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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津报 荐 《文明大趋势》，周兴旺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访纸寻踪：造纸背后的故事
林颐

推荐理由：当今，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一方面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全球治理问题，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威

胁着人类文明的存亡绝续；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主导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先发国家一旦感觉其为全球治理付出的成本高于

其收益时，便会选择逆全球化，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后发国家在风雨中飘摇。这一巨大困局，就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困局”。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文明兴衰的内在逻辑为经，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为主线，对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演绎逻辑进行了剖

析，同时以世界大历史为纬，从全球的视角，对5000年来世界主要文明体的历史表现进行大纵深透视，客观分析世界各原生文明的内核，揭示文明

盛衰的规律和发展趋势。下编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困局，在殖民霸权文明日益走向式微和内耗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作为从未断绝的天下型文

明，其独特的文明观与对人类前途命运的自觉担当，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领跑者。

中华文明破解文明困局

《寻纸》，汪帆著，浙江人民美术出

版社2023年3月出版。

黄守愚

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几近
亡国灭种。在这种境遇之下，不少人丧失了文
化自信，鄙弃传统，企图以“全盘西化”来挽救
中国，而在实践中又大多沦为外国势力的傀
儡。随着中国的崛起与文明的复兴，中国已经
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反思近五百年来世界各
大文明发展之得失，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来
思考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方位，也升起为当今
世界的一大思想潮流。

最近，读到周兴旺先生新作《文明大趋
势——为什么说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光明
日报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该书），该书分上
下两编，上编以文明兴衰的内在逻辑为经，揭
示了文明盛衰的规律和发展趋势；下编以当
今世界的文明格局为纬，分析了全球化时代
的文明困局，认为中华文明作为从未中断的
天下型文明，其独特的文明观与对人类前途
命运的自觉担当，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
进程的领跑者，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必将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
困局破局。

谭嗣同称颂王船山是“雷神”，谭嗣同称船
山思想犹如那个时代的惊雷——“万物昭苏天
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文明大趋势》力排
众议，坚定地论证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意义，
真可谓“书生笔底起雷声”，给人以振聋发聩的
震撼感。我认为，该书对于矫正时弊，引领当
代思潮，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该书通过对“文明”的诠释，建构了中
华文明必将复兴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文化自信
的内在依据。该书认为，“文明，即人类为了促
进生存与发展以及降低协作成本而创造的事
物的总和”，由此区分文明与非文明的分野。
该书认为，文明的内核——结构性逻辑决定了
文明体形态，“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结构都
是由四组基本关系决定的：神与神之间的关
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
与物之间的关系。每一组关系都产生一种力
量，四种力量的总和决定了这一文明体的总能
量和演绎方向。”显然，中华文明具有先天的优
势，其内在和谐的结构逻辑确立了中华文明具
有大规模深度协作的关系基础，因此中华文明
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长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

位，是毫不令人惊讶的。在工业文明时代，中
国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亦凭借
的是这种文明底蕴，可以预见，在信息文明时
代，中华民族必将借此顺势复兴。

二、该书通过中西比较，揭示了中华文明
的优势和西方文明的弊病，凸显唯有中华文明
具备拯救21世纪人类困局的能力。其实，在
10000年前，中华文明已产生了高水平协作的
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机构。仅以湖南一地的
考古资料为例，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掘出
12000多年前先民栽培的水稻；在湖南澧县城
头山，发掘出了距今 6300 年的古城，还有距
今约 6500 年的古稻田。水稻是极为脆弱的
水生植物，对种植条件、人与人的协作关系等
要求很高。因此，中华文明的协作传统由来
已久，又通过文化的强升华和实践的历史演
化，使得其文明之理性程度不断向上超越，以
至于中华先民很早就具有了领导当时之“天
下”的能力。

西方文明自身存在极大的局限，历史已
经证明其不足以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困局。
汤因比身在欧洲，耳闻目睹，对西方文明之弊
病的感受最深，因此他期望“天下型气质”的

