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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以此

为基础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成为学术前
进的重要取径。最近40年，大量深埋地下的墓
志铭陆续出土和刊布，源源不断地为中古文史
的研究提供着素材。荣新江教授甚至认为，从
文书到碑志，已经成为今后中古史研究的趋向
之一。21世纪以来出版的唐代文史方面的工具
书多有赖于此，郁贤皓、胡可先两位先生编著
的《唐九卿考》（增订本）即是较有代表性的一
种。唐代九卿的资料散见于各政书、文集、笔记
甚至野史、杂录之中，向无系统辑录本。郁贤皓
先生有感于此，从20世纪后期开始即留意九卿
的资料，后与胡可先教授合作撰成《唐九卿
考》，今年又出版了增订本，相当一批材料即源
于新出墓志。从初版本到增订本，既有体例的
完备，更有材料的扩展。

资料宏富，体例完备

《唐九卿考》广为搜集传世典籍和新见文
献中的资料，排比九卿事迹，勾勒出有唐一代
近300年间九寺长官的行事，对材料的利用和
甄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书稿经过严
格评审，被纳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出版后颇受学界
好评，学者卞孝萱、陶敏、李德辉分别在《书品》
和《唐研究》发表书评，认为此书可与《唐尚书省郎官石柱
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唐仆尚丞郎表》《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集校》《唐刺史考全编》等鼎足而立，“是一部
具有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的重要工具书”。今年适逢郁贤
皓先生90华诞，凤凰出版社适时推出增订本，不仅是对
郁先生的崇高敬意，也是对本书学术价值的肯定。

增订本仍延续了初版时的框架，体例较为完备。全
书共分为十卷，卷一总论九卿制度的沿革，其余九卷分
列九寺长官的卿及少卿，钩沉相关资料，考证任职年代，
书后并附有人名索引，便于查考。具体增订工作由胡可
先教授负责完成，增订条目300余则，约为原书的五分
之一，绝大多数材料均采自新见墓志。与初版相比，增订
本更呈现出新的特点。

广搜石刻，钩稽事迹

初版对新见石刻资料的利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
准，不仅充分使用了九卿本人的墓志，还从他人墓志中
钩稽九卿的事迹。增订本则进一步搜罗新发现的石刻资
料，举凡《邙洛碑志三百种》《河洛墓刻拾零》《全唐文补
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及
续编三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洛阳新获
七朝墓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长安新出墓志》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长安碑刻》，以及散见于
各期刊论文中的墓志文本。一些稀见材料，如浙江大学
图书馆藏和作者自藏的碑志拓片均得到了广泛运用。在
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修订原有条目并增列新条目。受
到资料的限制，初版时不少九卿的任职时间难以确定，
只能列出大致年代或置于待考录。本次增订，这部分内
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正。如李宽任太常卿的时间，

初版仅笼统地列为“高宗时”，增订本根据作者自
藏李宽墓碑拓片和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李宽墓志
拓片，考定其任职时间为麟德二年（665）。又如

“郭幼儒”原被置于待考录，增订本即根据新见郭
幼儒墓志，将其任光禄少卿的时间定为大历初。
在修订旧条目的同时，作者还增列了大量新条
目，如诗人卢照邻之弟卢照己出任光禄少卿的经
历，即根据其本人的墓志和他在襄城县主墓志铭
中的题署增列。

