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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 亮 在 序 言 中 指 出 ：
“在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
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
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
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同
时，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也与政
治 （特别是皇权） 紧密相关，甚
至长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统’之
学。”这句话，可视为全书提纲
挈领的写作宗旨。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带着
浓重的神话传说色彩。女娲补天
的五色石，可能指向了极光贯穿
紫微垣的壮观天象；后羿射日，

“日中有踆乌”，这是先民注意到
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夸父逐日，
先祖重黎绝地天通，阏伯与实沈

参商不相见……神话传说背后是
远古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对日月
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它们涉及
宇宙结构、天体演变、星辰运
转、日影测量、干支历法等一系
列天文学基本常识。

我们的祖先创立了独特的天
文学体系。比如甲骨文中使用的
干支纪日法，春秋战国时期确立
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马王
堆汉墓出土的彗星图案，海昏侯
墓出土的计时奇器铜壶漏刻，祖
冲之与 《大明历》，敦煌的 《星
图步天歌》，宋辽金时期的历法
较量，郭守敬与《授时历》……
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的主干。但
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被牢牢把
控在统治者手里，因而很难走出
规则的囿限，很难有新的理论建
构与突破。

全书最后一章以激昂人心的
笔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们取得的天文成就。中国积极成
为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成员，同
时保留着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化要
素，向着浩瀚的宇宙，以不断开
拓进取的精神，继续踏上星辰大
海的征途。（推荐书友：林颐）

《春节简史》是著名民俗学家
张志春教授送给每一个中国人的
节日之书，从冬至奏响春节的序
曲、腊八拉开春节的帷幕，直到元
宵节迎来年节的尾声和高潮，每
一个美妙的时间节点都关联着中
国人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每
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背后都印刻
着中华民族的奋进脚步和精神脉
动。

春节绵延千年，许多历史细
节已难以考证，这也使春节的历
史有一种神秘感和朦胧美。春节
习俗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然而变化的是方式，不变的却是
那份心意和情感。祭祖敬神、贴门
神、请灶神、贴春联、贴窗花、舞狮
子、猜灯谜……有的习俗沿袭千

年，形式上已悄然发生变化，如祭
祖对象从传统的“君”更替为现代
意味的“国”，压岁钱的仪式感超
过实际价值等。年俗的“变与不
变”，让人意识到传统是与时俱
进、不断向未来延伸的。

春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
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面貌和情
感寄托。当春节的序幕拉开，心底
总会回响起亲切而神圣的召唤
——回家团圆！在一年又一年向
着团圆的奔赴中，我们将春节的
精神密码与文化基因深深复刻。
而这份团圆的愿望，不仅是属于
家庭的、家族的、家乡的，最终将
汇聚成国家的团圆、民族的凝聚。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春节意涵中对春天的期盼、对历
史的敬畏、对生活的祈愿、对亲情
的挚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据不完全统计，近 20个国家将春
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俗活
动已走进约 200 个国家和地区，
逐渐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

春节，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
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盛宴，一
次心灵的洗礼和文化的传承。

（推荐书友：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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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周华诚喜欢吃茶，却不
以其为傲，他不过将吃茶作为生
活的一部分，记录与其相关的生
活碎片，并非就吃茶本身展开长
篇大论。在《烟霞百里间》一文
中，作者写自己泡了黟山石墨，
顺便将黟山石墨的照片发到网
上。此时一位懂茶的朋友回复，

“你的石墨并非顶级。”在石墨的
鲜叶采摘标准中，一芽一叶为特
级，而作者的茶叶，叶子多，可
知一般。作者不信，“继续喝黟
山石墨，还是很香。”这便是作
者观念的独到之处了——吃茶，
讲究的是个人的心境和感受，而
非各种标准。

