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航

与印度泰戈尔齐名的黎巴嫩裔美
国诗人纪伯伦（1883—1931），一生坎
坷，足迹遍布亚欧美，在世仅48年却赠
给世界文坛卓越的文学成就，成为阿拉
伯文学的主要奠基者与20世纪阿拉伯
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纪伯伦作品中
先知般的智慧、极为丰富的想象、诗意
凝练的文字、跳跃动感的节奏、独特的
文体风格，均能让世界读者大为叹服且
从中受益。纪伯伦以散文诗闻名于世，

《先知》与《沙与沫》是其名篇，手头的这
本《沙与沫：散文诗》（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 1 版，李唯中译），实际上是由《沙
与沫》与《人子耶稣》合成《纪伯伦全集》
中的一部。

读纪伯伦的《沙与沫》，要先从了解
他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理解这本书的
书名开始。《沙与沫》最早由冰心译进国
内，冰心同样也翻译过泰戈尔的诗，这
对冰心创作的影响特别大，并先后创作
了诗集《繁星》和《春水》。《繁星》一共有
164首无标题小诗，其中第55首是这样
写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
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
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与
泰戈尔的《飞鸟集》325首无标题小诗，
以及纪伯伦“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
的《沙与沫》中323首的形式如出一辙，

形象而充满哲理意味。《沙与沫》的文体
为散文诗，这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体，
并非散文与诗的合体，也不是散文的诗
性表达。纪伯伦的《沙与沫》开篇写道：

“在这沙滩上，我徜徉到永远，/徜徉在
沙与沫之间。/涨潮时，海水会抹去我
的脚印，/风会把水沫吹得很远很远，然
而海和海滩会存在到永远。”这当然是
常见意义上的诗，但也只是开头而已，
后面绝大部分都是“赐我以静默，我便
敢于用之征服黑夜。”“我的灵魂与肉体
相爱并结亲时，我便有了再生。”一类独
立成首的格言警句体，一如纪伯伦在

《沙与沫》前言里说的“一捧沙”“一把
沫”“心的碎屑”。

诗性意蕴是《沙与沫》意义生发的
根本，形式是内容的一部分，是先导，所
以读这本书首先要有诗的情怀与想
象。毫无疑问，《沙与沫》的文字是轻柔
的，是清奇与多彩的，也是意境高远与
音乐感极强的，而且纪伯伦还是成就斐
然的画家，很善于诗画融合，而恰恰这
些都是诗的构成元素。而被誉为“先
知”的纪伯伦，首先是以一个诗人身份
被世界所公认，他在《诗与诗人》中对诗
有过定义：“诗是有形的神圣灵魂，来自
苏醒心灵的微笑，或者催人泪下的叹
息。”可见，他也自命为诗人而非一个哲
学家。说这些，是为了提醒读《沙与沫》
时不能只感受到其中的哲理性，而让金
沙般的诗性从眼光捕捉文字的间隙滑
逸。所以不能将诗的形式狭隘化，诗更
多时候是一种诗性情怀和内在意蕴，而
非简单的分行。

当然我们不否认哲思性是《沙与
沫》最显在的艺术特征。可以这么说，
纪伯伦《沙与沫》中的323首，在诗性语
言表达之下无不闪烁着智慧与哲理之
光，都是能够渗入人类灵魂的一颗颗散
碎沙粒，都是能够灵动飘飞的一个个彩
沫。纪伯伦散文诗中的哲思如海、如
潮，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内容十分博杂，
但又可明显看出其中有着不同的分

类。具体来看，《沙与沫》的主题内涵有
宗教、生命、爱情、婚姻、子女、人性、哀
乐、梦想、罪罚、善恶、理性、友谊、教育、
艺术，甚至是宇宙。如上述博大深邃的
哲理指向，都被形象化、寓言化、诗意地
表现出来，并交织着灵魂的自我认知与
对读者的谆谆劝谕，人的精神世界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得以陶冶、净化与升华。

“人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只有向
往之心才能超越。”“诗是大量欢乐、痛
苦和惊奇，外加少许词汇。”等等，例子
无需多举，《沙与沫》就是一个形象哲理
的万花筒，绚丽多彩而耀眼夺目。

