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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读悦 寻找中国历史的
独特印记

陈三霞

《尚未完成的历

史：从〈子夜〉到〈白

鹿原〉的中国新文学

之变》，张宇奇著，天

津人民出版社2023

年10月出版。

书津报 架力津报 荐

大家 书读 重读黄河边的故事
于旻欣

《黄河边

的中国》，曹锦

清著，东方出

版社2023年

10月出版。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

进行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解决好“三农”问题
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成为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随着国家层面
一系列的重大调整，乡村社会也迈入了发展的
新阶段。然而，在大刀阔斧地开展基层工作之
前，有必要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乡村所
独有的村落文化做一个深入了解，只有搞明白
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当下，进而才
能为中国乡村谋划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值此
之际，《黄河边的中国》全新修订本于2023年在
东方出版社出版。
《黄河边的中国》初版于2000年，随即便引

发了社会、政府对于农村问题和农民处境的广泛
关注，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广大中西部乡村的现实
发展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期，经济转

型与社会分层几乎同时出现。与沿海开放城市
经济飞速发展情况不同的是，内地亿万靠天吃饭
的农民在日益增长的多重生活开支及农负税费
重压下，打点行囊，主动或被迫离开故土，加入往
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大潮。

曹锦清在书中说，“当时农村的问题已经
被感知到了，尤其是农民负担问题，但是不系
统，具体怎么样搞不清楚，这些信息被沿海的
光芒遮蔽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农村问
题的日益严峻促使他最终踏上了河南的土地。

因为深受梁漱溟、费孝通等乡建前辈在20
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中国乡村建设与田野调
查的影响，曹锦清于1996年5月—11月深入散
落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村落，其足迹遍及豫东、
豫西、豫南、豫北、豫中，走访了数县、数乡、数
十家农户，并通过市、县两级党校系统访谈了
数十位县、乡、村三级官员，以逐日访谈纪要的

方式，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后20世纪90年代正
在剧烈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的社会生活。
在当时互联网极不发达的年代，广阔农村

和庞大农民群体的境况未被明显“看见”。而
本书的独特之处即在于，通过日记的形式，作
者将每日访谈所得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亦即
将农户、乡村干部、县党政机关等中国最基层
的一部分群体的心声直接表达于白纸黑字。
书中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
益、情绪与态度，生动展现了实行土地家庭承
包制后的广大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
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和问题，也展
现了无形却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与人们迫切

追求的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至此，20
世纪90年代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农民终于被相
对完整地“看到”了。

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
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2011年，《黄河边
的中国》这部“中国内地农村的百科全书”以巨大
的现实感与深刻的历史感，被英国《卫报》列入人
类有史以来100种“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

而本次对经典进行的全新修订，不仅重新梳
理了原版本较为庞杂的内容和作者当年的行动
轨迹，更增加了作者近20年来对于中国“三农”
领域的新观察和新思考，与原版本中20世纪90
年代的情况形成对比，通过作者多年来对“三农”
问题的持续关注，体现了“三农”领域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展现了国家多年来为更好地解决
“三农”问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说：“中国社会的转型
远未结束，时间的年轮依然穿行在‘历史的三
峡’当中，拉长时间段看，终极较量还是要归
结到制度和文化上来，这对于认清国际国内
形势尤为重要。而我国拥有几千年农耕文明
的底色，现今正经由工业文明走向更高层次
的生态文明，在此过程中，认清过去民族的
‘自我’和当下‘自我’所处的位置，才能走好
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张晋藩著，北京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中华法律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现代传承
刘英团

