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田野看见宋朝》
包伟民 等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这是一本研究宋代历史的随笔集，
作者们来自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高校或单位。其内容涉及宋代的建筑、
人文美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市民生
活、自然风光、墓葬考古等诸多领域，涵
盖了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本学术
性与通俗性俱全的大众读物。

《水运与国运》
吴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该书从大禹治水锻造中华民族
早期统一体开篇，以“一带一路”倡议
打造中国连接大陆大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枢纽地位收尾，内容包括
水域历史的发展、水战海战的进程、
水利工程的修建、人工运河的开凿、
海洋贸易的开拓、海外文化的交流
等。作者从水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
历史，揭示水运起伏与国运兴衰的深
度关联。

《本巴》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小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
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
年。作者再创现实，搭建了一个人人
活在 25 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的青
春王国本巴。本巴是故事主人公居
住地的名字，它的本意为宝瓶，指人
与万物的母腹，形似宝瓶的母腹是每
个生命的故乡。

《雾与石》
王立云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东海寇猖獗，围绕是否“禁海”，
各方势力展开角逐。小说讲述了浙东
一处名叫石街的地方上，富商林家及
其世交伍家在动荡复杂的局势中左支
右绌，徒劳抗争，涉及士绅、富商、儒
生、平民、传教士、官吏、匪徒等多个阶
层，探讨了封建晚期的中国何以在惨
烈的内耗及守旧思想的钳制下，错失
融入世界大势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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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两浙之地诞生了恢宏的浙学气
象，永嘉学派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永嘉之学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
（今浙江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
学的一个儒家学派。永嘉学派与永康
学派，成为浙东学派的代表，同朱熹道
学、陆九渊心学鼎足争鸣，构成了中国
思想史的一座高峰。

9 月 16 日，《永嘉学派丛书》首发仪
式在杭州举行。这套丛书是目前为止
最全面、最完整反映永嘉学派学术脉络
的丛书，是从晚清大儒孙衣言、孙诒让
整理永嘉学派文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学术研究整理活动。丛书分成 23 册
影印出版，包括19人35种书，所选底本
多为精校本或稀见批注本，为永嘉学派
的研究提供系统扎实的文献基础。

记者采访了丛书主编、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徐立望，听他讲述
这次整理背后的故事。

冲云破雾

徐立望其实一直沉浸在文献整理
的氛围中。在开始编纂《永嘉学派丛
书》之前，他刚刚完成了《浙学未刊稿丛
编》第二辑书志。

2019年8月下旬的某天，当他正在
浙江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时，突然接到
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李景文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瑞安市社科联要准备出版
一套永嘉学派丛书，询问徐立望是否愿
意参与。

“我一直对永嘉学派的复兴学者孙
衣言、孙诒让父子很感兴趣。”徐立望
说。因此，在接到电话后，他没有犹豫，
立刻答应了。那时的徐立望一头扎进了
这个项目，但成书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经过一段时间的全力研究，徐立望确
定了包括永嘉学派人物、书目及底本的初
步方案，并提交给了瑞安市社科联。瑞安
方面十分慎重，到了9月中旬，邀请徐立
望，还有复旦大学教授吴格、浙江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吴志坚、温州大学教授陈安金
和几位当地的学者，讨论成书方案。

讨论必然产生争议。有人认为要
以长远计，提出出校勘整理本，并借此
培育温州当地的古籍整理队伍；有人
则认为点校规模较大的丛书，时间和
质量较难保证，还是以影印为妥；还有
人希望能统合各大图书馆馆藏资源，

获得更多珍稀本以推进学术进展；还
有专家提醒应当重视传统，做好延续
前贤的工作⋯⋯

这样的会议，后来在线上又举行了
一次。“大家开诚布公，意见不一，甚至
针锋相对。现场没有整齐划一的声音，
这样开放的学术交流让我非常感动。”
徐立望说。

充分吸取各方意见后，在人物著作
版本选择上，徐立望最终确定以“精善完
足”为第一原则。这意味着《永嘉学派丛
书》要兼顾专业性及普及性，不一味追求
孤本，而是抉择各书版本综合考量。

