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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在其长篇小说《大世界》的创
作谈里说：“我不仅仅想写一个信仰不
灭、主义不变的故事；我还想写一段复
杂的令人唏嘘的人生；想要看到庸常
岁月中的欢笑，掩卷后有沉思和难过
的故事。”

《大世界》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一名来自宁波镇海澥浦镇的叫做朱
三的男人，天天晚上在上海大世界游
乐场变戏法。在变了整整三年八百
多个日子的戏法之后，他的梦境里全
都是他变过的那些让他烦透了的兔
子和鸽子。这个时候，他接到一个新
的任务，必须马上回到宁波老家，扮
演一个在他眼前当场牺牲了的叫作
陈昆的人，在全盘接收他的身份和爱
情的同时，也必须断舍离自己的老父
与妻儿。自此，新的陈昆作为我们的
男主角粉墨登场，他的日日夜夜注定
孤独而荒诞。

单从情节设定来说，海飞就为《大
世界》布下了浓郁、错乱的戏剧氛围，
也为接下来层出不穷的戏剧冲突埋下
了无数个极具杀伤力的隐雷。

主人公的“孤独与荒诞”有着合乎
情理的背景构建：在民族存亡之际，必
须有无数个朱三，抛却身心灵肉，经受
生死煎熬，才能砸断黑暗的枷锁，赢取

最后的胜利。
荒诞，是指把所面对的现实理解

为一种不合理状态、不符合逻辑状态
的意识。当被误解他的老父骂作汉
奸，被妻子骂作负心的陈世美，被儿子
嫌弃、冷落的时候，当他眼睁睁看着父
亲、老婆、儿子死在他眼前却不能暴露
身份上前营救的时候，他遭受了比死
更痛苦的心理折磨。

这是一群潜伏在至暗时空里的
人，也是一群行走在刺丛刀尖上的
人。海飞所要致敬的是这样一群浴血
奋战，势必要为中华民族撕开一条光
明之路的革命者。

鲁迅曾在《记念刘和珍君》里，高
度 赞 颂“ 中 国 女 子 的 勇 毅 ，干 练 坚
决，百折不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

“ 压 抑 至 数 千 年 ，而 终 于 没 有 消
亡”。而在海飞以往的小说中也频频
出现于敌我周旋、舍生取义的女性形

象。她们是《麻雀》中的李小男、徐
碧城、沈秋霞，《惊蛰》中的张离、余
小晚、唐曼晴，《薄冰》中的余春羊、
顾曼丽⋯⋯这些或美丽或优雅或痴
情的女子，是医生、护士、老师、跳舞
皇后、电影明星，也是刀山火海里救
国救民的女英雄。

在《大世界》中，海飞依然用他深
情而敬重的笔墨塑造了义无反顾、英
勇赴死的女性角色。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大世界》的
故事走向不是以章节来安排，而是以
47 个小标题进行了情节的设置与牵
引。每个小标题寥寥数字，醒目而关
键。同样具有神秘感与梦幻特质的，
还有独特视角叙述方式——比如，“大
白鹅”视角。在朱三的妻子傅灿灿和
儿子朱大米被残忍杀害的时候，海飞
用朱家养着的那只大白鹅来见证。“作
为事件的亲历者，大白鹅见证了所有

的一切。在它正式死去以前，亲眼见
到了从天而降的一场雨，然后它看到
雨中被弹片削中血肉模糊的傅灿灿，
以及被炸死的朱大米。”“大白鹅悲哀
地想，我会不会就此死去，在战乱的年
代里，鹅生是多么的不易。”这是小说
的讽刺手法，它的底色是无尽的黑暗
与悲凉。

“我是陈昆”叙述视角中，死去的
陈昆，用他的灵魂在跟我们讲述他与
朱三之间的故事。

“我是陈昆。我看到了那个假扮
我的朱三。他甚至有些着迷般地看着
我，仿佛在看着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
友。我说朱三，你现在已经是我了，你
以后必须是我。”

“我是陈昆。去年的春天，我就
死在大世界的门口，记忆里残存的
是地上流淌的雨水和血水。但我觉
得自己一直都活着，朱三在替我活

下去⋯⋯”
这里面的辛酸、苦楚和牺牲，不是

用“伟大”二字就能概括的。也正是这
样巧妙的视角处理，让我们看到了千
千万万个革命者前赴后继、舍我其谁
的壮志与豪情。

《大世界》凄凉而悲壮。它是一曲
送别那些在乱世中救民于水火的仁人
志士的挽歌，更是一曲在盛世繁华里，
致敬宁愿头破血流也不愿辜负祖国与
信仰的革命英雄们的颂歌。

英雄的挽歌与颂歌
评海飞长篇小说《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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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渊薮，浙江所诞生的文坛名家
灿若群星；山水胜地，浙江催生的名篇
更是不可胜数。这些名家名作，是值得
每一代浙江人为之骄傲的精神财富。

