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是作者继畅销400万册的非
虚构作品《皮囊》之后，睽违八年创作
的长篇小说。故事以一位99岁老人
的一生故事为主线，串联起闽南沿海
小镇几代人的人生、命运选择与时代
浮沉，探析支撑起中国人精神体系里
平凡而强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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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大裁缝》的《创作谈》里，作
者禹风称自己的目的是再现，“再现我
寄身的城市在1860年至1943年间的
市政、经济、城建与战争，场景、气息、人
事与悲喜，再及市民的发达毁失爱恨情
仇。”

小说叙述了宁波奉化裁缝家族在
上海滩的起落浮沉。从城市书写这个
角度看，《大裁缝》的介绍性、分析性超
过了想象性，禹风关注西方制度文明、
观念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做
了大量史料的梳理工作。它关注城市
的工具性——它的各种机构，以及作为
商业和工业系统的功能，并且把它们很
好地织进了乔氏家族企业发展故事的
经纬之中。《大裁缝》详细地介绍了工部
局的机构设置。工部局的治理不仅对
上海的迅速发展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恐怕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
作用。

《大裁缝》还对疫病的防控与治理
做了陈述。小说第一章里麦牧师就在
筹款，努力控制难民之中疫病的蔓延。
1910到 1940 年，伍连德博士在哈尔
滨、上海两地治疫。到第十章说到日本
侵入上海，伍博士因中日战争黯然离开
中国回南洋。

《大裁缝》几乎不对上海的物质外
观进行描绘。对于禹风来说，上海是一
个有机体，它会生长，壮大。一方面，它
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
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
限定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与方式的各
种可能性。因此，《大裁缝》有一个宏大
的时空框架，横滨、哈尔滨、北京都赫然
出现在目录中，和上海并置。横滨的维
新、东北的日俄战争、北京的学潮等等，
都是刺激上海生长的因素。

而进入小说文本，我们能够看到奉

化、宁波、南京、广州、山东、天津、香港、
昆明、武汉，英国的利物浦、兰开夏、德
文郡，欧洲大陆的法国、比利时、俄罗
斯、美国，看到菲律宾马尼拉、新加坡，
南非开普敦，非洲西岸……这张单子，
可以列得很长很长。显然，上海是在一
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人类社会网络之中，
开放性是它的首要特点。

当然，世界各地都处在互相联系之
中。这并不能说明上海为什么会如此
繁荣。

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城市，是靠它
周围的土地供养的。乡村与城市有着
紧密的亲缘关系。但上海是完全按照
启蒙理性和商业实用精神模式建立起
来，与孕育万物、充满活力的大地失去
了联系，吸收的是离开故土的人的财
富。

上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
统。书中，乔百祥用强大的理性，抑制

住了难民对他的冲击，转身投靠工部
局的管理秩序，梦想着成为上海滩的
主人。与此同时，他也在和新吾的比
较中，意识到自己的失血，因为永远失
去了桃丽丝。这正是他喜欢汀康的原
因：这个高大的英国青年，一点酒精就
能让本能恣意释放，不惜引发大范围
的流血事件。和乔百祥相对照的是姚
远纶。她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也像
丈夫乔百祥一样理性、精明，喜欢顺势
捞取金钱。很轻易地，她就被上海这

“立体的金钱旋涡”卷了进去，投身股
份公所，“那股份公所就像庄稼地，钱
投入进去会自己长出收成”。从王小
虬到乔百祥、姚远纶，包括汀康、法国
人范里克斯，每一代上海人，都希望自
己能够找到上海的隐秘钥匙，在上海
滩吃得开。

他们成就了上海，上海也塑造了他
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城市与人，相互塑造
山 尹

迄今最全面反映夏丏尊教育文化成果总集《夏丏尊全集》出版

“爱的教育”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林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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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作者大学时代、餐厅工作、
社会活动等经历为线，展示了一种新
的饮食理念和生活方式。书中上半部
分揭露了快餐文化带来的消费错觉和
生活焦虑，并深挖食物背后更深层次
的社会问题。下半部分以食物为探讨
核心，生动展示了生物多样性、时令、
食物美学等慢食价值观。

