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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先生（下称“夏老”）是上世纪以
来公认的词学泰斗。作为一个词学爱好者，
我个人对夏老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夏老
著作《天风阁学词日记》，以及老师们平时聊
天分享所得。其中，尤其是夏老学生陆坚先
生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令我如沐春风。陆先
生多年前就提到，要为夏老写一个传记。去
年底，《词学宗师夏承焘》由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我很快拿到了样书并学习，兴奋了一

段时间。它既是陆先生的一个心愿，也是他
为学界做的一件善举。近几天再次捧读，颇
有一些心得和感触。

书中对夏老的域外词学做了专章评述，
这是我之前了解很少的。词学是中国的，又
远不仅仅属于中国。夏老的《域外词选》是中
国首部收录国外词人作品的选集，视角独
特。今天，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词学的国
际交流尤需大力开展。

近十多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渐成学界
热点，在词学领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成
果。夏老是较早运用这一方法的高手。二十
多岁时，他曾在西安任职，期间潜心绘制了

《唐代诗人长安事迹图》，这或许是近现代最
早的文学地理图之一。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
夏老还带研究生去江西、福建寻访辛弃疾遗
迹，并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走出书斋，走进
先贤生长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研究学问的
一种方法，也是贴近先贤生命的一种方式。

书中谈到，夏老并非出生书香世家，但
少喜读书，焚膏继晷，非常勤奋，二十岁前后
就崭露头角。关于人生做什么学问这个问
题，夏老在一段时间里曾颇有踌躇，“早晚枕
上，思绪万千”，时而准备编著“中国美术大
事年表”，时而又想重新写一部宋代历史。
经过反复思考，夏老终于在三十岁前后，确

定专攻词学。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夏
老就很少涉猎其他，所谓其他亦皆为词学研
究服务。

持之以恒的精神，夏老言传身教于后
学。他问研究生最多的是：“最近在看什么
书”“思考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他不希望
研究生今天看这本书，明天又去读另一本书，
今天觉得这个题目好写，明天又转写另一篇
文章。他反复告诫：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
界上的知识无穷，一个人能做好一种学问就
很不容易。他不止一次意味深长地说：“十件
事做到七分好，不如把一件事做到十分好。”

夏老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也令人动容。
长期生活于国家民族动荡时期，他少年即立
下人生要做陈亮、辛弃疾那样人物的大志
向。在其后来的词集整理中，先后整理出版
的《龙川词校笺》《放翁词编年校笺》，以及对
辛弃疾词的整理研究等等并不是偶然。书中
特别提到夏老“嫉恶向善”的个性品格。1947
年 10 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惨
遭杀害，师生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示威，夏老
挺身走在队伍最前列，手擎小旗，高呼口号，
在同学中印象很深。在抗战期间写的日记
中，夏老常常感叹，自己一介书生于国无用，
多次表达羞惭之情，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老关注国家文化

建设，积极投身到唐宋词的文化普及工作中来，
写下了大量鉴赏类的“小文章”。曾有不少人劝
夏老应该花精力做大学问，而夏老只是笑笑，并
不在意。后来，这些普及词学的文章越来越受欢
迎，原来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都不说什么了。

人的一生，如果从顺逆的角度来看，大
体或分顺、逆、不顺不逆三种情形。顺时会
高兴，也无需太得意；逆时会不快，也不必因
之抑郁。夏老在人生旅途中的淡定从容，陆
先生也做了特别评述。

夏老非常喜欢苏轼的《定风波》词，平时经
常吟诵，有时和研究生一起在路上走，不自觉
就小声吟诵起来。在做学问上，夏老也常是强
调从容，不要着急。研究生刚开始学习时，喜
欢问夏老“读古书有什么捷径”“研究古代文学
与研究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夏老总是说：

