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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芒，这是现代
文化的根。文化是人创造出来又反过来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的精神产品，所以，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以其刚劲的或柔婉、沉重的或轻盈的
手，从不同角度、音阶和情调弹拨人们那根敏锐的
神经之弦，能引起心灵共振，会激活人们从特定角
度来感觉这个世界，进而提高评判美丑、振奋意志、
陶冶情操和创造美好人生的能力。”

这是娄东文化丛书第五辑《娄东文化通览》编
著者陆静波开篇“自序”的第一段话，正是这个站在
感悟心灵世界的高度，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洗礼，也
是对娄东文化研究的一种开启。可以说，大到对人
类文化的研究，小至对身边文化的感悟，该书编著
者陆静波以对娄东文化的阐述为己任，甘于寂寞，
敢于挑战，用独特的思维理念、扬众家之长，显一家
之特，对娄东文化的成因、特征、内涵、表象、影响等
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具有个性的娄东
文化，在众多娄东文化的研究中独树一帜。

娄东文化，太仓地域文化。据史料记载，春秋
时，太仓隶属吴国之地，由于吴王在此地建仓屯粮
而得名“太仓”，因位于娄江之东又称娄东。流经太
仓且通江达海的娄江，是太仓的母亲河，不仅能灌
溉农田，舟楫交通，而且养育着这里的勤劳儿女，滋
润着这方良田沃壤。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孕育出
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称它“娄东文化”。

数千年来，娄东文化成为太仓地域文化的核
心，太仓的文化地标。纵观娄东文化博大精深，渊
源流长。维新遗址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太
仓境内夏商文化的空白。漕运文化使太仓成为“东
南之富城”，航海文化、郑和文化让太仓被誉为“天
下之良港”“天下第一码头”，汤显祖《牡丹亭》的首
演、李时珍《本草纲目》蜚声海外、魏良辅创始昆曲
水磨腔、张野塘江南丝竹的演化，还有独具风格的

元代桥梁、精致唯美的明清园林、橹声欸乃的沙溪
古镇、文脉不断的两世鼎甲等等，讲述着历史长河
中的沧海桑田而又不变的尊容。在浩瀚的娄东文
化演进中，不能不提及不同时期的娄东名人，如张
溥兴社、王世贞兴文、吴伟业兴诗、陆世仪兴学、“四
王”兴画……那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艺昌盛。

对娄东文化的准确释义，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
定论，专家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是娄东文
化的植根地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南北文化交
融、江海文明交汇等元素，这些都是娄东文化不可
缺少的要义。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上下求索”的驱
动下，催生了当下不少高校研究机构、社科文史专
家，乃至地方研究学者对娄东文化的探究的兴趣和
关注。

陆静波，太仓娄东文化学者、公职人员。生于
斯长于斯的陆静波，长期以来在太仓基层工作，自
幼受娄东文化的熏陶，其个人赋有这方水土的性
格，内敛、低调、不张扬。长期以来，他在处理日常
繁忙公务的同时，业余喜好茗茶读书，奋笔疾书。
对娄东文化有着独特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太
仓！太仓》等地方史书，都是近年来陆静波投入精
力倾注的心血结晶。

在零星式接触、碎片化阅读中，陆静波对娄东
文化的概念有了初步认识，他想用自己的一己之
力，尝试去叩开传统娄东文化之门，尽情展现优秀
娄东文化瑰宝的星光灿烂。娄东文化究竟是什
么？它的内涵本真是什么？它的沿革变化在哪
里？它的发展边界又在何方？于是，陆静波开始跋
涉于娄东文化课题架构的天地。

寻觅地方文献，史志档案，在泛黄的“故纸堆”
里细读、求证，还有躬身实地考察，哪怕是一条河，
一段路，一个地名、桥名，陆静波尽可能地前去考察
佐证。如对归庄、项脊泾的寻访。即使在古往今来

仅存有限的实物中，也能清晰地梳理出娄东文化的
沿袭脉络，这是陆静波做学问秉持的客观和严瑾。

“娄东文化丛书”乃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太仓
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印。一部书作为一辑
出版，这是该套系列丛书的首次。《娄东文化通览》
分8个章节和附录，共150万字，由娄东传统文化
根源、娄东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特性、基本精神、
分析框架和特征、价值取向、古代审美与传播、开发
利用和发展思路等11个分册构成，对娄东文化进
行了全面、深入而独到的梳理研究。该书作者由列
举大纲、编写目录，到撰写初稿、修改完善，历经四
年余功夫，终于一气呵成编著成书。该书还被列入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