《我吃故我在》
[美]爱丽丝·沃特斯 著 刘诚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套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一部
体例独特的唐代文学史话，从城市史、
文学史、制度史等角度切入，描绘了一
幅洛阳诗歌文学的全景图。下部着重
唐诗中的生活风物书写，努力呈现古
都洛阳的细节面貌，有如一幅古都洛
阳的城市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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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由一位农村出身且只读过一
年半小学的老人主要写作并绘图。这
已经是她在自然写作《胡麻的天空》之
后的第二本著作。在作者的记忆里，
总有一些旧人、旧事萦绕，常常念叨、
叹息而无法释怀，在儿子和儿媳的建
议和帮助之下，她再次用笔，将搁在心
头的絮语用文字和绘画表达出来。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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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夏丏尊(右一)与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贺昌群、周予同、章克标在白马湖畔。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提供

1930年，夏丏尊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夏丏尊 《夏丏尊全集》立体封《夏丏尊全集》立体封

想青年之所想，解青年之所惑，做
青年之密友。这是夏丏尊对教育的理
解和践行。他以一种亲切包容的姿态
让知识拥抱青年，让青年拥抱未来，也
让未来拥抱中国。

裹着一件老式夹袄、头戴一顶瓜皮
帽，黑白相片中的夏丏尊戴着圆眼镜、
蓄着胡子，和那时普通文化人一般打
扮，眼神似严厉又温和。这位与叶圣
陶、朱自清齐名的文教大家甚少留下轰
轰烈烈的巨作，但他的“爱的教育”历久
弥新。

2005年11月，一个平凡的日子，浙
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正伟和他的团
队开启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征途。他
们一起将这位怀珠抱玉的大先生散落
在教育、文学、出版、翻译等领域的吉光
片羽一一拾起，编纂而成浙江文化研究
工程成果之一《夏丏尊全集》（增订本）。

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提起中国现代教育，夏丏尊是一个
绕不开的名字。对于从事现代语言文
学教育研究的刘正伟来说，夏丏尊当然
是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早在20世纪90
年代初，还是在校研究生的刘正伟就对
浙江“白马湖派”作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杂志发
表了论文《论丰子恺散文的漫画化手
法》，以及探讨夏丏尊语文情感教育思
想的专题论文。

“当时的材料还是集中在《夏丏尊
文集》，研究也是出于语文教育实际的
需要。”真正让刘正伟从研究层面深入
了解夏丏尊的契机，是承担了浙江省首
批文化研究工程——“浙江文献集成”
重点课题《夏丏尊全集》的编纂工作。
从2005年立项起，二十余人的编撰团
队奔走于杭州、上虞、上海、长沙、南昌、
台北，甚至远赴日本东京，只为广泛搜
罗、发掘材料。

最终，长达10卷、近450万字的《夏
丏尊全集》编纂完成。这是迄今为止最
为全面反映夏丏尊一生丰硕教育文化成
果的作品总集，也是夏丏尊的人生作品。

20世纪初，少年夏丏尊开始了艰苦
的求学生涯。科举废除，他自修英语、
算术；无奈辍学，他半工半读；19岁时，
他远赴东京留学，中途因家中负债累累
再度退学。21岁的夏丏尊，还没取得毕
业文凭就匆匆结束了他的中学时代。

回到杭州后，夏丏尊从翻译助教做
起，和鲁迅一起参加浙江一师（今杭州
高级中学）抵制监督夏震武的反封建主
义斗争。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
成立。夏丏尊也迎来新生。

这一年，经亨颐接任浙江一师学校校
长，李叔同来校执教，“人格教育”“五育并

举”在此扎根，中国语文教学在此革新。
夏丏尊在同仁的积极影响和感召

下汲取文学知识，启蒙艺术素养，探寻
教育救国之路。1921年2月，夏丏尊辞
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职来到上海，和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李大钊
等发起成立“新时代丛书社”，希望通过
译介新知识、新思想著作，普及新文化
运动，为有志做进一步高深研究者提供
理论基础。他从一位平凡的中等国文
教员逐渐成长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

1921年，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
名的春晖中学创立。在离开故乡多年
后，夏丏尊应改任春晖中学校长的经亨
颐之邀任教，并邀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
朋友到春晖，准备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下
实现理想教育。