“不用着急，水到渠成。”他特别强调“读书百
遍，其义自现”，就是要认真读书，反复思考。

总的来看，陆坚先生为夏老作的传记，
侧重评述夏老的治学精神、研究视野与研究
方法，特别是人格魅力。而其中，夏老对年
轻学子谆谆教诲的评述，更是凝结了陆坚先
生对夏老浓厚的师生情谊。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

致敬“一代词学宗师”夏承焘
田玉琪

书讯

为深入阐述、传承灿烂厚重的浙江历史
文化，讲好人文故事，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
办公厅的支持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发起了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2018 年启
动，2020 年全面铺开，2022 年首批面世⋯⋯
历经 6 年时光，日前，由概览卷、省卷、市卷、
县（市、区）卷组成，共 99 卷、2200 余万字的
作品已悉数出版。

这套宏大之书何以立项，何以为新，又有
何价值？日前，《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座
谈会在杭州举行。编委会成员喜悦着，也思
考着。从他们的所言所感中，我们察觉到，浙
江文史社科领域的学人们，正在走出书斋，面
向广阔人群。

让厚重历史简明易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
“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
船”的浙江，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如何更好地读懂这颗明珠亘古亘
今的璀璨光华？无疑，《浙江文史记忆》丛书，
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难能可贵的窗。

丛书开创了“举全省文史之力来完成一项
文化工程”的先河，填补了浙江文史研究成果在
简明性、普及性、权威性和省域性方面的空白。
在2022年首批丛书发布之际，中央文史研究馆
还曾发来贺信“点赞”。与会专家无不感慨：丛
书涉及资料数量巨大，相关内容涉及面广，梳理
难度和写作量大，此前在相关领域罕见。

它，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杭州良渚何
以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唐朝
寒山与拾得在台州怎样话“和合”、宋朝王
安石变法如何从宁波起步、近代最大的丝
商群体何以在湖州诞生、红船又如何从嘉兴
南湖启航⋯⋯作为一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文
史创作工程，丛书各卷以时间朝代为序，从史
前的文明肇始，绵延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
代、宋元明清、辛亥革命，书写到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个时期，之江大地角角落落发生的
大事、要事。

它，拓宽了文化的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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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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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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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不拘泥在狭义“文化”，而是对
文史哲、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和人文精髓都有涉及。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套视野宏阔的“大
书”，也是一套有专家审核、由大家创作，兼具
史实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简明易读的“小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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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来
自省卷。事实上，以历史人物为叙述主线、用
文学性语言讲故事，是整套丛书区别于其他
文史书籍的特色所在。

例如，翻开《浙江文史记忆·瑞安卷》，我
们得以认识“瑞安古城的奠基人”蔡敬则，义
利并重倡“事功”的陈傅良与叶适，创作《琵琶
记》的南戏鼻祖高则诚，重商务实、应时革新
的孙诒让，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曾联
松⋯⋯从这群爱国为民、敢为人先的人身上，
我们不仅识别出浙江各区域的文化个性，也
能够从中领悟浙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
共同特性。

作为编委的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延锋，是以读
者视角看待丛书的。身为浙江人，她读到浙
江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群像时，由衷感到自豪；
身为女性，她在读到承担了中共一大筹备和
警卫工作、也是唯一的女性见证者王会悟的
故事时，发自内心地骄傲⋯⋯“唯有尊重历史
真实，才能打动人、才有可读性。”在她看来，
那些极具价值又极度庞杂的史料没有被“戏
说”，也没有被忽略，而是有机、生动地整合在
一起，使得丛书既有文学性表达的松弛，又不
乏史实性、学术性叙述的严谨，整体十分可信
可读。

“对待任何事物，只有了解它、理解它，才
会认同它、热爱它。”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
长郭学焕认为，这套丛书帮助我们了解浙江，
让文化自信有据可依。

“在相当的意义上，丛书承载着一种内在
的精神和文化信念、文化自信、文化觉悟和文
化力量。”丛书主编、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王永昌也希望，《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为
一颗楔子，让广大读者从历史的跌宕中，读懂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读懂民族精神
的坚韧与自强。

