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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项目参与人数之多、编纂体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开
创了省文史馆建馆史上的先河。如此浩大的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必然有许多难点需要克服、思想需要统一。

仅针对省卷，省文史馆就专题召开了20余次会议研究文稿
的修改完善；组织专家累计近百人次对全文各部分内容进行审
核；作者、省文史馆馆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作了多达18
轮的文稿调整和修改。

丛书既是一套纵观古今的“大书”，也是一套简明易读的“小
书”——以尊重历史为前提，它定位为面向大众的普及性书籍，
需要平衡文学性、史实性、知识性的关系。

“话说那秦始皇，横渡浙江时威风凛凛，观者人山人海，谁知就
有一个天下大英雄隐身其中，正是秦国的死对头、楚国贵族名将项
燕之孙项羽⋯⋯传说此时的项羽和他的叔叔项梁正站在岸边观看，
禁不住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项梁大吃一惊，急忙伸手捂住
项羽的嘴，小声责备：‘别乱说！你不怕全家合族都要杀头吗！’”

随手翻开省卷一页，类似这样富有文学色彩的叙述是丛书
的一大特色。有人曾提出质疑：历史应不应该这么写？

“为什么不行？历史是严肃的，表达可以是多种的。时代变
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也要变化。丛书是‘记忆’，不是严肃刻
板的‘史志’；它是通俗的‘读本’，不是学术研究。”王永昌说。

为确保史实性，丛书不仅每卷都附有“参考文献”，省文史馆
馆员、研究员以及馆外相关领域专家对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王旭烽还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每个章节前后留下精简
的评析。“写历史性文章不是纯文学，不能通篇意境。真实、公认
的观点阐述，既能引发读者思考，又方便读者提纲挈领。”

历史有“扬”有“抑”。两者的舍取，考验着丛书的格局。
南宋是个矛盾的朝代，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方面都极为

发达的同时，政治制度扭曲。南宋王朝如何在仓皇中狼狈南赴、
如何重用权臣贾似道误国误民、又如何卑怯地辜负像文天祥这
样忠诚朝臣后走向灭亡⋯⋯这些“负面”，省卷的“南宋时期的浙
江”章节并没有刻意回避。

写作过程中，王旭烽拒绝了回避一些“灰暗”的历史侧面、让
故事“好看”的建议。“没有一段封建王朝的历史是全然光彩的。”
她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

王旭烽是颇为合适的作者。她毕业于历史系，具有专业基
础；写过《走读浙江》，对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人物有知识
储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文学性写作更是游刃有余。2020年，
以她的省卷初稿为母本，市县卷工作全面铺开。

市县一级能找到像她这样的作者吗？有的县没有文史馆，
又该由谁来组织呢？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一度犯难。

很快，省内各地市的参与热情，打消了这一顾虑。在各市宣
传部的统筹协调下，市县卷编纂出版工作有力推进，有的地方还
专门成立编委会，形成了组织机构，集中了编纂力量。

对于当地来说，丛书是一次整体梳理当地文史的难得契
机。丛书的嘉兴卷及县（市）卷是嘉兴首次市、县（市）联动参与
编纂出版的有着通史性质的文史丛书，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可谓
嘉兴“一方之全史”“百科之全书”。“记录历史有必要从‘史’向

‘文史’靠拢。我们记录历史向来只偏重史，丛书把‘文’和‘史’
结合起来，‘补史之缺、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嘉兴市政协副主
席、嘉兴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王登峰介绍，不少对当地历史
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专家都积极参与其中，丛书不仅充分发挥
了他们的学识专业性，更赋予了他们灵活多元的书写空间。

对于作者来说，编纂丛书也是深入了解家乡人文历史的过程。
海宁卷作者张镇西是海宁市档案馆专家、史志学者，却依旧对一些
地方文化记忆存有疑惑。他说：“比如《搜神记》作者、东晋著名的文
学家、史学家干宝南迁后的籍贯问题，一直以来说法不一。通过史
料查证，我认为干宝南迁后定居于海宁，多年后由于战乱中老宅被
强盗霸占，家族才迁居到海盐。因此作为干氏南迁第一代的始祖干
宝就是海宁人，他的后代却大多成了海盐人。”他还把“潮文化”作
为贯穿全书的一条记忆主线，强化海宁地方特色。他相信，通过这
样的叙事方式，能在无形之中增强海宁人的文化自豪感。

