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上海的崛起，向来是一个引人入
胜的谜团，为何这个地处帝国边缘的小县
城，能在短短数十年里迅速蜕变为全中国
乃至东亚的经济中心，曾让无数人为之好
奇。1843年的开埠是最显而易见的因素，
随后逃避太平天国战乱的江南地主又带
来了大量资本，当然也离不开此前国内贸
易和航运的长期积累。现在，社会史学者
赵世瑜又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上海的繁
荣，也是因为江南社会的“水上人”被这个

“大码头”所吸引，促使它形成了一个人
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的枢纽。

原先弱势的那些
在新环境中捕捉到了机会

苏州太湖洞庭东山的商帮，就曾在上
海近代史上扮演了突出角色：老字号恒源
祥是东山沈氏创办的；“席家花园”的主人
席氏更是名闻当年上海滩的金融界，席嘏
卿、席正甫、席素荣、席素恒四兄弟都曾在
各大洋行长期任职，形成洋行买办世家；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九大钱庄”，东山严
家、万家就占据其中二席。如果加上同样
曾是“水上人”的宁波商帮，那么可以说，这
些靠水路贸易致富的商人几乎控制了近代
上海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水上人”之所以
能顺利融入上海这个新中心，正是因为他

们曾经处于社会边缘的特殊经历——就
像自然界的进化那样，适应了旧机制的物
种往往很难适应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而
原先弱势的那些却在新环境中捕捉到了
机会。这也是他们的经历容易遭到遮蔽
的很大一个因素，因为以往的江南历史研
究差不多就是一部“农业开发史”，我们总
是有意无意地从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关注
焦点去着眼，却忘了后来带来变动的，也
许就是曾经长期潜伏的支流。

在找一个凝聚自身的认同时
刘猛将崇拜就应运而生了

如果一个长期遭受排斥的边缘群体
极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自己的记
载，还有什么办法能复原历史？办法之一
是从民俗中寻找遗留的群体记忆。直到
现在，每年正月初一起，太湖东山的许多
猛将庙仍然要将各个猛将菩萨抬出来巡
游。这乍看平平无奇，刘猛将这个蝗神也
是江南并不少见的农业社会神灵，然而这
种巡游活动和相关的乡约，正可见社群是
围绕着对神灵的信仰来自我组织起来。
从历史上来看，东山与江南其他地方相当
不同的一点，就是它迟迟没有实现彻底农
业化，而刘猛将就是湖区水乡人群的神。

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观点，神
灵其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
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
体的社会本身。推想起来，随着帝国晚期
农业开发的推进，这些水上人要找到一个
将自己身份“洗白”并凝聚自身的认同时，
刘猛将崇拜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庇护水
运的神灵虽然被包裹在种种难以厘清、彼
此歧异的传说之中，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
疑的：如果无法满足这个群体的社会需
要，那么这样一个神灵不可能流传下来。

晚明的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为他们带
来了一个历史性契机，淡化了东山居民的
身份问题，清代雍正年间对各地“贱籍”身
份的免除则为他们定居扫除了最后障碍，
但也使他们早先的历史被更深地遮蔽
了。在这样的历史变动中，水上人的神转
变职能成了定居者的社神、驱蝗神，但对
神的信仰却保持了延续性，这就是为什么
历史记载和现实观察中可以同时看到水
上人和岸上人在拜刘猛将，“因为今天的
岸上人就是昨天的水上人啊！”

赖以为生的不是相连的农田
而是从码头到码头的空间网络

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些居无定所的船

民只能栖居在社会边缘地带，靠打鱼、船
运、商贩为生，也正因其生计需要不断移
动，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虽然他们后来上
岸定居，但缺乏良田的东山使他们仍然习
惯于漂泊四方，缺乏故土意识，因为他们
赖以为生的不是彼此相连的农田，而是从
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的空间网络。一
如本书所言：“东山像是一个孵化器，其水
上的和经商的传统不断把人变成定居的
商人，然后这些人又不断地脱离这个狭小
的母体，成为分布在江南各地甚至更大范
围内的离散人群。”

在农业文明的海洋里，像这样一个离
散社会无疑是异类，甚至是遭人贱视的：
在明清时代，商人即便富可敌国，仍然可
能被儒家主流价值所不容。从某种意义
上说，东山商人们有点像是犹太人，作为
被排斥的贱民，难以选择农业、官僚的社
会路径，而不得已选择了长途的经商活
动。在全盛时代，这些东山商人沿着水路
通达南北，遍布苏州、南京、临清、长沙、汉
口等口岸，构筑起中国内部商业网络的一
系列关键节点，因而当晚清上海开埠时，
他们可能比其他人群都更好地做好了准
备。

