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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视 剧《大 博 弈》热 播 ，引 发 热

议，我 们 也 来 议 一 议 周 梅 森 的 这 部

同 名 小 说 。

周梅森擅长借助小故事来展现历

史大叙事。《大博弈》书写时代浪潮下

的中国工业制造，围绕着一个机械制

造厂展开，讲了一个与工业相关的故

事，但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制造，而

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孙和平等一

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勇于拼搏亮剑的

故事。

《大博弈》传递着一种既明晰又复

杂的时代感，试图直击部分国有企业

发展中的痛点。当我们深入到改革开

放这场历史变革当中，可以很真切地

感受到个人、企业、国家之间的联系，

而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

放成就的来之不易与道路之艰辛。就

像小说里的一个情节，刘必定在企业

濒临破产的时候，面对万般困难，也不

接受国外资本的收购。以刘必定这个

角色为缩影，其实展现出了中国企业

家真切的爱国情怀，中国人办企业，除

了要依靠市场的原则认真经营外，内

心也有一份振兴中华的豪情。《大博

弈》中的孙和平能力强，可以救机械厂

于危难之中，但是这种能力又无法在

集团里充分发挥，并且理由也特别充

分，“服从组织安排”。周梅森在这里

直击一些国有企业发展的痛点：企业

发展到底要“顾全大局”还是要遵循市

场原则？在小说中，以顾全大局为核

心的杨柳、刘省长和以市场原则为核

心的刘必定、孙和平激烈交锋，将这个

对峙展现得非常清楚。读者在阅读这

个部分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直接的

感受：其一，双方说得都对；其二，国企

真难干。改革开放这条路从来都不是

顺风顺水的，它真的是在“摸着石头过

河”，这个过程中的所有经历构成了改

革开放历史的真实画卷。而在这一幅

幅的真实画卷中，都聚集着一个个真

实的人物。本书将国企改革过程中所

遭遇的这种不同理念的交汇碰撞彰显

得淋漓尽致。但读罢，我又感到一些

遗憾：小说揭示的这些问题到底该怎

么解决？当然，这种遗憾和追问已经

远超一部小说能够承载的分量。但

是，我实在不喜作家在小说中对这类

问题的所谓辩证式的回应。比如“我

既不赞成孙和平

把 北

机独立分出去，也不允许杨柳排挤孙

和平”。这种“既要顾全大局，也要尊

重市场”的回应就像隔靴搔痒。

《大博弈》是一个大时代的隐喻，

似乎资本、市场、股份才是小说叙事的

主线。所谓大博 弈 是 资 本 市 场 的 博

弈，是权力之间的博弈，所以借助这场

博弈，读者能看到里面突出的对峙和

问题，但以这样的视角切入也限制了

发现出路的眼光。无论是汉重集团还

是北机，它们都围绕着工业。很多书

评人认为《大博弈》是工业题材的作

品。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抓住工业，而

是抓着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博弈发力。

可是，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读

者们的提示，如果人们在纷繁复杂的

市场中理不清问题的头绪，那么不妨

邀请大家去生产领域看一看。何为工

业？工业以制造和技术为核心，而制

造和技术又是以生产为核心。

