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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海峰 于国鹏

  修广利讲了这样一个
故事：2000 年，他到国家图书

馆查资料，接连好几天，阅览室
里只有他和一个老头在看书。有一

天，那老头忍不住好奇，站起来休
息时，专门走过来看看他在看啥书。

看到他在查阅邢侗的《来禽馆集》，弄
清楚他并非研究生为写论文而来，就是

喜欢古籍整理研究，禁不住又高兴又感
慨。“他找了张纸，主动写下自己的姓名和
电话，递给我说，这方面遇到什么问题，可
以给他打电话。我这才知道这老头是我国著
名的古典文献学专家李致忠。”7 月26 日，
临邑县党史研究中心原主任修广利在临邑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后来，我曾多次向
李致忠请教，都获得这位老专家的悉心指点
与帮助。”
  修广利正在审校新近整理编写的《德州
廉吏》样书，这本书预计年内出版发行。二
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搜集、整理、研究
古籍文献和地方历史文化著作。截至目前，
已经编辑校注或标点古籍文献共 36 种 181
册，其中，花费十年时间搜辑并标点整理的
邢侗诗文全集《邢侗集》，获得全国古籍整
理研究二等奖。

写出个性才能避免“百人一面”

  记者（以下简称记）：即将出版的《德
州廉吏》，所提到的这些廉吏都是德州
人吗？
  修广利（以下简称修）：这本书一共搜
集整理了121 名廉吏的廉政故事。其中，东
方朔、邢侗等74 位是德州籍的，晏婴、董仲
舒、黄庭坚等 47 位是曾任职或封地于德
州的。
  同时，整理出 12 名德州廉吏的家风家
训，拣选出9 篇在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经典
官箴，合在一起出版。
  记：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是忠实于历史还
是进行了一定的艺术虚构？
  修：首先是“信”，一是材料可信，用
了3 年时间去广泛查阅历史文献资料，所写
内容必有所本，所用材料必有出处；二是叙
述可信，本着不虚美、不夸张、不猎奇的态
度去写人物、讲故事。
  突出其“用”。写这些人，着重把人物
的思想讲清楚，把他们廉洁奉公的品质表现
出来，内容可资借鉴，读者可受启发，这也
是这本书在“用”的方面之价值所在。
  还有一个难点。书中121 个人物，共同
点是一个“廉”字，这也是每篇文章的核心
内容。如何避免“百人一面”，如何避免人
物概念化、标签化、脸谱化、简单化？我们
挑选出最有典型性的故事去表现人物，人物
的血肉就丰满起来，个性也鲜明起来。
  例如，写黄庭坚，引用《宋史·赵挺之
传》《德平县志·宦绩》等相关史料记载，
通过讲述他在任德平镇监一职时，为保护当
地民众利益，不惜公开劝阻上司推行“市易
法”政令的故事，生动体现出他一直践行的
“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不以民为
梯，俯仰无所怍”的为政主张，让人对他的
品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书中大多数人物，并没有专门的
传记。关于他们的资料，很多是通过

查阅人物“朋友圈”记载获取的。再把这些
散见的资料整合串联起来，殊为不易。通过
这本书，对德州历史文化名人、历史廉吏的
家风进行了整理，也为深度解读德州的历史
文化、廉政文化和传统家风的形成做好了资
料准备，提供了可借鉴的史料依据。

与孤本不期而遇的神奇“缘分”