中华文明在 21世纪能够拯救人类文明。《文
明的冲突》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基于对冷战
结束之后世界格局的预测，系统性地提出了
一个“文明冲突论”，这种以文明的冲突来解
决世界乱局的方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
越搞越乱。因此，《文明大趋势》提出，发扬东
方智慧，催生新天下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目标凝聚团结世界诸文明之合作，此乃解
决 21世纪世界乱局之唯一正解。该书的这
一论证，无疑是客观的，合乎理性的。

三、该书深入阐发了“天下型”的中华文明
传统，宣示了中华文明对全人类负责的道义担
当。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阐释，中国是天
下的共主，负有领导天下之职责，也应当对天
下之兴盛负责。从伦理学上讲，作为唯一未曾
断绝的文明古国，中国如果对当今的世界乱局
不愿意担当负责，纵容天下混乱、生灵涂炭，于
心何忍？当然，中国作为21世纪的领跑者，其
引导之责，主要体现在拨乱反正，让人间回归
和平安宁之正道，而不是效法西方列强，继续
走霸凌路线。

从20世纪以来，“崇美论”“西化论”“历
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许多人对西方文明的弊

病讳莫如深，庆幸的是，对中华文化持有正见
者，亦代不乏人。1938年，马一浮说：“世界人类
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
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梁漱溟生前也曾
说：“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
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
“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范旭东
曾说：“（中国人）为国家计，也为人类职责计。”
“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
服务的精神。”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迅
跑，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中华文明的底蕴。因此，
值此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学者挺身而出，
及时对自己的文明演绎逻辑与发展趋势进行系
统全面的梳理，是极为必要的。

总之，《文明大趋势》揭示了中华文明复兴的
世界价值，是剖析中华文明内核的良心之作，中
华文明承载着全人类的希望和信心，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以此为基，自立自强。我也深信，因中华
文明的复兴，必将破解21世纪人类文明的困局，
中国必将为全世界带来幸福、安宁与生生不息的
动能。

作者为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湖南船

山学社副社长

这是一部朴实的作品，叫《寻纸》。作者汪
帆，是浙江图书馆的一名古籍修复师。在工作
过程中，汪帆日益意识到修复古籍对手工纸的
依赖，继而萌生了访纸寻踪的念头。

历时七年，汪帆寻访了中国13个省、自治

区的古法手工造纸地。这些落在纸面上的文
章，就像一部系列纪录片，逐一还原她曾经踏
足过的地区。藏地、南疆、云贵、川蜀、江浙、湖
湘……古法手工造纸所在地，大多偏僻，依山
傍水，山一程，水一程，山水连绵间，怀着信念
的旅人，拾捡起隐没在山水之间的故事。

不是文人的风雅爱好，不是学者的高深钻
研，它们是一位资深从业者的行业考察随笔，
它们重在记录，目的就是描摹当代中国传统手
工制造业的现实画卷，这些文章用词朴实，而
朴实本身构成了作品的底色。它们起初陆续
刊登于《藏书报》，如今结集成书。

每到一地，汪帆最注意的都是造纸原料、
工序等技术问题。福建玉扣，铅山连纸，南疆
墨玉，古川贡纸；植草，麻绳，麻布，毛竹；蒸煮，
打匀，浆料，打捞，焙纸，分揭……自蔡伦造纸
以来，手工造纸技法流程大致都相同，因地制
宜，各具特色，一地有一地的传统，这些差异表
现在哪些方面，构成了这本书的主干内容，是
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和整理。

每到一地，汪帆就在当地图书馆或负责民

间工艺的工作人员陪同下，造访造纸工坊，与
手工艺人对话，听取他们的描述，观看现场造
纸的情形，拍摄照片影像，即时留存，了解当
地整个行业的状况和手工艺人的生活。很多
事情，不是坐在舒适的空调办公间就能完成
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获得在场的直观体
验和靠谱的一手材料，也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价
值所在。

汪帆深切地体会造纸行当的辛苦。有些
原料是带有毒性的，比如，狼毒草全株有毒，根
部尤甚，接触者浑身瘙痒，可是它能防虫蛀，纤
维韧性好，生产的纸张生命力悠久。造纸工人
的手上布满刀口、疮疤，关节特别粗大，皮肤黝
黑，还有风湿等职业病。山林掩映间的工坊，
远观不胜欣羡，仿佛神仙居处，仿佛网红“照
骗”，走近了，走进了，才觉得昏暗潮湿、闷热难
当，而辛苦劳作的报酬又有几何呢？所以，汪
帆感慨：“竹纸掂来未觉轻。”

