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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古籍是中华文化精粹、深厚的历史遗产，更是古为今用、再创中

华文化新辉煌的宝贵资源。中医药古籍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因，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深邃哲学思想和伟大生命智慧，在我国现存全

部古籍中占有很大比重，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做好中医药古

籍工作，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和健康中国意义重大。

新安一境，山灵水秀，文风馥郁，典籍盈箱。在这片沃土的滋养

下，新安医学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典籍文

献、突出的学术成就蜚声杏林。清代儒士高学文一句“天下名医出新

安”，更是道出了新安医学的深远历史影响和显赫学术地位。在党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新安医籍整理研究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就。然时光流转，沧海沧田，很多承载新安医学丰富

内涵的优秀医籍仍未得到整理、流传，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安徽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安徽博物院藏新安孤本珍本医籍丛刊》，弥补了

既往新安医学古籍整理研究的不足，为古籍续命，为学术存真，对于

完善存世新安医籍体系、促进新安医家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的深入研

究和当代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赓续中医药典籍文脉 弘扬中医药学术精华
——《安徽博物院藏新安孤本珍本医籍丛刊》评介

□王振国

公元4—6世纪，中国书法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
一个书法转换和书法典范建立
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书法史
稿》（上海书画出版社）向读者
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漫长复杂且
充满张力的书法史，提供大量
与此相关的材料与观点，勾勒
其发展脉络与深刻转变，并试
图在魏晋南北朝宏阔的文化历
史与哲学审美背景下来探究、
阐释魏晋南北朝书法的递嬗、深层结构及本体化建构。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是《书法导报》副总编
姜寿田的新作。该书不仅为读者了解魏晋南北朝书法
史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书法史的写作开辟了新思路。
该书不是知识点与材料的堆叠，而是试图实现一种由
述史考据到艺术史的转变。作者认为，书法史作为现
代人文学科，应是开放多元的，它不应该是一般历史
学的附庸，应该是在整合多元学科的基础上，颇具现
代学术活力的人文学科。

为书法史写作开新路

黄沙洋—烂沙洋由3万年前古长
江自江苏入海的主干道承袭而成。这
条自晚更新世以来位置几乎未变过的
深水道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方被发
现，专家认为其具有开发成 10 万吨
级以上深水航道的前景。荒滩上自此
升起大港梦。经过 20 年的拼搏，一
座功能完备、优势突出的东方深水大
港——洋口港已然成形。这段伟大的
建设历程值得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来书写，《望洋惊叹——南黄海洋口
港的前世今生》（河海大学出版社）
的出版，是推介中国成就、讲好中国

故事的一次践行。
作家丁捷深入港区一年多调研采

风、体验生活后，触摸“扶海洲”世代子
民的精神脉络，捕捉建设发展时空里
的无数生动细节，感受了几代人血肉
激情里的灼灼其华。变望洋兴叹为望
洋惊叹，从步步惊心到健步踏浪，此部
文学纪实，可窥闪亮一斑。

以笔绘往昔：这是一部传奇史诗。
开篇以如东“辟我草莱”的故事为引，
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古今沿革、当
代新变等方面将如东的历史、文化、精
神、性格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勾勒出如
东人埋头苦干，心底永存的灼灼热情，
用朴实的文字写出了鲜活的史诗。这
些内容看似篇幅冗长，实则隐藏着洋
口港建成的秘密。从荒滩大海到东方
大港，如东人在艰难曲折中迎难而上，
性格底色不曾变化。作者将笔触伸入
历史深处，将海量的历史资料转化为
生动丰富的故事，让洋口港波澜壮阔

的历史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在这部
作品里，我们能读到普通百姓生活的
酸甜苦辣，读到百姓的无私奉献，读到
时代的发展进步，也能读到每个如东
人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在艰难修
建中，他们没有放弃对洋口港的追求，
让人感叹。

以书长精神：这是一曲精神颂歌。
“临海阔而期高远，挽沉载而甘负重，
经风浪而勤奋争，长跋涉而善开拓”。
这是对“海子牛精神”的精准提炼，承
载着如东人的精神寄托。《望洋惊叹》
惊叹的不仅是开发建设的奇迹，更要
惊叹如东人的精神，如东人血脉里的
一种力量。负重奋进、埋头苦干的“海子
牛精神”，已经深深镌刻在如东人的血
脉当中。洋口港的修建注定是一条艰辛
的路，道阻且长。从建港禁区到深水良
港，20年间，一代代人在“海子牛精神”
的熏陶下用奋斗书写了由沧海变桑田
的伟大壮举，让大港之梦成为壮美现