纪伯伦是打通中西方文化的一座桥
梁。他出生与终老在家乡黎巴嫩，在短
暂的几十年人生旅程中，在黎巴嫩修道
院启蒙，先后生活、求学与工作过的地方
有波士顿、纽约、巴黎等著名城市，同时
接受过中西方文化的洗礼。在他的散文
诗里蕴含着诸多文化密码，所以读者从
他的散文诗中会感受到一些神秘元素，
比如说他在诗中不时出现的数字“7”，如
果稍加了解，我们便清楚这个数字正是
阿拉伯世界的幸运数字。如果再结合纪
伯伦诗中的预言成分，我们就不难理解
他被誉为“先知”“人之子”的原因，也由此
可以想象他的文学被世人喜爱的程度。

最后谈谈《沙与沫》的读者对象问
题。冰心曾表达过，年轻人喜欢泰戈
尔，年纪大的才转向纪伯伦，我觉得事
实并非如此。《沙与沫》的思想的确深
刻，其诗味也相当浓
厚，但是不同年龄层面
的读者，都能够从中读
出不同的味道来，也将
有着不同的收获。可
以说，这部格言警句体
散文诗，超越了时间、
地域、民族、年龄、性别
的诸多限制，其共情性
可以满足不
同心灵的精
神需求。

哲思如潮，诗如金沙
——读纪伯伦散文诗《沙与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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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韩毅

堪称“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天花板”
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去年
9月底在北京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上公开亮相后，即刻引起社会轰
动，时至今日仍热度不减。

该丛书由习近平总书记亲笔作序，
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序
言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修史立
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
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赋予了这部巨
著极高的历史价值。特别是书中收录了
10册、400余万字的重庆史料，让重庆人
的历史自信、文化认同感“爆棚”。

在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中，尤以
第二编编纂的重庆史料最多，且不少
是首次收录进如此重要的著作中，标
志着重庆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迎来研

究的新坐标。
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全国文献史料

中，重庆的文献这一次为何能占有如此
厚重的篇幅？哪些史料是“点睛”之
作？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著名党
史专家、《复兴文库》第二编编委黄修荣
教授。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重庆日报：黄教授，你好！作为我
国著名党史专家，也是此次《复兴文库》
第二编编委，圆满完成了编纂工作，贡
献巨大，向你表示祝贺！

黄修荣：谢谢，我从事党史研究工
作很多年了，这次能够参加《复兴文库》
编纂工作，担任第二编编委，承担第二
编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4 册）的编纂任务，确实

感到非常荣幸。
重庆日报：我们注意到，《复兴文

库》收录了一大批重庆的重要文献，尤
其是你主编的第二编第一卷，收录了重
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研究成果
和思考？

黄修荣：《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
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我做了一些具体
工作，贡献了一些专业知识。这部典籍
不是个人著作，而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
集体智慧结晶。就我们第二编而言，有
总主编、副总主编的层层把关，有各位
编委的相互合作，所以这是集体的成
果，是大家的共识。

重庆文献迎来史学研究新坐标

重庆日报：在书中，不少重庆的重

要文献首次被收录进如此重要的著作
中，这无疑标定了重庆革命历史在民族
复兴史上的新坐标。如，在第二编第一
卷第三册中，编入了《四川省重庆共产
主义组织的报告》，且将其纳入《中国共
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之下，这是怎么
考虑的？

黄修荣：我对这个文献很熟悉。它
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的共产国
际档案馆中拿回来的，是中共一大档案
的一部分。与它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广
州组织的报告，1982年中央档案馆就
内部出版过。201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
和中央档案馆在编纂《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
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时，就将它正式
编入其中，这是迄今最权威的版本。我
们这次编《复兴文库》就是依据这个版
本收录的。

重庆日报：这篇文献有什么重要
价值？

黄修荣：该文献的发现和公布，有
三点令人瞩目：一是让我们看到在西部
地区很早时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和组织
的出现，因为它产生于1920年。这一
点非常重要。二是它明确地记载了这
个组织的成员包括“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教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三
是他们自称“共产主义者”，表示“重庆
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这都是当时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
的基本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
没成立，有的地方组织称“共产主义组
织”，有的称“共产党”。因此，我们把明
确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共产主义
的组织的文献，都归入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之中，大体能够反映1921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组织的实际状况。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
告》作为一个权威史料，是确定无疑
的。但它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
多，难度也很大，还需要我们不断研
究，既包括所涉及的若干历史史实的
研究，还包括对其文献价值的进一步
研究等。

