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俞敏洪21天西藏自驾之旅的散文实录。

在这趟藏地之行中，俞敏洪自成都出发，从西

藏北线马尔康、色达、德格、昌都到那曲，再到阿里，

再从阿里前往日喀则，再返回拉萨，来到林芝、墨脱

⋯⋯俞敏洪在书中深入剖析藏地丰富多元的历史

和文化内涵，又富有诗意地描绘了藏地的自然风

光。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在了解藏地博大精深的历

史文化的同时，也感受着内心与广博天地之间的共

振。就像他说的，藏地之旅甚至改变了他“做人做

事的态度”，让他“突然之间透明了”。或许，这才是

深入藏地的意义所在。 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

成年人都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快活一天就

是胜利!余华新书，治愈成年人的生活焦虑。

余华 20 世纪 90 年代写作经典篇目，真实亲切，

书写日常生活带给我们的消耗和折磨，以共情治愈

焦虑。生活总是一团糟，就让余华来缝缝补补。余

华罕见篇目《明天就出来》首次结集出版。

本书收录《女人的胜利》《我为什么要结婚》《我

没有自己的名字》等13篇余华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佳

作，其中包括首次收录出版的《明天就出来》。这些

小说呈现了生活的无奈与荒诞，又以幽默的语言带

给我们化解苦闷生活的巨大力量。

好书推荐

《女人的胜利》 《我从雪域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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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 希望 期待
——永康文献丛书《县志引读和补遗》序

□高克勤

位于浙江省中部的永康市，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早在三国吴赤乌八年

（245年），永康就已置县。建县以来，虽
经朝代更替，然县名、治所及区域几无
大变，风俗名物班班可考，流风遗韵绵
绵不绝。改革开放以来，永康得到长足
发展，有“中国五金之都”的美称。为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推进永康文化建设，经过一段时间准
备，2021 年 3 月，永康市决定正式启动

《永康文献丛书》出版工程，由市委书
记、市长牵头建立永康文献丛书编纂指
导委员会，下设编辑委员会负责实施，
又设由若干永康籍知名人士、专家学者
参与的顾问委员会为其“拉大旗，出点
子”，做后盾。承担《永康文献丛书》具
体事务工作的永康市图书馆向当时由
我主持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咨询有
关出版事宜，经过招标、认证等一系列
程序，决定由我社承担《永康文献丛书》
的出版工作。

2021 年 6 月 17 日上午，我与同事
坐高铁赴永康，赶到永康市出席下午举
行的“永康市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

《永康文献丛书》出版合作签约仪式”，
代表我社在协议上签字，也由此认识了
出席仪式的永康市老领导、《永康文献
丛书》顾问委员会主任胡德伟。他是一
个七十开外的老同志，在会上话不多，
说得很实在，态度很谦和。第二天上
午，我们又参加了在图书馆举行的“新
版《陈亮集》编辑研讨会”。陈亮字同
甫，号龙川，永康人，南宋著名的思想
家、文学家，创立永康学派，是中国历史
上的杰出人物。《永康文献丛书》准备出
版的第一种就是《陈亮集》。当代整理

《陈亮集》的最佳版本，当属著名历史学
家邓广铭点校的《陈亮集》。《永康文献
丛书》理所当然选择了这一版本。永康
同仁在此次会前专程拜访了北京大学
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之女邓小南，
得到了她的认可，并希望能在现有基础
上出一部比较完善的《永康文献丛书》
版《陈亮集》。因此，这次会议专门邀请
了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包伟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成国等专家。与会专家和永康同仁
在会上就陈亮著作的版本和佚文搜集
情况做了认真仔细的讨论，最后商定请
专家团队做《陈亮集》订补的最后审核
工作。我参加了在永康的两个活动，深
为永康同仁对这套丛书投入的热情和
认真的态度尤其是尊重学术的诚意所
感动，而这在一个县级市是很难得的，
由此可见江南文脉的深厚，也由此对编
辑出版《永康文献丛书》充满了信心。

我注意到胡德伟自始至终参加了
签约仪式和编辑研讨会，一直在认真倾
听大家的发言。晚间聊天时，得知他是
永康本地人，出身农家，是我的校友和
学长。他 1967 届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
五年农民和五年准公社干部，1978 年
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第
二年转入复旦大学新组建的文理跨类
的管理系。1982年，他毕业后分配浙江
省轻工业厅，因照顾家庭困难申请回家
乡工作，历任至永康市委副书记、市人