推荐理由：本书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

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

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

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

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

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中华法文化不仅是古代中国文明的象
征，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中华
法文化史镜鉴》中，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
学终身教授张晋藩不仅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探
究了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并认真总结中华
法文化的优秀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价值。
一是撷取法律传统的精髓，肃清法律工具主
义的影响；二是坚定树立法律权威主义的观
念，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三是德法
共治，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
系，“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学术一脉，不尽薪火传受。从事法律史研
究，既需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
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张晋藩
教授所兼具的“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与法学
家坚定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关于构建中国
古代法律体系、重塑中华法系两大学术贡献
上”。一方面，张晋藩教授系统地分析与研究了
中华法系的内部结构、内在规律、内部特征，并对
中华法系的形成背景、主题内容、发展规律、基本
特征、社会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阐
发，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走向成熟，并达
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
张晋藩教授不是简单地就历史谈历史，而是关
注民族复兴与中华法系重塑的关系。他认为，
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
华文化复兴中，法文化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法律传统，深深扎
根于特定的中国国情文化，才能建立符合中国
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

（萨维尼语），而所谓“民族的共同意识”，就是
“民族精神”。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言，“法律是
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及产物”，“中华法文
化在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表现出深厚的
物质基础、强大的动力资源、坚韧的韧性性格，
所有这些可归结为一个基因，那就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中华法文化的一切特质，都凝聚
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法文化与中华
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法文化植根于社
会，具有历代传承的因袭性。即，“中国法律文
化首尾相衔、辗转相承、代有兴革，表现了鲜明
的时代烙印，显示了清晰的螺旋上升的轨迹。”
诚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发展历史中，有

着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阶级统治烙印，
其思想主要是为阶级统治及王权政治服务
的。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法
治精神，奠定了法治精神的文化根基。作为一
种文化的力量，中华法文化深深地嵌入法律发
展进程之中，“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并为世
界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在延绵久远的中华法文化传承中，深入发
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
不仅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
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
果”，更是中华法文化在当代的承继与复兴。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
人格。”法律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
实践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融注在人们心底和
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律原则、法治精神
及其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就是这
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所体
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
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
识与行为方式。”首先，在延绵久远的中华政治
与法制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铸造了体现
独特的民族法律智慧与品格的博大精深的政
治与法制文明系统，“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
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
化”。其次，现代法治植根于传统法律文化。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是传统法律文化
史的灵魂和精髓，是传承中华法文化、构建社
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源泉。最后，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历史传承、文
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
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生动地体现了中国
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逻辑。

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交织着诸

多矛盾冲突运动，催生着法律革命的形成与发
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和制度品格。在
内涵和外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史是相通的。它体现着中华传统道德、政治、
哲学、伦理等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又寻求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民为邦本——这是一种法律文化，也是一种
传统文化。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家制度建设，几
乎都围绕着“民为邦本”这一理念制定的。重和
谐，息争讼——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法治追
求的目标。和谐不等于无争讼，法院作为公平正
义的象征，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
线。诉前、诉中调解息争，不仅使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更节约了司法资源。

重教化，轻刑责——传统法律文化所强调
的“德主刑辅”，就是教化为先而刑焉其后。从
“明德慎罚”“慎刑恤罚”，到“疑罪从无”“矜老
恤幼”“慎重使用死刑”，社会主义法治充分挖
掘和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东
西，比如传统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
式、“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亲民”的政
治道德观、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的行政
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等等。

重诚信，恶诈伪——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
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诚者，天
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法以诚信为本，
体现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德法互补互用、共同为治。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治，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
治相得益彰。

重理性思考，不受宗教干预——受到儒家
思想的深刻影响，古代统治者对宗教保持高度
的政治警觉，在最大限度内不使其干预现实中
的政治活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传统法文化中制度的构建、法律生活的缔造、法律
文化的延伸，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可资借鉴
的法文化支持。首先，法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
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有不同
的法律制度和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其次，法文化
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最后，深刻反思中国法律发
展的历史进程，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有机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推动中华
优秀法律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过程。