实。洋口港被南黄海与海边人植入了
精神，赋予了灵魂。这种精神、灵魂亦
是中国心、中华情的生动写照。

以史存风土：这是一本地方志书。
如东，地处黄海之滨，历史悠久。《望洋
惊叹》不局限于记录洋口港的建设，还
穿插了对如东自然地理、人文风情、物
产特产等的叙述介绍，填充了主线叙
事中难以兼顾的种种细节，让如东这
座城市、如东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丰
满、细腻。洋口港是如东人血肉激情的
最佳见证。这部作品在注重可读性的
同时，仍以史为基，对人物、轶事的选
择，落脚于可靠的史实。层层递进的论
述，如精准落下的刻刀，在多维的视角
中，一刀刀雕刻出洋口港的沧桑巨变。

《望洋惊叹——南黄海洋口港的
前世今生》为我们了解洋口港打开了
新的门径和全景视角。这部厚重的长
篇纪实文学，描摹了南黄海子民精
神谱系。

荒滩上升起大港梦
□朱婵玲 王新月

经济学思维是分析现实问题、理
解社会运行的重要工具。《与领导干部
谈经济学思维》（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书是作者王东京搁置了 20 余年的
写作计划，延续了其一贯的作品风
格，论述严谨、见解深刻，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

作者王东京曾任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在这部著
作中，他融会数十年研究心得与工作
思考，为读者凝练讲解经济学原理，

全书既有宏大视野，又有现实关怀，
高度与温度兼具，广度与深度并存，
是让经济学理论回归实用、走向大众
的诚意之作。

作者将精深思考融入细腻讲述之
中，写作手法独具一格，仿若与读者
促膝交谈，娓娓道来，坦诚真挚。通
读全书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该书的
三大特色。

直面需求有诚意。在该书前言中，
王东京明确提出：“领导干部作为特殊
群体和关键少数，或直接参与制定政
策，或贯彻落实政策，都需要懂得经济
学基本原理。我现在写这本书，就是想
为读者建立经济学思维助一臂之力。”
作者以理论联系实际，抽丝剥茧、直观
透彻，为读者生动示范了如何用经济
学思维破解现实难题，帮助领导干部
不断提高决策能力。

案例丰富接地气。经济学并非只
有枯燥深奥的理论分析，也不仅是高
深冰冷的数学计算，更是实实在在的
社会生活，关系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
因此作者在该书中用了大量现实案例
来辅助说明、印证观点，如用北京高菜
价现象解释供求规律等。正所谓，“坐
在办公室都是问题，深入基层全是办
法”，经济学原理就潜藏在日常社会现
象之中。领导干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
里，对一些现象和问题并不陌生，阅读
该书自然会感到亲切，跟随作者的论
述从具体案例中抽象提炼出普遍原
理，进而连点成线、触类旁通，理解政
策决策的来龙去脉、底层逻辑。

启发思考能落地。掌握经济学思
维，认识经济运行规律，目的是为了
指导实践。领导干部或是管理一个领
域，或是治理一方水土等，经济学思

维是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
工具。借助经济学思维，准确识变应
变求变，才能紧跟社会发展、洞察群
众需求，才能保持敏锐自觉，使政府
治理和企业管理不落后于时代，从而
推动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经济体
系。王东京注重阐释经济学原理的政
策含义，给出政策建议，使该书富有
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西方经济学
理论能否借鉴，关键要看是否适应中
国国情，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
场。《与领导干部谈经济学思维》全
书贯彻这一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梳理过滤出更为根本、普适的思
维准则，归纳凝练成更加全面、透彻
的理论坐标，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理解
中国经济运行、读懂经济学原理的有
益读本。

掌握经济学思维
□潘凯 《顿悟：有趣有益的经济

学》（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书
选择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经常遇到又相对重要的经济问
题，结合经济学理论，用作者
朱腾明的实践经验或感悟进行
解读，力求兼顾通俗有趣和严
谨深入。书中每一小节从生活
和工作中的一件小事或新闻中
的一条信息入手，夹叙夹议，
带出相关的经济学基本概念、
原理和思想，同时注意由浅入深，在逻辑上层层递
进，让读者既感受到经济学的有趣有益，又体会到经
济学的深刻有力。

该书的内容与写作风格，与专业经济学家写的不
同。它是从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出发来理解经济学和运
用经济学，形成一种独特视角和表述方法。作者对这
些概念与理论的解释和说明，道理与传统的经济学理
论相同，但解释的角度不同，写法不同，让大家理解
起来更鲜活、生动，仿佛抽象的理论有了生命，处处
透出生活的气息、百姓的所思所想。