  记：明代邢侗是当地很有影响和成就的
历史文化人物之一，以今天的眼光观察，他
的哪些文化成就值得关注和研究？
  修：邢侗是晚明非常有成就的文学家、
书法家、方志家。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被
认为“书穷五车，笔含万化”“去七子之铅
华”“孤出独树”，或有推其主盟山左文坛
之誉；他的书法位列“晚明四大家”；由他
领纂撰述的数种方志，多开启地方修志之
始。他的这些著作，都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
价值。
  邢侗存世的著作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诗
文，二是方志。他的诗文结集为《来禽馆
集》二十九卷，其中诗五卷，近六百首。方
志三种，分别是《南宫志》《武定州志》
《临邑县志》。
  邢侗在家乡长大。 24 岁进士及第，授南
宫县令，正式步入仕途。后宦游各地。最终
又辞官回乡归隐。他有很多诗文、碑文、墓
志都记述了家乡的人与事。
  他出身于“诗礼名家”，又幼负才名，
17 岁时，获得山东督学邹善赏识，被召到济
南“读书于其堂”。在《来禽馆集》中，也
有很多作品写到与济南有关的内容。如卷三
中，收录有他晚年所写一首诗，直接以《济
南》为题：“七十二泉满郡城，踏歌清夜一
声声。湖头舴艋莺窥否？山畔樽罍僧解迎。
我欲卜居无长物，昔时老友尚多情。醉翁何
必在山水，浪得林泉漫客名。”诗里有人有
景有故事，很有韵味。
  记：在邢侗文化研究方面，目前已经取
得哪些成果？
  修：二十年来，我先后整理出版了《来
禽馆帖》《来禽馆真迹全本》《邢侗纂南宫
县志》《邢侗纂武定州志》《邢侗纂临邑县
志》，邢侗纂《泲園集》《世说新语广钞》
《于文定公年谱》《邢子愿杂著》《邢氏家
乘》，《南博藏邢侗手札》《苏博藏邢侗手
札》《苏博藏邢慈静手书自作诗》，以及丛
书《邢侗著作全编》
（10册一套）、整理
标点本《邢侗集》
等 邢 侗 研 究 专 著
15部。
  其中，花费
十年时间搜寻标
点整理的邢侗诗文
全集《邢侗集》，

被列入2016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
资助项目，由齐鲁书社出版后，获得全国古
籍整理研究二等奖。
  记：在地方志书方面，又做了哪些整理
工作？
  修：我到各地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图书
馆去，细心查找关于德州、临邑的有关历史
文献，先后全面整理和标点了万历、康熙、
道光、同治、民国五种版本的《临邑县
志》，康熙、乾隆、嘉庆、光绪、民国五种
版本的《德平县志》等10 种旧志。整理和标
点了明代名臣葛守礼的全集《葛守礼全
集》，葛守礼之子、文学家葛引生的诗文集
《东山葛氏遗集》等个人作品集。这些地方
文献和个人作品专集加起来，共有22种。
  100 册的大型临邑历史文献专著《临邑文
献全编》，已经整理完成，即将由文物出版
社付梓。
  另外，《德州文献全编》目录，也已经
梳理完成，为今后完成出版《德州文献全
编》做好了基础工作。
  记：整理出版这些作品，很多称得上是
填补空白的学术成果。在搜集资料方面，遇
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修：“独喜遗编不我欺”，我喜欢古籍
文献的整理研究，所以愿意沉浸其中。在搜
集资料方面，确实是遇到了许多困难，经历
了许多波折，但也有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巧
遇与奇遇经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例如，在上海图书馆查找搜集邢侗创作
史料时，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那里有件
馆藏作品《来禽文稿》，但未注明作者。看
到这个书名，不由自主地想到，邢侗之书房
名“来禽馆”，此“来禽”莫非与“来禽
馆”同出一处？等调出原件一看，不禁大喜
过望，此书果然就是邢侗作品。这件作品的
珍贵之处还在于，全部内容为邢侗自写、自
刻、自印。而且，此书可谓“五彩斑斓”，
诸体皆备，邢侗是个有浪漫情怀的人，这么
做很可能是为了“炫技”。不过，他并未取
书名，《来禽文稿》之名为上海博物馆整理
收录藏书时所取。
  那么，此书为什么会流转到上海图书馆
呢？经过多方考证，基本可以确认，邢侗对
于刊刻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是有所准备的，这
应该是他自己刻印出的样稿。他分批寄送给

自己的好友、浙江海宁赐绯堂主人陈与郊，
应是希望借助陈与郊之手正式刊出。书稿就
是从这个渠道流出的。但是，邢侗把样稿寄
给陈与郊时，并非明言如何具体处理，这应
该也是书稿未命名的原因。

乐见“十万人家尽读书”