大党组书记（其时浙江省规定县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均由县市委书记兼）退休。
得知我是 1979 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的校友，他送给我一册《复旦四年》回忆
录。我惊讶地发现，我入学后第一年入
住的邯郸路校区 6 号楼 319 室，就在他
住的317室旁边。“那我们在学校时应该
见过面。”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奇妙，40
多年前相逢却不相识的学兄居然在永
康相识了。校友的身份拉近了彼此的
距离。

第二天下午返沪前，我们专程去方
岩参观了陈亮等学者曾经讲学的五峰
书院。返沪后就陆续收到了《陈亮集》
等书稿。经过一年的努力，特别是克服
受疫情暴发的困扰，上海古籍出版社如
期出版了《永康文献丛书》首批《陈亮
集》《程文德集》《吴绛雪集》三种。2022
年 7 月 27 日，我与同事冒着酷暑，又到
永康，送上这三部样书。这是我退休前
的最后一次出差，也是向永康同仁告
别。德伟兄正好外出，没有见到，微信
问候了一下。

几天后，我退休了，也就不再过问
《永康文献丛书》出版等事，和许多曾经
有联系的作者也“相忘于江湖”了。与
德伟兄后来也没有见面，不过他经常在
我的微信朋友圈留言或点赞，关注我社
的出版信息；我也拜读了他的一些文
章，了解到他在职期间屡有政绩，口碑
很好，还勤于著述，曾结合工作实务发
表过经济、党建和财税等方面的专业文
章，其中《试论县级经济管理》《人才流
动经济学简论》《今天政府如何调控个
体私营经济》《永康浪潮经济初探》《试
论执政权力的赋予和构建》等当年曾在
省级乃至全国性权威刊物发表并引起
关注。他写的四年复旦大学生活的回
忆也引起我的共鸣。我认为他是一个
有情怀有理想的人，这肯定与他受到的
母校教育有关。

到2023年上半年，《永康文献丛书》
又出版了一批新的图书，其中有现存
1949年以前纂修的六部永康县志。2023
年12月1日，德伟兄给我发来微信：

在老校友和上古出版社同仁的大力
支持下，《永康文献丛书》进展良好，特别
是《陈亮集》《胡则集》和民国前六部县志
的出版，对开展永康文史研究是有力的
推动。本人作为顾问也做了一点力所能
及的工作。从去年11月份开始通览六部
县志（过去未曾通读）的电子稿，趁此机
会同时对照刻本附带做一点校对，到今
年 4 月份览毕。后对照正式印行的《丛
书》又删去出版前已改正之处。恰在此
时，发现光绪志浙图藏本（本次校点的刻
本）与中科院藏本相比较短缺 35 页至
122 页。加上县志出版后部分非专业人
员对县志萌发研阅兴趣和伴随遇到的困
难，我在边学习边研读的同时也做了一
点所谓“引读”的努力。此间历时一整
年，整理了此《〈永康文献丛书〉县志引读
和补遗》稿子（内除两篇署名文章外均本
人编写），经编委会研究，拟商上古社以

《丛书》编号之外出版。
出此小书的目的：一是对六部县志

作一大体的介绍，为一般读者提供阅读

入门和方便。二是对出版后发现的缺
陷 作 一 点 补 救（包 括 勘 误 、补 遗 、新
考）。三是对县志中今后宜专题参阅、
有待深究或需纠正的文字“录以备考”，
为继续研究考证提供一些基础。

为此，我奢望老校友能否抽出百忙
时间不吝为这本不像样的小“书”作个
序。如蒙赐文，对愚友自然是一个鼓
舞，对我们永康这样“乡下头”县市的文
献研究和文化发展，乃至其他类似县市
的努力是莫大的支持和推动。当然，这
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是否合适或是否抽
得出时间，还需校友定夺。

随信发来他整理的《〈永康文献丛
书〉县志引读和补遗》的电子文档，实际
字数15万字左右。其中有《永康文献丛
书》县志引读、历代修志姓氏、县志人名
索引、部分职官姓名历代刻本有异者、县
志《丛书》勘误、光绪县志补遗等；还有

“录以备考”，摘录县志中他认为“今后宜
专题参阅、有待深究或需纠正的文字”，
如沿革、县治、疆域与区划、城池与筑城
利害之辨、历朝书目、县志中的度量衡单
位等。在“《永康文献丛书》县志引读”部
分，德伟兄介绍了历代县志之纂修和存
佚、现存六部县志，以及他的“阅志随
记”。例如，“城隍庙记”，联想到永康城
隍庙、古城墙和龙山胡氏总祠等古建筑
在20世纪末大规模拆迁中被毁的往事，
他感慨道：“如果县志的普及能早点开
展，主政者和参与决策者对永邑的历史
遗产有更多的了解，是否对上述建筑和
更多的文物保护会形成更多的共识呢？”
这也是他写“引读”的重要原因。他在本
书的后记中提到了写作本书的缘起：“考
虑到此前的县志刻本一般人不去阅读，
校点本出版后将减轻难度，倘县市主政
者、永邑读者和关心本邑的同仁能用比
较经济的时间有所涉猎，或选其中必要
内容浏览，对拓宽视野做好本职可能会
有所帮助。故将自认为重要的内容和若
干感触不揣浅陋略述一二，妄称‘引读’，
敬请方家指正。”

