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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中国城市变革重要的转折
期，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和商贸要冲，
济宁地区的商业化、城市化，受大运河修筑

和使用的影响巨大，其兴衰起落犹如一面镜
子，可一窥明清城市的浮沉、地方精英的命
运、社会政治形态的变迁等历史侧影。

孙竞昊的《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
士绅和社会》，深入考察了明清时期北方运
河城市济宁的地方社会形态，以作为传统社
会精英的地方士绅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济
宁士绅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
为，及其在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中，塑造
的济宁地方社会独特的性格和城市的特质。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在历
史进程中形成不同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形象，
沿着历史溯源追流，不仅可以丰富对历史认
知的深度，也能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

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城市史研究主要集
中于经济和文化发达、士绅社会更为强大的
南方地区，《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
和社会》一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
兴起而繁荣的济宁。

书中既有江南与济宁不同区域的横向
对比，也有与同为运河城市临清等的平行比
较；既有推动济宁商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外
在因素，也有济宁精英阶层塑造城市性格和
特质的内在驱动，呈现出与江南地区不同的
城市化路径，以及北方城市变革的复杂性和

特殊性。
回归历史现场，大运河的贯通，提高了济

宁地区的政治地位，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使济宁地区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这种发展不
仅来源于外力，如国家对运河的治理与重视、
外来商贾的汇聚、南北文化在此交融等，也离
不开济宁本土精英和非精英阶层的推动。

比如作者所指出的，大运河贸易的兴
盛，为当地士绅家族积累财富奠定了基础，
基于此而崛起的士绅，通过城市空间的塑
造、城市风气的引导、对政治文化军事等事
务的积极参与等方式，逐渐形塑出济宁独特
的城市特性与地方认同。

当然，历史总是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
地位得以提升的士绅，他们形塑城市的过
程，也可以被视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力的过
程。此外，该时期城镇结构也发生变化，富
商逐渐成为非士绅精英的重要部分，不仅刺
激士绅精英本身的兴趣和性格，也为推动济
宁城市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每一座城市的浮
沉，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不可分
隔。如作者所言，一旦运河设施的败落、灾
荒与战乱频起时，高度依赖于运河的城市，
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即便“济宁的境遇要好于大多数北方沿
运地区”，没有完全没落，也不免陷入发展急
剧衰退的困境；而且，随着外来商业势力的
离去，传统漕运的中断，清朝中央集权的式
微，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
崛起和扩张，国家对济宁等运河城市的重视
程度也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济宁士绅精英重复着“既依靠
帝制国家权力，又在其萎缩和败落时壮大，复
在其秩序恢复正常后归于沉寂”的命运。

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前期，济宁精英和民
众着力重塑自己的城市，“不失时机地抓住
沿海袭来的新趋向，选择了一个中和的现代
化方式”，在“欢迎工业化和现代制度化教
育，但也尽可能保持地方和中国本土文化传
统”，而不是“像通商口岸城市那样激烈西
化”，避免了在转变过程中倒向传统或者现
代化的极端。

城市和人生一样，都是需要经营的。《经
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
的转变过程，也能让我们从历史这面镜子中
照见过去，连接未来。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
会》 孙竞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济宁，古代城市浮沉的一面镜子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和社会》读后

李钊

紫芒果早期曾创作了《兽欲恶
主》《大武贼》《悍途》《龙血狂神》《龙
魂战皇》等二十多部的玄幻网络文
学作品。2017年，紫芒果开始思考
文学创作的价值，决定拓展个人的
创作领域，尝试进行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作品的创作。

《强国重器》于2019年1月在
书海小说网创作连载，并于2022年
11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
版发行，这也是紫芒果走向现实题
材道路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初
期，兴州市电力机械制造厂一批工
人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甘于奉
献，勇敢担当，打造国之重器的热
血故事。作品全景式回顾大国征
程，显示出“时代文”“强国文”的总
体基调，还原了陕西电力机械制造
业的发展版图。

不可否认，作者的创作或多或少
受到了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影响，继
承了路遥在作品中运用现实主义的
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
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的风格。