  记：整理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书，是否能
助力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修：我从事这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出于
兴趣，通过阅读这些有营养的古籍，“涉其
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
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可以增
加知识储备，提升修养；另一方面，我曾先
后在基层乡镇、县文旅局及县党史研究中心
工作多年，一直对自己有一个定位，那就是
成为书香临邑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苏辙到密州看望哥哥苏东坡时，以“至
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来描述自
己在密州所见。我觉得，只要共同努力，我
们这里也一定会形成像密州那样令人向往的
书香氛围。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和地方志书整
理，就是一项落到实处的工作，也能助推我
们当地文化“两创”工作。
  记：具体通过哪些载体助推这项工
作呢？
  修：例如，在整理古籍文献和地方志过
程中，我一直非常注意积累和整理研究家风
家训方面的资料。先后整理标点了明代“一
代廉吏，柱国名臣”葛守礼的家教、家训和
《葛端肅公视履家训》等，为当代文明家
庭、书香家庭的建设提供学习借鉴资料。同
时，我作为一名中国书协会员，主动义务为
群众书写家风内容的对联或书法作品，到目
前为止，已经为近3000 个家庭义务完成书写
家风的活动。
  前些年，中国书协推出了“中国书法之
乡”的评选活动。当时，我担任临邑县书协
主席，认真组织，积极协调，挖掘整合历史
资源，按要求认真组织各种活动。 2009 年，
临邑县被中国书协命名为“中国书法之
乡”。这也大大带动了我们当地书法活动的
开展。现在，临邑县有书法群体、书法沙
龙、书法兴趣组织30多个。