若想真的触及时代的难题就还得

回到实际的生产领域当中，回到真实

的生产车间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企业最基础的生产领域反映

的是最真实的生产关系。小说里着墨

不多地谈论了北机厂的改革成功，除

了在主要叙事上强调了孙和平在资本

运作上的成功，也谈到了他在生产领

域的一些措施，比如在小说的开篇，机

械厂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被退货，孙和

平在工人和干部面前用铁锤将那些

“废铜烂铁”“工业垃圾”砸坏。再有，

他用透明玻璃板来间隔生产车间和干

部办公区，工人和干部可以实时看到

双方的工作状态。

其实在这些生产的细节调整中，

就孕育着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但作

家无意在此处深耕。或者说，与看似

乏味的工业生产和技术研发相比，企

业间的博弈，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冒

险，似乎更能彰显创新精神和改革精

神。但是，文艺工作者不光要迎合市

场、迎合受众，也要揭示问题、直面问

题、反思问题，甚至要提示读者一个正

确的思考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处在一线生产端的具体的生产

实践才是北机厂得以翻身的关键，北

机厂观念的变革是因为在生产的实践

中已然蕴含了先进的生产意识和观

念，只不过孙和平将其激发出来。周

梅森借助《大博弈》确实给我

们展示了改革开放过程

中的鲜明时代特征与

时代问题，但遗憾

的 是 ，从 资 本 市

场 、股 份 、企 业

的 主 线 叙 事

中，我们只能

看到问题，看

了个热 闹 ，中

间 隔 了 一

层 。 至 于 这 一

层 叫 生 产 实 践 还

是 叫 人 民 群 众 ，这 个 问

题 就 留 给 读 者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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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篇小说年均创作量已突破我国长篇小说年均创作量已突破11万部万部，，但其中工业题材但其中工业题材
的作品不到的作品不到11%%，，精品更为稀缺精品更为稀缺。。如何让坚硬的工业题材与柔如何让坚硬的工业题材与柔
软的心灵对话软的心灵对话，，让读者喜欢的工业文学走向更好的深广度及让读者喜欢的工业文学走向更好的深广度及
文学品位文学品位，，20222022年年，，水运宪和周梅森分别做了尝试水运宪和周梅森分别做了尝试————

长篇小说《戴花》是值得探秘的

文本，有戏剧剧本风格，富于感染力，

也为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

一种可贵的探索。

革新与超越是《戴花》的主题。

特殊历史时期里，师徒两代炉工劳模

从日渐齐心到隔心，再到并肩接续理

想的奋斗历程，颇具精神传承意味。

《戴花》找到了某种破除代际陌

生感的写作密钥。读者阅读时，常常

遭遇陌生化阻隔，且大多是代际阻

隔。同是书写工人，不妨将《戴花》与

《人世间》作一番横向比较。《人世间》

勾勒了一幅 20 世纪 90 年代工人群像

世情图，在一缕缕四邻倒泔水问好的

晨光里、一声声烂路面上辞旧的鞭炮

声中，家庭阵痛、邻里纠葛一点点呈

现，书写者与读者共同搜集着庸常缝

隙里的光与爱。《戴花》则无意于主观

介入评述时代浪潮，它通过师娘、老

对头段一村、领导兼堂哥工会主席莫

德龙、师兄弟们、杨哲民和徐士良等

人物，从外部视角拼凑起“我师傅”