“观止”，意思是看到这里就可以
停下了。什么样的古文可以担起浙文

“观止”的“头衔”？
2024 年世界读书日当天，浙江古

籍出版社发起的一项投票活动，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浙江古籍出版社资深
编辑遴选出 100 篇脍炙人口的浙文名
篇，由读者在这100篇中票选出50篇，
最终结集成册为《浙文观止》出版。现
在，投票正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

走进这一百篇古文，如同走进了浙
江灿烂的历史文脉，与无数名家穿越时
空对话，感受浙江文学的无上魅力。

一

浙江古籍出版社刚刚搬了新家。
在崭新明亮的办公室里，总编辑钱之
江向记者讲述了《浙文观止》的缘起。

2012 年，“浙江文丛”学术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时，

“浙江文丛”第 100 册刚刚出版。这一
重大出版工程，以整理出版浙江文献
为主，对浙江人物、浙江历史、浙江风
物等进行发掘研究，供世人全面了解
浙江文化、深入认识浙江。浙江的文
献古籍整理，已初上台阶。

在会议现场，浙江大学张涌泉教
授提出了让浙江文献整理更上一层楼
的想法：“不妨把所有浙江古文名篇都
汇集起来，系统地呈现给读者。”

“这一范畴，已经超过‘浙江文丛’
的涵盖范围。”钱之江说，但“浙文观
止”的种子由此在浙江古籍人的心里
种下。

十二年过去，如今，“浙江文丛”已
经出版了 1000 册，几乎理清了浙江古
籍的全部家底，浙江古籍出版社专业
编辑力量日益壮大，出版“浙文观止”
的时机成熟了。

所谓“浙文观止”，起于“浙文”，成
于“观止”。2024 年 3 月，由浙江古籍
出版社的专业编辑选出了 100 篇与浙
江相关的经典古文，首篇为中国第一
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中的名篇《勾践
灭吴》，末篇为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所
作的《人间词话序》。

这 100 篇的入选标准主要有二，
或是历代浙江籍作家的代表之作，或
是其他地域作家创作的跟浙江相关的
传世名篇，时间以先秦至晚清为限。
人不论穷达，文不论长短，以“观止”为
准绳，编辑们力求选入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读者会发现，浙江历史上居然产生
了如此多的古文名篇，尤其在唐宋之后，
数量陡增，凸显出浙江丰厚的历史底
蕴。”钱之江告诉记者。由于浙江文献典
籍浩如烟海，经典无数，专业编辑们也会
在名篇间犹豫，比如张煌言的《奇零草自
序》和姜宸英的《奇零草序》，同为名文，
文采斐然，但都入选似乎显重复，因此只
有后篇入选；再如张岱的名文、美文很
多，抉择起来比较困难，他的未入选文章
如《自为墓志铭》等也很经典。

即使将数量压缩至 100 篇，在今
天这样的快节奏时代，普通人想要把
握这么多作家和名篇，也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浙江古籍出版社发起的读者
投票活动，将在这 100 篇古文中精益
求精，最终保留 50 篇。这 50 篇文章，
将是经典中的经典，巅峰上的巅峰。

钱之江说：“投票结束后，我们会
邀请中国古代文学史各领域的专家对
这50篇古文进行解读，预计在2025年
出版为普及类读物《浙文观止》，这本
书也将填补‘浙文’选本的空白。”

二

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曾拓负责了
100 篇 古 文 中 ，宋 及 宋 以 前 篇 目 的
选择。

古文的魅力，在他身上似乎有了
具象的体现。为了将来好找工作，曾
拓在大学选择了数学专业。这位理工
男毕业后去了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工作，但是从小手不释卷、熟读典籍的
他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自己真正
热爱的是沾满历史与时间的文字——
于是辞职，向浙江古籍出版社投了一
份简历，并以高分通过了笔试。

“宋以前的古文经过了千年时间
的沉淀，能留下的都是传颂已久、毫无
争议的名篇。”曾拓告诉记者。读罢，
只觉之江大地的历史荣光，如一柄穿
云箭呼啸而来。

吴越文化，在浙江留下了深深的
烙印。千百年来，卧薪尝胆的精神，在
越中山水之间发祥并不断壮大，汇入
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

先秦名篇《勾践灭吴》以这一时期
语言特有的繁复之美，讲述春秋时期
越王勾践一面委曲求和，卑身事吴，一
面卧薪尝胆，发奋图强，转败为胜，打
败吴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勾践女女
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品味其中语义的辗转周致、语音的拗
谐互动之美，在极尽繁复的润色中，枭
雄争霸中不甘受辱、自强不息、励精图
治的精神跃然纸上。