《强国重器》作者通过胡新泉、
赵明诚、董青金、罗维卡等一批工
人形象塑造，展现出了鲜活的、充
满力量的、昂扬向上的工人群体。
在表现了老一辈工人阶级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的强烈社会责任心的
同时，又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工人们
积极探索、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由此可见，青年作家对于城乡写作的理解，已然完全不
同于前辈作家。青年作家把城市与农村不再作为文学创作
的空间结构，而是把视角对准了一个空间中，不同人物对同
一事物的不同见解。

《强国重器》在讲述工人们为事业拼搏，为人生奋斗的朝
气生活时，也融入了企业发展理念和机械制造业的硬知识。

作品通过对中国工业发展史中历史节点性大事件的回
顾，如苏联援建、三线建设、技术革命、市场经济等，营造时代氛
围，展现社会风貌，同时嵌入了大量行业技能和数据资料，深入
展现了在特定背景下，工人如何在机械制造业探寻发展。而这
一点，正好基于作者曾从事的工作就跟特高压电力设备相关，
对这个领域相对熟悉，描写得生动细腻，令人震撼。

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个性丰富，罗维卡作为一个
经受过家庭工业建设熏陶的女性代表，她的祖母是苏联援助我
国工业建设的专家，祖父是首批投身工业建设的知识分子，而
她是新时代的工人，对工业建设有着复杂与深厚的情感。

作品通过罗维卡这一女性角色的经历与体验，展现了新
时代年轻人对工业建设从反思，到实践，再到改良的过程，体
现了传统观念与成长个性的复杂矛盾。她以现代观念重新
观照传统思想，在国家工业建设的过程中建构技术自信。通
过个人的抗争与人性的挣扎，呈现出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时
代意义，以及丰富复杂的内涵，进一步传达了关于人性以及
工业建设的思考。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强国重
器》里，董青金作为工人的代表，始终奋战在电力装备生产的
第一线，为很多重大项目生产设备解决难题。作为厂里的老
工人，他不贪图任何奖励，甚至庆功宴都忽略了他的存在。
而就是这么一位老工人，他站在高空中，以俯视的视角审视
电力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并且在“指点江山”的过程中，产
生主人翁的心态。

作品创造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空间，作者虽然更擅长写
玄幻网文，但他精深的写作功力，使得他在处理现实作品时
仍然得心应手，在故事设置、情节掌控、场景架构、人物塑造
等方面，体现出一个小说家匠心独运的优势；尤其是在描写
厂子建设初期，物质条件异常艰难，但工人们一直心怀希望，
困顿迷茫却投入热爱的事业中去，这正是人性美学的升腾。

有一种实干叫中国制造，有一种传承叫工匠精神。民族
工业在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的传承尤为重要，继而
才能将家族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中国工业建设未曾衰败灭
亡的根本缘由。

电气技术员胡新泉，在面临工程师和企业家身份抉择
时，受到充满奉献精神的老一辈电气工程师们的影响，肩负
起时代责任，打造国之重器电力品牌。工匠精神的核心就是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小到打造一颗螺丝钉，大
到特高压电力装备等大国重器的锻造，都离不开像胡新泉这
样的工匠们笃实专注、严谨执着的匠心。

读罢《强国重器》，让我想起了聚焦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
家创业故事的电视剧《风吹半夏》。该剧改编自著名女作家
阿耐的作品《不得往生》，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许半夏为
首的中小民营企业家，在回收废钢铁的草莽中起家，趁着改
革开放的大潮，逐步从“捡破烂”走向开工厂，在漫长的创业
岁月中闯出一片天地的故事。

《强国重器》与《风吹半夏》同样作为现实主义励志作品，
让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进行解读，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走出属于自己的认识之路。

当前，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
越来越多的作家，表现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

《强国重器》是作者紫芒果尝试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力
作，跌宕起伏、节奏明快，不但记录了中国特高压电力装备领
域的企业改革和发展，以及一个时代中各行各业的人物生
活，也填补了长篇网络小说没有特高压电力题材的空白。