重庆日报：在第二编第一卷第三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卷中，收录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
这是又一篇重要的重庆文献。能否谈
谈它的来历？

黄修荣：它是从中央档案馆、四川
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中搜集到的，后来收入中共四川省委党
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四
川的建立》之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出版）。

重庆日报：为什么会把这篇文献也
收录进《复兴文库》？

黄修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
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其中一个重要的表
现就是工会和青年团工作。之所以收
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
言》，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它的思想
性很强、很鲜明，提出了“我们信仰惟一
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观点。

其二，它和国内其他地区团组织
一起，较好反映了当时革命趋势的全
国性。

其三，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党组
织纷纷建立起来，但在四川却是另外一

种景象——“以团代党”。

填补“五四运动在重庆”的空白

重庆日报：作为资深专家，你对重
庆的历史研究有何建议？

黄修荣：对于重庆来说，《复兴文
库》的编纂，使一批有关重庆革命历史
的新文献进入了国家历史、民族复兴历
史研究的大框架之中，在文献价值的研
究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历史研究、党史
研究，总要一代一代地干下去。我已经
80岁了，希望重庆的同志们继续努力，
做出新成绩来。

重庆日报：可以具体给我们一些指
点吗？

黄修荣：比如，在编纂《复兴文库》
的过程中，我搜集到一批关于《五四运
动在重庆》的史料，非常珍贵。这批材
料来自1919年6月到10月的《国民公
报》。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党史工
委曾内部印过，但错漏较多。我们进行
了重新整理，但有些仍不理想。因此请
周勇同志（注：现为重庆史研究会会长）
为我提供了一份最重要的文献《川东学
生救国团宣言》。他找到了百年前《国
民公报》的原文，进行了严谨认真的反
复校勘。

这一批文献在学术上、理论上有
重要的价值：一是重现了五四运动在
重庆的基本情况；二是补上了五四运
动史料搜集整理的一部分空白；三是
为全国五四运动的研究补上重庆这个
空缺。

研究五四运动的学术著作、普及
著作已经很多了，但是基本上没有提
到重庆。这批史料说明重庆的五四运
动同样是轰轰烈烈的。相信，今后研
究五四运动时，这批史料将发挥很好
的作用。

重庆可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
可以继续把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做下去，
报刊资料是一部分，档案史料也很多，
是又一个努力的方向，这件工作很难，
但只要坚持不懈，定会得到大收获；二
是重庆自己要先研究起来。

重庆日报：你对重庆革命历史研究
有何期望？

黄修荣：重庆是中国近现代史、革
命史、党史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需要
加强研究的还有很多很多。而真正熟
悉情况，研究深入的还是本地学者，我
衷心希望看到他们的新成果。

▶▶▶▶人物名片

黄修荣，1943 年生，1966 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1978年考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

一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国共

关系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

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

研究，著作颇丰，享受国务院颁

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个人专著

有：《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

作的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史》《共产国际与中国

革命关系史》（上下册）《抗日战

争时期国共合作纪事》《国共关

系七十年纪实》《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国共关系

史》（上中下卷）等。

▼在渝北区图书馆，《复兴文库》免费查阅。
特约摄影 万婷婷

重庆重要文献迎来研究新坐标
——专访著名党史专家、《复兴文库》第二编编委黄修荣教授

□叶梅

近日读到张刚的随笔集《时光边
缘》，不由觉得，许多的风景及味道已
经密密实实地朝我走过来了。正是重
庆的风景，重庆的味道。

那是一座值得一去再去的城市。
重庆历史上三为国都，四次筑城，是巴
渝文化发祥地，文字记载已有3000余
年。历朝历代，凡沿江上下的文人墨
客无不流连于此，李白、杜甫、白居易、
刘禹锡、李商隐、黄庭坚等都曾在重庆
及三峡一带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宋
代苏轼的《渝州寄王道矩》就让人遐想
不已：“曾闻五月到渝州，水拍长亭砌
下流。惟有梦魂长缭绕，共论唐史更
绸缪。”重庆古时即称渝州，苏轼去时，
一定是坐以江边长亭，听水浪拍打，话
唐史风流。一晃千载已过，当年的渝

州如今已是中国西南
部，长江上游地区的经
济、金融、科创、航运和
商贸物流的中心，“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
要联结点及内陆开放高
地，更为文艺创作提供
了丰厚的源泉。