对娄东文化的研究，编著者陆静波不仅梳理娄
东文化的历史源头，还用大量的资料分析了其发展
的历史脉络，既传承，又创新。娄东文化不仅涵盖
物质文化层面、非物质文化层面，还有其精神文化
的价值层面。总之，陆静波对娄东文化的一种解
读，是发自内心的领悟，也是匠心独具、别开生面
的。

晋·陶潜《桃花源记》：“极初狭，才通人。复行
数十步，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世外桃源那般，走进
娄东文化时空长廊的过程，亦是这样。同样有着这
番感受。随着探幽求索的逐步深入，这种感受会愈
来愈深。对娄东文化的研究，让陆静波可以静静地
徜徉一辈子，受用一辈子。

由自发到自觉，由兴趣到使命。时序进入新时
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召唤下，陆静波对
娄东文化更加捧读有加，研读不止。期待其由通览
出发，向着通史的方向进军。陆静波信心满满。希
冀娄东文化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丰硕成果。

《娄东文化通览》，陆静波 编著 古吴轩出版
社2020年4月第1版

你只看到别人的光芒，却未曾看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
一切。其实，谁的人生都一样，都在不断碰壁、不停受挫，但
最紧要的是，不要气馁，请再努力一下，为了你想成为的
人。《此刻并未知晓，未来会有多好》是作者王宇昆写给总是
害怕掉队、追梦路上怀疑自我、经历一点儿动荡就一蹶不
振、未能理清自己人生目标的年轻人。通过别人的故事，给
出一种选择和一种人生的可能。全书梳理了4个年轻人面
临的人生主题，通过37个醒脑的故事，给害怕掉队的年轻
人指出了明确的向上成长指南。在书中，有不甘平凡就去
奋斗的年轻人，其故事或多或少能让人有所感悟；有生而有
梦不负理想的追梦人，他们在逐梦的过程中面临挫折时的
经验，或许能帮他人少走一些弯路；有混迹职场多年的陌生
人，经历动荡才能成长。在爱与被爱之后，才能懂得爱的真
谛。通过真实动人的小故事，每个人都会发觉属于自己的
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追寻内心深处最需要的东西，变成
自己真正喜欢的样子。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
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诚如他
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
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1986年，布罗茨基荣获美国
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
桂冠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
亚》，散文集《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散文《水印》等。

《小于一》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首部散文集，以长文为
主，夹以若干短文，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体
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
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认为：语言高
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则是语言的至高形
式。《小于一》自2014年初次在国内译介之后，诗人翻译家、
译者黄灿然先生继续对这个经典译本进行着孜孜不倦的雕
琢与打磨；时隔六年，得以呈现给读者一个务求精益求精的
全新修订本，以此向布罗茨基致敬。

小于一

◆作者：[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黄灿然
◆出版：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使得经济急剧下滑，
公司濒临破产。《拯救危困企业》第1版于1983年问世，是
信用风险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专著，全面阐述了美国盘活危
困企业必须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从债权人、股东、危困企
业管理层、监管当局、另类投资人等不同角度出发，减少信
息的不对称，展开充分的庭内外博弈与妥协，借助相关金融
模型准确评估风险资产的价值，利用资本市场机制和市场
工具提升风险资产的评级、定价。

本书作者阿尔特曼教授于1968年提出的Z-评分模
型，是衡量企业财务健康状况的经典方法。第4版回顾和
应用了Z-评分模型，以纪念该模型问世半个世纪。全书对
危困企业进行了全新审视，讨论了企业财务纾困措施、法律
体系、不良资产处置过程、并购重组与破产流程等，全面更
新了统计数据和研究文献，增加了杠杆融资、庭外重组、国
际破产法等内容。书中关于拯救危困企业的精辟论述为当
前的企业纾困问题，以及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拯救危困企业（第4版）

