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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汪东福

坐在刚落成的公园里
桂花的芳香淡淡从肩头滑落
钻进脖子、衣服里
凉凉的，抚摸着全身
仿佛要抚去我满身的伤痕
满眼的泪水，满心的忧愁

阳光斑驳得陌生
走进过去的故事
怀揣着伤痛，游荡在丝丝寒意里
我成了一个虚构的人
我的心正在谛听，逝去的回音
随身携带的诗刊，秋风的絮语漫过
书页已经皱褶
诗行滑落在草坪上，发出金属的碰撞
一些声音，淹没了另一些声音
他们想要诉说那些曾经的沧桑
只要暖阳还在，一切都会卷土重来

金晓星

历史的发生，是客观真实
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古人了解历史，多半是从
阅读史书、整理史籍，或从民间
资料甚至于代代口口相传中获
得的；而现代人，除史书外，还
广泛从文学作品、影视剧中了
解和掌握历史。所得的历史知
识，有真实的，也有虚假成分。

这里拿大家最熟悉的太史
公司马迁描述陈胜吴广农民起
义来说，《史记》载：会天大雨，
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
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
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
可乎？”而在1975年11月，湖北
省孝感地区云梦县出土的一批
秦竹简中关于秦朝刑律中“失
期”的记载如下：“御中發徵，
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
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
旬，貲一甲。水雨，除興。”意思
是：“（朝廷）征召不去的，要罚
价值2套铠甲的钱；逾期3-5天
的要遭斥责；逾期 6天的要罚
价值 1个盾的钱；失期超过十
天的，要罚价值 1 套铠甲的
钱。但是如果是因为下雨等天
气原因造成失期的，免除处
罚。”也就是说，在出土的《秦
律》里面，失期并不是重罪，甚
至，因客观原因而失期的无
罪。然而史书里面不是说陈
胜、吴广是因为下雨失期，按律
当斩么？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推
断：秦律明摆着，只不过是陈
胜、吴广利用了戍卒的无知，说
失期当斩，目的是鼓动大家跟
着造反起义。于是很多关于汉
朝“黑”前朝（秦朝）的事情，一
下子就想通了。所以，看历史，
一定要学会冷静地去分析。

这样来看，你所学或所了
解的历史真假掺半。那么，我
们如何研判历史真假？难道你
未亲眼所见，历史就没有发生
过或存在过？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历史肯定是发生过的，只
不过真实面貌未必是你读到过
的一样。

了解中国 5000年历史不
易，洋洋洒洒计 3213 卷、约
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呈现在
案前。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
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
称，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
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
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
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

“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
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
史”。这“二十六史”，自古至今
有着相当的权威性。建国后，
一些如《上下五千年》和《中国
通史》等，则成为中小学生的通
俗读物。近些年，电视、网络、
新媒体和一些读物盛行“戏
说”，如《还珠格格》、《戏说康
熙》、《铁齿铜牙纪晓岚》、《明朝
那些事》之类，恐怕与历史本来
面目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
了，毕竟是为了娱乐观众的“戏
说”而已。把庄重凝重郑重的

历史拿来“戏说”，本身就是一
种对历史采取的极不负责任的
虚无主义态度。

弄不清项羽不肯过江东之
谜，看不清李世民“玄武门之
变”的玄机，道不清赵光义“斧
光烛影”之凶险，更不明白同治
帝死因……历史有时像一团影
影绰绰的迷雾，裹挟着浓淡相
间的谜团，接二连三向我们扑
面而来，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
学习并把握历史的发生、过程
和基本真相呢？专家学者自然
是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对普通
读者来说，从文学作品中去探
寻或接近历史基本真相，不失
为一种好办法、好习惯、好思
路。

报告文学作家徐锦庚说：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也是时代
的标识。”我们以历史小说为例
来佐证之。历史小说是小说体
裁的一种，遵照历史事件和人
物进行铺展描述的书写体，可
适当虚构，故事主线顺应历史
发展方向，一定程度反映了历
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能给予读
者一定的教育和启迪。

很多读者认为《三国演义》
是一部较真实的历史小说，通
过阅读此小说可基本了解三国
时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并
以此作为研究三国时期的重要
佐证。其实也未必。就说对曹
操这个人物的塑造，与真实的
曹操相距甚远，是被严重丑化
的历史人物。曹操是东汉末年
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
家、书法家、诗人，曹魏的奠基
者。由于曹操在历史上被认为
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来篡位，所
以被定位为奸臣，在封建时期
乃至旧社会，视为大逆。因此，
传统戏曲就把曹操统统描绘成
白脸，表现奸诈多疑，含贬义，
而真实的曹操，少年机警，任侠
放荡，胸怀远大，素有抱负。这
样看来，历史小说里《水浒传》
里的许多人物塑造同样也值得
推敲，可能有许多“戏说”的成
分在内。