纵向传承，代有兴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中，许多国家的法律文化研究
正在从意识形态、抽象理论的惯性轨道上转向本
土化、现实化和国际化道路，其结果必然需要加
强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反过来本土传统法
律文化的研究也一定会促进当代法学研究的发
展。五千余年的法文化史，篇章结构、规范内容、
制度设计等，都因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其发展
轨迹是由粗疏到细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
复杂。研究传统的法文化，就要从纵向传承、代
有兴革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中华法文化
史镜鉴》中，张晋藩教授并不是纯粹地书写法律
文化史，而是立足现实，重理性思维，在传承、创
新与借鉴中激活传统法文化的优秀部分并使之
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上所强调的，在中华传
统法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德法互补的
治国要略，严以治官、宽以养民的施政方针，良法
善治的法治追求，都是重构新时代中华法系的重
要文化资源。就法文化价值而言，《中华法文化
史镜鉴》是一部了解中华法文化历史传统、法治
经验和现实价值的佳作。其中，既融入了古圣先
贤的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又阐释了历代王朝的
官吏管理、监察与廉政以及法制与司法的镜鉴，
融历史性、趣味性和借鉴性为一体，真正做到以
史为鉴、以史为镜。

《新译外国诗歌

2020—2022》

《诗刊》社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

本诗选收录了2020—2022年《诗刊》
所刊国际诗人中20位的作品。有首次在
国内文学期刊获得译介的尼加拉瓜诗人
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有在拉美文学
史上影响重大的乌拉圭“45 一代”最后
一位健在者伊达·维塔莱；有美国当代
诗坛最德高望重的诗人查尔斯·赖特；
有英国历史上首位女桂冠诗人卡罗尔·
安·达菲；有著名的德国诗人、毕希纳奖
获得者勒内·昆策；有小语种大诗人、爱
沙尼亚诗人卡普林斯基……他们或是各
国最重要的既存诗人（偶有刚刚故世），
或是各国当前成绩突出的中壮年诗人。
诗人年龄跨越50年，诗选范围阔大，内容
丰富，可使读者对当今世界诗坛有一个
鸟瞰性的认识。

《学飞的盟盟》

朱天心著

2023年8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尚是新手妈妈的朱天心
与孩子盟盟相处的点点滴滴。近50篇隽
永的短文，以一个“大玩伴”疏离而亲密
的观察视角和轻灵的笔法，勾勒出盟盟
自出生到初进小学期间恣意随性、“不被
修剪”的成长轨迹，也流露出初为人母者
的一往情深与心境的日益成熟。其间穿
插着亲子互动的有趣片段，并将盟盟的
无忌童言汇成语录，搭配其幼年画作，在
小说家的文字之外，展现出一个绚丽多
彩的童真世界。

《地理小侦探》

【英】阿妮塔·盖恩瑞、

【英】克里斯·奥克雷德著，

【智】保·摩根绘

海峡书局

2023年10月

本套书分别从天气成因、生物环
境、地表形态几大方面选取了火山地
震、水循环、栖息地、天气变化共 4个儿
童感兴趣的地理事物现象，引导小读者
通过实验和游戏的方式探索关于火山
地震、栖息地、天气、水循环的奥秘。
书中的活动非常适合小读者体验学习，
符合 5—10 岁儿童的心理认知。此外，
本套书的内容还涉及环境保护、自然灾
害等延伸性内容，激发小读者的好奇
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引导小读者自觉
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增强科
技自信自立。

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发出一个时代的先声，经
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
时代的关注和人们的思考。因此，文学作品常常
被爱好者称为时代的镜子，读者阅读优秀的文学
作品，能够从镜中管窥逝去时代的侧影。

中国近现代文学如同一幅丰富多彩的画
卷，记录着中国百年变革的脉络。在新书《尚
未完成的历史：从〈子夜〉到〈白鹿原〉的中国新
文学之变》中，作者张宇奇以独特的视角，深入
探讨了中国新文学的演变过程，在精读茅盾的
《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
《创业史》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经典著作的
同时，围绕“封建与反封建”这一主线，对历史
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全方位、多角度
地再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革。

