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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上 世 纪 中 叶 以 来 ，中 国 学 逐 渐 兴 起 ，

学界关于 21 世纪中国发展前景的讨论，也一

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汤因比等历史大家较

早地提出“希望 21 世纪是中国世纪”，但赞同

者 寥 寥 。随 着 21 世 纪 头 20 年 中 国 的 急 速 崛

起，“21 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议论又多了起

来，但这些观点更多地带有预测色彩，或者

主要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专题的论证之

作极为罕见，可见要借助多学科理论，贯通

历史、现在和将来，把中国世纪这个专题讲

得清楚明白，绝非易事。

周兴旺先生的新著《文明大趋势——为

什么说 21 世纪是中国世纪》（以下简称《文明

大趋势》）无疑是一部论证中国世纪课题的

不可多得的力作，必将为丰富中国学、帮助

中外读者读懂中国提供一本极具说服力的

论著。

支 撑 周 兴 旺 先 生 围 绕“ 中 国 世 纪 ”著 书

立说的，首先是强烈的问题意识，而非仅仅

是解读的冲动。毫无疑问，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我们的这个世界、人

类的共同家园的确出了大问题。“人类文明

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面

临一个巨大困局，即“一方面面临着堆积如

山的全球治理问题，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

威胁人类文明的存亡绝续；另一方面，当今

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主导的民族国

家体系，先发国家一旦感觉其为全球治理付

出 的 成 本 高 于 其 收 益 时 ，便 会 选 择 逆 全 球

化，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后发国家在

风雨中飘摇”。

世界何处去？人类怎么办？

周兴旺先生在《文明大趋势》中认为，这

是时代之问，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世界

性的难题，因此，解题必须要有大思路，要通

过历史大视野，从人类文明的演绎过程中去

寻找答案。《文明大趋势》指出，“世界的问题

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参与才能解决，这必然要

求一个能够超越本位主义，愿意将自身利益

与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融合发展的国家或者

文明挺身而出，为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付出努力，而这一切又是西方文明无法提

供的。”所以，《文明大趋势》提出，在 5000 多

年的文明史中具有卓越表现的中华文明，应

当挺身而出，为解决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困局

提供解题方案。可以说，《文明大趋势》以此

发端，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

角和开掘的路径。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为 21 世纪的人类

世界提供智慧与答案呢？《文明大趋势》在绪

论部分，创新性地提出了文明的“新定义”，

即“人类为了促进生存与发展以及降低协作

成本而创造的事物的总和”，认为“文明发展

的大趋势就是不断促进人类更大范围更深

程 度 的 协 作 ”。而 中 华 文 明 因 其“ 天 下 型 文

明”特质，恰恰具备团结凝聚世界人民进行

新型大协作的能力，能够“将人类世界带到