近代沿海口岸的通商，是从帝国边
缘开始的，但对这些“水上人”来说，不仅
早就习惯了社会边缘的位置，甚至和洋人
一样被视为“外人”，这就是为什么边缘的
人群更能顺应变化，他们恰恰得益于自身
的边缘性。他们对码头/市场早就培养出
了相当强的敏感性，因而对这些人来说，
无论是经商活动还是充当洋行买办，都
是很自然的事，不过顺势而为罢了，“对
于大规模的交易来说，沿河、沿江、沿海
的大码头只是前者的不断升级而已，没有
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他们“对码头的兴趣
转移是由国内市场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
决定的”。

用这一“新江南史”的视角
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小传统”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历史：曾
被排斥的那些人，其实也都在努力抓住每
一个机会，这就恢复了边缘群体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而不再只是历史中被排斥、被
消声的贱民。历史社会学者早就曾主张，
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社会变迁中也有
内在的能动性，能主动、积极地因应形势
变化，来获取自身的利益，不断重新界定
或抬升其身份地位。无数人群和个体在
适应、整合的过程中，积极响应政治和市

场的变动，敏感地捕捉到涌现的机遇，在
为自己开创人生可能的同时，也无意中改
变了历史。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因为这提
醒我们，任何成功的社会变迁，其实都是
有“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为基础的，也正是
不同群体的能动性，为社会带来生生不息
的内在动力。东山商人之所以善于抓住
上海开埠通商之后的机会，并不是仅仅因
为他们与上海地理距离较近，或有着长期
经商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已在长期
的社会活动中构建起一套能灵活适应现
代经济运行的组织制度。

为了适应这样的特殊的社会交往需
要，他们发展出一种合伙制社会，通过彼
此的协作来实现政治、经济的跨地域组
合。表面上，他们所依赖的基本组织是宗
族，然而，作为离散的“水上人”后裔，他们
的“宗族”其实是后来构建起来的。赡养
族人的义庄、义行乃至宗族组织本身，实
质上是赚了钱的族人所设立的具有可持
续机制的“基金会”，在满足共同需求的同
时，也确保了能有足够的同族经营人才来
延续族产。

从族谱来看，东山商人家族从明代
中叶以来就彼此结成姻亲，使财富的集
聚和流动都在亲族的内部，但更重要的
是“合伙制社会”带来的互利关系，使这
些家族能在这样一个集社交、经济、文
化、信息共享为一体的紧密组织内部，相
互合作共赢，获得社会经验，进而维持经
商和家业的延续。这乍看起来只是传统
的家族式企业，但正如科大卫在讨论近
代香港传统合伙制向现代公司法的转型
时所说的，家族经营的人际关系网络并
不必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开、透明相
冲突。

就此而言，在近代新旧交替的关键
转型期，这些“水上人”商业精英与乡土
传统是水乳交融的，不像农民在面对十
里洋场的五光十色时需要经历脱胎换骨
的痛苦转变。这一“新江南史”的视角可
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曾被遮蔽的“小传
统”，因为正是它从边缘位置出发所作出
的创造性回应，激发出了历史变迁的隐
秘动力。

（原载《解放日报》，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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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被“大码头”吸引的“水上人”
内容简介：2017

年，《我是范雨素》一文
使作者从一位农民工
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
点。时隔5年，这部手
写在稿纸上、重达十几
斤的小说——《久别重
逢》，如约而至。本书
是一部具有想象因素
的自叙传作品，交织了
苦难与诗意。小说从
童话般的梦境开始，讲
述了“我”从童年到青
年的成长见闻、村庄的
历史和家族的故事，在
寻找“灵兽”的召唤下，“我”思索起生命的意义……

《久别重逢》

范雨素 著

“浮生”，一个极具文艺气息的词。
浮生若梦，就像苏轼说的“事如春梦了

无痕”，无论是深切的还是平淡的，皆已化
为过往。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自传体散
文，光是看这个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追怀
往事的书。

书中记闺房之乐、琴瑟相合，记闲情雅
致、生活乐趣，记人生坎坷、困顿忧愁，记游
玩之乐、养生之道，朴素的文笔，简单的生
活，却也真实而动人。

沈复和妻子陈芸志趣相投，伉俪情深，
梦想着过上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
活，但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以及贫困生活