从善如流，审慎去取

增订本还值得称道的是，著者能够充分吸取前人的
订补意见，凿实九卿的任职经历。受材料所限，《唐九卿
考》初版时留下了不少缺憾，正如郁先生所说“本书还只
能说是一部暂定稿，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因此，本书
出版之后，增订工作也随之而行。胡可先与咸晓婷就合撰
了《唐九卿考订补》，刊载于《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
期，体现了学术研究不断积累的特点和自我纠错的精神。
自出版以来，牛红广、曾涧、孔祥军等学者均续有补正。这
次增订，作者从善如流，充分吸收前人的订补意见。如初
版将赵昌任大理卿的时间定于元和四至六年（809—
811），曾涧据《萧酂墓志》及《宝刻丛编》中的记载考证其
让卿必在元和五年三月前。作者不仅及时予以调整，还将
赵昌的继任者武少仪任大理卿的时间上调至元和五年，
使得他们任职的起讫时间有了更精准的展现。又如初版
仅考得长庆元年（821）韦行立在卫尉少卿任上，任职的起
止时间不明。增订本根据韦行立为其弟行全所撰墓志中
的题署，考证元和十二年（817）韦行立已任卫尉少卿，故
而将其任职时间定为元和十二年至长庆元年。对前人的
订补或判断失当之处，作者也往往断以己意，进一步凿实
九卿的任职情况。如牛红广曾根据新见温曦墓志，指出墓
志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抵牾。作者加按语云当以墓志记
载为正，认为温曦生前所任应为光禄少卿。

需要指出的是，增订本偶有判断不确或系年失当之
处。在新材料不断涌现的当下，为便于后人进一步勾稽
九卿事迹，书末亦应该附有参考文献或说明材料收集下
限的文字。好在增订本与初版一样，应该仍是一部“暂定
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本书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使
唐代的九寺长官得到更加完美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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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南朝气韵：六
朝石刻碑帖讲演录》（后文简称《南朝气韵》）
一书，是南京大学博物馆结合该馆举办的碑
拓展览编集而成。近些年来，国内各博物馆
在展陈方面大力改革创新，数以百计的大小
展览，以其新颖的设计、引人入胜的选题，更
不用说无数华彩纷呈的文物精品，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普遍赞美，极大地提升了文物博物
馆事业的影响力，也为增进人民文化素质、
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一个展览的展出时间是有限的，为了将展出
成果长期保留，使更多的人看到它、欣赏它，
并提供可靠的研究资料，将一个精美的展览
成果编集成图录出版，已经是博物馆办展之
后的惯例。这样的展陈成果我们已经见过许
多，相比之下，“南朝气韵”这一展览展出的
文物数量并不很多，该书的篇幅也不是很
大，但是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感受与领悟，
甚至可以说，它开创了一种更新颖、更具有
文化意义的展览图录编集形式。

以往的展览图录，除了收入展出文物的
精美图片与有关文物的介绍说明之外，也会
附入一些有关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对展览主
题的阐述。但基本上都是文物考古专业研究
人员对文物本身或相关历史专题所作的研
究成果。读者可以由此对展出的文物与有关
历史得到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但是这些
论述也存在专业性强、多局限于文物本身的
考证范围等情况，或许不足以将文物的丰富
文化内涵充分地展现开来。

表面看去，历史文物只是物质的简单存
在，但与它有关的人和事却赋予了它鲜活的
生命，使它能够述说它的经历，告诉我们那
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技艺等种
种社会风貌，携带我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畅游。和今天人们到各地旅游一样，这种游
历自然也需要有可信的导游。而导游的知识
越丰富，对于所在景观的了解越深入，游客
们能够领略到的风景就越多，感受也会更
好。因此，对于历史文物的讲解与介绍，似乎
也应该逐渐跳出考古文物工作者独占的圈
子，与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界乃至自然科学界
的研究者们广泛结合，才能全面展示历史文
物的知识内涵，充分发挥历史文物的作用。

《南朝气韵》的编者正是在这方面做了
有益的尝试，展览曾邀请南京大学的三位著
名学者为之进行讲解，并阐释了与展出的碑
拓有关的南朝历史背景、人文风貌、世族关

系以及相关考古发现情况。书
中不仅收入了这些讲解的录
音整理文本，还将他们以往关
于南朝考古、历史、文化有关
的几篇论文汇集到本书中，极
大地拓宽了对南朝文物的研究
范畴，从而将有限的碑拓文物
放到一个广阔的时代空间中，
给我们展现出六朝金粉的辉
煌，也令我们感受到潮打空城
的寂寞。

