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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珠玑呈创意 篇篇锦绣绘文明 

———评佘意明先生新著《株洲文明史略》

范进军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佘意明所著《株洲文明史略》一书，为株洲地域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发现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观点，填补了株
洲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在语言表达方面，则非常讲究修辞艺术，行文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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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意明先生的大作《株洲文明史略》于２０１５年
５月由岳麓书社出版了。该书的出版，是地方文化
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喜事。之所以说是一件大喜

事。一是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株洲地方史研究的一

个空白；二是该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评价

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无外乎两个视角：一是该书

的创意；二是表达创意的文字。前者是体现价值的

核心部分。首先看创意。所谓创意，就是该书是否

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东西。对学术著作来说，这种

“新”的东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开辟

了新的领域。至今为止，作为湖南东部发达城市的

株洲，还“没有一部较完整、系统地反映其历史文明

演进和城市变迁的书籍。”［１］２６５正因为如此，该书的

写作难度之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史记·楚世

家》在赞美楚国先王创业艰难时说：“昔我先王熊绎

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外草莽。”［２］就说明了开创新

的领域的艰难和辛苦。而佘先生就是在这片未开

垦的处女地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发掘其中的

史料价值，重现株洲这片神奇大地的文明之光。其

填补株洲文明史略空白的开创之功，必将为株洲文

明的书写和发扬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发现了新

史料。为了探明株洲文明史的基本史料，作者“对

散佚在二十四史、‘湖湘文库’中涉及株洲历史的内

容进行辑录抄写，还阅读了株洲、湘潭、长沙等地大

量的文史资料和本土民间家谱，然后进行甄别、考

证、将株洲历史碎片逐一还原，联缀。因此，本书中

相当多的历史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１］２６５这个“第

一次”就是发现新史料的开创价值。佘先生这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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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汪洋大海中发现株洲文明史料的开创之功，

不仅为他的大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广大

读者更进一步、更清晰地了解株洲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文明进程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三是提出了新的

观点。拜读佘先生的大著，可谓是字字珠玑，新意

迭出。如作者在谈到株洲文明的演变历程时认为

“农耕时代的耕读文明”，是“书院、进士构筑儒家

主流文化的风景线”；而“广义上的炎帝红色文化则

是贯穿到近现代救国救民，反帝反封建为主线的英

雄的红色文明”；而“从民国脱胎到新中国成立以

来”则是“繁荣的工业文明”［１］２特别是“地方历史文

明发展离不开整体文明，但有时与整体文明演进步

调不完全一致”［１］２６６等新观念的提出，令人耳目一

新。又如确定公元２１５年为古建宁县设置的具体
时间以及“株洲”之名在北宋即已存在等新观点，更

是令人击节叹赏。凡之种种新意，奠定了该书学术

价值的雄厚基础。四是运用了先进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阐述株洲文明史上的社会现象的产生及其

发展规律，以及运用新材料来阐明新观点和构建自

己的学术框架时，采用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

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的思路去进行宏观把

握，通过历史比较法和综合分析法，“将株洲历史的

细节、碎片与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结合起

来，把株洲文明的演进放在中国、世界的大范围去

认识，以株洲五千年的文明演变为经，以株洲各个

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等变化为纬”［１］２６５去构

建全书的框架，使得该书的体系框架，“在编写上没

有拘泥于中国历史的传统分期理论，而是依据株洲

地方文明演进的特点去进行，”［１］２这种“大胆创新

和突破，”［１］２使得该书在运用恰当的先进的研究方

法时，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史书的“自成体

系”［１］２的独特之处。而这种独特之处，对“我国各

地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无借鉴意义，在地方史研

究领域当有一席之地。”［１］２这种独出心裁的研究方

法的运用，使得该书的学术价值不但具有非常重要

的创新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其次看表达创意的文字。孔子说：“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意思是说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得

很久远。所以说，我们说话写文章应该讲究修辞艺

术，让文章更加生动活泼，作用也就更大，影响也就

更加久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

马迁》中曾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形象地说明了《史记》之所以流传千

古的原因，就在于《史记》文字的优美动人。拜读佘

先生的大作，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该书在语言表

达方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行文非常讲

究修辞艺术和生动活泼。这种语言艺术集中表现

在佘先生的文字生动优美，叙述层次清楚，议论风

趣动人，让人有忍不住一气读完，方能罢手之感。

如“屈原是中国人的精神坐标，因为他的诗、他的爱

国情怀。汩罗江边那纵身一跃，遭贬的诗人从此在

中国人心中画下了一个永远的光弧。”［１］１６文章把诗

人的身影比喻成一个“永远的光弧”，不但比喻恰

当，而且形象感人，读后永远铭刻心中。再看叙述

文字：“这年冬天，孙权派诸葛谨向刘备索还所借之

荆州南郡。刘备不答应，采取拖延办法，表示取得

凉州后，即还南郡予吴。孙权感觉受骗，大怒，但南

郡被关羽镇守，不好动粗，退而求其次，任命了长

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官吏，但随即被镇守江陵的关

羽派军驱逐。”［１］２４简短的叙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交代得非常清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看议论文

字，“因慈禧只要大清皇权能保住，江山多一块少一

块无所谓，反正李鸿章这种臭名昭著的人不至于夺

权要命。李鸿章也正是抓住了慈禧的这种心理，从

卖国中捞取好处，而且还装出一副‘勇于担当’，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样子。”［１］１２０风趣动人的

议论，把李鸿章大胆卖国而慈禧不予追究而信任有

加的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凡此种种优美动人之

处，不胜枚举。

“字字珠玑呈创意，篇篇锦绣绘文明。”佘先生

大著正是因为全新的创意和优美动人的文字，使得

它在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地方史的学术领

域，将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而正是这种

历史地位的形成，将为株洲文明史的更深入的研

究，奠定扎实而雄厚的学术基础。我想，这应该是

该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值得流传永远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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