很多传统造纸地区逐渐趋于衰落，有实践
经验的老艺人不断老去，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
传承祖业，加之受现代机器造纸的冲击，从业

者的艰辛与劳累、困惑与挣扎、悲苦与无奈，实非
局外人可以随意臧否的。可是，手工造纸是不能
消失的。“纸寿千年，特指的是用传统工艺和原材
料制作的手工纸。”汪帆说，自清末民初，木浆原料
和机械制造技术传入我国后，纸张就大幅折寿了，
哪怕是在手工纸制作过程中掺入了些许人工木
浆，都会极大影响手工纸的寿命。而为了纸张好
看好卖，或使用更顺滑，有些手工纸已经难以称之
为手工纸了，书画界的劣习也助长了此风。作为
古籍修复师，汪帆深知机器纸无法满足古籍修复
的纹样和审美需求，也无法满足长期的保存需
求。她告诫：“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纸张都不
能长久保存，何来其所承载的艺术传世呢？”

这不仅是手工造纸业，也是很多传统行业的
共同忧思。幸而，总还有坚守，还有创新，支撑
着行业的发展。书中谈到黄宏健与开化纸，研制
半自动的抄纸设备，突破手工纸的产量限制，寻
求手工纸和机器生产的突破，是否可行呢？有关
傣纸这一章，尤其振奋人心。不同于其他村落衰
败景象的描写，勐海的曼召生机勃勃，全村做
纸，全民同业，阳光下的晒纸场面和人们脸上的
笑容，那么可亲可爱。为什么呢？因为该地的纸
张专供普洱茶包装，供不应求。所以，这里有个
好思路。手工造纸是个传统行业，它需要嫁接到
相关的产业上，比如，旅游业。古村落的开发，
“土里土气”的年画，大众爱“玩”的心态和对造纸
的好奇心，诸如此类，能不能利用起来，会否有助
于这一行当的延续呢？

古人云：“敬惜字纸。”读了这本书，更能体会
这短短四字的分量，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曹操为何总被批判
禾刀

《
青
梅
煮
酒
：
三
国
群
星
闪

耀
时
》
，
吕
航
著
，
国
际
文
化
出

版
公
司2

0
2
3

年4

月
出
版
。

读三国从来不缺作品。一般人读三国，易
被《三国演义》带偏，脑海里总是坐着一位神机
妙算的诸葛亮。不过，无论是小说还是读史，
曹操常被置于历史的批判面。

吕航的这本书，轻松幽默，叙事流畅，读来
印象深刻。三国时最大的特色是三足鼎立。
为了找到一块迅速壮大的跳板，“三足”各自
挖空心思。刘备穿上了汉室后裔的黄金袈
裟，孙坚则从历史故纸堆里翻出了个孙武后
人的“足金”身价。相比之下，曹操上无祖坟
冒青烟，只有努力贴近权力如日中天的宦官
群体，这也让他落得个“赘阉遗丑”的骂名。
曹操当然懂得“洗白”的重要性，所以总是试
图接近名士圈，但无论如何将热脸往名士们
的冷屁股上贴，“在清流雅士云集的会客厅，根
本没人搭理他”。

历史上的名士群体并非茶余饭后的等闲
之辈。他们才高八斗，既不乏合纵连横的政治

奇才，也不乏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超级
智囊。更主要的是，名士群体的清流形象，牢
牢掌控着社会道德舆论阵地。刘备“三顾茅
庐”，既是爱才的表现，也是向名士群体递交的
一张态度诚恳的“入场券”。再往前，战国四公
子中，仅孟尝君便有门客三千。

曹操能够迅速壮大，并威震四方，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重振汉室之名而挟天子以
令诸侯。《三国志·武帝纪》所载的“太祖将迎
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
兵西迎。”名士荀彧、程昱此计无形中大大提升
了曹操的政治“威望”。