写茶，作者并不局限于茶，以
其为尊；写吃茶的日常生活，作者
又并非不加选取肆意记录，而是

着眼于“闲情”二字，书写悠闲的
日常生活。有时，作者手捧一本安
倍夜郎的《酒友饭友》，啜饮一杯
涌溪火青。安倍夜郎的散文是清
淡一派，如涌溪火青，耐回味。作
者也喝熟普洱茶的老茶头，顺便
翻翻俳句诗人正冈子规的《子规
岁时》，揣摩日文版俳句的诗意。
作者的文字悠游自在，涉及生活
中的种种话题——看书写作、山
水风景、人文历史。

生命的闲情，有时并不仅仅
取决于你拥有多少空闲的时间，
而在于心境。在《葛根是个好东
西》一文中，作者记录了自己感染
新冠病毒的过程，但他并没有陷
于身体的苦痛或者精神的担忧
中，而以乐观的心态应对一切。作
者住进酒店后，虽然昏昏沉沉，但
仍然在洗澡的时候“舒服得直哼
哼”，甚至在胃口还可以的时候，
吃上两个橘子、十来颗桂圆和一
个梨。作者不仅细致描写了食物，
还强调梨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的，“冰冰的，吃起来真叫一个爽
快”。

《不如吃茶看花》适合吃茶的
人读，更适合有闲情的人读。

（推荐书友：金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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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档
案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
记录了宁波发展变迁的点点滴滴，
能引领我们回望文明深处，思接古
今，激发知宁波、为宁波、兴宁波
的文化自觉。为让档案文化“飞入
百姓家”，《宁波市综合档案馆馆藏
档案精品选编》 择取 31 件档案精
品，既有记载艰难奋斗历程的企业
实录，亦有承载优良家风家训的家
谱，既有王阳明的手迹刻板拓本，
亦有当代书画名家的代表之作，带
我们回顾历史的波澜壮阔，感受先
辈的时代风骨，见证文化的守正创
新。

重工兴商开拓闯荡，
爱国爱乡造福桑梓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号召动员
“宁波帮”建设宁波 40 周年。200
年前，宁波借助“宁郡六邑”的地
缘优势，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以
上海为中心扩展到全国，赢得了

“无宁不成市”的美誉。与此同时，
商脉与文脉水乳交融，孕育出“宁波
帮”的人文精神。

《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较
为完整地展现了宁波和丰纺织公司
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从 1905 年开
创之初的艰难运营，到发行债券步
入快速发展；从俞佐宸临危受命扭
转困境，到一场大火致厂房设备付
之一炬；从民营企业改制为公私合
营，到 1993 年企业难以为继宣告破
产。面对创业的艰辛，自强不息，面
对激烈的竞争，敢为人先，虽最终被
时代淘汰，但体现了“宁波帮”敢于
开拓、善于创造、奋勇争先的气魄和
胆略。

《重建灵桥纪念册》记录了“宁
波帮”为新建钢拱灵桥筹备、募捐、
施工的全过程。灵桥原为木制船桥，
断链、沉舟、溺人的惨剧时有发生。
1922 年至 1926 年，曾有两次颇具规

模的改建筹备活动，却都因为战事
而中止。1931 年，旅沪宁波人乐振
葆、张继光两次赴甬，推动了第三次
筹备改建行动。至 1936 年 6 月，钢拱
灵桥终建成，自此“车水马龙过，行
人笑语盈”。修桥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体现了“宁波帮”树高不忘根、报
效祖国、回馈社会的赤子情怀。

志书记录时代变迁，
沧桑巨变大道如砥

方志的纂修，是基于经世致用
的理念、泽被后世的情怀，历来为地
方长官和缙绅士子所热衷。纂修的
过程如同一场修行，“才以应物，学
以树本，识以烛理”，三者不可缺其
一。