撰写本书的三位教授来自
古典文学、金石学与历史考古
学等不同的专业。程章灿教授
对古代碑拓有过长期的研究，
又熟谙南京地区历史文化。张
学锋教授在南北朝隋唐考古领
域耕耘多年。童岭教授则是专
注于六朝文学，特别在《文选》
学研究上有所建树。从文物考
古的角度出发，张学锋教授将齐梁帝王陵墓
的石刻情况、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间情况与墓
葬分布情况做了清晰详尽的介绍。这些情况
都是通过多年考古调查与发掘得到的，凝聚
了南京地区考古工作者长期辛劳的成果，是
可以触摸到的真实历史。通过这些介绍，我
们可以还原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历史风貌，
将展出的石刻拓片嵌合到那一段“乱而不
衰”的岁月之中。程章灿教授则主要讲解展
出石刻的内容，文化价值与有关的石刻研究
知识，尤其是结合石刻中涉及的人物，讲述
了众多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不仅如此，文
中还显示了作者的文史考据功底，如对萧景
墓的命名提出更正意见，进而纠正史书中萧
景名字的记载；又如由胡恢题名引起梳理胡
恢的生平经历，指出他写过最早的一种《南
唐书》等，都增进了我们的有关认识。这些石
刻考证的成果告诉我们：由石刻材料出发，
深入开掘，往往可以得到更真实可信的历史
知识。童岭教授的讲解与论文都表现出对于
南朝文化的深入领悟，和我们一起分享着他
对于南朝人物、文学和社会风貌的认识。如
讲南朝文人的人生“一个是风流，一个是无
常”，解析南朝贵族的风度与寒族武夫的关
系，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南齐这个短命王朝

“在文学史与典籍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辉煌贡
献”等。特别是在讲述萧梁皇室的文化传承
时，强调了后梁在《文选》以及南朝文化传统

传承上的作用。使其
影响力贯穿整个隋
代，直至唐朝仍在文
化思想领域难以替
代。这是前人不曾注
意到的。童岭教授高
度赞美南朝文学，并
考察了南朝文学对于
后世以及域外的重大
影响，他认为：“集中
体现南朝文化成就的
两部典籍（即《文选》
与《玉台新咏》），均诞
生于梁代。”“这两部
作品很早就超越了国
度，首先影响朝鲜半
岛，随后传播至日本
列岛，产生了东亚‘汉
文化圈’的整体影响
力。”

编者的精心安排，令三位教授各取所
长，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学博物馆展出的这
批碑拓做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讲解。其中既
有对文物考古基本知识的精准说明，也有对
相关考古发现、历史文化背景与有关人物的
介绍，更有大量个人的研究心得与精辟创
见。语言流畅，风趣博雅，文采斐然，恰似南
朝文风，极好地体现了“南朝气韵”。加上精
美的文物图片与编者的精心编排。使该书成
为一部知识丰富、雅俗共赏，既具有高度专
业价值、又可读性极强的佳作。

顺便提及，拓片的真伪鉴定历来是收藏
与研究碑拓的根本。该展览中有一两件拓片
存在疑义，三位教授也提出了怀疑，即梁天
监四年与中大同三年造像记等。从其文字书
体、形制及文辞等方面来看，这些碑拓应该
是后人的伪造，将其看作真品展出并收录有
些不妥。看来对碑拓的辨伪问题，还需要今
后的碑拓展览加以注意。

石刻碑拓虽然是重要的考古文物遗存，
又曾经深受文人学界重视，但毕竟曲高和
寡，不易普及。当前，大力提倡让博物馆的文
物活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为文化
强国作出贡献。如何更好地让大众了解碑
拓，讲好碑拓自身及背后的故事，充分发挥
碑拓的历史文化作用，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课
题。《南朝气韵》一书，则是在解答这一难题
上作出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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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田诚北平日记》是日本汉学家目加
田诚在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留学北平
期间的日记，经过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整
理并详细注释，由静永健教授主编出版。二战
前夜的世界犹如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其间有
不少学者前往中国留学、游历。20世纪30年
代，西方学者如拉铁摩尔参观了陕甘宁边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正在云南度过童年，而就
在目加田诚踏上留学之旅的同一年，英国史学
家费子智出版了第一部英文唐太宗传记《天之
子李世民》，希望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将目光投
向古老而文明的中国。日本著者的游记、日记
有很多，如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吉川幸次郎
《我的留学记》、青木正儿《江南春》等早已译
成中文出版。但是目加田诚的日记颇为特殊，
他从来没有向人说起这些日记的存在，直到
2012年大野城市府整理目加田诚书籍文稿，
这8册笔记本才从一个糕点包装盒中重见天
日。因此，与内藤等人的游记不同，目加田诚北
平日记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创作，而是完全私人
性质的书写。

