公室的秘
书，后来转行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做了 13 年的财经记
者。37岁那年，她下海创业，投身于美丽健康产业，创办了

“静博士”。而今，这家小店已发展成为浙派健康美业的领
先品牌和行业领先的标杆企业。

创业就是一场修行，创业者和周遭的关系，注定了企
业成败和人生幸福。本书从“与自己、与企业、与合伙人、
与员工、与客户、与行业”6个维度，诠释了创业必经的关系
链。良好的关系就像一根纽带，能够缔结自身与周遭的力
量，广结善缘，便可以从中得到幸福的回馈，源源不断地为
创业者汲取力量，使企业得到滋养，并逐渐拥有强韧的生
命力。

这本书将启发我们从关系出发，链接美好，传递价值，
更从容地应对工作和生活的挑战。

《金色河流》
鲁敏 著
译林出版社

《金色河流》为著名作家鲁敏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作品
首发于《收获》长篇2021年秋季卷，出版之前便已荣获首届凤
凰文学奖评委会奖，上榜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度长篇小说榜
单，备受媒体与读者关注。该书以流金岁月的温暖光影，致敬
激流勇进的当代“人世间”。《金色河流》选取改革开放后民企蓬
勃发展背景下的第一代小老板为主人公，以近40万字的篇幅，
借助一个家族40年的沧海桑田，书写壮美的物质创造与接力
流传，折射出从传统走向开放和现代的东方财富观与代际心
灵史。

这本书以技艺纯熟的小说笔法，饱满充分的文学经验，纵
横捭阖的现实视野，呈现中国改革开放40余载的社会变迁与
时代精神。金色河流，与金有关：商业法则、财产积累与财富
观的变迁；与沙有关：恒河沙数、沙漏记时的时光流泻；与水有
关：大善若水，而馈而赠。“或是涓涓细流不绝，或是滔滔奔流上
天，一代又一代迢递相连，那是所有创造者的生命之河，也是
人间此在的流传法则。”《金色河流》以小说笔法探索复杂人性
中的变化与恒久不变：即使一切终将消散，消散中也会凝结出
新生与延绵，以流金岁月的温暖光影，致敬激流勇进的当代

“人世间”。

《书中听乐》
雷健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用耳朵欣赏的音乐怎么“读”？近日，资深媒体人雷
健耗时 3 年，推出了既赏乐又读人的新作《书中听乐》。
在这本新书中，雷健挑选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书
中听乐。浸淫古典音乐数十年的他，不仅在新书中娓娓
道来对各种传世音乐经典的感悟，更跳开音乐领域，从
阅读的角度去寻觅、去解读、去思考，让抽象的音乐变得
形象，让读者走进音乐背后，去感受艺术、参悟人生。

音乐不惟可听而且可读，这是雷健写作此书的关
键。“我在写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组曲时就提出，聆听
这首组曲的最佳方式是手握一卷《一千零一夜》边读边
听。”在雷健的笔下，乐曲以一个原点的形式向外扩散，
音乐不再简单是音乐本身，通过一段段旋律，作曲家、文
学家、诗人、画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业界不
少读者认为，《书中听乐》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
雷健作为媒体人，本是“非专业化人士”的专业写作。然
而将“落点”放在“书”上，将听觉上的欣赏转化为视觉上
的阅读，进而延展到理性的思考和文学描述，闲情偶寄，
在阅读中聆听。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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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螭纹青铜提梁盉（浙江省博物
馆藏）

战国青釉双系原始瓷鼎（萧山博物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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