光绪《慈溪县志》，是慈溪在清
代修成刊印的最后一部县志。全志
56卷24册，180余万字。《中国方志大
辞典》称其“篇幅浩瀚，人物传尤为突
出，虽繁而不失清晰，为后人所赞
誉”。该县志纂修历时 8年，至刊刻出
版又历12载，20年间几经中断，其中
的艰辛少为人知。以杨泰亨为代表的
编纂人员尽管职位有高低、能力有大
小、风格各不同，但都胸怀报国志向、
关心乡邦文献、克服诸多困难。在志
书编修过程中，创新性地将生活中所
积累的有关信息和体会感受融入其
中，从而凝聚成“体例完备、信而有
征、述而有作”的志书精品。

据《宁海县志》记载，清顺治年
间，大臣冯溥奏请在崇文门外创建
育婴堂收养四方孤孩，于是各州县
竞相效仿。当时中国正处于漫长的
封建社会，连年征战，饿殍载道，“邑
民之无室者十人而五”，弃婴现象愈
演愈烈。宁海育婴堂最早建立于顺
治年间，堂址位于邑城妙相寺侧（宁
海城中小学附近），咸丰年间被毁，
同治七年开始复建。20 世纪 80 年代
初，在育婴堂原址新建县边防大队
办公楼时，工作人员在废纸堆中意
外发现了一批同治年间开始的“育
婴堂档案”，其中记载了县令周祖升
为维系宁海育婴堂的运营，向地方

乡绅筹募资金，以及日常运营、开支
等情况。据统计，从同治至清末 50
年间，宁海育婴堂共收养了数万名
弃婴，可谓弘济时艰、功德无量。

世族宗亲传袭家谱，
赓续血脉传承家风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
深深融进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血
脉。“家谱”作为姓氏宗族的档案，既
记录了一个家族的世系脉络，也承
载了这个家族的核心价值观。

奉化大堰徐家村的“徐氏宗族”
是东汉年间丹阳侯徐饶之后，徐氏
族人先后出了 13 位进士和 12 位举
人，至今在徐家村还流传着宋孝宗
年间“徐琰七岁差役马站”的故事。

“慈溪冯氏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
唐开元二十六年，是浙东历史上家
族人口最兴旺、文化最丰富的巨族
之 一 ，冯 骥 才 曾 为 冯 氏家谱题写

“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镇海十
七房《郑氏族谱》始修于乾隆三十六
年，编纂者有感于先祖自宋南迁以
来历十世而未修谱，虽“亦未为裕”，
仍决意“割产之半，以田助祀”修谱。

此外，桕墅方氏“勤俭为治家之
本”、镇海朱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等家风家训，通过家谱一代代
传承，在岁月的沉淀中蓄积成势、厚
积薄发。

栉风沐雨功留青史，
国士无双风骨长存

在历史的长卷中，有一些人虽
没能家喻户晓，却以非凡的勇气和
智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明嘉靖褒奖匾”记录着一段
父子英雄事迹。嘉靖年间，倭寇经
常骚扰东南沿海一带，慈溪人民深
受其害。义士杜文明受命在当地组
织乡勇抗击倭寇，其子杜槐担心
父亲年事已高，便挺身而出，代
父受命。杜槐卖掉家产田地，广
招骁勇，组建武装。每次出战倭
寇，奋勇冲杀，屡建奇功。嘉靖
三十四年，杜槐带领乡勇在长溪
岭与倭寇遭遇，他身先士卒冲进
敌阵，激战了整整一日，终因体
力衰竭、身负重伤坠马而死。杜
文 明 听 闻 儿 子 为 国 捐 躯 的 噩 耗 ，
拭 干 眼 泪 ， 重 整 队 伍 ， 亲 自 挂
帅，继续与倭寇斗争。这位须发
皆白的老将军，在奉化枫树岭的
一次战斗中亦以身殉国。嘉靖帝
为 表 彰 杜 文 明 父 子 的 英 雄 事 迹 ，
亲赐“褒奖匾”存于白洋湖畔的
忠 义 祠 。 1940 年 日 寇 侵 入 浙 东
时，杜姓族人趁夜色偷偷把“褒
奖匾”从忠义祠转移隐藏，才得