通俗阐释经济热点问题

稿本是古人著述的原始形态，
为诸本之祖，抄本系手写传抄之
书，经历代名家校勘批跋的稿抄
本，则文献与文物价值并重。本套
丛刊选题坚持传承保护与整理利用
并重的原则，依托安徽博物院丰富
的新安医学古籍收藏，经过精心鉴
定版本，厘清源流，从中挑选出具

有较高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与学术
价值，且在全国藏书单位中不超过
两家收藏的珍贵稿抄本新安医籍
22 种，其中多数为仅见藏于安徽

博物院的海内孤本，复加1种清代
刻本新安医籍《瘟疫论补注》，亦
系孤本且仅藏于安徽博物院，合计
23种，厘为9册，选题与选目均体

现出专业的眼光与务实的理念。
本次选题整理，既能促进这些珍
贵稿抄本古籍的保护与流传，又
便于后人从新安医籍宝库中汲取
更多前人的经验，进一步增强中
医药服务当下人民群众健康的理
论和实践能力，具有重大的学术
意义和应用价值。

锚定写本文献锚定写本文献 选题务实精准选题务实精准

安徽博物院作为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收藏了一批极其珍
贵的古籍孤本、珍本、善本文
物，这其中包括较多的新安医
籍，这些古籍从未被整理研究
过，一直尘封于此，直到 《安徽
博物院藏新安孤本珍本医籍丛
刊》 的出版，它们才得以展现在
世人面前。丛刊共收录新安医籍

23 种 35 卷，其中清代刻本 1 种，
清代稿抄本 16 种，经考证为存世
孤 本 11 种 ，《中 国 中 医 古 籍 总
目》 未收录者 20 种，所收版本十
分珍贵，对于抢救保护濒佚的新

安孤本、珍本医籍意义非凡。丛
刊为每部收录的医籍精心撰写学
术提要，注重发掘鲜为人知的生
动史料，从作者生平、成书经
历、版本流传、主要内容、学术

源流及后世影响等方面，钩沉稽
古，发微抉隐，充分展现了各部
医籍的新安医学学术特色及其对
后世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影响。尤
其在孤本医籍考据上，进一步补
充、印证、修订了既往新安医学
研究中对部分医家、重要医籍记
载的缺失和错讹，极具史学意义
和文献学价值。

存续孤本珍本 钩沉学术史料

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在存续中医药学术精华的
基础上，为当下的卫生健康事业
服务。本套丛刊所收新安医籍种类
丰富，包括临床综合类医籍 3 种、
温病类医籍2种、方书类医籍4种、
外伤科类医籍 4 种、妇科类医籍

1 种、儿科类医籍4种、喉科类医
籍2种、名家医案类医籍3种，理
法方药俱全，足堪当下临床借鉴。

如丛刊所收清代新安名医叶馨谷的
《红树山庄医案》，共收录临床验案
800 余则，涉及各类病症 250 余

种，涵盖内科、外伤科、妇产科、
小儿科、五官科，所辑医案要素
齐备、辨证明晰、记录翔实、说
理透彻、疗效确切，部分医案后
随附评论，加以阐释说明，颇为
精审，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应
用价值。

医籍种类丰富 足堪临床借鉴

丛刊所选新安医籍版本
形式多样，有稿本、抄本、
刻本之别，部分医籍因虫
蛀、断线、风化、受潮等存
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为了真
实还原古医籍中的全部内
容，负责编撰本套丛刊的研
究人员传承徽派古籍修复心
法，坚守“修旧如旧、最大
限度保留文本信息”的原
则，精心修善残版，认真考
订缺文，历时两年终于完成
12种受损医籍的修善考订工
作，并以影印的方式原汁原
味地呈现给读者，加之整个
丛刊装帧设计色调婉美、简
约大气，使用灰度影印技
术，力求存原存真存美，极
具古籍鉴赏和装帧修复等技
法的艺术价值，可以让读者
在亲近这些珍贵新安医籍的
同时，能够深刻感受到古籍
文献的质朴之美，实为赓续
中华医史文脉的艺术佳作。

“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
水深闻古踪。”新安医籍文献
数量众多，沉潜日久，其学
术价值只有经过不断地整理
和挖掘，才能历久弥新，焕
发生机，故而抢救发掘工作
依然任重而道远。欲诣扶
桑，非舟莫适。此套丛刊的
出版问世，再一次彰显了安
徽中医药大学在新安医学
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强大
实力。祝愿整理研究团队
借助《安徽博物院藏新安孤
本珍本医籍丛刊》 付梓之
机，咬定青山不放松，蓄势
扬帆再出发，在古籍整理研
究领域取得更大成果，为保
护利用新安医学珍贵古籍文
献、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
更大贡献。

（作者系岐黄学者、中华
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主
任委员）

修善细致严谨 装帧质朴精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