当记者问曾拓，所选古文中最欣
赏的是哪一篇？他脱口而出：“永和九
年，岁在癸丑。”这正是王羲之《兰亭集
序》的第一句。

会 稽 兰 渚 山 下 的 兰 亭 ，四 十 余
朝官名士，观山赏水，饮酒作诗，风
流倜傥的王羲之借着酒劲，为众人
所写的诗文作序。也许是会稽的流
水青山激发了兴致，王羲之信手书

写，一气浑成，书写中尽显中华书法
的泰然自若、飘逸灵动、博大精深，
是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也名垂千古。

王羲之之后，多少文人墨客远涉
山 水 ，朝 圣 兰 亭 ，咏 叹 历 经 千 年 而
不绝。

唐代以降，古文名篇数不胜数。
浙江这片土地上，名士或纷至沓来，或
投以目光。69 岁的颜真卿宦游湖州，
以成熟的颜体在石碑上留下了《西亭
记》，岁月斑驳仍难掩唐碑苍劲浑厚之
风；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韩愈欣然受邀，
为丽水孔子庙作记，写下了传世名作

《处州孔子庙碑》；杭州刺史白居易轻
灵落笔，为灵隐寺山门外的冷泉亭创
作出风神俊爽的《冷泉亭记》⋯⋯

宋代更不必说。王安石的《石门
亭记》，以丽水青田县石门亭为引，将
自己的哲学思想娓娓道来；苏轼为杭
州钱王祠撰并书写的《表忠观记》，为
中国书法史上的旷世名作；陆游退居
山阴后，围绕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中国式园苑“南园”，为平原郡王韩侂
胄书写的《南园记》，在历史上掀起波
澜阵阵。

一咏三叹，这些篇章中盛满了历
史的回声。

三

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沈宗宇花了
一个月时间，从宋以后的浙江典籍中

选出了五十余篇古文。
他最喜欢的篇目是黄宗羲的《原

君》，“这篇古文逻辑严密，论证透辟，
流露出领先于时代的民本意识，很能
体现作者的思想个性。”沈宗宇告诉
记者。

在沈宗宇看来，古文的魅力在于
语言凝练，音韵铿锵，易于记诵。虽然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白话文，但文言文
可以给我们提供历史文化上的滋养和
文学技巧上的借鉴；每一篇古文，都流
淌着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
诞生于浙江或浙江人手中的古文名
篇，以生动的方式和多样的视角，展示
属于浙江的文化风采和精神风骨。

元末明初，金华人宋濂所作的《送
东阳马生序》，不知激励了多少莘莘
学子。

宋濂告老还乡的第二年，他应诏
去见朱元璋时，正在太学读书的马君
则前来拜访。马君则是宋濂的同乡晚
生，临别时，宋濂写了这篇序送给马君
则，他回顾自己早年艰辛求学的经历，
描述自己当年的借书之难、奔走之苦，
与当时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对比何其
鲜明！

文章语言简朴，但情真意切，读者
唯能感受到其中对后辈学子的无限关
心，催人奋进。

除此之外，明末清初，张岱的《湖心
亭看雪》也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名篇。它
篇幅很短，但在雪天中独往湖中小亭看
雪的人生风雅，却令人叹为观止。

张岱出生在绍兴的官宦世家，他
有许多嗜好，赏雪就是其中之一。大
概那时绍兴很少下大雪，张岱记载第
一次看到大雪的时间是二十四岁。那
年，绍兴下了场三尺多深的大雪，张岱
兴奋地带上六七人跑到城外山上看
雪，直到半夜才回。

这次湖心亭看雪，是他时隔六年
后的第二次赏雪记录。大雪三日，又
是夜晚，呈现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的寂静。其他人龟缩在家里抱
炉取暖或者早已入睡，张岱偏偏逆向
而动，这无形中有了一种对照。我们
能感受到张岱对雪的痴爱，张岱不同
于俗世的高洁，多么难能可贵。

他用纯粹的眼睛面对纯粹的洁
白，浑融于天地宇宙之中。

百篇浙文，我们读出了江南风韵，
也读出了百味人生。这是历经了千年
时间积淀的古人的智慧、才华、风趣、
观察、情感、生命力与创造力化作的瑰
宝，彰显了浙江这片土地的人杰地灵
与深厚历史，更是浙江文化在中华历
史长河中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当
走进这灿烂的文海，又有谁的目光，会
愿意从这样的宝藏中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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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蔚琪 封雷