以保存至今。
“魏长春医书”包括 《验案类

编集》《失治案记实录》《临床经
验选辑》 等，凝结了作者从医 70
余年的心血，是中医学的经典之
作。魏长春是宁波慈城人，16 岁
从药店学徒做起，先后跟随名医
姚精深、颜芝馨诚苦求学，接方
配药渐熟医理。20 岁起在宁波慈
城卫生堂药店坐堂，其辨症不计
报酬、细心负责、大胆用药，治
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在宁波一带
声 名 鹊 起 。“ 知 我 罪 我 ， 在 所 不
计”，魏长春根据自己 52 则诊治
失败的病历编写了 《失治案记实
录》，自述这些病例“或记录诊断
失实，治疗错误；或用药不善变
成绝症；或缘病者不知卫生，酿
成巨祸；或因疑难险症，无法挽
救”，希望医者能引以为鉴。其皎
皎之医心，令人肃然起敬。

悉心呵护艺术精品，
古今文化交相辉映

档案担负着集聚和保存文化
财富、延续民族优秀文化的光荣
使命，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特殊作用。呈现档案中的文
化艺术精品，让古今文化交相辉
映，让宁波的“美”看得见、摸
得着。

1852 年前后，“三老讳字忌日
碑”被慈溪横河的一位农民在客
星山取土时发现。“三老”是汉代
的 一 个 官 名 ， 即 掌 管 教 化 的 乡
官。此碑意在告诫后人，铭记先
祖功德，不要触犯忌讳。此碑是
中国书法史上篆书向隶书过渡时
期的经典之作，堪称秦篆汉隶书
法演变的活化石。20 世纪初，此
碑流落到上海，一个日本古董商
欲出高价收购，在沪的浙江同乡
得知消息后，筹款将此碑赎买下
来，藏于西湖孤山至今。

2022 年，奉化籍书画艺术家
王利华先生为支持家乡文化事业
发 展 ， 捐 赠 了 230 件 个 人 作 品 。

《河姆渡文化之光》 山遥水远，彼
岸 花 开 ；《灵 山 保 国 寺》 曲 径 通
幽，云淡风轻；《人间弥勒》 神态
庄严，惟妙惟肖。这些画作独具宁
波特色，是传统与创新结合、工笔
与写意交融的艺术精品。王利华在
洞悉家乡山水韵致的基础上创作的
这些中国画，不仅在国内广受赞
誉，还实现了文化出海，提升了
文化国际传播力。

于时光碎片中窥见历史，于
卷帙浩繁中展望未来。《宁波市综
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精品选编》 掇菁
撷华，以档叙事、以档立言，既记
录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了
当代档案工作者的匠心独运。

文化的守护者 历史的见证人
——《宁波市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精品选编》读后

汤丹文

2023 年中秋时节，收到了竺
济法先生 《茶史求真》 一书。竺老
师 是 我 的 老 熟 人 了 ， 相 识 近 30
年。他又是甬派四明文艺频道的特
约作者，开设的“茶竹居说茶”专
栏已超过 70 期，其用心和勤勉，
非常难得。

竺 老 师 浸 淫 茶 文 化 已 有 40
年，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曾
出版一套风行国内的“五角”丛
书，其中 《名人茶事》 就是由竺老
师编写的。当时，他走的是茶文化
大众传播和普及的路子。及至新世
纪初，他开始关注并从事茶文化的

学术研究，已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
茶文化论文 30 余篇。

竺老师的学术研究拓展到茶文
化的角角落落。《茶史求真》分六辑，
分别为“溯源辨正”“陆羽与《茶经》”