故而，日记呈现出的记录是简洁的、碎片
的，很多只是短语的组合，因此也是真实的。读
书、上课、访书、论学是目加田诚日记中最重要
的关键词。除了归国前的一次南游，他没有走
出过北平，诚如静永健在序言中写到的“纵观
这一年半的留学生活，博士竟然没有一天在外
住宿，其最远的外出也只是1934年9月22日
的‘八达岭’之行，而且还是早出晚归”。不过，
目加田诚也常与友人在城中登山、泛舟、散步、
看戏。令今天的戏迷羡慕的是，除了因梅兰芳
时在上海，他几乎看遍了尚小云、程砚秋、荀慧
生、侯喜瑞、郝寿臣、叶盛兰、杨小楼等京剧名
角的现场。

目加田诚文笔极佳，日记的语言不加造
作，他喜欢在每天结束的时候描写夜色：“晚
上，风声呼啸，边读唐诗边思念远方的家人，思
念甚切，推窗见明月”“月色姣姣，看见故宫角
楼浮现在月色中。经过景山、北海，好似在梦中
行走”。不消说，当作者谈到月色美丽的时候常
常是度过了惬意的一天，月色凄然的时候便是
想起家中愁事。目加田诚最终因为妻子重病而
提前回国，他晚年诗歌中写到北平春夜：“丁香
之甘芳，春夜却难堪”，大约有“北平月色，算几
番照我”的感慨。

作者率真的文字给阅读本书带来了极大
的乐趣，封面上那位穿着中式长衫、温文尔雅
的汉学大师，因为字里行间的琐碎感慨、抱怨、
欢欣而变得亲切。例如，博学如目加田诚，也同
样在上黄节的课时写下“一点也没听懂”。日记
中经常反省“最近游玩稍多，须要收心。从明天
起要改正”，但在连续几日读书之后，也会写到

“没人来与我玩，感到有些无聊”。去北京饭店
参会，“原本是想看服装的，但目光果然还是被
美人所吸引”。1933年的11月8日，目加田诚为

经济担忧，“暂时不买书了”，
第二天还是付5元钱买下《伪
经考》，正像今天的读者自嘲

“买书如山倒”。然而目加田诚
不是“读书如抽丝”，他当天便一口气读完两
卷，盛赞此书“文章之妙，有魅人之力”。

在这样真实的学习生活记录中，令人惊讶
的是目加田诚阅读的广泛程度。作者1933年
10月20日抵达北平，24日即开始购书学习。日
记中阅读的第一部著作是《越缦堂日记》，李慈
铭对于民国学者影响很大，目加田诚日记中的
书单或可为学术史提供珍贵的线索。由于作者
的留学课题为“有关清末的学术文艺”，一年半
的时间内，他阅读了汪中、全祖望、邵懿辰、陈
立、刘毓崧、皮锡瑞、章学诚、陈沣、陈奂、方玉
润、黄奭、马国翰、魏源、叶德辉、王闿运、康有
为、梁启超等等学人的著作。虽然体量如此之
大，但是作者日记中常记下“抄写”，可见并非
泛泛读过。

