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东汉刘熙著《释名》曰：“道，蹈也；路，露也，人所
践蹈而露也。”

早在50万年至170万年前，先后生存于中华大
地上的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在狩猎、搬运、迁
徙等过程中，就有意识去开辟道路，是最早的交通建
设行为。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交通建设往往与经
济、政治、军事等紧密相连，同时，交通建设也带动了
各地区、各民族物质、文化、文明的融汇与交流、繁荣
与进步。

尧舜时期，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
们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
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

“途”。而牛车所行称之“畛”，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
道是为“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
最宽敞的道路称为“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清朝
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
车路”，又称“公路”，其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古代，建成最早、影响最广、历史最为悠久的
路，莫过于丝绸之路。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丝绸之
路，起源于西汉。是时，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
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
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西汉
时期的丝绸之路起点位于西安，东汉时期的丝绸之
路起点则位于洛阳。丝绸之路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
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
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
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
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而后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
运用。

上述丝绸之路又称“陆上丝绸之路”，与之相对
应的“海上丝绸之路”，于世人而言则相对陌生。“海
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
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
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
至隋，繁荣于唐、宋、元、明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
的海上航线。2019年8月15日，由国家发改委重磅
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作为深化陆海
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全新升级和雄阔擘画。

“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深谙南海丝绸之
路之重要性的四川省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晓
东，早在数年前就将目光放在了南海丝绸之路上。历
经七年呕心沥血，最终著成《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
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以下简称
《走廊》）。86万余文字、近400幅图片、10余幅各类
地图……《走廊》视野之宏阔、历史之厚重、史料之翔
实、门类之广泛、笔触之细腻、制书之严谨，远非这三
组简短数据所能涵盖囊括，说“七载呕血著，半部西
南史”实不为过。

为深入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东线，赵晓东先后20
余次往返川滇黔渝桂等省区市实地考察，足迹遍布

“走廊”沿线上百座城市，通过系统分析研判，以大量
人证物证证实，先秦至汉晋巴蜀通过黔西滇东、直到
两广和越南中北部，存在一条人际流、物际流、文化
流、信息流交通大动脉，其既自北向南贯通，亦自南
向北发散。其中主要链节点，则位于长江、沱江、赤水
河交汇的泸州地域。

《走廊》以十一章主体与结语为骨架把西南古人

类遗迹、古民族生活迁徙、古方国迭变、古城邑布局、
古文物分析、古水陆道功用、古军事利用，以及小语
种语言分布、古文化孑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和
实地印证，再证诸各类文献，翔实推论经泸州、安顺、
泸西、剥隘、百色等节点，进入番禺（今广州）、合浦、
日南（今越南中部）等南海海域，不仅先秦汉晋时期
有网络状道路勾连其间，而且指出学术上应该定义
为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同时也是彼时中国西南的出
海通道；而之前论证成立的经宜宾、昭通等节点到达
缅印的道路，应该改定名为中线。这一全新理念的提
出，也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提出了颇有裨益
的新的思路和启示。

以人为鉴明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赵晓东不仅
以深入细致的考察、翔实权威的资料、科学严谨的推
论，娓娓道出西南陆海走廊通道的具体走向、沱江—
赤水河是巴蜀南向主通道之一、右江及其上游地域
是云贵南出岭南北向的主通道、巴蜀—南海经云贵
中转先秦即有文化沿走廊互动、夜郎和滇等西南夷
主要方国控制通道、秦汉郡县设置沿走廊形成控制
堡垒、民族迁徙和华夏化融合左右走廊全线贯通等，
还以史学之明、哲学之思、文学之美给人以浸润滋
养、浇灌提升。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走廊》除了从历史方位梳
理归纳了中国西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源远流
长，还深入探讨了陆海相互联通的战略意义和可能
带来的政治经济效益。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
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西部陆海新通道
总体规划》的发布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推动
构建，都为《走廊》的作用发挥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
台。相信该书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伟大历史机遇期，为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相关部门
提供更加翔实的信息支援、更加完备的学术支撑和
更加权威的实践支持。

《走廊》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先秦汉晋南方丝绸
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著作，作为西南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民俗、语言等历尽千辛找回的厚重历史
记忆，也应该被珍视珍藏，并将它交给我们的后代，
交给我们的未来，交给我们共生共荣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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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镇是当代文坛创作的多面手，在小说、散文、
文学评论等方面的创作均有建树。2023年3月容本
镇再次为读者献上散文集《回首已非少年》，被列为“广
西当代作家丛书（第五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散文集是作家在人生壮年时期回望关于文学与自
己的过往人生体验的作品，体现出独特的时空诗学意
味和深沉的生命意识。