一个超越狭隘利益博弈、争取创造更大共同

福祉的新境界”。这个逻辑关系，构成了本书

立论、论证和结论的基础。

在本书的下编“21 世纪的领跑者”中，周

兴旺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华文明由“古典天

下主义”发展而来的“新天下主义”，能够抛

弃本位主义的窠臼，致力于维护世界人民的

共同利益，秉承开放、包容、互惠、和平的特

质，将终结西方霸权主义，从而“为 21 世纪的

世界难题解套”。周兴旺先生对于“中华文明

复兴的世界意义”的阐述，不仅富有创见，而

且丰富了 21 世纪中国学的内涵。

那么，中华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的狭隘自

私根性、具备引领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特殊能

力又从何而来呢？《文明大趋势》从解析文明

的内在结构与逻辑入手，揭示了中华文明数

千年来不断演进的历史合理性，提炼出了中

华文明的特质和精华要义，包括早熟的国家

治理体系、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宏大的政治

格局、高超的文化融合能力、高度的组织性

与贴近民生的技术创新力等等。这些史论结

合的分析，说服力很强，很好地解释了文明

兴衰的内在规律。

周兴旺先生长期在媒体工作，熟悉国际

国内大势，也熟悉当代经济与社会的前沿状

况，这令他视野宏阔，洞察敏锐。他虽不是历

史科班，但因兴趣所致长期浸润其间，其论

人论事鞭辟入里，史识、修养颇具大家之风，

加之文笔生动，令这部书精彩纷呈，看点颇

多。《文明大趋势》字里行间洋溢着满满的文

化自信，也充满着对我们国家、民族、文明的

坚定自信。

（《文明大趋势——为什么说 21 世纪是

中国世纪》，周兴旺 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春树

我 很 喜 欢 在 上 海 逛 书 店 。位 于 地 铁

内的“季风书园”是我每到上海必逛的一

站。印象里，成年之后许多外国经典文学

和人物传记，都是我从这家书店买了之

后用旅行箱辛辛苦苦带回北京的。

北 京 并 不 是 一 个 买 书 的 好 城 市 。这

个城市太大，太乱，太没有规划。往往是

每次出门只能去一站，没办法一次把所

有要买的物品买齐。三联书店太学术化，

气氛比较压抑；“光合作用”又太过通俗，

大部分都是些通俗作品，还分楼上楼下，

要逛遍整间书店相当费体力。有些书常

常是在上海的书店里买到之后，北京的

书店才刚刚上市。

“我们不要看那么多书，我们应该写

书。”

把 时 间 都 用 来 看 别 人 的 作 品 ，说 穿

了是种意淫与懒惰。

“我不想再看书了，我看过的书已经

够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抱着一摞书走向

结账台，对自己心存不满，觉得自己越来

越像个读者而非作者。

结 完 账 ，出 于 某 种 我 们 都 无 法 了 解

的心理，又把整个书店都逛了一遍。结果

又一人买了一本书。果酱买的是《神保町

书虫》，副标题是“爱书狂的东京古书街

朝圣之旅”。这本书太讲究了，设计得很

细致，还配了许多草图。我买了一本《书

店 的 灯 光》，这 是 一 位 美 国 爱 书 者 写 的

书，关于书店的回忆，也涉及书与书店的

历史。作为一个爱书的人，我对这本书完

全没有抵抗力。

就 在 我 们 要 离 开 前 ，我 突 然 又 发 现

了另外一本书，它就放在我们所买的书

的正中间。这本书有关于书房的设计，书

房的灯光。这真让人心动啊。难道我们不

应该好好设计一下我们的书房，让它物

尽其用、优雅又具有个人特色吗？但我们

买得太多了，此时已经没有购书的冲动

了。

我 们 几 乎 是 一 步 三 回 头 地 离 开 了 ，

每个人都有至少一本想买的书没有买。

“书太贵了，但比起衣服来还是便宜

的。”

“ 我 们 不 都 买 过 许 多 从 来 没 再 穿 过

的衣服吗？难道我们不能买些以后不会

再读的书吗？”

“ 你 不 把 衣 服 穿 出 去 别 人 就 不 知 道

你的坏品位。但把那么多烂书放在家里，

实在太没品了。你应该看看我们家垫桌

脚的那些书。”

“哈哈哈哈。”