◆作者：［美］爱德华·阿尔特曼等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名人的后代，往往也是名人。比如，清末思想
家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
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曾国藩的后人名人辈出：两个
儿子，一个是著名的外交家，一个是著名的数学
家。孙女曾宝荪是教育学家，曾孙辈多是学者，各
有专长。著名化学家曾昭伦则是曾国藩之弟曾国
潢的曾孙。前不久在英国病亡的钢琴家傅聪，其父
是著名翻译家傅雷。

名人的后代，相较于普通人，有着更多更好的
教育资源。以傅聪来说，他的成功，与傅雷的教育
培养是分不开的。傅聪是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蜚声
乐坛，饮誉中外，被人们赞誉为“钢琴诗人”。傅雷
在《傅聪的成长》中写道：“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
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
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
音乐，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他
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
睡……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7岁半进小学四年
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傅雷为傅聪请了钢
琴老师，家里没有钢琴，先是租琴，等傅聪立志学琴
了，才买了一架。傅雷给傅聪讲贝多芬、莫扎特、肖
邦、巴赫、李斯特的故事，这些世界钢琴大师，从小
在傅聪心里扎根发芽。为了让傅聪专心学琴，傅雷

“ 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代数、几何等另外请了
教师，语文则主要由他来教，从孔、孟、先秦诸子到
《战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

语》等书籍，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
的故事、寓言、事实为主，与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
结合在一起。家学渊源，为傅聪的艺术发展奠定了
雄厚的基础。

傅雷不仅在教育上为傅聪“把舵”，而且施以
严厉的管教。叶永烈在《傅雷与傅聪》一书中描述
道：“小时候的傅聪，就像一只要上发条的钟。父亲
把发条拧紧，他就嘀嘀嗒嗒走得欢，整天坐在琴凳
上练琴。慢慢地，发条松了，走慢了。甚至不走
了。这时候，又要父亲给他上发条。”

当傅聪到波兰去学琴，后又“出走”英国，傅雷
一封封家书寄给傅聪，谆谆教导，情深意长。可以
说，傅聪成长成才道路上的每一次“拔节”，都浸透
了傅雷的苦心孤诣。

但是，傅雷对儿子严格而细致的管教，也引发
了父子二人的代际冲突。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傅雷
是不是管教过严过细？我想，不能说傅雷没有局
限。但是他对艺术、对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有独到
而深刻的见解。

名人的后代也有不是名人的，傅雷第二个儿子
傅敏就不太为人所知。傅敏小时候想上音乐学院
附中学小提琴，傅雷不同意，一是因为以家庭的经
济能力，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二是认为傅敏上
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傅敏高中毕业被保送上了北
京外交学院，眼看将成为一名外交家，却因为傅雷
被打成右派，以及傅聪的“出走”，傅敏受到牵连被

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外交家之梦彻底破
灭。毕业以后，他成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因为家
庭的关系，他的初恋夭折，父母自杀，打击接踵而
至。他本人也数次自杀未遂。但是，金子总会发
光。在教师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显示出了“真金”
的质地。他教学成绩突出，写了不少英语教学方面
的专著，多次被评为学校先进，被区里评为“优秀园
丁”。除开这些不说，仅以下几件事，就足可以看到
他的与众不同。有些人，教学上取得了成绩，往往
就以此为跳板，调离教师队伍，“鲤鱼跃龙门”。傅
敏却安心于做一名普通教师，不当任何“长”。这也
许跟他是一次次政治运动的“过来人”有关。他淡
泊名利，却当了两届区人大代表。在人大代表任
上，他积极为民请愿，不怕得罪人。有这么两件事：
一次有两位教师被校长批评，认为表现不好，难领
导。傅敏据理力争，认为这两位同志说话直率，按
原则办事，敢于揭露矛盾，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他们
的精神“实为可贵”。还有一次，他给校长写信，批
评校长对一个同志的处理不公平，希望校长冷静三
思，收回成命。这在“官本位”之风炽盛的社会里，
是很少见的。他说：“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没有
什么奢望，我只想为了学生教好书。我做的一切只
要对得起学生，能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对人民有用
的人才，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

和兄长傅聪相比，傅敏算不上名人。但是在他
平凡的人生中，同样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
夫》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它所独具的音乐
性。整篇小说不仅具有英雄主义慷慨激昂的
战斗精神，也深含音乐审美意蕴。