《回首已非少年》全书共分为“南流江记忆”“相思
湖情结”“葛麻岭足迹”三辑。这样的辑名划分，可以看
出作家深深的时间意识和地理情结。正如作家在散文
集的后记中所写：“一条江，一个湖，一座岭，是我生命
停留过的最重要的三个地方。”可以说，南流江、相思
湖、葛麻岭连贯起作家的精神谱系，经由少年的故乡记
忆到青年时代求学工作的相思湖岁月，再到中年时期
葛麻岭的工作足迹，这一江一湖一岭已经不再是平常
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而是融于作家的个体生命和文学
想象中的精神意象，是作家经由心灵浸润和文化积淀
后的产物，因而是一种融合作家内在思想与外在事物
属性于一体的意象，包含一种深沉的生命意义。阅读
这部散文集，仿佛看到一位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
的旅人，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远去的人和事重新点亮。

容本镇是一位有着深深的地理情结的作家和学
者，不论是在散文创作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注重挖掘
和表现地域文化、地方色彩。这种念兹在兹、缠绵绕骨
的地理情结，对一个作家来说几乎是终生不解、不可超
越的。这部散文集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不仅关注地
理空间的文化内涵，还在时间演进和空间地理的交融
中，建构出深沉的生命意识。容本镇在个人情感的抒写
中，包蕴着强烈的故乡情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往事
历历，回首已非少年。”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时间
意识的呈现。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是中华民族伤春悲秋
情感的重要来源，促成无数作家或
悲悯、或旷达、或感伤的时间感知意
识的生成。容本镇以他独特的方式，
思考着时间、地理与生命之间的哲
学关联，表达出旷达与深沉的人生
况味。

地理紧密连接着民族、家族以
及个人求学工作的空间迁徙，一个
人在不同地理空间迁移的精神体
验，就是一种地理情结，而将之诉诸
笔端，便形成了文学地理情结。对
于故乡、亲人的书写是文学经久不
衰的主题，每个人从呱呱落地时就
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地域、发展地
域和定居之地。可以说，地理空间
与一个人自始至终的成长和发展都
有具体的联系，尤其是成长地域会
深刻作用于人的心灵。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对于个体来说，地理
空间的迁移已是常事，越是走出故
乡的人，越是对回不去的故乡念念
不忘。南流江既是容本镇地理意义
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层面的故乡。
他说：“这是我温暖的人生来处，是我生命丰润的根脉所在。”（《掀起你的盖头来》）这
样温情的笔调，说出了无数久居他乡的游子的心声。“有家，有粮，定然有袅袅炊烟；有
草，有花穗，定然有阳光和雨露……”（《天湖边上的炊烟》）这是一幅纯美的故乡生活
图景，南流江边这个叫旱田山的小山村，就是作家生命的来处。一部好的作品，是能
够让读者产生共情的作品。容本镇的南流江记忆，映照着广大读者内心的故乡情结，
令人久久难忘。

从《母爱》《灯光》《醉叔》等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南流江记忆中的人间世相的观察
和品评，这是一种充满智慧和趣味的生活感悟。《母爱》通过妈妈省下自己买布的钱给
小添添买书的故事，写出母爱的无私与伟大；《灯光》通过“我”在灯光中读书的故事，
写出爷爷对“我”的疼爱；《醉叔》写了醉叔由贫困到致富的经过，却因嗜酒如命而早
亡。除此之外，还有《合浦妹仔》《老师傅》等文章，无不是对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
的记录，这是作者记忆中的南流江往事，作者以一种微观视角呈现了南流江的生活图
景，这一切都是镌刻在作者心灵深处永不褪色的画面。穿过岁月的烟云，南流江记忆
的回响仍在继续。

这部散文集中作者对往昔岁月的回首，是附着在地理景观的描写中的。他写烈
士墓前的凭吊追思，是从武利江畔的小镇和林木苍翠、芳草萋萋、景色秀丽的小山丘
开始的；写在广西民族大学求学、创作和工作的生涯，是从相思湖边的鸟语花香和葱
茏的红豆树开始的；写在广西教育学院的工作和研究经历，是从葛麻岭的苍翠树木和
高山古榕开始的。对地理空间的感知、体验和认同始终伴随着容本镇的创作之路，细
细品读他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其中展现出来的是自然、时间与生命的碰撞。这些文
字时而安谧沉稳，时而感慨激昂，在多维空间的书写中给人一种坚执的力量。