研究报告相关之外，目加田诚在北平期间
的研究兴趣主要是诗词和小说戏曲。作者在这
两方面的阅读都不限于经典文本。留学期间，
作者与汉语教师奚待园细读了《红楼梦》（奚氏
同样用《红楼梦》教吉川幸次郎学汉语），此外
《水浒传》《儒林外史》等自不必说，还有《品花
宝鉴》《野叟曝言》《孽海花》《海上列花传》《古
今奇闻》《今古奇观》《贪欢报》《清平山堂话本》
乃至荒诞滑稽的《林黛玉笔记》。或许因为是盐
谷温的高足，他对于俗文学研究非常深入，读
过的书如《杀狗劝夫》《西厢记》等元曲剧本、
《纳书楹曲谱》《浣纱记》《燕子笺评释》《后楼梦
传奇》，还有徐志摩、田汉的新剧，民间文学《北
平歌谣集》等等。

诗词类除辛弃疾、晏殊、晏几道、温庭筠、
易顺鼎、纳兰性德等诸名家别集外，亦有明末
女诗人叶小鸾《返生香集》、王昙《烟霞万古楼
诗集》种种。目加田诚也认为六朝文学值得重
视，他抄录过《文选》，细读过《世说新语》《文心

雕龙》和《六朝事迹编类》等史部书籍。他
还旁听了黄节讲魏武帝诗的课程，由于
黄节在1935年1月24日去世，因而成为
最后一批听过黄节讲课的学生。他也关
注中国当时学者如廖平、章太炎、余嘉
锡、王国维、俞平伯等人的研究，从音韵
文字（包括甲骨）到诗词、戏曲、小说都有
涉猎。

研究与兴趣究竟存在着一些差异，
例如内心敏感的目加田诚虽然认为辛弃
疾的词值得研究，但是却更喜晏小山。如
此庞大的阅读量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学对
他而言不仅是研究工作，更是一种生活
方式。当思念病中的妻子时，便引唐诗

“人生足别离”，读到《西厢》离别场面“泪
下殊多”，也忍不住“痛感中国文学良非
吾等村学所能体味也”。目加田诚还关注

中国新文学，常读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郑振
铎的作品，还有“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的小
说。他的书单中也有赛珍珠《大地》、儒勒·列纳
尔的《胡萝卜须》《葡萄园的种葡萄人》等西方
小说。除了文艺作品外，目加田诚还读过道教
文献《阴骘文图说》、研究陶瓷的《陶说》、古建
筑学的《营造法式》等。读过日记，我们才会明
白为何目加田诚能够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因
为他展现出的爱好和才能实在广泛。

作为学者的目加田诚的留学生活是幸运
的。留学期间，他所旁听的课程除上文提到过
的黄节之外，有孙人和的“词学及词选”、陆宗
达的“音韵原理及其沿革”、吴承仕的“说文解
字”、马廉的“小说史问题”。他每周从杨树达学
习《说文》，也是周作人、钱稻孙等人的座上宾，
与戏曲家齐如山、傅惜华都有交往，留学的好
友小川环树、浜一卫都是汉学家，可谓“谈笑有
鸿儒，往来无白丁”。在离开北平前还得以拜访
俞平伯，请教了俞曲园的经学、《红楼梦》和词
学等问题，当天写道：“自从来北京之后都没有
这么认真地谈论过，实在很高兴，第一次见面
就能这样敞开心扉尽兴畅谈。”

尽管时常为资费和家人担忧，但是毫无疑
问的是，目加田诚对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十分留
恋。1934年2月21日他写道：“服部先生来信，
说我的留学今年将结束。本应为能早日回去而
高兴，实际上感到有些不开心，不仅不开心，还
有些失落。”越到后来，他日记中的“良宵”也越
多，若不是因为家中变故，目加田诚一定是愿
意继续留学生活的吧！

除了日记本身，详细的注释、序跋、附录也
大大扩充了本书的内容。诸如目加田诚南下拜
访鲁迅的细节、同期留学的小川环树、赤堀英
三对同一事件的相关记录等等，都为读者提供
了更详细的参考。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
小女儿东谷明子女士的跋文，写到目加田诚晚
年重病却坚持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这位老人
说：“我觉得，我在那片土地上死了也无所谓。”

旧时王谢堂前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入寻常百姓家
——读读《《南朝气韵南朝气韵：：六朝石刻碑帖讲演录六朝石刻碑帖讲演录》》 □□赵赵 超超