莫正强的形象——一个保持了良心、

光明和宁静于内的人。经由立人风

骨这一出彩的书写，作者水运宪用一

支不枝不蔓的笔告诉年轻读者——

俱往矣，但精神可以活下来。隔着大

半世纪的岁月风云，新中国第一代劳

模工人的铮铮铁骨，悄无声息地撞击

着今天的年轻人的心。文艺评论家

程德培曾对工业题材小说《雾行者》

作出评价：“尽管由于代际关系，这场

阅读带给我诸多的陌生感。看了作

者一些谈话和答记者问，此类陌生感

越发强烈。”而不同于《人世间》《雾行

者》等工业题材创作，1948 年出生的

水运宪，较好地探索了代际陌生感这

一写作难题。《戴花》似乎成了水运宪

不得不写的那本书，作为听着“戴花

要戴大红花”长大的孩子，那些奋斗

印记是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宝贵集体

记忆。

《戴花》的独特处，还在于呈现了

较强的戏剧剧本特质。首先，该书可

读性强，情感饱满，主次人物形象鲜

明、出场调度很有章法，而这或许与

作者的经历有关。水运宪毕业于中

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创作中电影

剧本占比较大，诸如观众熟悉的《乾

隆王朝》《乌龙山剿匪记》等。其次，

《戴花》是向内转的写作，关注人物内

心，在寥寥数场的高潮“戏份”中，生动

刻画了师傅莫正强的“魂”——新中

国第一代工人钢铁脊梁的形象由此

变得鲜活。眼袋下头长着胡须的“莫

胡子”，其貌不扬、威信极高，自视高、

求上进，手底下有真功夫、心里头有

超越世俗的追求，顶天立地也颇有城

府，工于算计的同时十分仗义。谢冕

曾说，“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

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莫师

傅初见时不设防地把徒弟领回家，是

磊落本分；顺手偷钱又还钱的矛盾行

为，外化了人物的内心挣扎；通过自

我审判，他亲手将追求了毕生的劳模

奖章摘下，令人动容；用身体去堵上

千度高温铁水的大无畏工匠精神，惊

心动魄；临终前，他将衣钵交付给下

一代的从容，坦然可敬。这一切书写

奔流不息，水到渠成。此外，作者熟

谙叙事节奏、高潮推进、情节铺垫等

戏剧手法 ，如 杨 哲 民 、姜 红 梅 、徐 士

良 、吴 启 军 等 青 年 工 人 群 像 的 塑

造 ，无 论 是 性 格 特 质 的 逐 一 勾 勒 ，

还是人物关系的纠缠转变，都源于

他 们 入 职 时 的 一 组 黑 白 照 片 。 这

一 情 节 的 简 洁 铺 垫 ，便 颇 具 戏 剧

意 味 。

《戴花》的此类戏剧性追求，也引

发了部分读者争议。他们认为，该作

品文学性上存在不足。诚然，戏剧遵

循一根主线原则，主要笔墨与情感调

度集中服务于主要人物、主题思想。

在《戴花》中，社会世情展示、工厂内

外世界基本呈现、工人日常生活描

写、人物辗转腾挪的空间转换等，都

缺失了。甚至主人公生活工作的德

华电机总厂，也不过寥寥数语交代过

去。水运宪最感兴趣的是人，他对几

个辗转跌宕的高潮进行集中泼墨，代

表性地书写了徐士良的悲剧等支线

故事，除此之外，再无闲笔。可以说，

《戴花》得之于戏剧，失之于戏剧。

在轰轰烈烈的当代中国工业

建设面前，与之匹配的文学精品

较为稀缺。《戴花》的戏剧式写作，

探索了一条通往工业题材文学精

品的创作路径，但也伴随着新的

问题。而这，让关注和讨论工业题

材的文学创作，变得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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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加快文化强省建
设，努力重塑赣鄱文化新辉煌。省内学术
研究机构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力推
动江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宣传江西的
历史文化。2022年 12月，由江西高校出
版社出版的《江西学术史》，是江西学者在
这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

《江西学术史》，共 7 大卷，300 多万
字，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省内知名学
者历时 10多年完成。全书大气磅礴，内
容丰富，整理、研究了上自秦汉，下至民国
2000多年间江西学术的缘起、发展、传承、
演变的历史过程，江西历史上的儒释道各
学派从历史中走来，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
物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在字
里行间展现，向读者呈现江西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

作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七卷本的《江西学术史》，填补了江西地方
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
化价值。

学术研究的开创性。近年来，全国地
域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成果丰富，各省
多有地方史、地方文化史之类的著作出
版，但鲜有着眼一地“学术史”角度展开研
究并形成成果的，《江西学术史》走在了全
国前列。这对当前全国性的“地域文化”
探讨，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与探索，在文
化学术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故其意义重
大。

文献资料的丰富性。综观七卷本的
《江西学术史》，各分册撰著过程中最突出
的特点，是高度重视相关史料的发掘、搜
集、梳理和运用，不仅关注以前未问世的
书面文献，而且注重地下新发掘的考古资
料，如海昏侯的出土资料等，各分册对应
时段的史料发掘力度都很大，所呈现的文
献资料极为丰富、翔实。