通读这部小说，内容丰富深刻，人物鲜活生动，文字流畅
而充满智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回味良久。

《强国重器》 紫芒果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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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意味着什
么？有人说阅读是
生命，有人说阅读是
信仰，有人说阅读是
爱好，有人说，阅读
是习惯……

他们都是真正
的阅读者，已经把阅
读 与 生 活 融 为 一
体。阅读，与吃饭睡
眠、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样，成为生活中天
经地义的日常事。

这样的日常行
为，分明带有强烈的
功利性，比如个人为
了找到某个问题的
答案，为了获得心灵
的宁静和快乐，甚至
为了活得出人头地；
比如社会为了建立
完善的制度，为了维

护长期的稳定安宁，从而自发或鼓励进行这
种行为。而这样的功利性，却因为它在文明
传承中的极端重要性，得到一致的推崇和响
应，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这个意义而论，阅读，又是非常特别
的日常事。

阅读的本质，是人们通过阅览实体、纸
质、电子等媒介记录的内容，获得知识、启迪
思考、享受愉悦、涵养浩然之气的过程，这是
极其个体的行为，也是最为全民的公众的行
动，是社会传承和发展文明的过程，也是个
人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的过程，是普遍认为
神奇和美妙的体验，是一种极为平凡的伟
大，也是一种最为伟大的日常。

于是，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手不释卷，
昼耕夜诵，囊萤映雪，牛角挂书，废寝忘食；
于是施洋搓脚夜读，鲁迅奖章换书辣椒驱
寒，闻一多醉书；于是陈望道把墨汁当红糖
蘸了，品尝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居里夫人，
由于镭的辐射，手指甲裂开，不停地流血，但
直到最后还坚持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文学
经典。杰出的科学家都不是简单的技术主义
者，而是具有广博气度和超常审美力的人。

2023年，四月芳菲天，“八十年代新雷
锋”“当代保尔”张海迪在杭州出席第二届全
民阅读大会开幕式。她回顾自己的阅读经
历说，读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非常重
要，读书能化作奋斗的精神力量，内心产生
的力量才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源泉。好书是
心灵之船的风帆，引领我们驶向彼岸。

张海迪身患高位截瘫，在病床上，用镜
子反射来看书，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4国语
言，并成功地翻译了16本海外著作，如今已
67岁，仍坚持阅读不止。

阅读的人，不会孤独寂寞，也不会空虚
无聊，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短暂的片刻
像是过了千百年，足不出户却已行万里路，
手脚未动却能翻江倒海、开天辟地。

站在历史的纬度来看，阅读堪称高尚，
具体到个人，无非日常必须事。宋代读书风
气盛行，帝王“日阅三卷”，乡童“朝诵暮弦”，
整个社会表现出浓郁的读书气氛。时人甚
至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欧阳修《归
田录》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

‘马上’‘ 枕上’‘ 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
思尔”。这“三上读书法”，真正把读书当作
了生活中离不开的平常事。

如今，我们依然做着日常事，平庸与繁
琐之中，“读书破万卷”——开卷阅读，是实
现突破的有效途径。当然，阅读是对话，是
遨游，是沉淀，是激发，是充实，是放空。腹
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

阅读让人的神情气质、举手投足发生根
本性变化，使人眉间有日月，心底有山河。
正如宋代诗人黄庭坚所说：“士大夫三日不
读书，则礼义不交于胸中，便觉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

常开卷，必定常受益。当阅读习以为
常，“最是书香能致远”，不再仅仅流于口头，
而是发自内心的时候，书香润泽过的心灵，
自然是纯净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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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里的4月22日，周六，春雨潇潇。
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济宁新华书店漫舟书
城，推出《水调歌头——运河女儿词赋集》。