在每一段地理空间的驻足停留，容本镇都用拳拳赤子心在这段地理景观刻下凝
固的记忆。《守护绿色》一文，作者写了在相思湖畔的广西民族大学工作时悉心守护校
园的绿色，引进菩提树、银杏、碧桃、火焰木等植物品种，“把心中绿色的梦想变成绿色
的现实”。在《葛麻岭与陶园中》一文中，写了作者在葛麻岭的广西教育学院工作时，
将校园的陶园建成一个融生态园林、文化景观于一体的小型主题公园。作为高校的
管理者，容本镇是用自己的文化之心、审美之境来建设校园的，为莘莘学子打造了一
个书香四溢、墨韵流转的生态美境，真可谓是一部“写在纸上的作品”。这是作者对特
定文化环境的独特文化感受，他将自己的文化感知和文人情怀用于校园治理中，通过
校园绿色景观的建造，展示出一位作家令人惊艳的另一面。

读这部散文集，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完全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书写，而是以一个
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操守，关注一个时代的文化前行之路。从《激荡在八桂大地上的爱
国主义精神》《北部湾海洋文化漫谈》《七年，与桂学结伴同行》《这里，开放发展气息
浓》等文章，我们看到作者对八桂大地这片热土的热爱，对彰显桂学精神和谱写时代
篇章的责任担当。容本镇用深情的笔质诉说着办学治校和文化建设的大情怀，他始
终以传承中华文化根脉为宗旨，以促进八桂文化建设为旨归，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
章。当我们凝视容本镇以朴实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构建的散文空间时，我们看到从
字里行间迸射而出的生命力量，那是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和敢于担当的开阔胸怀。
容本镇的散文创作从不限于抒发个人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更多体现了多种情愫和文
化意识交织的艺术境界。

散文这一文体，写之容易，写好却难，作家在题材选择上往往会向两个维度开掘，
或者是向自己内心开掘，或者是向外部世界开掘。而容本镇的散文却将两者有机地
结合起来，既写平凡生活中富有情怀的人和事，也写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更写自己
所走过的文学心路。容本镇散文的文字风格是简约而明快的，有时代正气，有真情实
感，他将来自生活和工作的素材融于思想和感情中，再用朴实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
展现出生命本真的状态。从南流江、相思湖到葛麻岭，意味着作家的人生轨迹的延
伸，每当换了一片风景、换了一方天地时，他都能用一种新的心怀去感受新的天地和
新的事物，于是也便形成了作家浓厚的文学地理情结。

容本镇到过很多地方，也看到过很多河流，每一条河流都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深深
的震撼。对于河流的认同，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河流湖泊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
标，更是寄寓着作家文化心理的精神坐标。容本镇从南流江走来，走到相思湖，走到
葛麻岭，在清江碧湖绕翠岭的地理空间迁移中，也建构出了他作家、评论家、大学教
授、高校领导等多重身份，不论何样的身份叠加，他都始终脚踏厚土仰观高天，以一颗
不负韶华的赤子之心执着于文学理想的追求。在文学漫漫长路之上长期坚守与跋
涉，容本镇无怨无悔，孜孜不倦。“文学，让人的内心世界丰富充盈”，他用心灵深切地
体悟着生命的意义，用文学燃亮过往的岁月，《回首已非少年》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丰盈
的生命诗学景观，使读者聆听到了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奏响的铿锵韵致和感人旋律。

一个老编辑的“读过”
——读李师东的《读过》

□潘凯雄

师东在辞别职场之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新作
《读过》，这个书名我喜欢，内容也爱读，遂自告奋勇
地要为之写则书评。以“一个老编辑的‘读过’”为这
则小书评之标题，也确是发自心声。开始本想用“一
个‘老出版人’”相称，斟酌一番感觉还是用“老编辑”
更为妥帖。现在毕竟不是所有有“出版人”之谓者都
会“读过”。

师东虽为本人嫡系师弟，确也只是晚我一年入
职。1984年离开校门伊始便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
编辑，在该社的古典文学编辑室干了一年，便转岗到
所属之《青年文学》编辑部任编辑而至主编而至社
长，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而到总经理。据我
所知，除去刚入职时对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师东稍有
犹疑外，此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一个人一辈子干一
件好事并不难，但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则不易。像师东
这样一干就是40年，不易，称其为“老编辑”，当然恰
如其分；荣获新近出炉的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绝对
实至名归。

我相信，对一位中文系出身的学子而言，“读过”
是一定的，无非读多读少、粗读还是细读而已。但一
个老编辑的“读过”则一定不同于一般的“读过”。这
既是我读师东这本《读过》后最深切的体会，也是我
自己这个亦可忝列老编辑之列的亲身心得。