研究视野的延展性。《江西学术史》的
研究视域虽重心在“学术史”，但研究团队
并不止步于此，相关研究既有起点上的学
术史视野，又具备了思想史的眼光，做到
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统一。这是很难得
的，因其需要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力，学术
与思想的阐述才能合理到位。

论史断人的缜密性。学术史的研究，
还需要一种整体的、融通的文化史眼光。
细读这套书的每一册，我们不仅可从中透
见作者的这种宏大文化视野，亦可见其宏
观微观结合的深细功夫，尤其是善于从每
个朝代的历史大背景及人物关系去把捉
具体人物的思想演变轨迹，对重要学术人
物的把握，能够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文化
背景，阐述其学术内涵，且繁简得当。这
其实很需要历史年代学及考证学功底，并
且对人物思想有持续深入的研究。

资料使用的严谨性。从具体的著述
方法论上看，这套书还具备一个明显特
点，即特别重视文献选择和注解的严谨
性，相关文献的引用，尽量选择一手资料
或权威底本，每条注解在核对出处的前提
下，又反复对照原文重审、重校。这种严
谨的学术态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环境中
说易行难，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
这套学术史的真正价值。

可以预见，《江西学术史》的出版，不
仅会形成全国地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参
照，还将极大推动江西本土历史文化的整
理与探究。

考量春秋文学的本义考量春秋文学的本义
□ 钟振振

读完新近出版的邵炳军作品《政治生

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际“二

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上）》，颇

多感触。

此著历时二十二载，体大思精。作者把

此著比喻为“难产儿”，笔者更愿将其视为

“成熟的新生儿”。本人见证此著由原先 4
章 15 万字，扩充到如今 9 章 67 万字。此后

补写的 5 章，不仅填补了“二王并立”政治环

境下新兴诸侯国与被灭诸侯国的视角空缺，

同时不离“二王并立”的时间主线，完善了

“平王东迁雒邑”与“携王被晋文侯所弑”两

个重要事件，分别展示了“二王并立”格局的

形成与终结。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

是春秋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点，也是研究

春秋诗歌乃至整个春秋文学的起始点。但是

这一历史现象却没有引起太多《诗经》研究学

者的注意，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尚未

见到。而该书视角独特，从“二王并立”这一

大政治格局的独特视角出发，聚焦“二王并

立”特殊政治环境中的诗人及其诗歌，在考证

诗人生平事迹的基础上进行诗歌作品断代研

究，力图探讨春秋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

的关系，进而揭示春秋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在这一特殊的

历史时期，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政治

导向性与目的性，这是政治道德教化的需要

与要求。那么要探求诗歌的本义，离不开

“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原则，要深入了解诗歌

作品与诗人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的关系，

并将作家作品放到大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中进行考量，才能对诗旨与诗本事有更准确

的把握。比如对《小雅·节南山》一诗创作年

代的考订，系统分析“家父”的族属、世系、地

望、生活时代，通过“知人论世”对诗人创作

心态与创作动机进行理性分析。

“知人论世”又离不开严谨的训诂考据，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必须充分利用现

有的文献史料，在广泛搜集、排比前人和今

人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廓清事实；同时，

又要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物和夏、商、周三代

断代工程的新材料，钩沉索隐，考订和还原

文学史实，力图得出新结论。该书将“知人

论世”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训诂考据的文献学

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充分参考文献史料的基

础上对每篇诗作的作家情况、时代背景都进

行了严谨详实的考证。该书能够克服史料

残缺之难，列陈材料丰富，提出新说合理，既

展现出文献搜集的用心，更凸显出材料鉴定

的审慎。比如，对于周大夫凡伯和卿士卫武

公的生平事迹的考论便是如此。

不论从文献功底还是理论阐发角度看，

本书都是《诗经》研究与诗礼文化研究的一

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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