书香闲情

徐虹雨

离开故乡已经 20 多年了，脚步不常

至，心却时常会飘回去看看。心回来了，

在记忆中的故乡 ，一遍遍唱着一首老歌

谣，这首老歌谣就是——乡愁。

缘起

我 曾 一 直 以 为 ，在 一 座 城 市 工 作 了

那 么 久 ，这 座 城 市 就 已 经 是 故 乡 了 。再

说，这里的生活习惯以及语言，都和我出

生与生长的老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本

来就没有离家远行，我如何谈故乡？我便

以为，我是没有乡愁的人。

我 的 乡 愁 到 底 起 于 何 时 呢 ？应 该 是

得 知 老 宅 拆 迁 吧 。老 宅 不 拆 ，它 们 在 那

里，我便以为还可以随时归去。就算那里

面住着的已经是陌生人 ，就算房子经过

一次次的装修会变得面目全非 ，但是只

要老宅的根还在那里 ，我就会认得归去

的路。

老宅拆了，一下子连根都没有了。关

于故乡的所有记忆，如何安放呢。我得赶

紧给它们找个新地方。永远属于我、不会

拆除的 ，便是心灵里的小小文字百花园

了 。于 是 ，便 有 了 写 作 这 本 散 文 集 ——

《没有天堂 只有故乡》的冲动。

在写作与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原

来寻找乡愁的人，失去故乡之根的人，还

不止我一个，还有更多个——我们。一切

都 在 快 速 变 化 ，在 某 一 天 ，我 们 突 然 发

现，人的脚步，总是朝前，更远地离家，仿

佛离得越远，才叫越成功；人的心，却时

常会向后，更近地触摸原乡，似乎隔得越

近，才越懂自己，走遍千山万水，也走不

出记忆中的故乡。

认知

在 这 本 散 文 集 里 ，我 触 摸 乡 村 不 断

城镇化、城市不停改造的时代背景下，我

和我们，共有的乡愁。这股乡愁，不仅是

对故乡山水的慢慢回味 ，不仅是对故乡

人情的细细咀嚼，还有对原乡文化、对自

我价值的思考，还有对生命、对自我的感

触与认知。

关 于 乡 愁 的 认 知 ，我 在 一 次 次 的 返

乡之行里寻找答案，并将答案化为文字。

“一个城里人，会用一辈子的时光，住老

一 座 城 市 ，守 老 一 棵 树 根 吗 ？我 们 的 光

阴，留在哪里呢？谁是我们躬耕生活的镰

刀？曾以为远方便是天堂的我，似乎有些

明白，其实，离家的我，没有天堂，有的依

然是——故乡。”

关 于 生 命 的 认 知 ，我 在 一 年 年 花 开

花落里、春来春往中、人去人散间思索。

“这似乎就是一个打不破的循环。但是，

在这循环间，我们依然对一切充满期待，

就像明知多少年的春天都是差不多的 ，

但是依然见之如初见；就像明明知道，每

个人 ，经历的都是生老病死这样同一个

过程 ，但是依然对这已知最后结局的生

命，充满热爱与惊喜。”

关 于 自 我 的 认 知 ，我 曾 不 清 楚 我 到

底 想 成 为 一 个 怎 样 的 自 己 。“ 我 得 随 着

心，去寻找方向。心，藏在深处，它听不见

风声，听见的是它自己的声音。很多的时

候，我们听见的，不是心的声音，而是外

界各种各样的风的声音 。我把风关在门

外，听见心在说——别迷失自己。”

生 命 中 最 重 要 的 成 长 ，也 许 都 是 在

一次次的远行与回归中完成的。出发，前

往梦想抵达的远方；归来，归于我的心灵

原乡。

质感

乡愁，具有岁月特有的色泽与质感。如

何让文字里的乡愁有新的呈现方式，我找

到了具有常德本土风格的非遗作品——

麻质画，用它作为全书的插图。

麻 质 画 传 承 人 李 健 鹰 老 师 与 我 一

样，也是一棵被移栽的树，从故乡移到异

乡，都扎根在穿紫河畔。包裹着我们树根

的那点土壤，都是乡愁。

穿 紫 河 畔 有 一 条 常 德 河 街 ，我 时 常

去河街的麻质画工作室 ，看李健鹰老师

作画。她以麻布为画布，以麻粉为丹青，

居于临水边的抱桃亭，把乡愁，把故园，

绘于画卷。她画卷里的乡愁，有着麻粉的

颗粒感，有着岁月的层次感。

这本散文集采用了李健鹰老师 58 幅

麻质画插图，这些画作，让文字里的乡愁

有了不一样的质感。

除了麻质画，我还找到了呈现乡愁的

另外一种方式——声音。我尝试着在公众

号“听雨为你朗读”中，推出这本散文集的

有声书。在有声书的配乐上，采用了具有

淡淡回忆感的口琴等乐器。有声书，是我

对自己的私语，更是我对故乡的告白。

我 和 李 健 鹰 老 师 都 是 守 艺 人 ，坚 守

着一门手艺。手艺，是守艺人的行囊。背

负着手艺，行走于他乡；我们又都在手艺

里，找到了——故乡的根。

（《没有天堂 只有故乡》，徐虹雨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乡愁的质感
——写作散文集《没有天堂 只有故乡》的心得

我写我书

买书者

岳凯华

初读龙泽巨新作《一碟盐菜》，兴奋

而 激 动 。龙 泽 巨 的 散 文 ，叙 事 、记 人 、抒

情，都有自己的特色，朴实而隽永，别致

而独特。

人生历程的游记式呈现

将自己人生历程和事业作为的点点

滴滴在多篇游记的写作中予以形象记录

和 巧 妙 呈 现 ，使 得 游 记 成 为 了《一 碟 盐

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集开篇之作《澧阳平原：中华早期

文明的华丽篇章》，从 1996年追随何介钧、

张学海两位考古专家走进位于澧县古城

遗址写起，追叙了 1997年作者到北京参加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学术意义专家论证会，