让文史社科研究“再上层楼”

回顾过去，座谈会上，编委会成员们也在
“以史为鉴”，为未来更好创作文史主题精品
总结着经验。

以前，我以为自己对史料的把握已经足
够，但是开始写作才知道，自己对史料的掌握
还是太少。”省卷作者、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旭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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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浙江文史记忆·省
卷》她却改了足足18道，以至于这本书成为她
创作生涯中反复修改次数最多的一本。她感
慨：对家乡人文历史的“查漏补缺”，将让她更
自信地面对以后的写作。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浙江文史记
忆》不仅是浙江，也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领域的一次探索。正如省方志办原主任、省
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潘捷军所说：其在平衡以

《浙江年鉴》为代表的“短平快”类文史文章与
以《浙江通志》为代表的“高精尖”文章之间，
找到了一个“雅俗共赏”的平衡点。

针对此，王旭烽提醒，在这种背景下，写作
者“必须要独立思考，有历史观”，不能只满足
于史料的堆叠，或是文字的华丽。运用夹叙夹
议的手法，她在每个章节前后留下精简的评
析。因为她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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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个人，浙江地方文史队伍的建设
也借机进一步加强。

跨度长达6年的编撰出版过程，覆盖省市
县三级的宏大体量⋯⋯丛书的与众不同，对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的组织统筹工作提出了高
要求。馆内建立了丛书工作联络机制，按区
域划分成立3个联络组推动地市丛书编撰出
版。馆员研究员作为丛书编撰的巨大“能量
源”，高强度、高频率赴各地座谈调研、答疑解
惑，提供专家支持和业务指导。正如浙江省
文史研究馆专职副馆长姜玉峰在座谈会上提
到的，“这套丛书，是全省广大文史人通力合
作的重要成果，它的面世，生动体现了新时代
浙江文史人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各地市宣传部门协力推进，也进一步整合
了县市区的文史社科类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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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县（市、区）三级参与
编纂工作的人员达1000余人，不少地方是首次
参与全省联动的通史性质的文史丛书工作。许
多对当地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专家都积极
参与，认为这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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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参与丛书编撰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代
表王福和，被基层的热情所深深打动，“每一次
去开会，就像参加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被基层文
史工作者追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聆听着他们的
困惑、焦虑、矛盾，王福和感慨：未来要进一步加
强对县市一级文史研究者的关心和帮助，从而
继续推动新时代的文史工作走深走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书的出版是一个
新的开始。“丛书涉及的史实史料，和写作风
格还有有待完善的地方”“可不可以让丛书进
入中小学，成为当地的乡土教材”“可不可以
出配套的图志，丰富丛书的内容形式”⋯⋯越
来越多的新想法正在迸发。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
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
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社科研究跳出“小众循环”，才能在“大众
流量”中产生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的编撰出版，是我
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际行
动。一定程度上，它也成为推动全省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
八战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的读物。”王
永昌说。

编委会希望，未来，《浙江文史记忆》丛书
能成为浙江省有辨识度的精品工程，更多读
者能从中领悟到优秀的浙江文化和中国传统
文化。

6年，99卷，《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完成

厚史“小书”，记叙文脉与精神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胡 婷

6年，99卷，《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完成

厚史“小书”，记叙文脉与精神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胡 婷

《逐苍穹——沈荣
骏 访 谈 录》终 于 出 版
了。3 个多月前，我有
幸 参 与 了 该 书 的 审
读 ，提 前 拜 读 了 这 本
令 人 难 忘 、催 人 奋 进
的 书 稿 。 如 此 一 来 ，
我自然对于该书的出
版也多了一份期盼。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的航天事业突飞
猛进，随着媒体对载人
飞船、空间站和深空探
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的持续报道，航天探索
从一个颇为神秘的专
业领域，成为了社会大众十分向往、十分喜爱的热门话题。
今年 11 月，又正逢“神舟一号”首飞成功 25 周年，浙江大学
出版社经过数年努力出版的这本书，可以说适逢其时。