属于白马湖的平静岁月在战乱背景
下短暂又美好。夏丏尊在追求理想主义
的路上不断碰壁、与友人产生分歧，但矢
志教育的理想之心澎湃：成立开明书店、
与叶圣陶共写《文心》、创办《中学生》《新
少年》《月报》等杂志，编辑出版中外文学
名著及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为教育事
业奔走之余，夏丏尊还参加抗日后援会，
与郁达夫、胡愈之、丁玲等人发起成立上
海市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41年，夏丏尊被指为反日分子，
锒铛入狱，受尽折辱。经友人保释出狱
后，他备受打击，精神消沉，也因此肺病
复发，于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在上海病逝。

综观其一生，夏丏尊始终“以学生
为对象”“以启牖青年智慧为己任”，造
就“自在的适合社会的公民”。虽不算
轰轰烈烈、浩浩荡荡，他将自己化作中

国青年成长路上的莹莹烛光，持久而
绵长。

一个长达十余年的苦夏

编撰全集并非易事。“我到现在都
不想回顾那段历程，太辛苦了。”刘正伟
说。于他而言，过去十数年里每一个暑
期都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场景：浙大西溪
校区田家炳书院七楼朝西的一间普通
办公室里，铺满案头的校对稿堆积如
山，等到阳光从东到西一点点溜走，几
人眼睛酸涩昏花，那摞高高叠起的文稿
才矮了几分。

前期的编纂工作都是按照整理的
目录，逐个查阅相关文献并落实原文及
出处。寒暑易往，团队成员奔走于浙江
图书馆孤山古籍馆、上海图书馆、湖南
图书馆阅读民国期刊资料，一待就是一
整天。团队成员根据已有线索在众多
民国资料目录索引中找到所需要的文
献，使用胶片播放机阅读珍贵文献资
料。后来随着编辑的深入，工作从资料
搜集整理转入校对。重要的校对前后
至少经历了五遍。为了减少全书的错
误，编辑团队还采取交换校对的方法，
完成一次校对之后，各卷编辑就相互交
换文本，再校对一遍，尽可能减少错误
后才交给出版社审核。

《夏丏尊全集》的编撰并非单纯地
收录其所著的作品。是保留作品原貌
还是采用现代通行的格式？一些文内
的方言口语是否需要转换？当不同领
域的作品出现在相同时间，收录的顺序
又该如何排列？在立项之初的几年里，

一系列的问题纷至沓来。最终经专家
研讨，以及责任编辑的帮助，团队才确
定了其中比较科学的一种。

与此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作
品原貌，团队确定以首次发表为依据对
文献进行筛选，再参照夏丏尊生前修订
出版的单行本进行校勘，除了对原文的
明显错误及误植进行订正外，一仍其
旧。刘正伟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做是
为了遵循历史原则，毫无保留地呈现夏
丏尊思想发展的脉络。

夏丏尊所处的时代并不久远，然而
时局动乱、文书易燃。他与叶圣陶合著
的国文教科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初中国文教本》散佚，整套教科书残缺
不全。编撰团队在几年间辗转上海、台
湾、南昌、广州等地图书馆，才将前四册
集齐，然而夏、叶二人在抗战期间书信中
提及的五、六册却没有任何踪迹。2015
年，苦苦寻求不得的编撰团队对其是否
编制完竣产生了怀疑。这时，一个消息
传来：江西省图书馆藏有《初中国文教
本》第六册。欣喜万分的团队成员立即
与对方取得联系赶往江西，将这本“从未
被翻阅”的书一页一页拍摄了下来。

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去凑齐一
套书？刘正伟告诉记者，《初中国文教
本》不仅是夏、叶二人在编纂《开明国文
讲义》《国文八百课》基础上对初级中学
国文教科书编制的新的思考与探索，而
且是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初级
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写，经教育部审
订正式发行的一套全国通用教材。“它
是当时国家意志和标准的体现，因此无
论是编写理念还是实际影响都值得我
们深入研究。”

编撰团队在对搜集到的史料辨伪
考证的同时，还对以往的记述与研究做
了勘误和纠偏。长期以来，所有有关夏
丏尊留学日本事迹的记述都引用了叶
圣陶于1946年所写的《夏丏尊先生》一
文中的表述，说他在清末留学日本时在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染织工业。直
到2018年，编撰团队在该校查阅档案
资料时发现，夏丏尊所修的是窑业科预
科，也就是制陶专业。