“我所拟定的版本基本都藏在国家
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
温州图书馆、瑞安博物馆等各大公藏机
构。”徐立望告诉记者，丛书所选底本既
有宋版孤本，也有精校刻本，还有罕见
抄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多亏了浙
江古籍出版社从中斡旋沟通，才保证了
各类珍贵底本的获得。后来，古籍社副
总编辑况正兵在一次碰面中对他说：

“为获得底本，出版社费了老大劲。”这
让徐立望至今记忆犹新。

唯一由徐立望出面联系的，是《浮
沚集》的乾隆武英殿聚珍本。这个版本
由孙衣言批校并跋、孙诒让批校，非常
珍贵，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徐
立望询问古籍部，能否将这本书予以影
印，却被告知图书馆已经有孙氏父子批
校本的出版计划。通常这种情况，也代
表着借书无望。

不过，考虑到浙大图书馆与瑞安

“玉海楼”藏书的历史渊源，以及出版是
为了赓续瑞安丰厚的文化底蕴，古籍部
的老师们纷纷支持破例将书籍出借影
印。《浮沚集》最终为《永嘉学派丛书》的
出版增添了一抹亮色。

生生不息

采访中，记者在微信上也常向徐立
望请教永嘉学派的相关问题。

有一次，谈及孙诒让在清末所作诗
“万里文明空烈火”时，徐立望这样说：
“我非常佩服孙诒让。他可以做中国最
高深的学问，但又是现代化的先行者、
实践者。在他身上，看不到所谓传统文
化的腐朽性和落后性。他与现代化是
不抵触的，能理性地认识到社会进步趋
势，他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学者。”

徐立望主攻近代学术史，并非专门
研究永嘉学派。因此，他编纂的《永嘉
学派丛书》是从一种独特的近代研究视
角切入的。

徐立望认为，后世的归纳总结者也
是学派的“建构者”，而学派中的人物反
而成了“被建构”的对象。建构者有自
己的主观立场，往往被建构的人物，不
会和所谓“原貌”一模一样。永嘉学派
作为一个“学派”，也是被建构起来的。

将时钟拨回南宋，薛季宣开创了事
功之学，陈傅良继之，叶适为集大成者，
再由诸多温州士人传承发扬。因今天的
温州时称永嘉，永嘉学派也因此得名。

叶适生于瑞安，十三岁随父迁居永

嘉，自幼家境贫寒。但他有经国安邦的
抱负，力主抗金，还立有战功。当时的
一些道学家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
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叶适
在《习学记言》中驳斥道，有道德的人并
非完全不要功利，而是谋求其利，并将
利益让予他人。道德和功利是可以统
一的，即为“义利并举”，这也是永嘉学
派的重要主张之一。

但在南宋末期，理学官学化，永嘉学
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沉寂。“南宋叶
适为代表的群体是永嘉学派的建构基
础，后世各类相关著作的作者为建构
者。而最关键的、完成这个建构的，是黄
宗羲、全祖望和清末孙诒让等人。”徐立
望说。永嘉学派能再次复兴，跟晚清民
国以孙衣言、孙诒让等为代表的瑞安籍
学者对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密不可分。

文化的生命力依赖于一代代人的
传承守护。因此，选入丛书的除了永嘉
学派核心学人的著作，还包括近代学人
如孙衣言等人所撰的永嘉学派学案、学
人书目、年谱的稿抄本。“这也是我和纯
粹做永嘉学派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
徐立望说。他更强调文献版本的留存
过程、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影响力。这些
构成了一个学派的生命力，让它不被历
史消亡，直至现在还被世人推崇。

古为今用

我们站在名为历史的巨人肩上。
和这位巨人相遇，难免有万千感慨。

进入提要撰写阶段，徐立望对版本价值的
阐释，及刊刻、流传情况着力颇多。

在整理浙江图书馆所藏的叶适《习
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抄本时，徐立望注
意到册一末页粘有民国时期馆员夏定
域填写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简
表”，上面写着这本书来源是“萧山单氏
遗书”，入藏浙图的年月是“民国二十
年”。书籍的扉页还题有“余姚黄黎洲
先生校本”。

这些信息居然和黄群 1928 年在敬
乡楼排印本《习学记言序目》跋语中提
及的“萧山单不庵先生藏有抄本⋯⋯又
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五十，凡八卷，题为