本书中，吕航对名士群体倾泻了大量笔
墨。名士们虽然依附于各种势力，但他们往往
有自己的抱负。眼看曹操“贼心”膨胀，特别是
名士孔融被曹丞相杀害之后，“让荆襄名门望
族在内的所有名士胆寒”，名士们以一种不合
作的方式表达了对抗，具体包括荀彧、荀攸、程

昱、贾诩等人。失去名士群体的支持，虽然曹
操羽翼已丰，但任何一座大厦的筑成，圴离不
开扎实的根基。当枭雄们自以为权倾一方，可
以任由意志号令天下时，失去根基的他们，其
实离大厦将倾只剩一步之遥。

三国是群雄逐鹿的时代，各方势力的汇聚
往往取决于一个字，那就是“义”。曹操并非不
懂得这个道理的重要性，所以会以“事君不忘
其本，天下义士也”而放走关羽。但与他过多

的负面形象相比，这一点又不足以扭转他历史上
的奸诈形象。

早年曹操每次吃了败仗，抱定“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的想法，单枪匹马，逃之夭夭。没有
对比便没有伤害。同样是逃，同样是抛妻弃子，刘
备常会“痛哭流涕，哀恸三军”，把视百姓为衣食父
母的戏份演足，于是逃得光彩，逃得道义。还有，
他跟关羽、张飞“寝则同床”，与赵云“同床眠卧”，
和诸葛亮“情好日密”，对张松、法正“皆厚以恩意
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刘备的弘毅宽厚，并非只
对亲信大将或机密谋士，而是已经达到普惠众生
的高度”。
刘备、孙权二人在道义上也存太多瑕疵。“史

书记载，刘备曾庄重许诺，只要刘璋放弃抵抗，一
定‘礼其君而安其人’。”然而，“当刘备大军开进成
都时，官方府库被抢掠一空，普通百姓家也不能幸
免”“沃野千里的益州到手，仁义大旗残破不堪”。
壮大后的孙权对“文武双全、战无不胜的东吴擎天
柱陆逊”极尽羞辱之能事，“《三国志 陆逊传》记
载：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东吴的中流砥柱，
就这样被孙权一脚踢碎”。
“三足”之中，曹操之所最被历史诟病，原因

还有众多。曹军除了砍杀对方士兵，“连百姓也
不放过”。曹操随性杀人常令仆人心惊胆战，点
滴叙事，终汇聚成曹操“尽失人心”的历史形
象。当然，所有原因中，汉室“窃贼”污点可能
最为耀眼。

悦分享 读

继《巨变——石仲泉谈新中国的
发展》《大师是怎样炼成的——石仲泉
谈胡绳》后，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著
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的第三部著作《征
程——石仲泉谈党的历史发展》。面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书系统梳理
和展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是石仲泉对
党的历史毕生思考和研究的结晶。

党史研究者对石仲泉先生的名字
并不陌生，石仲泉曾任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
和编写等业务，毕生致力于党史国史、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前
途，道路决定命运。”这一被历史反复
证明的真理告诉我们：道路问题至关
重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辉煌历
史，正是一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艰辛
求索、不懈奋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求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之路的历史。着眼于此，石仲泉编撰
了《征程——石仲泉谈党的历史发展》
一书。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回首这
段岁月，我们不仅能够深刻领会道路
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
败，更能够坚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中的勇气，志不改、道不变，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奋进、阔步向
前。”该书分别从党的“初心”与百年之
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五个方面展开，系统展现党
百余年来的艰难探索、历史进程和鲜
明特色，展现党从苦难到辉煌的历史
传奇和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沧桑巨
变，深刻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
在历史和理论脉络，阐明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及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历史。该书点面结合，宏大中见细节、
见洞见，通过本书，作者有力地阐释了为
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走自
己的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
领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中国革命道
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
团结带领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该书论证严
谨、逻辑缜密，但同时不失通俗性，堪称
名家讲党史的典范之作，如《转战陕北
锁定天下》一文，读来心潮澎湃。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党史研究人
员的案头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党员
干部学习“四史”的指导读物，更是
一部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四史”同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结合起来的生动教材。

大家 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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