  □ 李世惠

  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厚重精致的《徐福辞
典》（修订本）（中华书局，2022 年版）日前
赫然面世了。这是国内外第一部以徐福为核
心，旁涉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
各方面内容，面向国际徐福文化交流，集学术
性、权威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也
是全面深入认识徐福其人、了解其生活的时代
与文化及其对后世深远影响的百科全书。
  徐福东渡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航海
活动，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比明
代郑和下西洋早1600 多年；也是世界航海史上
的伟大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1700 余
年。徐福东渡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
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跨海传播。
徐福将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
岛，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因
而，在日、韩多地，徐福自古就被奉为神一样
的存在。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舵手，
中、日、韩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徐福在东北
亚地区的影响极为深广，其纪念设施（古遗址
遗存、纪念馆、雕像等）在山东省烟台市、龙
口市，河北省秦皇岛市、盐山县，江苏省赣榆
县，浙江省慈溪市、岱山县，韩国济州岛、南
海郡，日本和歌山县、三重县、鹿儿岛县、佐
贺县等地随处可见，或为名胜古迹，或为旅游
新宠，供世人参观瞻仰。改革开放以来，徐福
研究也不断升温，已然成为一门显学。
  有鉴于此，万松浦书院于2009 年 3 月启动
编纂《徐福辞典》，编撰人员广搜博取，剔抉
爬梳，孜孜矻矻，六年始成。 2015 年中华书局
出版发行后，立即得到学术界、文学界、徐福
研究界的高度评价。这些年随着国内外徐福研
究资料和成果的不断出现，为了进一步丰赡辞
书内容，弥补缺失，修正错漏，提升质量，万
松浦书院于2016年启动《徐福辞典》修订工
程，又历时六年。其间，编撰人员南下北上，
遍访民俗，搜求史籍。日本徐福协会会长田岛
孝子、韩国西归浦徐福协会理事长李英根等专
家也各尽所能，发挥地域优势，提供了一批研
究资料与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辞书的内容。修
订中对辞典的整体架构进行了调整，对辞典类
目进行了增删合并，增加了大量日、韩相关内
容，并对传说、辞章的体例等进行了修改。
  修订后的《徐福辞典》由人物、典籍、舆
地、方术、航海、农事、器用、民俗、传说、
艺文十大类构成。围绕徐福及相关文化，上摭
三代典籍相关背景故实，下汲六朝嗣后流韵影
响，旁涉域外徐福人文散布踪迹，博引约取，
共立辞目1432条，词条详略与徐福相关程度关
联。修订后的《人物》类新增188人，举凡与徐
福相关联的人物尽在其中，有帝王将相、达官
显贵、谋臣方士、硕儒名医、历代史家、骚人
墨客、日朝韩文人学者，甚至还有随徐福东渡
者及所带童男女之后裔，当代为徐福文化研究
与国际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国际徐福文化
交流协会首任会长马仪、副会长丁方明，以及
日本徐福会名誉会长羽田孜首相、徐福会理事
长饭野孝宥及多地徐福会会长等等，达236人。
《典籍》类增加了辞目70条，尤以日本、朝韩
古代文献为多，所列典籍110余部。新增的《航
海》类大致反映出其时的海上航行能力和造船
业的技术水平。《传说》与《艺文》均按新体
例作了改写。《传说》增加了日本、韩国传说
10余则，国内尚属首见，达到110条。《艺文》
替代了原版的《词章》，更加确切，且新增词
目190余条，达287条，诗、词、曲、赋、文共
计330余首（篇），是2015年版的3倍多，也是
本次修订增加内容最多的部分之一。历代大文
豪如司马相如、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帝
王朱元璋、乾隆，及朝韩、日本著名诗人学者
郑梦周、南龙翼、石川丈山等等众多耀眼名家
都在诗文中涉及徐福东渡史实。“徐巿载秦
女，楼船几时回”（李白）、“石桥东望海连
天，徐福空来不得仙”（李商隐）、“徐福行
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欧阳
修）、“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回”
（朱元璋）、“徐福楼船去不还，江壁俄传苍
水使”（杨慎）、“至今海上夷，尚传徐福
宗”（乾隆）、“蓬山莫问长生药，徐福童男
亦作翁”（南龙翼）……徐福入诗文，见仁见
智，文采斐然，流传百世，应该是文学爱好者
最为喜欢的部分。
  大凡与徐福及相关文化、传播影响之内
容，皆可在《徐福辞典》（修订本）中觅得踪
影，浏览参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辞典修订
者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
神，对徐福研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相关词条
不避矛盾，体现分歧，客观记述学术界现存的
真实表达，展现出豁达包容、学术平等的阔大
胸襟。修订后的《徐福辞典》增加了近 200
页，达90余万字，其结构更趋合理，内容更加
丰富，资料更加翔实，配图考究直观，开本大
气厚重，装帧朴素典雅，印刷精致优良，达到
了辞书领域的新高度。
  主编张炜先生在启动修订《徐福辞典》专
家座谈会上曾指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不知订正了多少版，《现代汉语词典》修正了
六版，这部辞书也要尽快进入修订程序。学界
非常重视这部辞典……一本辞书在前十年中修
订的节奏会比较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奏会越
来越慢，间隔越来越长……无论多么好的辞
书，它的初版都只是一个基础……《徐福辞
典》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修订的基础。”诚哉
斯言！经众多编撰者多年努力的 2022 年版的
《徐福辞典》较之2015 年版的《徐福辞典》，
无论从整体架构上，还是内容编排上，都有了
质的提升。但这肯定不会成为终结版。随着新
挖掘的史料、新研究成果的出现，我们有理由
相信：不断充实提高、更加丰满完善的新的修
订本将会陆续面世，奉献学界，以飨读者。

  □ 张波涛

  读完这个故事只需要一个小时，爱上这
本书只需要一秒钟，而忘掉书中文字带来的
旋律却需要一生。《小推车，吱呦呦》这本
书，以蒙山沂水为背景，把鲜明的红色主题
转化为温暖动人的情节，把活泼的传统歌谣