发掘、辑佚前人没有收录的夏丏尊
作品是团队最感到有意义事情，也是团
队成员最快乐的时光。团队成员常常因
为发现了夏丏尊的一篇文章、一部小说、
一首诗、一篇译作、一封信而兴奋不已。

“我们是‘宁缺毋乱’，坚决执行编
撰原则。也因此忍痛割爱删去了近两
卷的内容。”刘正伟说。在上虞图书馆，
编撰团队曾寻找到一份《筹备春晖学校
计划书》。这封草拟的计划书上是对即
将创办的春晖中学办学理念、课程设

置、师资、经费预算等总的设想和说明，
应是夏丏尊为经亨颐所拟，但由于无法
考证其署名和归属最终没有收录。

一次跨越时空的共话

纵观夏丏尊的一生，他未曾获得任
何学位。但正因如此，夏丏尊不拘泥于
任何学术背景和文化壁垒，无时无刻不
在思考着、审视着、学习着。在众人被
历史浪潮裹挟着、推搡着前行时，他立
在潮头、振臂疾呼，在教育、文化和出版
领域，提出一个又一个设想。

这些新思想、新理论、新想法在当
时如同破晓的曙光，让文教事业焕发新
生，即使时至今日，仍然熠熠发光。

当前“双减”背景下，全社会都在探
寻新的有效学习的方式。无论是学习
方式、教学形式和组织形式上的革新，
其实质性的内容还是师生间的关联。
这也是夏丏尊终其一生所求：“以学生
为本”，全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帮助学
生完善人生品格和道德修养。

在《爱的教育》译者序中，夏丏尊痛
批学校教育的空虚，如挖池塘仅纠结于
外在形状，反而忽视了源头活水。而教
育的活水就是爱——以关爱和同情扭转
学生对中国历史上传统师生关系“尊卑”
的成见，消除他们心中对教师“威严”形
象的芥蒂，实现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

夏丏尊对教育事业永远怀揣热情，
爱朋友、爱青年，关心他们的一切。“夏
丏尊作为一个教师，在课堂上总是如春
风化雨般，用民主的方式、爱的方式、益
智的方式教导学生。”刘正伟告诉记者。

他曾兼任学校舍监，在凡事皆用坦
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的同时，他却从不
记学生过错，有事不告诉校长，还通过相
片将全体学生的相貌和名字一一记下。
如此“刀子嘴豆腐心”的相处方式，被丰
子恺称为“妈妈的教育”。在春晖中学任
教时期，学生们给夏丏尊起了个“批评
家”的绰号，因为他对什么事都想“说一
说”，连同事都调侃他有“支配欲”，太过
关心学生以至于忍不住掺杂了些意见。

夏丏尊在专业地领会了世界上现
代的教育理论的同时，还将其应用于当
时的教学实践中。夏丏尊将公民教育
思想融合在文学教育之中，让学生在阅
读文学中不自觉地接受公民教育，也通
过编写青少年读物，让语文教学渗透到
青少年的生活，成为“生活语文”。

可以说，夏丏尊对语文的见解、对
语文教学的见解，至今也没有过时。他
借鉴日本学者五十岚力的文章学理论
建构的，由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文
体组成的中学普通文章分类体系和语
文教学文体沿用至今；由他提出的语感
概念，成为本世纪初语文教学指导思
想，并在相应的教学指导文件中表述出
来……正如朱自清所说：“夏先生才真
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不难发现，夏丏尊重要的人生阶段
几乎都在浙江，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
与浙江这块土地同步更迭演化。“浙江
这块土地本身就有教育的丰厚土壤。
可以说从清末到现在，浙江一直都是新
教育思想落地生根的地方，和本土的思
想相结合变成原住民的思想。”刘正伟
解释说，如今风头正盛的STEAM教
学、项目化学习都在浙江风生水起。

从某种程度上说，《夏丏尊全集》的
编撰和出版，不仅仅记录了一位浙江教
育家用六十载生命创造的丰硕成果，也
是在浙江教育热土上留下一个着重号。

这是浙江文脉上开出的灿烂之花，
是国民教育困顿之时的理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