浙江省委党校，这里是全省各级领
导干部学习轮训的红色学府，是为党委
政府决策服务的高端智库，是浙江党员
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
设重要阵地，省委党校以“红色学府·悦
读荟”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党校初心、坚持守
正创新，精心打造蕴含信仰味、本地味、
时代味的党校特色文化品牌，积极开创

“为党育才”的“第三文化空间”。
打造蕴含“信仰味”的党校文化空

间。省委党校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奠基
新校园的日子设为“浙江党校初心日”，围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展“三代党校
人话初心”、红色文献展、“思源奋进”书画
摄影作品展等系列活动，从源头活水学习
文化思想魅力，感悟创新思想伟力。通过
举办阅读推广、文化展览、朗诵分享等系
列活动，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
本领，让文化经典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围绕重要节点和重大活动
为主题主线，深入实施全面从严治党能力
培训教学提升工程，深化“1+2+X”课程体
系建设，重点抓好思想认识、制度保障、生
态涵养、以案说纪等“X”系列课程的完善
更新。

打造蕴含“本地味”的党校文化空
间。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浙江文化，是引
领和推动浙江发展的最深层次原因。省
委党校积极探寻浙江历史文化价值，深入
挖掘浙江的文化底蕴。同时，大力弘扬地
方特色文化标识，持续推出“宋韵流芳”系
列主题讲座，不断推广非遗 IP 文化宣介，
围绕茶叶、丝绸、造纸、京剧、诗词、渔民画
等非遗，组织开展“悦+读”“悦+展”等

“悦+X”系列活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文化驱动，成立省“八八战略”评估研究中
心、牵头成立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
智库联盟，组织策划系列课程体系、全省
系统理论研讨会、典型案例进党校。

打造蕴含“时代味”的文化空间。浙
江是数字化改革先行省，在打造党校文化
空间时，省委党校多措并举探索文化内容
和形式的多元化发展，积极搭建人才集聚
新高地和文化交流大客厅，形成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时代氛围。通过引进智
能借还书柜，实现微信端全天候、一站式
访问资讯等创新手段，打造“指尖图书
馆”，增强文化体验。深入探索系统内外
的资源共享和深度融合，推进文化共享。
用好之江院士论坛等宣讲平台，依托“浙
里好课”等栏目，加强浙江党校特色文化
空间矩阵宣传宣讲品牌建设，讲好故事扩
大文化传播。深入推进“以教学为中心，
教研咨宣育一体化”改革，聚焦中国式现
代化浙江实践等重点问题，策划“循迹溯
源学思想”等文化专题系列研究，以“思
享·启新”为主旨，服务前沿领域的教学科
研，助力新型智库建设。

在党校文化空间
品韵味

孟红娟

赛基山是江南第一名山大奇山的别
称，陆春祥书院就隐身在青山对峙的大奇
山脚下。

进入书院，迎面是一座名为“富春
庄”的进门照壁和一首“富春庄”的新诗。

富春山、富春江、富春庄，高山流水
知音者向往之地，桐庐的精神地标。当
地优秀的青少年学子来这里，听作家们
谈怎样写文章，以时间为经，以阅历为
维，学写文章。数十位全国知名的“茅
奖”“鲁奖”获得者来这里，倾心畅谈文
章。深浅不一的名人铜制手模，寓示着
作家们创作的艰辛和一路的脚印。

“我们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园”，
手模墙上这一响亮的“口号”为我们确立了
创作的坐标。世界有多大，我们的文章就
可以做得多大；世界有多微小，我们的作品
就可以写得有多细微。

名人手模墙和墙上的标语，是每次拍集
体合照的背景。文学课堂里，触目皆为书。
一东一西两扇大门，为学员架起了观察世界
的通道。从这个通道，我们看见小鸟衔来了
春天的草籽，嗅到了清风吹来的田野气息，
听见流水传递的自然之音，还有作者送来的
思念的信笺。纷繁世界，岁月漫长，小课堂
大世界，文学课堂让学员认识了诸多“鲁奖”
和“茅奖”获得者和青年驻院作家。

乘着四季的扁舟，在文学课堂的时光
里，学员贪婪地汲取着作家们的写作“真经”。

去年底，富春庄金黄的树叶裹挟着秋风
满园翩飞，这是它们欢迎茅盾文学奖得主刘
亮程老师来书院。当刘亮程老师打量完书
院和周边后，欣然在书笺上写道：“书院是做
文学梦的地方！”

传递与吸纳，建构与顿悟，发现与表
达，我们在书院里集体做文学梦。

在书院
寻文学梦

绍兴兰亭，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的地方。 图源视觉中国

《湖心亭看雪》 明·张岱《送东阳马生序》明·宋濂 《表忠观记》 宋·苏轼《勾践灭吴》 先秦·《国语》《勾践灭吴》 先秦·《国语》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