余姚黄梨洲先生校本”完全吻合。
顺藤摸瓜，徐立望进而发现，近代学

者吴虞早在1922年的日记中，就记载他
从马裕藻那里得到“单不庵得叶水心《习
学记言》钞本，现正手自抄之”的消息。

原来，单不庵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
者。他 1930 年病逝后，其藏书被卖与
浙图。就在同年 12 月，蔡元培特意致
函马叙伦、沈士远、胡适、马衡四人，告
知单氏的藏书下落，称“顷接浙江教育
厅长陈布雷先生来函，略谓：‘前承函嘱
保存单不庵先生遗书。查是项书籍，共
五十三箱，于本年五月间存入省立图书
馆，并附书目一本⋯⋯等语。特此转
达，即希察照”。这批珍贵的藏书，在各
方努力下，得以安全留存。

书简表上，有些许污痕，但印刷的
绿色字体和手写的“民国二十二年”依
旧清晰。“这些信息与实物互为印证，令
今人阅读是书时，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顿生亲近。”徐立望感慨。

今天，永嘉学派依然被推崇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精神内核与浙江的
发展路径相吻合。

“永嘉学派虽然讲功利，但并不‘唯
利是图’，他们对事物有着清晰的判
断。”徐立望说。

比如在中国近代，永嘉学派的事功
思想成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历史起
点之一。正如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所说，

“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
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可
以说，这种务实思想，已经基本具备了
近代理性所要求的现实精神，与今天的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从哲学思想看，温州人也深受永嘉
学派、浙东事功学的影响。他们强调实
事实功，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的创
业上反映得淋漓尽致。上世纪 80 年
代，他们以小手艺、小买卖谋生，他们走
遍大江南北，丝毫不在乎艰难困苦，也
不在乎离家奔波。

经过时间的锤炼，永嘉学派已成为浙
江精神的重要源泉，铸造了今天浙江人的
光荣品格，铸造了见利思义也爱国爱乡的
传奇浙商⋯⋯钱江潮涌，永嘉学派也将如
奔腾的潮水，绵延不绝，继往开来。

钱江涌潮，天下奇观。每年农历八
月十八，全国各地围聚江岸的人络绎不
绝。人潮与江潮的交相呼应，也堪称
奇景。

大潮是自然景观。想要品出多些
余味，不如下一点人文典故做“佐料”。
观潮佳日，我们就来聊聊历史上的钱
塘潮。

世界有三大涌潮：印度恒河潮、巴
西亚马逊潮、中国钱塘潮。我国历史上
也有三处最著名的涌潮：山东青州涌
潮、江苏广陵涛和浙江钱塘潮。

为什么独独钱塘潮声名远播？其
他两大潮涌早已销声匿迹。

清代诗人费锡璜所著《广陵涛辩》
中记载，“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
朝盛于广陵；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

如今，青州涌潮早已没有了踪影。
倒是广陵涛在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
发》里，留下了“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
混庉庉，声如雷鼓⋯⋯鸟不及飞，鱼不
及回，兽不及走”的气势场面，给后人逐
字寻味。

从唐代的大历年间以后, 广陵涛的
文字记载越来越少。至此，潮头的接力
棒，递到了浙江钱塘。

实际上，文献里的钱塘潮已有两千
多年历史。只不过，一开始钱塘潮的名
声不好。《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记载始
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59年）出游到此，遇
到了小麻烦：“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
十里，从狭中渡”。“恶水”使他不得不改道。

到了东汉时期，钱塘潮在文化人笔
下虽然有了“姓名”，但基本还是“小透
明”。王充在《论衡·书虚篇》提到“浙江、
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但只说“广陵曲
江有涛，文人赋之”，没有说赋钱塘潮。
估计那时，观钱塘潮还没有成为风俗。

一两百年后，到了东晋时期，钱塘
潮的景观价值迎来了“小高潮”。画《洛
神赋图》的大画家顾恺之留下了一首

《观潮赋》，夸赞它“临浙江以北眷，壮沧
海之宏流”。这是关于钱塘观潮的最早
文字记载。

炼丹家葛洪还留下了一个“葛洪观
潮”神话，赋予钱塘潮一点灵性。一次，
钱塘尉设席请葛洪赴钱塘江口观潮。
正举杯对饮时，潮水汹涌而来，观潮人
纷纷后退。葛洪笑笑说不要紧：“特来
观潮，潮至而不观，转欲避去，此来岂不
虚度乎？”说话间，潮水咆哮而来，潮头
像是有魂似的，竟然绕着葛洪走，一点
也没打湿他。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文人墨客频出
的唐代。钱塘潮越加成了他们笔下的
灵感缪斯。