《读过》除去“附录”，凡收文36则，分成三辑。其
中第一辑“现场”，19则文字涉及11位作家的11部
作品，关于梁晓声的《人世间》有6则，刘醒龙的《凤凰
琴》有4则。除极少数作家作品外，其余的不是首发于
《青年文学》就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过书，这些当
属典型之编辑的“读过”。《读过》开篇即从现已驰名
遐迩的《人世间》说起，关于“年代写作”之描述，关于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
情怀和热望”之评说，关于“一部50年中国百姓生活
史”之概括，关于作品名从《共乐区的儿女们》到《人
世间》的变化以及对作品某些局部的反复斟酌推敲，
等等，这些皆属典型的编辑“读过”，虽多为细微之
处，却能为一般读者阅读与理解这部厚重之作提供
某种导引或至少是可供参考的一个视角。又比如邓
一光长达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
是我很喜欢并予以高度好评的一部作品，它成书前
显然经过师东这个编辑“读过”，于是就有了《读过》
中致邓一光的《一封信》，有了“一部不讨巧的作品、
一部极有难度的作品、一部写出了人物的作品、一部
不好轻易评价的作品”这样四句评价。从中不难看出
师东对这部作品的纠结，本编对此也完全理解。作品
最终虽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但我想邓一光
在最终成稿时一定会充分考虑师东的意见。凡此种
种当属我所言之的“老编辑读过”，这样的“读过”当
然不同于一般的阅读鉴赏，作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
要细读，而且还要带着是非判断、优劣判断之类的选
择标准来读，既有别于一般读者的阅读，也不是一般

名分上的出版人所能为之。
《读过》中第二辑“话题”涉及“60年代出生作家

群”“泛英雄”“底层写作”“新生代写作”等七种文坛
现象。而这七个话题的产生及由来，我想无非是一个
勤于动脑袋的编辑从大量“读过”的稿件以及对置身
其中的社会和文学思潮或动向的观察与思考而来。
比如关于“60年代出生作家群”，师东就坦言“提出这
样一个话题，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这与我在《青
年文学》从事编辑工作不无关系”。尽管这个话题的
明确提出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但实际上师东从
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先锋写作”中就已经注意到其
中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特点，并于1987年在《当
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这份内刊上首次提出了“60
年代出生作家”的说法。直至1994年伊始，《青年文
学》编辑部在京组织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讨会，
开辟主打栏目“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此后
连续4年46期共推出了55位“60后”作家。所谓“60
后”一说修成正果。仔细观察，类似这种话题的率先
提出者固然也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与批评
家，但另一重要方阵则是那些置身于文学报刊或文
学出版一线的编辑们，不是说他们比专业学者批评
家更优秀，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有得天独厚之优，
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他们不得不大量地“读
过”，而且还是“先读过”，只要自己不是太懒惰太迟
钝，率先观察到某种思潮的涌动或话题的苗头也是
很正常的。师东显然就是这只感知比较敏锐且笔头

也还勤奋的“老鸭子”。
《读过》第三辑中的三分之二围绕着师东自己供

职的“东家”中国青年出版社历史上的几个“高光时
刻”落笔。中青社隶属于团中央，但实际上也差不多
近乎一家社科类的综合出版社，特别是在当代文学
的贡献上一度尤其抢眼。新中国历史上“十七年文
学”红色经典中那著名的“三红一创”便都是由中青
社率先推出，新时期开启后那一时洛阳纸贵的《第二
次握手》乃是出自中青社之慧眼与胆识。作为中青人
的师东，回述这样的光辉历程，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企
业文化与企业优良传统的一种张扬与传承，这同样
属于老编辑独特的一种“读过”。

在《读过》中，作为老编辑的师东还有一些堪称
“金句”的说法，诸如“作品生在作者，养在编辑”“编
图书是谈恋爱，编刊物是过日子”“发现才华、成就才
华，是文学编辑的职责要求，也是编辑工作的价值所
在”“出版的价值在于对社会行善，为文化积德”……
虽都是一些文学的形象语言，但说的则都是一位老
编辑几十年编辑生涯的深切感悟。也正是这几十年
的编辑生涯才会有对自己作品以“读过”这般耐人寻
味的二字来命名，既是和读者交流自己读过作品的
感悟，也是在述说自己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是如何读
过。这的确不是一般的“读过”，读出了作品的妙谛，
读出了作家的甘苦；读出了编辑的职责，读出了职业
的神圣；读出了时代的风云，读出了社会的思潮；读
出了文脉的传承，读出了文化的创造……姑且不论
阅读是否有新旧之分，《读过》都值得读者读，特别是
那些依然还在编辑岗位、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兴
出版、无论是被称作“出版人”还是自诩为“新阅读”
的人士读。

这就是《读过》的价值，也是我喜欢《读过》的
理由。

七载呕血著 半部西南史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阅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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