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些城 那些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那些城 那些事>>

13位ISBN编号：9787543044531

10位ISBN编号：7543044536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武汉出版社

作者：方方,孔庆东 等

页数：1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些城 那些事>>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赓续繁衍的脐带，也是一个民族显示自身魅力和张力的魂魄。
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路走来，文化一直是支撑这个东方古国度尽劫波，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
量。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巨人。
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矢志追求的现代化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也正在迎接一个富裕时代的到来。
印第安人有句名言：请走慢点。
等等灵魂。
文明演进史说明，越是发达国家，越是注重坚守自己的文化个性，越是富裕国民，越是注意从自己文
化里寻找精神皈依。
正是基于此，我们从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益文化讲座“武汉·名家论坛”掬其精华，以期与广大读
者分享。
“武汉·名家论坛”自2007年创办迄今已历时两年，论坛已成功举办130多场，接待现场听众近9万人
、 网络、电视观众逾500万人次，周末到武汉图书馆听讲座成为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
由 “武汉.名家论坛”催生的其他讲座在江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古老而又年轻的武汉让人嗅到了
浓浓的书香气息。
“武汉·名家论坛”以“弘扬先进文化、关注大众话题、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让学术成果大众化,
专业知识通俗化，力图架起名家与百姓、专家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
100多期讲座。
可谓群英荟萃。
用易中天教授的话来说，几乎把全国讲座名人一网打尽。
这其中有走红央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钱文忠、王立群、阎崇年，著名作家梁晓声、阿来、方方
、毕淑敏，知名学者周国平、刘梦溪、郭齐勇、许纪霖、深耕民间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卢勤、俞敏洪
、洪昭光、刘彦斌等。
让求知若渴的市民享受一道道丰富免费文化盛宴。
100多期讲座,可谓期期撞出心灵火花。
从大众关注的子女教育、婚姻家庭、理财规划、职场压力、和谐人居，到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
。
提升市民精神文化素养的古典诗词、传统国学、历史人文等讲座，市民在其中接受着知识的熏陶、思
想的导向、信息的传播，也沐浴着精神的洗礼。
文化的传承和绵延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仅仅限于学术圈内的自我欣赏和把玩，传统文化对
于大众的教化与浸润，使之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熔铸于大众血脉，这是中华文化真正的生命力之所
在，也是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历久弥新的遗传密码。
“武汉·名家论坛”主题立足“关注民生，陶冶情趣”，但是寻找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大众、人文与
社会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我们追寻的一条主线。
我们选取其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讲座向社会推出，既是对几十位专家学术贡献的珍视，也是对部分学者
近年来致力于学术成果大众化努力的一种褒扬。
这套丛书以历史文化为主线，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影响、中华传统经典赏析、武汉城市文化的
独特个性等，三卷之间既相互呼应，又各自成书，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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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方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描摹武汉印象，湖北学者王玉德风趣诙谐地解读武汉风水文化、湖北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细致描述楚文化影响下武汉人的性格、著名文学家舒乙谈父亲老舍在武汉
的历史、“北大醉侠”孔庆东借金庸小说的壳解读武汉人身上体现的“侠义”精神、中国现代思想文
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纵论以武汉城市建设为缩影的中国城市建设和空间文化。
诸位名家纵情于山水、历史之间，结合着与武汉发生的奇闻轶事，流金岁月，品读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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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方，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孔庆东，北京大学副教授，近年在多家电视台和多所大专院校讲授金庸小说，广受欢迎。
江湖人称“北大醉侠”。
舒乙，我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老舍）的长子，文学评论家。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楚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楚国经济、法律和城市建筑研究用力
甚勤。
王玉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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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与武汉的渊源两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
父亲的工作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也就是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
。
父亲从南京的下游局调到武汉的中游局目的很清楚，是过来修三峡的。
当时我们住在黄浦路下面一个叫刘家庙的地方。
刘家庙当时叫“黑泥湖”，因为这个黑泥湖，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我们在刘家庙的长办宿舍住了二三十年。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参加工作，直至读大学，我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没有离开过。
我读的小学叫“汉口新村小学”，在“二七”纪念馆旁边，是小学初中一体的，但是读到初二之后，
学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红军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政策叫“多子女留身边”，我家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
孩（我）。
当时，两个哥哥下乡了，一个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应当留在身边的子女。
因此，我留在了武汉市，没有下乡。
然而，父亲已经在1972年去世了，我这时候就有一个责任——养活我母亲。
所以，高中毕业后，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招装卸工，我就去了。
当时开的条件，前三个月是每个月38块钱，三个月之后就是42块钱一个月，有的还可以涨到48块钱一
个月。
可是，如果我不去搬运站做装卸工，而是去当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6块钱或者18块钱。
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父亲去世了，两个哥哥在农村当知青，我大哥大学毕业之后，工资很微薄，
我毅然选择了去做装卸工。
我想，这个时候我应该担起家庭的重任。
当时我们街道招了8个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最后真正去的只有4个。
这4个人，用我们当时的话说，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难度比较大，很多事情的选择余地比较小的
人。
我在那儿干了四年，已经干到身心疲惫，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干那样的事情确实蛮辛苦
的，我们当时除了拉板车之外，还要扛包。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码头扛50斤一袋的面粉。
当时头儿给我们一把签子，规定出门时要交一支，等这把签子交完，你就完工了。
那一支签子标注的是100斤啊，意味着一次我们每人要扛两袋面粉。
老是这样扛，确实是很累，很多时候都感觉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有点儿恍惚了。
可是，当时是“文革”期间，要求妇女翻身，巾帼不让须眉，虽然很累，但是我们还必须得去扛。
后来因为我比较能写，偶尔也把我抽调了出来做做宣传。
某种意义上。
写作为我解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负担。
那时，经常要办批判专栏，一整版批判专栏，从写字到画画到里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包了。
这样办一个专栏起码要做一到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相对是比较轻松的，我不用去仓库、码头做体力活。
慢慢地我开始热爱起这件事情了，因为它不仅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快感，也给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在武大读书四年之后，也就是l978年高考开始了，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就结束了搬运工的生