白居易《咏潮》诗云："早潮才落晚
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
暮，杭州老去被人催"。

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八》挥毫下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的
感叹。

李益《江南曲》有“早知潮有信，嫁

与弄潮儿”的名句。
徐凝《观浙江涛》的一句“钱塘郭里

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家喻户晓。
⋯⋯
纷纷地，一首首佳作跃然纸上，潮水

载着诗人的才情，千古流传。《全唐诗》中
仅咏颂钱塘潮的诗篇就有近千首。

时光走到宋代，钱塘观潮的风俗更
盛了，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弄潮活动。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有详实
记载：“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
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
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
盛，二十日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出
郊，教习节制水挥，自庙子头直至六和
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等雇赁作看
位观潮”。其时有“不惜性命之徒，以大
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
色缎子满秆，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
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
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

说的是，从农历八月十一日起，路
上就有纷纷车马赶去看潮，十八日时最

“堵车”，到二十日人才少点。那时候，
沿岸家家户户视野好点的屋楼，都被权
贵租借过去看潮。还有不怕危险的“玩
命之徒”，手拿彩色大旗或者小伞，迎着
涛头游泳腾挪。

周密的《武林旧事》也对钱塘弄潮
有详细的记载：“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
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
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

尾略不沾湿。”脑补一下：数百弄潮儿披
头散发，发达的肌肉上尽是纹身，手持
大彩旗，迎潮头而上，滚滚波涛之中，彩
旗却不沾湿⋯⋯

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当代，世界
长距离冲浪冠军英国人斯图尔特·马修
斯曾经试图在海宁盐官水域弄潮，但是
只在冲浪板上待了 11 秒就宣告失败。
想当年，古时候的弄潮儿可是什么辅助
工具也没有。

因为弄潮活动相当危险，经常有人
作出无谓牺牲，造成悲剧。明代冯梦龙

《警世通言·乐小舍弃生觅偶》就讲了两
个有情人眉目传情之际，差点丧命钱塘
潮的故事。

别说一两人，钱塘潮还有“吞兵”的
能力。南宋德佑二年二月（1276 年 2
月），元军攻到杭州，因不清楚涌潮的厉
害，扎营在江干沙滩上。南宋朝廷窃
喜，盼着涌潮到来，把元军卷走，不战而
胜。谁知道钱塘潮“失信”了，“江潮三
日不至”。弄得南宋以为天助元军，宋
王朝气数已尽。想到年年观潮都有安
全警示，也是从历史里吸取来的教训。

唐宋以后，钱塘观潮风俗持续不
断，直到今天。有关观潮的诗、词、画等
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由于江道变迁，钱塘观潮的最佳地
点不断下移。唐宋时，观潮胜地在杭州。
地点以杭州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处。
从明代起，海宁盐官成为观潮第一胜地。

千百年后，故乡在海宁的武侠小说

大师金庸的作品中，当然不乏钱塘潮的
身影。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从牛家村开
始，开篇第一句就是“钱塘江浩浩江水,
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
过,东流入海”；《倚天屠龙记》借武当七侠
之一的俞岱岩之眼写到了钱塘潮；而描
写钱塘潮最为细致的当属《书剑恩仇
录》——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
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
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
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
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
中一往直前。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
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
奋蹄疾驰，霎时间已将白振全身淹没波
涛之下。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
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而今，钱塘潮不只是一场景观而
已。这片自古火爆的观景之地，开始散
发出运动的魅力。

2008 年，钱塘江冲浪被列为钱塘江
观潮节的固定表演项目，正式打破“冲
浪只是一项海洋运动”的大众认知，创
造了“内河冲浪”这一独特概念，成为世
界上唯一的内河冲浪赛事。2009 年，钱
塘江国际冲浪挑战赛诞生了。2014 年，
中国国家冲浪队成立，开始在钱塘江口
开展集训。

从观潮到弄潮，再从弄潮到驭潮，
钱塘潮的人文精神价值在不断延续。

观潮，在古今诗文中
本报记者 严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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