如果说2022年比较值得期待的
历史小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范仲
淹》肯定是其中之一。范仲淹生于
989年，于1052年去世，算下来，今年
恰逢范文正公去世970周年。而历史
小说《范仲淹》的出版，更是响应时代
号召之作。

郭宝平先生是历史小说作家，
其《大明首相》即以忠实还原历史人
物形象而闻名，在其深厚的写作基
础之上，《范仲淹》又更进一步。作
者大量地查阅资料、对资料进行考
证，以小说的写作方法，丰满了历史
人物，使之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变得
有血有肉。

本书既然是历史小说，尊重历
史事实就是本书的第一要务。本书
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范仲淹的生活经历与仕途为
主线，讲述范仲淹如何从布衣平民登上相位、展开
变法直至生命终结的故事。作者为了给读者还原
一个真实的范仲淹，在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
行合理想象，比如范仲淹练气功至眩晕一事，看似
荒诞不经，其实有史料根据，因为范仲淹曾在《乞小
郡表》中写道“臣前在饶州日，因学行气，而有差失，
遽得眩转之疾，对宾客忽倒”，所谓的“行气”，就是
类似的气功导引之术，这就是一个颇为生动的侧
面，也是作者实事求是态度的反映。本书对于范
仲淹的个人形象的处理避免脸谱化，一反我们对
于范仲淹那种高大、正面的印象认知，在他的私生
活里仍有许多个人的隐秘角落，这也反映出作者对
于历史的高度还原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

当然，对于范仲淹正直、为民请命形象的塑造
是本书的最大主题，如果说王安石的人生大起大落
堪称“传奇”，那么范仲淹的数次“被贬—启用”也不
禁让读者唏嘘。除了令人感慨宋代官场险恶、世事
无常外，范仲淹坚持正义与毫不妥协的形象也深深
地镌刻在了读者心中。比如在关于章献太后的故
事里，太后垂帘听政时，范仲淹冒着极大政治风险
吁请太后还政于仁宗，而当太后驾崩、仁宗亲政之
后，范仲淹又触逆鳞请求对太后时的政策既往不咎
并给予肯定评价；更有关于与西夏的战事，当全国

上下一致主战时，范仲淹通过实
地考察发现西北边务废弛，与西
夏战必败；当用兵遭遇挫折、和议
又占据上风时，范仲淹大胆启用
边将、抓住战机主动出击获得一
系列胜利。以上反映了范仲淹

“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的踏
实态度，其实践出真知、敢于说

真话、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当下而言更有启迪。
本书在叙事上也非常注重流畅、连贯，尤其是

在范仲淹负责西北防务、抵御西夏进攻时，展现了
波澜壮阔的宋代军事图景。作者除了对当时的边
塞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还塑造了诸如韩琦、种
世衡等形象饱满的人物，描述大小战役时不吝笔
墨，情节扣人心弦，“浊酒一杯家万里”的豪勇与边
塞沧桑跃然纸上。

除了主角范仲淹，本书对于配角如欧阳修、梅
尧臣、富弼等人形象的刻画也颇为成功。尤其是在
庆历新政后，通过欧阳修为范仲淹的声援及打抱不
平，凸显了这两位历史名臣的患难之交。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编排上也颇具特色。为
了突出本书的实证特点，作者特意以诗词命名每一
章的标题，所选诗词都是范仲淹在该时期的代表
作，比如描写范仲淹庆历新政及失败的《亲逢英主
开前席》一章，其标题选自《依韵答青州富资政见
寄》，该诗就是写于庆历年间。以诗句为题，体现出
作者对于范仲淹诗文与人生的深刻理解。

《范仲淹》是一本立足于事实的历史类小说。
虽然属于“小说”的范畴，但是虚构并非“戏说”，作
者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谨态度，加上流畅的叙事与艺
术加工，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领略“第一流人物”的
非凡风采。

历史历史不戏说不戏说
——评历史小说评历史小说《《范仲淹范仲淹》》 □□孙敏求孙敏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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