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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化漫谈之十二

考据活动成“学”，必有
系统，需有对象、方法、原
则、理论等，清人考据文献
时皆已具备。清初，学者不
满意“理学”空疏，接受“汉
学”朴素学风，故“汉学”又
称“朴学”。清代朴学主张
通过考订文字、解释词语、
训读字音等重新解释经书
文献，主张“考经致用”，反
对为考证而考证，顾炎武和
黄宗羲是代表。

顾、黄考据甚广，《清史
稿》本传载炎武“凡国家典
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
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
委，考证得失”，载宗羲“上
下古今，穿穴（即钻研考证）
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
家之教，无不精研”。顾炎

武还提出了“本证”“旁证”
和“理证”的考据方法（顾炎
武《音论》）。在他二人倡导
下，读唐前古书蔚然成风，
一大批考据文献学家纷纷
出现。至乾隆、嘉庆时期，
考据学达到鼎盛。

乾嘉学者考经考史考
百家，几乎无所不考，取得
了令后世敬仰的丰硕成
果。他们分为吴、皖两大学
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皖
派代表是戴震。吴派考据
特色是“尊汉”，“凡古必真，
凡汉皆好”（梁启超语），其
传人王鸣盛迷信汉儒胜过
惠栋。皖派考据特点不迷
信古人，有质疑精神，实事
求是，不主一家之言，对考
据学贡献极大。戴震的考

据学主张，为段玉裁和王念
孙、王引之父子所继承。段
氏《说文解字注》乃文字学
经典之作，为考据学发展树
立了界碑。王氏父子的《经
义述闻》和《经传释词》，以
其绝学解释周汉古书，冰解
壤分，超越前人。段、王考据
成就巨大，其根本原因在于
不墨守成规。乾嘉考据学最
大弊病，是过于烦琐，走向绝
对化，顾小而弃大。进入近
代，乾嘉考据学逐渐衰落，道
光、咸丰时期考据学随着时
局变化，重新恢复清初“考经
致用”传统，证古论今，以图
改革某些制度，研究对象超
出乾嘉考据学范畴。

考据学研究对象范围很
广，概括有三：一是对文献的
考证，包括文献本身的真伪、
作者、时代、篇卷数、版本等；
二是对流传文本的考证，包
括文本文字的异同、音韵、正
误、训释等；三是对文献内容
的考证，包括所记史实的有

无、残全、曲讳等，小之于个
人生卒经历，大之于典章制
度、政治事件等。总之，于文
献不明则考，有疑则考，其所
考必有价值。

从事考据，要有丰富的
知识。从事考据必须要有质
疑精神，考证贵能疑，疑而后
能思，思而得其理。考证的
基本方法主要有三：1.本证，
就是利用图书本身资料发现
矛盾，寻求证据，来考定问
题。2.旁证，就是利用图书
以外的有关资料进行考定，
胡应麟在其《四部正讹》中，
提出了考证伪书的八种方
法，可以借鉴。旁证所用资
料，一般是书证和物证。3.
理证，在缺乏证据下，根据个
人学识，以推理判断是非，称
为“理证”。

考据学简谈（下）
史 辰

2023年，天津叙
事再次展现了津味小
说的整体性创作风
格。津味小说，在新
时期以来的小说发展
史上，与京味小说并
驾齐驱，成为地域文
学中的鲜亮旗帜，尤
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随着时间的推
移，新的文学潮流层
出不穷，但津沽大地上的津
味文脉依然存在——不再像
奔腾的长江、黄河一样气势
汹涌，而是化为涓涓细流，润
物无声地滋养和守护着这方
独特的文学地理图景。

津味小说属于城市小说
的范畴，具有市民性与世俗
性交织而成的市井生活气
息，以及津沽大地上孕育出
的兼具说唱艺术特色的幽默
感话语表达体系。幽默感话
语表达体系凝聚着天津人对
世俗生活的无比热爱，爱生
活就是对人间最大的爱。这
种世俗性文化传承，是人间
最为基本的情感价值诉求，
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甚至
全球的共通性。

津味小说在叙事篇幅上
天然地倾向短篇和中篇，但并
不影响它的文学影响力以及
文学地位。天津因为有了津
味小说的全国性读者基础，
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飞跃，
成为永久的精神叙事资源。

2023年的津味小说出现
了新的叙事高潮，这得益于
林希在《天津文学》开设的“沽
上纪闻”专栏，冯骥才的“俗世
奇人”系列小说以及肖克凡
的“妈妈”系列小说的第二
部、龙一的《洋河or双沟》等。