张宇奇在“引论”部分阐明了自己创作本
书的初衷：中国的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
的光荣历程。在广阔的历史眼光中研究中国
新文学，意味着要从几百年去看几年、十几年、
几十年，而不是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去归结
几百年。从这个角度说，重读经典文学作品的
意义依然重大，也是从这个角度说，这些作为
经典的意义才能在当代的质询中被不断发
现。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样的重读出发，不

断推动中国新文学研究，融合经典作家、经典
作品、经典化的学术研究为一体，进一步向前
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承载了呼唤民众觉
醒与抗争的历史使命，在每个历史节点都留下
了独特的印记。茅盾、丁玲、柳青、陈忠实等作
家，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
者。他们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创造了属于中国
新文学的独特形式，记录了新中国的嬗变，吹
响了时代变革的前奏。这些文学巨匠自觉地
思考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文学创作

为武器，凝聚了人心，唤醒了大众，勇敢地承担
起破旧立新的使命，为新时代的来临贡献了属
于自己的力量。

在这部新书中，张宇奇对“封建”与“反封
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审视。与传统观点不
同，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使“封建”这一本质
化的范畴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也更具当代意
义。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框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
史演进和社会变革。

张宇奇通过深度文本分析，展开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深刻对话。《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创业史》《白鹿原》等经典作品，各自反映了
作家所处时代的特质。而张宇奇则通过文本的
细读，洞察了这些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时代问
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得到了北大教授、
“中国好书”得主韩毓海的推荐，使得这场对话
更显厚重。

韩毓海在序言中说，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
从问题出发的，而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
生了，解决问题、发现问题，是一个无穷的实践、
探索过程。因此，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从问题出
发，引导我们进入更为深刻、复杂的问题。思想
的工作不是使一个范畴、概念更加本质化，而是
使一个范畴、概念更加丰富化，更加多元化，更
加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它不是给我们一个简
单的结论，而是为不断深入的探索开辟道路。
这是张宇奇这部作品最为可贵之处，希望本书
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封建”问题进行进一
步、更为深入的探索。
《尚未完成的历史：从〈子夜〉到〈白鹿原〉的

中国新文学之变》不仅是对过去百年历史的回
顾，更是为中国未来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
础。张宇奇以他独特的思考方式，为我们勾勒
出一个更加多元、丰富、开放的现代中国图景。

本书是一部全新角度的300年荷兰共
和国史，首度全方位解析荷兰共和国从酝
酿到衰落的全过程。

全书共分四大部分，分述各时代荷兰
地区的发展历程。1477—1588年的共和
国奋力摆脱勃艮第的控制，在唤醒自我
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过程中掀起一片
宗教改革与大起义狂潮。1588—1647年，
处于黄金时代早期的共和国不断寻求抗
争西班牙统治的道路，在意识形态上陷
入大辩论，在权力的对峙中磨合出宗教
宽容政策。1647—1702年，航海贸易的大
发展，让八十年战争后的共和国在诸多
思想的裹挟下陷入内部不倦的斗争，这
种斗争既包含内部意识形态的对抗，也
包含共和国与外部英、法间的竞争与厮
杀。1702—1806 年，四次英荷战争的摧
折，爱国者党运动的席卷。最终，在拿破
仑政权下，共和国正式落下帷幕。

本书避免了过去以 1649 年为界的
共和国历史研究角度，将时间追溯到
1572 年之前以及延伸到取代荷兰共和
国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时代，同时将地域
从单一的北部地区拓展至南部及德意
志诸国辖区。本书从思想史角度揭露
尼德兰南北分裂的真相，是突破传统荷
兰史研究角度，打破欧洲史陈旧观念的
力作。

《荷兰共和国：崛起、

兴盛与衰落1477—1806》

【英】乔纳森·伊斯雷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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