我注意到德伟兄读县志，不是只读
整理者的电子文档，而是对着县志的刻
本边读边校。他不仅是一个读者，却更
像是一个审校者，而且他又没有出版社
编校人员赶时间、计字数的压力，看得
从容，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读了总字数
达 200 万字的六部县志，读出了一些整
理的疏漏；尤其是他读的刻本还不限于
整理者的底本，因此能够发现整理者校
点的底本浙江省图书馆藏本有缺页，于
是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光绪）永
康县志》（足本）的相应部分进行点校整
理，作为“补遗”，及时弥补了缺憾。作
为退休老同志，作为顾问，他读得这样
认真，投入了如此的精力，我深为德伟
兄的精神所感动，我想，他这样做，应是
出于他深重的乡土情结和责任意识吧。

德伟兄在至今70多年的岁月里，除
了上高中、大学外出读书和工作后组织
上曾调其到金华市工作的两年多，其他
时间都在永康家乡生活和工作。生于
斯，长于斯，将青春和岁月奉献于斯。
他爱家乡这块土地，必然表现为对家乡
历史风物有一种主动的迫切的了解。

要了解一地的历史风物，阅读方志是最
简捷的途径。方志记述的内容包括自
然地理、历史沿革、疆域区划、物产贡
赋、风俗教化、本邑人物、故事传说和艺
文书目等，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
书。编修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国史、方志和家谱构成了我国史学的基
本史料。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
方志。”德伟兄不仅自己爱读方志，也希
望他人读方志，他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
是给阅读《永康县志》的读者“提供一点
补充、参考和导引”。

除了不离故土之外，德伟兄还长期
服务桑梓。前人多认为编修方志是地
方主官的责任，为官一任必修方志，停
修缺编则是官员失职。明弘治八年

（1495 年） ，王守仁在《高平县志序》中
说：“州县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职，其亦
可缓乎？”明正德十年（1515年），黄金在

《光化县志后序》中说：“余尝闻作邑之
政有三，曰：爱百姓，兴学校，表贤哲。
省刑罚、薄税敛，于爱为宜；励廉耻、明
向往，于学校则急；探古今、著懿行，则
贤者为不泯矣。此志之所以作也。”明
万历四年（1576年），昆山儒学教谕王体
升在《昆山县志后序》中也说：“夫志，邑
之大典也，官兹土者之责也。”德伟兄在

“引读”中也说：“据说，古代做县官，最
重要的就是三件事：理诉讼，收钱粮，纂
修县志。从永邑历代修志总修和主纂
来看，也都以县令为主体（辅之以名宦、
名儒）。看来，从古到今，尽管一县之令
日理万机，但对县志也不能置若罔闻：
一是浏览以知县情；二是知人以善其
任；三是推广以正风气；四是躬亲以存
正史。”德伟兄曾经也做过“县官”，深知
方志对于存史、资政、教化等的重要意
义，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责
任意识，即使退休后也不做只挂名不干
事的顾问，还是亲力亲为，所以在花了
半年的阅读时间后，又花了半年多时间
编写这本小书。其书虽小，其志却大。

我平生只给他人文集作序过一次，
那是年过八旬的我社老社长李国章先生
要我为其《双晖轩集》作序，国章先生是
我尊敬的前辈、我曾经的领导，我没有推
却的理由。而今，德伟兄作为我的学长、
我社的作者，所著又是涉及传统文化和
乡邦文献的，主旨在于尊重历史，求真务
实，我同样没有推却的理由，于是再作冯
妇，写下如上的文字。借此机会，祝愿

《永康文献丛书》一如既往高质量地顺利
出版；希望有更多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界
人士乃至图书、档案、出版等部门为基层
县志和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使
用提供更热诚和便捷的帮助；期待有关
学术研究及文化主管部门为县市基层的
文献挖掘、抢救、保护和利用给予更多的
关注和更有力的支持。

（注：作者高克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原社长，此序系他为刚刚出版的永康文
献丛书《县志引读和补遗》一书所作。基
于作者对基层古籍文史文献事业的关心
和资深出版人发自内心的使命感、责任
感，对我们县市编纂文献丛书表达了良
好的祝愿、希望和期待。序文标题为编
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