知史鉴今，观照未来。丛书出版，任务只完成了一半。编纂
组希望，未来，丛书能成大众的案头书籍，用生动的浙江故事，打
造浙江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进程中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我们期待着。

厚史“小书”
生动讲述文史记忆

潘捷军

在《浙江文史记忆》丛书陆续出版之
际，作为这套“丛书”编写团队的成员，倍
感欣慰的同时，我们也从中受益匪浅，感
识尤深。

一方面，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体会
了浙江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
如何以特定的“记忆”手段和生动的传播方
式，来转化再现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
壮丽画卷，是几年来全省各地作者孜孜以求
的目标与责任。为此，我们以兢兢业业的敬
畏之心“穿越”历史，通过无数次全神贯注的
查阅资料、集思广益的开会研讨和不厌其烦
的修改书稿等各种方式，来潜心体验和悉心
领悟，同时力求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其呈现
给广大读者。

另一方面，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更深刻领
悟到浙江精神的精髓要义和现实力量。“求
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是我们编纂工
作的根本遵循。这 12 个字，既是对浙江人
民在历史长河中所呈现精神品格的深刻总
结，也是激励当代浙江前行的强劲动力。它
们既各具特色又有机融合，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从而成为引导浙江发展进步的强大
力量。

今天，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悟浙江精
神，并使其真正成为引导全省打造新时代文
化高地和“两个先行”奋进的不竭动力，这既
是我们从事“丛书”编纂工作最为深切的体
会，同时也应是这套“丛书”所要传递给广大
读者的深刻主题，所要呈现的鲜明时代价值
和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从厚重文史记忆中
深刻感悟浙江精神

首批《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以文史视角讲好浙江故事

钩沉文史脉络 重现鲜活记忆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胡 婷

文化是条来自远古、途经现在、流向未来的河流。在这条大河之上，浙江文化如一颗
璀璨明珠，从古闪耀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浙江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为深入阐述、传承灿烂厚重的浙江历史文化，讲好浙江历史上的人文故事，在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2018 年，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发起的《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
纂工作正式启动；2020 年，在各地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丛书编纂工作在 11 个地市全面铺
开。丛书力求从文史视角，系统地介绍浙江历史上的主要文明演进、重要文化人物和重大
文史事件。

丛书由省卷 1 卷、市卷 11 卷、县（市、区）86 卷，共 98 卷组成，填补了我省文史研究成
果在简明性、普及性和全域性方面的空白，让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掌握浙江各
地历史人文特色，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浙江文化建设和文史工作取得新进展。

8 月 1 日，首批《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即省卷，以及嘉兴市、县（市）卷率先出版发布。
全套丛书预计今年年底将陆续出版。日前，我们对话丛书编纂的参与者们，进一步明晰这
套丛书的特色、价值和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记忆文史？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根和灵魂，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
行。”省卷绪论的这句话，宏观地回答了这
一问题。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是一项意义深远的
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文化保护和
传承工作进一步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九
大报告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
新高度，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深厚的历史
根基。浙江历来“人文渊薮”，是中华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约一百万年的长兴七里亭遗址，
就有古人类在浙江境内活动的痕迹；距今
约一万年前的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普遍
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距今约8000年前的
萧山跨湖桥文化有着中国史前文化史上最
早的独木舟、最早的漆器、最早的“中药罐”
等多个“第一”；距今约7000年的余姚河姆
渡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之一；距今约5000年的余杭良渚古城有着

“中华第一城”之称⋯⋯
这片历史厚重的沃土，孕育了丰饶的

文化积淀。
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经

典”——比如“和合文化”象征“贵和尚中、
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
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浙东唐诗之路”上历史遗存和人文典故众
多，唐代四百多位诗人在此留下了1500多
首传世名篇；南宋建都在临安，留下风雅宋
韵；阳明心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
要学说之一⋯⋯

更有红色文化在此萌芽、焕发生机——
南湖上起航的红船成为浙江传承“红色根

脉”的源头坐标，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核
心的“红船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之
源；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重要萌发地，“红色根脉”也有了新时
代的标识。

“历史文化真的看不见，摸不着吗？显
然不是。她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流淌在
血脉里的基因，是一股久远深沉的力量。”
在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永昌看来，当
下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
层原因，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时代精神
的有机结合，也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
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