《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了主人公奋斗
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
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对事业的追求
而成功，达到了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它被
称为一部音乐小说，其内容和形式都表现出
强烈的音乐性。小说的基本结构具有交响音
乐的特征，各卷如不同乐章，分为：序曲、发
展、高潮和结尾。小说主人公是一位音乐家，
其音乐人生成为作者描写的主要内容，作品
中有大量与音乐相关的描写，包括音乐会、音
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让读者陶醉于音乐的氛
围之中。

小说还对自然音乐进行了细腻刻画，这
也是作家匠心独具的地方。如，莱茵河、圣马
丁教堂的钟声多次出现，就和主导音乐一般，
成为贯穿作品照应首尾的主线。将自然音响
与声乐、人生相比拟，不仅使人物鲜活，而且
为小说创造了诗一般的意境。在《节场》一卷
的描写，更是深化了奋斗的主题。用音乐环
境营造背景和氛围，不仅展现了纷繁复杂的
社会场面，也映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

音乐修养颇深的罗曼·罗兰，心中对“古
典乐圣”贝多芬充满敬意，他曾为贝多芬写过
传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身上，我
们隐约可以看到贝多芬的身影。作为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心中有着浓浓的音
乐情结，在阅读这部文学名著时，我们耳边仿
佛响起优美的旋律，给身心带来愉悦，让人领
略到艺术“通感”的魅力……

此刻并未知晓
未来会有多好

◆作者：王宇昆
◆出版：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

□宋祖荫

对娄东文化的一种解读

□何济麟

□张景云

一部融入音乐
的小说

名人的后代

此书在清朝末年是地理学名著。作者为
美国传教士袆理哲（1829~1895）。他在中国
生活了十五年，熟知中文，这本书就是用中文
写成的。

此书有咸丰六年（1856）宁波华花圣经书
房铅印本、和刻本（日本印本）、光绪四年
（1878）铅印本和《小方壶斋再续钞》本。笔者
所藏的是光绪铅印本，卷首和卷末均有残缺。

这本书是外国传教士写给中国人看的，中
国人是否喜欢关系到书的成败，所以作者在吸
引读者兴趣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比如，作者精心选择了图文并茂的形式。
此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最初印行时，本名
《地球图说》，咸丰六年（1856）经作者扩充内容
之后才改称现名。实际上“图说”更名副其
实。全书由七幅地图（两幅地球图、五幅大洲

图）、近百幅插图和72篇“图说”组成。地图和
插图形象地反映了全球和五大洲各国各地区
自然人文风貌；“图说”则对地图插图上的内容
用文字细加解释。两者相得益彰。更重要的
是，这种形式完全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看书习
惯。

又如，作者着意运用浅文言，文笔简洁而
生动，很便于读者阅读。举一例子，书中谈到
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时写道：“万里长城，系中
国秦时始皇建之以御匈奴。其城从山海关起，
跨直隶、山西两省，逾黄河而西，复跨陕西、甘
肃两省，过北至嘉峪关而止，共长五千里之
则。其高与厚，各计三丈。此外又有河，为运
粮船从入之处，名曰运河。以运粮而名也。其
源从天津起，向南过山东省，到黄河港，从黄河
再向南，过江苏省到扬子江，南行至浙江省杭
州府为止。”短短130余字，竟将中国的两大地
理奇迹描绘得如此准确而细致，读者阅读这样
的文字无疑是一种享受。

再如，作者悉心挑选外国神秘或有趣的地
理现象加以介绍，以收到吸引中国读者眼球之
效。例如，描述埃及的“石塚”（金字塔）是“最
奇之古迹。非亭非塔，状如塚，皆石为之，基
阔，顶尖于峰。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
长约计六十丈，顶之高亦约有六十丈。塚内或
有古人之棺，不知何代所造，其寓意何在，亦未
能测”。说到“挪耳回”人（挪威人），“皆戴皮
冠，服皮裘，着皮鞋。又因其地冰雪凝结，如外
出，常于鞋下套木屐，手执长木一枝，状如撑
篙，使一撑而溜走也”。这样的奇闻趣事，加上
引人入胜的描述，再配上精美的插图，怎能不
引起中国读者的极大好奇而一口气读完全书
呢？

□靳润成

地球说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