24日下午，漫舟书城二楼电梯拐角不
远处，书架上摆满了李子君的新书。封面
大图是李子君民国风个人照片，题名是刘
一鹤，题写是乌峰，郑华星在内页题了以

“慈”演化的“兹心”二字，杨朝明为这本书
作了序。

《文化周末》记者在这里专访了作者李
子君。她的开场白中这样说，现在聪明人
太多，要当个词赋创作的“笨人”，踏踏实实
创作更多作品。

李子君，笔名红妆，人称四姑娘、运河女
儿，生于济宁市嘉祥县一个武术之家，是中八
式洪拳传承人，冼夫人拳创编者。

关于“运河女儿”，李子君说，自己有
“三观”——时间观、空间观、生命观。其中
的时间观，体现在《水调歌头·中秋》中。李
子君写“才忆中秋事，今日又中秋”，表达珍
惜时间之感。而表达空间观和生命观的作
品有《酌江月·范蠡》“买名何用，布衣才是
卿意”，《凤栖梧》“人在山东，莫道山西
好”。在《更漏子·运河女儿》词前题记中，
李子君写“自小，我就知道我是在运河边长
大的姑娘，曾经用手捧着喝过那清冷冷的
河水，亲耳听过那运河里‘嗨呦、嗨呦’的号
子声，亲眼见过妈妈那粗黑的大辫子在运
河里一摆一摆的倒影。这样的童年记忆深
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所以，这一日，我终
是回来了，月是故乡明，我是运河的女儿
啊！”本书的“运河女儿”，或许就是李子君
时间观、空间观、生命观的融合表达。

在《子君<水调歌头——运河女儿词赋
集>序》中，杨朝明表示，诗词歌赋的创作，
其质量之高低，决定于多种因素，尤其决定
于创作者本人，比如胸襟、抱负、器识、品
性、才情、学养、功力、选材等因素，有生命
力的诗作一定起于某种情感的快乐而止于
一种智慧。

例如，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诗经》即
经过了孔子的选编，承载了“思无邪”的大
智慧。《诗经》源于生产与生活，具有多方面
功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
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读《诗经》，时常会感受到一种特有的美，内
心受到触动，感到它的纯粹、端正与美好。
这样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经历再多时间
都不会改变，正因如此，《诗经》中的篇章被
历代传承与发扬。

杨朝明如此评论《水调歌头——运河
女儿词赋集》：翻看之中，就会感到她就是
一位优秀的诗赋文化挚爱者、弘扬者。不
少人都读过子君的作品，却不一定知道她
的作品数量竟如此之多！读着读着，就被
带入作品的意境中。

喜爱诗歌的人，不一定能写；能写的
人，不一定写好；能写好却又有那么多的诗
作这般耐读，就难能可贵了。子君能做到
这一点，一定是她孜孜不倦用心灵去求索
的结果。

子君生活成长在孔孟故里，她是运河
沿岸这片土壤开出的绚烂花朵。读她的书
稿，就能看到期冀中的样子，就好像有一位

“温柔敦厚”的女性款款走来，她的温良感
染着、影响了许多人。

子君是“运河女儿”，她说她长在运河
边，是喝着运河的水长大的。运河水所代
表的是孕育、是滋养、是承载、是诉说，是祖
祖辈辈在运河边洒下的汗水，是父辈们在
时代发展中参与的建设。可以说，子君的
每一篇作品都包含了从先人们开始的述
说，开始于先人们在这片土壤上撒下的一
粒粒种子。

“更为难得的是，子君《运河女儿词赋
集》并不单单写运河风物和故事。”长期的
海外工作经历，使她格局延展、视野开阔。
她接触各种文化背景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情
感，因而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表达自然。

通过现实生活，她不断思索历史，在时
间和空间自由切换、游刃有余。读她的词
赋，我们能想到她会穿越时空，在夜深人静
时与古代诗人对话，相互酬唱，《词赋集》中
很多诗词告诉读者，这也许是她在现实生
活中知音难觅的一种纾解。

在这个过程中，子君仿佛不像寻常人
一样只是去夜读、去创作，而是去凝思，把
自己放在对话诗人的环境中、语境里，去理
解他们，或矛盾、挣扎，或闲适、愉悦。她在
把握诗词意境上一直没有脱离原路，走得
认真而执着。