记忆文史，是时代之需、现实之需，更
是浙江之需。

2003 年，浙江开始实施“八八战略”，
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以“八八战略”
为总纲，十多年来，浙江正从文化大省迈向
文化强省，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浙江文
化研究工程、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诗路文化带建设⋯⋯徜徉在这
股强劲的文化建设大潮里，全省范围内一
批重要文化工程的相继开展，大力推动在
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
中实现文化先行。

“我们文史馆也要承担起应有的职责，
为浙江发展做点有情怀的事。”王永昌认
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
江精神，是激励浙江文化发展前行的强大
动力，也正是丛书想呈现给读者们的浙江
发展主题和主旋律。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项目启动以
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召开各类专题会议
30 余次，组织馆内专家力量赴各地调研指
导20余次，省市县三级参与丛书编纂工作
的人员达1000余人。

文化先行
勇挑文化建设重任

泱泱中华，文明博大。和古老悠久的中
华文明史一样，丛书有着厚重的气质。

丛书省卷字数 30 万字左右，市县一级
每卷字数 15 至 25 万字不等；也在于它书
写的故事以时间朝代为序，从史前文明曙光
初照起，绵延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
元明清、辛亥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
个时期。

“浙江几千年文明是一个整体。编纂组
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把书稿分成上半部讲整
体历史演进脉络，后半部分再来写一个个故
事。这样有机械凑合的感觉，人物、事件的
故事会缺乏有机的历史背景。”王永昌说。

因此在内容排布上，丛书的每一卷、每
一章的最开始，都有这一时期的历史沿革、
发展进程整体概述，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了
解这个朝代浙江历史发展的特色和特点。

和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一样，这套丛书
也有着宽广的选题。

文化是个抽象的大概念。“人文指向人
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则指向人
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与制度习俗，
包括民族或族群精神活动的方式、精神活动
成果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精神文明传统。”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社科院研究
员吴光在省卷绪论中说。

如他所言，丛书内容不拘泥在狭义上的
“人文文化”。鬼斧神工的山脉水系、烽火硝
烟中的抗战历程、且行且吟的诗词歌赋⋯⋯
浙江在文史哲、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发
展历程和人文精髓，书中都有所涉及。

历史说到底，在于人的故事。丛书以历
史人物叙述为主线，兼顾重大历史事件。这
一特点，从各个章节的标题中频频出现的人
名即可发觉。

人的行踪又是不定的。要如何规避内
容写作时的重复？丛书秉持的原则是，详略
得当，各有侧重。比如，省卷中，王阳明是

“明朝时期的浙江”一章的“主角”之一，叙述
重点在概述他的“阳明心学”。编纂组工作
人员透露，有关他更详尽的故事，涉及早年
的，可能会出现在宁波相关卷，后期的则可
能在绍兴相关卷中出现。

文史也并不只代表过去。所有历史，都
从今天出发。与时俱进的浙江，正向世人展
现她的新风貌。

省卷里，锚定了这样一些节点性的时间
和事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与民
营企业异军突起；现代化建设新成就在世纪
之交探索发展；“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
展、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纲领和总方略；

“红船精神”被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挥理论伟力与实践活力；新时代
的“重要窗口”正打造；这个全国第一个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正推动共同富裕示范
先行⋯⋯

沿着省卷留下的线索索骥，嘉兴市卷截
取了具有地域性的“文史记忆”，比如，步鑫
生的“剪刀传奇”剪开了中国城镇企业改革
的帷幕、公共图书馆的“嘉兴模式”成为公共
文化服务走在全国前列的典范、乌镇成为世
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
时代以来，浙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与悠
远的历史一同被编进了书里，为读者从整体
上把握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实
践成果提供了有益参考。

历史观照现实、远观未来，文化浸润时
代、推动进步。省委领导评价：丛书主要以大
历史观的视角，重点讲好浙江历史上的文史
记忆故事，生动叙述重要历史演进、重要历史
人物、重大历史实践和重要历史文脉，多视角
展示浙江历史文脉、浙江文化风采、浙江精神
风骨，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基本属性和浙江
独特魅力，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浙江韵味，
是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的重要成果。

追古述今
勾勒人文历史脉络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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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岭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虎岭遗址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旭明董旭明 徐彦徐彦 拍友拍友 摇慧敏摇慧敏 摄摄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会议现场。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供图首批出版的《浙江文史记忆》丛书。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嘉兴南湖，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红船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拍友 周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