“历史小说”一词首次出现
于清朝末期。1902年，《新民
丛报》为杂志《新小说》所做的
广告文中，将历史小说作为杂
志内容之一列出，并将其定义
为“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
用演义体叙述之”。不过，作为
可稽查考史实的作家或作品，
我认为均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作品，而非哗众取宠、闪烁其词
的伪作家伪作品。鲁迅的《故
乡》写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江
南农村的凋谢荒芜景象，《阿Q
正传》揭露的是辛亥革命的不
彻底性，《药》反映了中国普通
百姓的迷信意识及麻木不仁的
精神状态。茅盾近乎以写史的
态度创作小说。小说《子夜》的
情节，是被镶嵌在 1930年五月
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
的。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
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
的长篇小说。”日本著名文学研
究家筱田一士认为《子夜》是一
部可以与《追忆似水年华》、《百

年孤独》相媲美的杰作。《白鹿
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该小说
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
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
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
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历史变化。还有莫言、余
华等作家反映中国历史本真的
作品，就不一一列举分析了。

要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
深度和广度，对历史的独到把
握和犀利的见解，西方的历史
小说堪称一绝。匈牙利哲学
家、文艺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
奇认为司各特开创了历史小说
的体裁。他认为司各特首先将
历史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上的
特定背景设定，而不仅仅是叙
事的框架。司各特的苏格兰历
史小说包括《威佛利》（1814
年）、《罗布·罗伊》（1820年）、
《艾凡赫》等。受司各特影响，
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也开始涉
猎历史题材，如大仲马的《三个
火枪手》。维克多·雨果的《巴
黎圣母院》是十九世纪浪漫主
义的历史小说范本，将历史小
说从传奇引向现实。之后的
《悲惨世界》与《九三年》更是将
镜头转向当代，全面展现了法
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后
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
的《人间喜剧》都着力描写法国
社会风俗，以此再现历史。法
国作家的历史小说作品背景广
阔，内容宏大，多为长篇巨制，
被称为“长河小说”。《战争与和
平》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创作
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
该作以 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
中心，反映从1805到1820年间
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一部百
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苏联作
家肖洛霍夫的不朽巨著《静静
的顿河》展示了1912到1922年
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
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
《静静的顿河》展现的是生活在
顿河沿岸 500万哥萨克人如何
经历战争、痛苦和流血，最终走
向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风云
际会，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
度、宽领域反映历史，五光十
色，林林总总。文学家的作品
是艺术的真实，可以用描写、虚
构人物、情节、环境等手段手法
表现社会或反映宏广的历史，
显然不同于档案文献或历史纪
实，但有时表现得比史料或史
学的文字更丰富、更生动、更真
实。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看：探
索历史、研究历史、把握历史，
去伪存真、剥茧抽丝，努力接近
真实的世相，用阅读思考文学
作品的方法或手段，或许也能
获得治史灵感、发现历史真实！

文学是记录历史真实的一种

只要暖阳还在
一切都会卷土重来

胡法泰

我常常被《今日开化》所吸引。新闻及时，版面
新颖，可读性强。报纸在短短时间组稿、印刷、发行，
背后一定有感人的故事。

故事之一，挑灯夜战。那一天，偶见一文云：“下
班已是凌晨一点多，走出办公室大楼前，心里又默默
把今天的稿件再次过滤一遍，把印务中心反馈的报
纸版面截图，再仔仔细细查看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关
掉电灯，走出办公室。”

故事之二，坚定流程。选稿、改稿、审稿、改版
样、再审稿、传版、看截图。一样不能少，力求完美。

故事之三，字斟句酌。改完上一篇，改下一篇，
直至完成版面所需稿子。还要一刻不停地查漏补
缺，直至整版内容完整准确。

故事之四，完备手续。值班总编签字、传版、再
看完截图，才算完成该走的程序。

从筹备到版面完成出版，应该是编辑的每一
天工作任务。新的一天，又重复昨天的程序。面对
新的中心工作，面对读者的渴求眼神，面对每一天都
是新的内容，紧张有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常态。

一张报纸，呈现的内容有限，但编辑的付出却无
限。他们要与时间赛跑，要与文字较劲。遇上重大
会议、重大活动，更是百般谨慎、万般投入，不容半点
差错。

我是《今日开化》的忠实读者。在若干年前，常
常在门口张望和等待邮递员，无非就是想第一时间
看到报纸。现如今，在手机里可以看电子版，可以听
自动朗读。手机里的内容足够丰富，但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后来我也曾在《今日开化》上发表小文，
拿着报纸与原文比对所有删改处，对编辑的敬业精
神、文字功底、大局观，心生敬意。借此说声：老师，
辛苦了，谢谢！

常言道：给人一滴水，自身要有一桶水。编辑并
不那么好当，打铁尚需自身硬，不但要写出好文章，
改出好文章，还要发现好文章，并策划、编辑出好版
面。他们在实践中，常学常新，粒米成箩，厚积薄发，
步步成长。虽然，整个过程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但他们是最好的裁剪师，是辛苦的耕耘者。

平凡最美，最美在身边。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敬
业奉献，用手中的笔和炽热的爱岗之心，奉献着光和
热！

平凡最美

生活感悟 源头诗话

龙潭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