的煎熬，理想终究破灭。
妻子陈芸染病而亡，沈复形单影只，孤

清冷淡，便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闲时与
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

闲暇时，一起看日落西山，饥饿时，询
问饭菜温凉，这只不过是最简单的日常了，
但奈何此时的沈复已是一个人。

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情
怀，字里行间透露着“自由”的气息。

俞平伯一生钟爱《浮生六记》，赞其“俨
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
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
迹。”

林语堂称书中的女主角是中国文学史
上最美好的女子，“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
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芸娘用诗
意抵挡了生活中的苟且，用贤惠灵巧构筑
了烟火神仙般的生活，即使在流离之境，亦
能不离雅趣，平凡清苦中处处透着审美的
意趣。

季羡林对此书如此评价，“那一部是贵
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
往事……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着
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
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
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一部《浮生六记》，有人看见沈复与芸
娘的缱绻情深，有人羡慕古人诗酒花茶的
闲适情趣，还有人却在他们后半生的坎坷
中，看见人生的悲喜交集。

在我看来，《浮生六记》是沈复写给妻
子芸娘的唯美情书。从初见的怦然心动到
婚后的举案齐眉；从谈诗论画到赏月弄花，
平平淡淡的柴米夫妻，将清贫的日子过成
了一首诗。

他们遭逢家庭变故，半生坎坷，颠沛流
离，却一直相扶相依，不离不弃。芸娘病故
后，沈复用清丽典雅之笔，作《浮生六记》六
卷，以慰生死隔离之相思。

笔墨纸间，文辞朴素，情感真挚，哀婉

缠绵，感人至深，素有“晚清小红楼”之称。
沈复一生不曾参加科举，一度贫困到

卖画为生，却依然以一颗淡泊之心，和自己
心爱的妻子芸娘过着幸福雅致的生活，历
史不曾因他没有功名而忘记他，更不曾因
他贫困潦倒而嫌弃他。

沈复在回忆芸娘的时候写到——
他言：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

温。
她道：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

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
我绣，以为持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
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人生碌碌，竞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
数，得失难量。”以平常看待无常事，毕竟
失去的，都是风景，最后留下的，才是人生。

采访时间：2月14日
采访地点：咸宁市图书馆
本期阅读人：周紫燕

爱情最美的模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市应急管理局

切实提高干部作风
本报讯 通讯员王芳报道:2月9日下

午，市应急管理局召开2022年度党员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市委第四督导组组长、市
纪委监委派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组长罗恒
等一行到会指导并作点评。

会上通报了2021年度市应急管理局民
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以及本次民主生活
会准备情况。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涛对照检查，深刻剖析原因，明确今后努
力方向和整改措施。随后，市应急领导干部
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其他参会人员
对其提出批评意见。

罗恒表示，市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会
前思想动员充分，会中自我剖析深刻、批评
开门见山、整改措施管用，会议达到了“红红
脸、出出汗”效果，进一步理清了建设思路和
工作思路，是一次成功的民主生活会。他强
调，一要抓好民生生活会后半篇文章，做好
通报、整改等工作，二要系统谋划加强全年
工作，三要巩固整改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进一步增强班
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

咸宁应急

本报讯 通讯员夏亚平、周志
成报道:近日,为切实做好春节后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咸安区应急管
理局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该局先后到石华林科技有限
公司、湖北人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等重点企业进行巡查检查。要
求企业必须落实复工复产“三个到
位”。关键岗位人员要到位，特别
是关键岗位人员项目经理、安全员
必须到岗履职；安全教育培训要到

位，要做好工人三级教育，教育不
要流于形式；隐患排查整治要到
位，隐患排查必须要到边到位，确
保不漏一个安全隐患，排查出来的
隐患要及时整改。

咸安区应急管理局强调，企业
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
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思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
端负责的态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

咸安区应急管理局

助力企业复产复工

本报讯 通讯员杜娟、杜梦瑶
报道: 2月10日，通城县应急管理局
召开2023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部署
会。

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了全国、全
省应急管理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
习了湖北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精神，总结了2022年度工作，剖析
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对2023年
重点、亮点工作进行了谋划部署。

会议要求，新的一年，全体干
部职工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
部署，要理清工作重点、难点，确保
各项措施落实落地、见行见效，以