编织成灵润的乐章，以精致的结构串起了一
个又一个看似不相干、实则紧相连的小故
事，环环相扣、一步一景、一步一思，完成
了结构上的“闭环”后，就在读者以为要顺
理成章地迎来“大团圆”结局时，作者却又
打破常规期待、宕开一笔，为故事增添了些
许哲理厚度。
  在我看来，这本书在艺术上有四个显著
特点。
  作为一部“红色童话”，它在故事叙述
上做到了儿童化。红色主题的文艺创作很
多，但是把主题讲好、摆脱说教气和公式化
的儿童文学作品却十分难得。《小推车，吱
呦呦》则较好地处理了严肃主题与儿童受众
之间的冲突：在文体上，作家以童话这种形
式来演绎红色故事，这种选择巧妙而大胆，
一出发就站在了儿童接受的角度；在结构
上，用“小推车”作为线索，串起几个相对
独立的“小故事”，结构简洁、自然；在意
象上，多选取小熊、小兔、花、草、风、雨
等事物，构成清新的意象群，符合儿童的审
美情趣；在语言上，也做到了以清浅表达深
刻，避免了“掉书袋”，十岁的孩子即可轻
松阅读。据说作者鲁冰在回复一位小读者关
于他年龄的提问时表示，他既有十岁的简
单，又有百岁的复杂，他有一颗低到尘埃又
高到云端里的悲悯欢喜之心，也只有这样的
心才能写出童话：将复杂的世界升华凝结成
为一颗单纯透明的露珠——— 通过折光，可以
让人看到七彩的世界。此书的儿童化表达就
体现了作者的这种创作观。

  作为一部“沂蒙传奇”，它在场景建构
上做到了地方化。出于对故乡深沉的爱，鲁
冰笔下多部作品都有着蒙山沂水的影子。首
先，小推车的“寻根之旅”是在沂蒙大地上
展开的，一路上，沂河、蒙山、沂蒙湖、湖
中的莲花、山中的果园、高粱红、大豆黄、
万担的谷穗……书中处处是优美的沂蒙山
水，这让风景不再只是背景而升华成了“内
容”，也变成了“诗”的一部分，自带魅
力。此外，《小推车，吱呦呦》的地方化还
体现在书中出现的风土人情上，比如第二章
“沂蒙红，沂蒙颂·五色粥”中出现了多种
食物，书中散布的大量沂蒙乡间民谣，都非
常有沂蒙地方特色。这让这部小说成了一部
专属“沂蒙”的传奇。
  作为一部“文化手册”，它在素材运用
上做到了传统化。这部小书的“传统化”或
者“化传统”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一是以中
国共产党奋斗史中积累形成的革命传统文化
为创作母题和精神资源，选择具有典型性的
红色文物和真实的红色故事展开创作，这让
此书拥有了极为浓郁的“正气”；二是以优
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创作参考，把“二十四
节气”中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生动自
然地揉进故事，在一些情景创造上还借鉴了
优秀古典诗词（如小石头划船游沂蒙湖东、
南、西、北、中的情景就神似《汉乐府·江
南》），有很浓郁的“文气”；三是对于民
间歌谣的运用体现了作者对民间传统的熟稔
与重视，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亲切感，赋予此
书纯正的“乡土气”。这些，都赋予了此书

醇厚的传统文化含量。
  作为一部“复合文本”，它在媒介整合
上做到了一体化。首先，它是一部用来
“读”的小说，小说的主要阅读方式是默
读，小读者们在无声的触摸中感受文字带来
的世界。其次，此书的音乐色彩也很突出，
大量的民歌、童谣，让此书又具备了“朗
读”甚至“唱”的可能，清新的乐声流溢在
字里行间。此外，这又是一部绘本，漂亮的
插图和文字相得益彰，形成跨媒介的互文关
系，共同渲染气氛、传递意义。如此一来，
文字语言、音乐语言加上色彩和造型语言，
把这部小说变成了一个跨媒介的复合型文
本、一个音乐剧剧本，有很强的多媒体演绎
潜力，完全可以改编成校园文化剧。这又让
这本书颇具现代气质。
  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明确指出，中小学语文课程
要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语言运用”
“审美创造”等核心素养。作为语文课程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
是帮助儿童落实这些素养的重要途径。从这
个角度看，《小推车，吱呦呦》既在主题思
想上充满了忠诚火热的“红色能量”，又在
语言运用与意境创造上富含健康清新的“美
学能量”，还在更深远的家国认同上蕴藏着
自信昂扬的“文化能量”，是一部能量满
满、营养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张波涛，中国海洋大学中国
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王
蒙文学、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儿童文学。

从历史人物“朋友圈”搜资料

红色童话·绘本·音乐剧
——— 《小推车，吱呦呦》印象

徐福研究的百科全书

——— 《徐福辞典》（修订本）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