沈荣骏院士是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系统的主要奠基人、载
人航天工程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从上世纪 50 年代在茫茫戈
壁滩上建立20基地开始，到本世纪初我国的“神舟一号”飞船
成功发射、航天事业走向深空，沈荣骏院士几乎全程参与了我
国航天测控事业从零起步、走向辉煌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段
历程。《逐苍穹——沈荣骏访谈录》以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系统
的建设与发展为主线，以访谈的形式、纪实的手法和朴实无华
的语言，从亲历者的个人视角，真实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峥
嵘岁月。

阅读过程中，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那些故事，既有许多
光鲜亮丽背后的鲜为人知，又有与科学技术发展大环境紧
密相关的时代背景。书中，技术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进步都
交待得非常清楚。我相信，不论是业内人士或是普通读者，
都会被宏大主题下的真实细节所感染。这本书讲的不是一
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浓缩，它展现了老一代党和国
家领导人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雄韬伟略和战略定力，
刻画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群像。他们身上所体现的

“千人一杆枪，万人一发弹”的无私奉献、大力协作精神和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英雄气概，对正处于世界局势动
荡不安、谋求新一轮改革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较
好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的阅读，能让我们走近沈荣骏院士那一代的杰
出科学家。沈荣骏院士一生的奋斗和成就源自于他的思
想、他的执着和他的追求。在那一代知识分子、那一代科技
工作者身上，有一种初心不忘、无怨无悔的家国情怀，有一
种自立自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也是贯穿于整部书
的一条主线。

近几年来，国内出版了一批涉及“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深空探测等方面的书籍，总体来看都较为高大严肃。本书则
另辟蹊径，聚焦60多年来在我国导弹航天领域中的一些重大
事件、重点工程、重要时点，很好地体现了故事主角“实是求
是”“堪当大任”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

书中讲述的航天测控技术从导弹起步，到卫星、再到载
人航天的自主研发过程，线索清晰，内容丰富，故事性和画
面感都十分强烈。沈荣骏院士如何带领团队在渺无人烟的
戈壁滩中寻点建站，如何在广袤的太平洋上捕获“东风五
号”洲际导弹；困难时期，戈壁滩上官兵如何艰苦生活；我国
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如何成功上
天⋯⋯种种历史画面在书中一一再现，勾勒出了一条我国
导弹航天测控技术发展的脉络，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国
的导弹航天事业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记录。作者较好地把握
了专业与大众的关系，既保留了科学术语的严谨准确，又力
求用一种平铺直白、通俗易懂的文学方式进行表达，以满足
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

访谈中，作者提问：“这一生最让他欣慰和自豪的是什
么？”沈荣骏院士说：“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系统是全凭自己的
力量建立起来的，所有测控设备都是自主研制的，从来没有
因为测控系统出现问题而导致任务失败。”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沈荣骏院士一生中
为国家做的一件大事。那一代科学家正是凭着这种对国
家和事业的忠诚，凭着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勇
攀高峰的勇气和精神，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重
大贡献！

中国航天测控峥嵘岁月再现
汪 忠

中国航天测控峥嵘岁月再现
汪 忠

小说围绕上海老爷叔
“瑟”“堪称颠覆”的式微人
生展开。从《长恨歌》到

《儿女风云录》，作者再次
通过书写上海男女的一
生，呈现了上海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
沧海桑田的变迁，挖掘这
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性
格、气质、皱纹和表情。

《儿女风云录》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是以
帝王将相为主角。该书从由州
县之中的典型“小民”入手，通
过对斯文代表的生员、富甲一
方的绅商、辛勤稼穑的齐民、坚
守贞节的节妇烈女等人的生活
与命运的剖析，尝试还原君主
专政时期普通州县平民的生存
状态。

《州县之民》
王帆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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