“争先实干、奋斗出彩”的精神，统
筹抓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
减灾等工作，努力开创应急管理工
作新局面。

通城县应急管理局

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黄向辉 著

内容简介：南昌
路，每一扇门里都有故
事，每一座小楼都有传
奇，每一条弄堂都隐藏
着或多或少的秘密。
这些故事、传奇、秘密，
其实就是这座城市弥
漫的云烟、蔓生的繁
花，散发着属于这座城
市独有的腔调。南昌
路，光阴凝固为两旁的
建筑，随着梧桐绿了又
黄，飘散成浓厚的海派
文化氛围。作者小心
翼翼地挥笔，让朴实、
深沉的南昌路变得丰满而鲜活。阅读上海，不能不
读南昌路。 （本报综合）

《南昌路上》

晏藜 著

内容简介：本书是
一部深度解读古人生
态智慧，访古寻今，索骥
中国生活美学的答案
之书。作者多年来注
重观察寄寓在风物中
的自然节令之美，并研
习当中延续千年的审
美经验的传承。书稿
按照时序分为四章，细
致呈现每季中诸如桃
花、帘席、山水、艾草等
平凡而典型的风物意
象，同时关照其渊源承
继、审美氛围和今昔对
照，吸引当代读者从生活的最寻常处发现美和情韵。

《桃花与蟹》

赵昆雨 著

内容简介：本书是
“不可错过”丛书中的
一册，图文并茂地介绍
了云冈石窟雕塑艺术
中有代表性的洞窟、石
刻等，依次介绍了云冈
的开凿历史以及 1 至
41 窟的洞窟菁华。在
介绍洞窟时，又将每一
窟中“不可错过”的看
点做单独说明，让读者
一目了然，不错过云冈
的每一寸风景。作者
是入职云冈研究院 38
年的赵昆雨，推出了多
本关于云冈石窟的专著，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将高
深的知识与隐藏的线索向读者们娓娓道来。

《不可错过的云冈》

本报讯 通讯员吴丰、江奇峰报
道：15日，咸安经济开发区组织百名企
业家开展“园区企业家负责人座谈会”
活动，实地考察该区产业项目，分享发
展经验，共谋合作发展。

百名企业家包括园区数控模具及
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新材料、文化
物流、电子信息、苎麻纺织、森工建材、
机电制造等不同产业的项目负责人代
表，先后考察了凤凰城、真奥金银花药
业、凤凰科创园、中港金属制造有限公
司、敏实新工厂、共享园区、天逸麻业、

华劲铝业等8个在建项目，企业家现场
纷纷对园区项目表示称赞。

其中，共享园区是构建绿色、共享、
高效、现代化园区，该项目的强力推动，
改变了开发区近两年项目等地的局
面。目前项目地块共有工业企业10家
落户，除天润竹木地块外，其余地块土
方平整施工均已完工。其中4家企业
（御鼎新材料、石华林电子、阿乐乐可、中
晖实业）已进场开工建设，5家企业（恩祥
智能科技、欣途科技、嘉威电器、彩翔、意
隆电子）正在办理项目前期建设手续。

咸安经济开发区高度重视优化
营商环境，让纾困解难政策的精准对
接落地，优化职能部门的服务，企业反
映的问题点对点对接跟踪解决，做好
扶持政策的宣传引导帮扶。

“我们将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店小
二’，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
建设，积极打造成本最低的政策环境、
回报最优的营商环境、效率最高的服
务环境，让企业家在咸安投资放心、创
业安心、生活舒心。”咸安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涛表示。

咸安园区百名企业共谋“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2月11日，根据省厅“一
月一法”学习活动安排，通山县生态环
境分局专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培训学习活动，局领导班
子、局机关、综合执法大队、监测站、应
急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培训。

培训中，省厅专家围绕湿地保护
的基本概念、《湿地保护法》出台的重
要意义、立法过程、主要内容、法律条
文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对全省湿地保

护提出了实施建议。
《湿地保护法》于2021年12月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
过，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
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法律，是湿地保
护领域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湿地保
护工作进入了法治化的新阶段。《湿地
保护法》界定了法律保护的湿地的范
围，确立了湿地保护的管理体制，构建

了湿地保护的制度体系，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高度关注，必将在保障生态安
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对
《湿地保护法》的认识，同时表示要积
极助力通山湿地（公园）保护的各项工
作，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
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通山县生态环境分局专题学习湿地保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