经历丰富的张刚并
非 一 位 职 业 作
家，但他的阅历
和视角恰是对应

了这座城市的多方位，包括自然山川，
市井风情，人际交往等，真实地、有滋
有味地展现了当下重庆这座超大城市
的律动和风貌。

在他的笔下，重庆“有山有水、大
山大水，江峡相拥、山环水绕”，得天独
厚：重庆人勤劳智慧、坚韧乐达，敢于
创造奇迹。“这里逢山开路，隧道在道
路中的占比之高全球罕见；这里遇水
架桥，世界桥都的美誉声名远播；这里
两江汇流，越过百舸争流随时可见孤
帆远影碧空尽的辽远壮阔；这里轻轨
曼妙，穿楼而过、穿云破雾，给人魔幻
现实主义的心灵震撼。”张刚以笔扫
描，使读者掠过重庆主城区联结沟通
两江四岸的路、桥、船和隧道，还有更
劲爆、往来穿梭于长江和嘉陵江上的
索道缆车，在浏览这些文字中也仿佛
乘习习江风，伴朵朵云彩，俯瞰天堑变
通途，感受这座现代化山城惊人的蜕
变，奇特的个性及浪漫风姿。

随笔应是散文的一种体裁，篇幅相
对短小、精当，可以抒情、叙事或议论，
好处在于可一事一议，一景一描，灵活
自由。在我看来，好文章不计短小，而
重在言之有物。他以随笔或借物抒情，
或借事说理，表达了对人生，对社会，对
世界的体验和思考，耐人寻味。

读张刚的随笔，不由想起清代纪
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薄薄的小书，
数十篇短文，每篇多则几百字，少则几
十字，但读来令人兴致盎然，掩卷之后
仍似意犹未尽。张刚的《时光边缘》也
不时有让人回味之处。如写古代渝州
铜梁有一位知县留下名言：“得一官不
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
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
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张刚
在文中感慨道：“这耳熟能详的良心话
说得好清透呢！”再如写到秀山那地方
的人爱唱民歌，著名的花灯民歌《黄杨
扁担》就出自秀山溪口乡，多年前农民
吃不饱饭闹春荒，但当地酷爱唱民歌
跳花灯的小两口却道：“管他的嗬，先

跳段花灯再去找米下锅哟！” 一句话
勾出了重庆人乐观爽朗的性格。还比
如写到考古工作者在重庆秀山县发现
了一条4.23亿年前的化石“边城鱼”，
这次重大发现，使人类全面认识有颌
类的早期身体结构、脊椎动物“从鱼到
人”的演化有了关键的实证。一条小
鱼，穿越数亿年时光，与当代人邂逅相
遇，而张刚由此联想，抒发了更多对生
命的珍惜和敬畏。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张
刚随笔中可以得知，近几年来，重庆各
地摈弃房地产开发“找快钱”的思路和
做法，紧扣“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的战略定位，追求“天人合一”“知行合
一”，“把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放在第
一位，持续不断地护山理水、营林、疏
田、清湖、丰草，自然恢复和生态修复
日见良好，基本实现了山青、水秀、林
美、田良、湖净、草绿，为更多的动物提
供了栖息地，丰富了生物的多样性。”
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让出生于三峡
之畔，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我尤其欣喜
不已。

张刚还爱写诗，他在《时光边缘》
的夹叙夹议之间，还缀上了一首首小
诗，也就是他在山野里、大江边，孤灯
下灵感迸发的一行行韵律，“而我呢/
更喜欢壮怀激越/恰似雄狮不经意地/
前爪触碰剑刃的锋利/即使低回/也只
想变成/亚马孙森林的那只蝴蝶/扇动
双翅/混沌中飞翔/悄无声息。”

迄今为止，我还未曾与张刚谋面，
但因为读了他的这些随笔，倒仿佛已
是熟悉不过的了。你徜徉于他的文字
中，知晓了所有的花朵和野草，明白他
原来度过的是这样的一些时光，看到
的是这样一些风景，又有着这样的一
些心思，于是你渐觉相识，渐觉亲切。

张刚的《时光边缘》便是这样让我
们进入到现实而又浪漫的风景眼，让
读者识得他的内心，也识得而今的重
庆。（该文选自张刚随笔集《时光边缘》
序，有删改）

风 景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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