88岁的林希重拾巨笔，
叙写天津人近百年的生存状
态与天津城的岁月变迁。他
曾精准地提炼出了天津人的
性格特征：“天津人安于做平
民，而且安于世世代代做平
民。天津人认为做老百姓最
好，过小日子，是天津人最高
的人生理想。”《流浪汉麦克》
讲述了德国流浪汉麦克到刚
开埠通商的天津寻找机遇并
发达的故事，将天津当时的历
史地位及所承担的中国与世
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枢纽的价
值与意义，通过文学化的方式
呈现出来。《哈罗，县太爷》讲
述天津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
撞的故事，诙谐幽默，发人深
省。《大太子列传》聚焦天津卫

纨绔子弟的奢靡人生并予以
批判警醒，具有“含泪的微笑”
的艺术效果。以上三篇皆是
有关近代天津的叙事。《“黑心
我”不黑》将叙事时空设置于
解放前夕的天津，讲述了大闲
人“黑心我”坚守良知、保护国
宝和教授的故事，将天津人在
关键历史时期的气节以及良
善，予以文学化的形象表达。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
列小说影响深远，许多外地
人都是最先从他的小说中了
解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民
风民俗的。从这个角度而
言，冯骥才对津味文脉、对天
津城市的文化形象有着巨大
贡献。《俗世奇人新篇》汲取
笔记小说的叙事精华，以白
描手法书写形形色色的奇人
与奇事，在“市井”这一叙事
场域中捕捉人的生命亮点。

肖克凡一般将津味小说
的叙事时空设置于解放后。
其近些年来发表的《紫竹提
盒》《特殊任务》《橙子熟了》

《工厂文学简报》《妈
妈不告诉我》，还有
2023年的《妈妈为什
么要讲故事》《你原来
没有外号》等，这些小
说皆聚焦进入新社会
的天津普通人，尤其
是普通工人的酸甜苦
辣的日常生活。其津
味小说的描写对象是
平凡的普罗大众，其人

物形象生动，语言铿锵有力，
有鲜明的说唱艺术特色，挖掘
出了天津城里普通百姓的良
善本性以及坚韧、乐观的品
质。龙一的新作《洋河or双
沟》同样深入新社会的天津普
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肌理，以即
将12岁的小老爷们买酒的叙
事线，贯穿起天津的民俗风
情，饶有趣味。

王元的科幻小说《双探》
首发于《科幻立方》杂志，堪
称向津味小说的致敬之作。
王元虽非天津人，但将科幻
创作关注的视角投向了民国
时期的天津，将科幻与案件
侦破、民国历史与天津市井
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体
现了新一代青年作家对津味
小说新叙事路径的探寻。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新
颖的津味小说出现。

赓续津味小说文脉
再谱津派文学华章

——简评2023年津味小说
徐福伟

上大二时，我们搬进
了新的宿舍楼。刚进楼，
我就看见一个面容清瘦
的小伙子在打扫楼道卫
生。他的年龄与我们相
仿，只是他的脸色大概因
为日晒而显得黑里透
红。看到我们拎着大包
小包进来，他立刻放下手
里的活儿，恭敬地让开道，
看到有的同学行李多，他
还上前帮着搬运。我发
现，他看我们的眼神，透露
着羡慕。

此后，每次进
出宿舍楼，我都会
看到他忙碌的身
影。有时稍清闲
了，他会蜷缩在一
楼的小屋里，呆呆
地望着进出的同学，像是
若有所思。时间长了，大
家与他也渐渐熟悉了，才
知他家境贫寒，早早辍学
出来打工，为的是给父母
减轻点家庭负担。看见
我们有机会读书，他特别
羡慕，有时也会在他那小
屋里端着一本书翻看。

我有个师弟，喜欢写
诗，但一直写不出像样的
作品，自己很苦恼。他与
这个清洁工小伙子熟络
后，就以清洁工为题材，写
出了一首富有真情实感
的诗作。他拿给我看时，
我也被感动了。于是，我

们都去劝那位清洁工，闲
暇时不妨去听听我们的
课，但被小伙子谢绝了。

我们之所以鼓励小伙
子去旁听，是因为当时刚
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社会
上喜欢读书学习的人都想
法托关系来学校蹭课、旁
听，学校也不干预。我有
位中学时的老师，听说我
考上大学后，也过来旁
听。那时上大课，不仅课
堂里坐满了人，门口过道