在采访中，李子君告诉《文化周末》记
者，她出生于武术世家，受儒家文化、运河
文化、忠义文化影响颇深。由于受忠义思
想的影响，她本人任侠使义，时常对古代女
子的遭遇深表同情，对她们的才气感怀叹
息，以至于感同身受。

《水调歌头——运河女儿词赋集》，前
半部分是词，后半部分是赋。李子君说，她
开始写赋，要追溯到20出头的年纪了。“当

时《光明日报》有一个‘千城赋’的活动，虽
然活动已经截止了，但是我看到后就想，诗
词确实无法把济宁多彩绚丽的文化表达出
来，不如就写赋吧，随后写了一夜。”

从《济宁赋》开始，李子君又创作了《太
白赋》《东大寺赋》等作品，一发不可收拾。
只要开始写，一写便是几个小时，沉浸其
中。尼山世界女性论坛开幕时，李子君写
了《尼山赋》，表达了她当时的情感和思想。

还有一件需要提到的事，李子君是颜
母祠的守护者。

李子君热爱社会公益事业，经年累月
守护孔子母亲的祠堂颜母祠，深入发掘孔
子母亲事迹，公益宣讲孔母精神。她每周
每月，定期组织活动，祭扫颜母祠，最近又
组织考证了颜母的诞辰日为5月18日。李
子君说，她这种不求回报的守护，更多是觉
得孔子母亲应当被重视、关注。

《水调歌头——运河女儿词赋集》中，
收录了李子君近十年来的作品。李子君从
小喜欢古诗词，从小仿写“少年不知愁滋
味”，至今已笔耕不辍三十年。这些词和
赋，都是记录生活、讴歌济宁的作品。她如
今保持了平均一天写一首的自然状态，可
以说“诗词即生活”。

《笨人赋》中，李子君写“世人忌‘笨’，
争以‘聪明’为荣。忌笨、隐笨、恶笨，今甚
于古”“笨者，本也！笨人者，世之所需，时
之所待也”。在随后的《作赋小记》中，李子
君写出了《笨人赋》的创作历程。

原是一天与友人漫步，行间，一处竹石吸
引了大家。每一根竹，都在石头的重压下，以
各种形态努力向上，有的穿过石缝直指苍穹，
有的顶住压力曲折攀升，有的宁折不弯、百转
千回寻找出路。

一时间，众人都被竹子的不畏艰难、勇
敢向上的精神所感动。竹子身上的“笨
劲”，李子君恰恰认为是一种“贵族精神”。
这个世界，需要像竹子一样的“笨人”和“笨
力量”，因为这世上的聪明人已够多了。

李子君说，如果要寻找这个世界上最
美的语言，那一定是诗词。如果再美些，那
一定是古诗词。在词赋创作中，她愿意做
这样的“笨人”，多创作些作品，多做对社会
有益的事情。

《水调歌头——运河女儿词赋集》 李
子君 著 研究出版社

李子君：当个词赋创作的“笨人”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书与人生

新书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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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诗，伴着盛夏蝉鸣，寒冬落
雪。诗卷缓缓展开，就像人的一生随着年
华流逝而慢慢呈现。

书香萦绕，世间风貌，我从中感悟人生
百态。

诗承载着悲欢离合。寥寥几字，却是
意境与氛围的融汇，情感与思绪的飞扬。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
瘦马”，渲染出寂静萧瑟，漂泊他乡的惆怅
油然而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古难全”，月的变化映照离分聚合，尽显从
容淡泊。

读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想象诗人扬鞭策马，纵观长安的神采
飞扬，畅快淋漓。

诗承载着家国天下。诗是民族气节与理
性求索的栖息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是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而为民
族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江山百姓在上，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
之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则道出时代前进，后浪翻滚，将胜于今的历
史真理。

诗承载着万物盛景。“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不星月同
天，江海奔涌，跃然纸上。

诗陪伴着我的成长，春秋冬夏，岁岁年
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
辜负”，那么，在人生漫漫之路，每一个不曾读
诗的日子，都是对自己的辜负。

诗意隽永，承载人生
高园园

唯美书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