又在回溯 1988 年以来境外考古学者一次

又一次来到澧阳平原的宏观概括中，重点

讲述了两次接待日本客人的印象，最后结

束于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华文

明》在城头山举行的开拍仪式。

这篇散文就这样带着读者在澧阳平

原游走，揭示了澧阳平原沧桑变化的人文

底蕴。这也是作者当年任职澧县期间工作

的形象记录。因而这部文集第一编所收录

的多篇游记散文，便名为“澧阳平原”。

当然，这本集子里面还有不少游记

关涉到龙泽巨工作之初、退休之后的生

活经历，同时，还收有作者游览域外各地

的游记佳作。

人物形象的传记化书写

自古至今活跃和出没在常德故土的

乡贤形象，在这部散文集中也占据了主

要篇幅。作者让我们目睹了秦代孟姜女

的忠贞、善良、耐苦、刚烈（《流传不息的

孟姜女传说》）；得悉了范仲淹少年时代

随继父、母亲流寓到澧水河畔兴国观发

奋读书和东晋吏部尚书车胤囊萤夜读的

情 形（《 寻 觅 读 书 台·洗 墨 池·囊 萤

台》）……

考古专家在这部散文集中有比较集

中的描写。如两位考古学界著名专家何介

钧、张学海。而在北京举办的专家论证会

上，作者更是描写了黄景略、俞伟超、张忠

培等一批考古学者群像，他们在为常德澧

阳平原遗址重见天日而布局谋篇，为重写

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而呕心沥血。

高校学者、域外人士形象在龙泽巨

的笔下，也有不少呈现。

这些人物，其言行举止、一颦一笑都

有着较为强烈的道德共性和鲜明的个性

特征。他们在风操上所具有的引领作用，

通过龙泽巨散文的创作和传播得到彰显

和揄扬。

人间情怀的艺术性表达

《一碟盐菜》以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

情感，通过语言反映和展现出作者对家

乡、父母、后学深沉的情感，提炼出素朴、

甘醇、至美的人情。

对 于 故 乡 的 深 厚 情 谊 ，在《一 碟 盐

菜》中 的 许 多 篇 章 、诸 多 话 语 中 都 有 流

露 。如“ 城 头 山 ，我 为 你 骄 傲 ，我 为 你 自

豪”（《城头山，我为你自豪》）；“祈愿澧阳

平原的稻花清香，永远飘洒世界各地，永

远浸润着人类的子子孙孙”（《澧阳平原

稻花香》），等等。

《一碟盐菜》的一些篇章中，还可见

出龙泽巨对父母、师长的无尽感激和孝

心，如《父亲的肩膀》一文追忆了父亲坚

强的一生。也有作者对后学成长的关切

和期望，如《十二年》一文。

这本散文集，撷取作者生活中司空见

惯的材料挥笔写去，就像盐渍蔬菜加工工

艺一样，没有特别笔法，亦无什么玄理，只

在朴实平凡的文字中，娓娓道来，充溢着

新鲜活力，具有了独特的色、香、味。

（《一碟盐菜》，龙泽巨 著，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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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走马观书

《大融合：北朝一百四十年》
张玮杰 著，现代出版社

一部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简史。本书主要

讲述了北朝约一百四十年（439—581 年）的

历史，细致地阐述了北魏的兴起、北魏的分

裂（东魏、西魏）、北魏的灭亡（被北齐、北周

取代），以及杨坚在北周坐大，篡周一统天下

的过程。这是一段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

思想和社会大变革的历史，经历痛苦的动

荡、转折和改革，酝酿了大一统的隋唐盛世。

本 书 以 史 料 为 本 ，气 势 恢 宏 ，逻 辑 性

强，文字流畅，讲述简洁。作者注重挖掘故

事背后的故事，既有遮云蔽日的战争场面，

又有扣人心弦的党争，还有跌宕起伏的后

宫争斗。书中既注重讲解历史故事，又普及

人文知识，让人物与故事相得益彰，故事更

有味道，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可读性更强。

《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黄博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该书以文人士大夫的文艺生活为核心，

通过描绘宋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村儒

的日常生活，展现宋人的神采风韵。

作者以宋代各阶层文化人的文艺故事

为叙事主线，揭示宋代文化的审美意涵和生

活情趣。特别是选取宋代文艺生活中的代表

性人物作为主角，通过富有趣味性的逸闻轶

事，将宋代文化的学术成果以通俗易懂、赏

心悦目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作者流畅轻快的

语言，配以宋代文化的艺术结晶——绘画、

书法及各种文物，将文学性与视觉性结合起

来，图文并茂地让读者多方位地感知宋代文

艺生活的各种应用场景，既有厚重的历史

感，又有生动的现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