“茶史探微”“茶禅辑要”“茶史撷英”
“宁波茶史采华”等，“溯源辨正”自
然是本书最重要的章节。

这些年来，随着“茶为国饮”的
意识深入人心，茶文化传播和研究
也空前繁荣，但热闹之中，不免泥沙
俱下。也许在竺老师眼中，令人难堪
的一点就是各地、各方从本位的利
益得失出发，“虚假的茶史茶事，奇
谈怪论层出不穷，而这些虚假的茶
史茶事得到了所谓专家、大家甚至
权威的认可”。一些地方宣扬茶文化
好大喜功，在没有学术依据的情形
下，“追古”“求古”现象严重，虚构所
谓茶祖，茶史被无限前推。而茶叶市
场借所谓“故事”，炒高价格，让非专
业人士一头雾水。

书中，《各地四种茶文化“宣
言 ”“ 共 识 ” 中 的 茶 史 与 学 术 错
误》 一文，尤其振聋发聩，他对四
川雅安有关人员将南宋之后出现的
虚构僧人吴理真臆断为公元前 53
年“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的茶
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 《吴理
真：糅合多种人物元素之南宋虚构
神僧》 一文中，竺老师又钩沉爬梳
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再次论证当代
一些人士刻意“指鹿为马”，虚构
吴理真为蒙顶山西汉茶祖，违背了
基本的学术诚信。

历史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
“小姑娘”，竺老师深知这个道理，
在茶文化的研究实践中，去伪求真
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他的一些文
章，触及了个别地方、某部分人的
利益，这“穷原竟委善求真”的执
着，与他不媚俗、不怕得罪人的
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在 《当代陆
羽 研 究 之 伪 命 题 三 例》 中 ， 对

“ 茶 圣 ” 陆 羽 在 余 杭 著 《茶 经》、
终老湖北天门以及陆羽与女诗人
李冶是恋人之说，都提出了不认
可的意见和结论。这让湖州市文
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州陆羽茶文
化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张 西 廷 拍 手 称
快，认为其文“观点鲜明，论据
充分，理直气壮”。而浙江大学茶
叶研究所所长、著名茶文化专家
王岳飞亦称竺老师为“茶文化界
最说真话之学者”。

竺老师曾对我说，茶史上一
些所谓的权威说法，很多是人云
亦云，以讹传讹。像“神农尝百
草 ， 日 遇 七 十 二 毒 ， 得 荼 以 解
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汉代
甚至战国的 《神农本草经》。而通
过他的研究，该语最早出自清代
陈元龙所著 《格致镜原》。而陆羽
的 《茶 经》 也 没 有 《神 农 本 草
经》 茶事记载。不过，这并不影
响 神 农 作 为 中 国 “ 茶 祖 ” 之 地
位。他认为，将找不到出处的说
法，硬是“莫须有”地引用至学
术 文 章 中 ， 无 异 于 “ 皇 帝 的 新
装”，令人不齿。

当 然 ， 竺 老 师 的 《茶 史 求
真》 并不全是质疑，在很多文章
中，他遍寻史料、历经考证，提
出了新鲜的观点和说法。

比如，“吃茶去”禅语作为茶文
化第一公案，早已广为传播，一般
人认为赵州高僧从谂应为源头。而
竺老师经过细致考据，确认明州天
童寺咸启禅师在稍早之时已有“且
坐吃茶”之说，两者不约而同。他进
而提出“天童寺是中国茶禅文化三
大源头之一”的观点。

在 《历代三地“茶都”之形
成与兴衰》 一文中，他首次提出
东晋、南北朝之建业、建康 （今
南京），唐代之湖州，以及宋代以
来的杭州，为有史以来中国三大
著 名 “ 茶 都 ”。 竺 老 师从茶叶产
区、标志性茶人茶事以及茶文化诗
文典故入手，收集了三大“茶都”
翔实的史料和证据，其观点得到了
学界的高度认可。

在此书的附录中，竺老师这样
总结自己多年研学茶文化的体会：
以工匠精神从事茶文化学术研究。
此言不虚，如同真实亦不虚。“学
风求正，文史求真”，是竺老师赠
我此书时扉页上所题，也是他这些
年来茶史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

学风求正 文史求真
——竺济法《茶史求真》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