也都挤满了旁听
者。有一次，我在
人群中发现了那
个清洁工小伙子，
只见他还拿着个
本子，认真地做着
记录。课后再见

时，见他脸色已不像从前
那样消沉，而是有了些许
红润，见了我们，脸上也有
了笑容。

几次课下来，他也显
得自信了许多。很多同学
看他爱读书，常帮他借阅
一些参考书，送到他的小
屋。渐渐地，那个小屋也
成了他的书屋。工作之
余，他就在那里孜孜不倦
地学习。后来听说他参加
高自考，拿到了大专文凭，
同学们向他祝贺之余，鼓
励他继续努力，争取专升
本。他又腼腆地一笑，但
随之又坚定地点了点头。

旁
听
生

伍

柳

“幕僚”指
古代行政、军
事长官身边的
谋士、文秘人
员，后泛指文
武官署中有
官职的诸如顾问、参谋等
佐助人员。所谓“幕”，即
“帷幄”的通称，古代天子
或将帅率部出征，居无常
所，即于野外搭设帐篷作
为指挥部。所谓“运筹策
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
外”（《史记·高祖本纪》），
即言此也。汉朝时统帅
率军出征，有权自行聘任
文职僚属，组成参谋班子
和秘书班子，协助自己处
理军政事务，这称为“开
府”；后来，军政大员的官
署，亦称“幕府”。在幕府
内，统帅手下的僚属，就称
为“幕僚”。幕僚种类繁
多，例如在帅府主持日常
工作，相当于近代参谋长
的“长史”；参议军机，辅助
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
类似近代副官、秘书，管理
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
簿”“记室”，等等。杜甫
《春日忆李白》：“清新庾
开府，俊逸鲍参军。”此诗
句便是赞美李白的诗像
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
样俊逸。庾信、鲍照皆为
南北朝时的著
名诗人。就官
职来看，庾信曾
任骠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
鲍照曾任临海
王前军参军。

古代官场，
“官”与“吏”有

区别，“官”与
“僚”也有区
别。在商周
时代，“僚”本
是奴隶的一
个级别。《左

传·昭公七年》载：“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
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九个“臣”皆为动词，作
管属、统率讲。在这个社
会尊卑链条里，“僚”排在
“隶”“仆”之间，居第八
位。入秦汉后，“僚”地位
飙升。《三国志·魏书·王观
传》云，王观“治身清廉，帅
以下俭，僚属承风，莫不自
励”。很明显，这个“僚属”
即为主官属员的概念。
从秦汉直到隋唐，独当一
面的军政主官，都有自聘
秘书、参谋、副官等佐员的
权力。在主官眼里，手下
属员即为幕帐内的同僚。

封建社会中，幕僚的
主体大多是科考应试不
举的知识分子。在连绵
的战争和激烈的政治斗
争中，幕僚队伍人才辈
出，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
觑。被称为“晚清第一名
臣”的曾国藩，其幕府班
子就涌现了一批名垂青
史的政治家，如李鸿章、

郭嵩焘、左宗
棠 、丁 日 昌
等。关于幕僚
的事迹，各朝
史书几乎都有
记载。今人编
著的《历代幕
僚全鉴》更有
翔实的记述。

幕僚称谓
谭汝为

●彭程著《杯子上的
笑脸》

本书为一部长篇非虚构
作品，是作者痛失爱女后椎心
泣血的追怀之作。作品涉及
许多感人而带有普遍意义的
主题，有对于乖戾无情的命运
和苦难的思考，也有面对绝症
不放弃一丝希望的抗争。这
是一种对于超出日常经验的
苦难经历的书写，感受和思考

格外真挚、强烈和深入，从而
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深
刻的创痛、生命和人性之书。

●罗鸿著《烟雨塔影》
全书以历史故事为纲，

辅以风景散文、沿革随笔、古
塔图片，娓娓记叙了若干外
籍旅行家、艺术家不甚了然
的中国故事，用“轻阅读，易
传播”的方式传承着古都杭
州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册
不错的消闲读物。

●骆玉明著《骆玉明古
诗词课》

本书是复旦大学骆玉明
教授讲课内容的文稿集合。
全书以中国诗词发展为脉络，

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讲
起，由楚辞、古诗十九首、建安
文学直至南宋词，选取历代有
代表性的诗人名篇，就体裁、
风格、内容、文学史上的地位
等方面展开剖析。

● [日本]青山七惠著
《蓝色夏威夷》（宋刚译）

哪怕经历了太多世事变
迁，青山七惠还是当年那个
初入文坛的小女孩，从来不
曾忘记生活该有的滋味。姐
姐仍然躲在房间里哭泣；父
亲总是太过粗暴；婆婆留在
孙女记忆中的是她慈祥的笑
脸；夏威夷的海永远是湛蓝
而又温暖的。

微 书 评
商 皓

风调雨顺鱼儿跃 张精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