活。
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在汉口的搬运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教育，也是一次极大的历练。
我父亲当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我一直过得也算是衣食无忧。
通过搬运工的生活，使得我对民间、对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性格特征、语言特点，包
括他们内心的需求、想法都有了了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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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那四年也是读了一轮大学。
那个大学不是像武汉大学这样的知识大学，而是一个社会的大学，这个大学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
育，这一轮大学比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四年可能受益更深。
它是个人生命的一种体验，它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人生观，那些不是从书本上就能学到的。
有了这四年在社会最底层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之后，我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恰
恰是文学要关注的东西。
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我还经常梦到我当装卸工的样子，有时候竟然会大半夜睡不着觉，内
心进行着一种无法名状的挣扎、摆脱。
那四年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我前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写装卸工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仍然会用
很多的笔墨，情不自禁地去写这段生活。
然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先前一直在汉口生活的，读大学之后就突然到了武昌。
在此之前，我都没到武昌去过几次的。
这四年大学，接触到的东西是全新的。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一切都从头开始，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有些同学非
常有水平、有的同学非常有见识。
他们谈论的东西很多是众人所不懂、所不知的，还有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
的，我们浸润在大学广博、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我们浸润在大学自由、批判的空气里。
我们渴求着知识，我们渴求着摆脱以前的蒙昧，我们谈论地理，谈论历史，谈论时事，谈论文学，我
们还成立了文学社、诗社。
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几个最重要的讨论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爱情。
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是多么的可笑啊!因为，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爱情和死亡是永恒的主题，
爱情在文学中是备受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东西，但是，当时这个问题却是困惑着我们的。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文革”期间一直不让写爱情，八个“样板戏”中的人物也都是没
有爱情的。
然而，可笑的是，在我们图书馆里，文革之前的小说中，被翻得最烂、最旧的那几页都是写爱情的，
比如《安娜，卡列宁娜》的地主、农庄、土地改革部分都没有什么人看，但是一旦看到安娜谈恋爱的
部分，书就翻烂了。
第二个就是文学能不能写悲剧。
文学中有悲剧和喜剧，但当时是不能写悲剧的，你不能暴露社会的黑暗面，社会是充满着阳光、莺歌
燕舞的。
还有一个话题是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报纸上已经展开讨论。
解放后直至“文革”期间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文学一直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存在的。
也就是说，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它已经超越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
我们当时对这话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争执到最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文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实际上，现在想来，当时还处在改革初期，大家思想刚刚解放，我们的很多想法还不成熟，像当时的
社会一样正处在一个进步的阶段。
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需讨论了，时间已经给予我们答案：文学可以写爱情，爱情是文学永恒的母题
；文学应该有悲剧，因为悲剧比喜剧更有深度，更具震撼力；文学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只是文
学。
那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其中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是大学教给你的不在于书本上学到多少内容，而在于知道了怎么去学。
我们进大学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去学的：老师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报纸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
什么；领导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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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之后，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去学，怎么去读书，想知道的东西，从哪些途径去了解，用什么
方式去了解等等。
为什么希望年轻人都上大学呢?真的不在于从书本上你能学到多少文学史，能学到多少古代汉语，能学
会几门外语，这些东西通过自学，你也是可以学到的，它在于这种氛围，这种讨论。
以前在学校里面，我特别喜欢去听讲座，那些讲座的主题可能对你没有用，可是它中间的某些东西却
能为你开启生活的另一扇窗，这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这些东西，不进学校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第二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大学出来后，，你觉得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了。
以前我们是没有脑子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领导讲的话，是可以不听的；报纸的某个观点或者某
篇文章，可能是错误的；中央的指示，也是可以提出质疑的。
这些想法从来没有过，但是，读了大学之后，知识和文化让我有了底气，让我学会了思考，让我认识
到，世界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子，还有很大的面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而我却可能看到了。
这时，我就会沉静下来，看看这个世界，我就会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顿一下，提出质疑。
这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独立思考。
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作家他只是永远在顺应一种潮流，迎合一种观点，或者说在取悦于某一层人，这样的作家是
没有意义的。
因为社会上这样的作家太多太多了，他们很时尚，很走红，很赚钱，可是对于文学，他们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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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武汉是很土的，但奇怪的是，这种土俗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武汉人，并不是猥琐、蝇营狗苟、眉眼不清
的，也不是胆怯、自私、很谨慎的，都不是这样子。
这跟武汉的地理环境有关，武汉这种大江大湖的自然环境给武汉人注入了一种宽阔。
　　——方方·《文学中的武汉印象》楚文化和湖北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标志性的东西?有，就是
九头鸟。
现在，你出差到哪儿去，别人问你哪儿的人，你说湖北人，别人第一反应就是“九头鸟”。
当然，至于好不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反正第一反应就是九头鸟。
　　——刘玉堂·《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毛泽东是写景，但
是我觉得这写出了武汉的气质。
很多东西都包括在“莽苍苍”里面。
我觉得这个“莽苍苍”的气质里面，也自然包含了一份“侠义”精神。
这是弥漫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种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孔庆东·《金庸小说中的侠义》武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码头，并且是中国重
要的码头，就是因为有风水。
我认为武汉的风水，如果要评价，就是十个字：居中、藏风、得水、多元、当时。
　　——王玉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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