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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落叶一直在归途中

当它们在树枝上，只是一种幻觉
落叶和树木保持天然的一致性
飞鸟和白云，途经天穹时
山谷里传来的回声，在叶脉中汹

涌不已

此时，一枚落叶正在寻找风中的
庙宇

母亲还在河畔耕耘。夕阳下，她的
身影

像迷路的落叶丢失的指南针
大地收纳了一切。河流如初，落叶

飘浮
天边升起的星辰渐次点亮自己
宛若刚刚揭开的悬念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
一部分永存”

燃烧的火焰，照亮内心，光芒抚慰
世间万物

几声掠过的鸟啼，飞溅出时光的
一句箴言

落叶归途，沉默如雷，万物茂盛

一棵树的来历

一棵树落下的影子
如同它旁逸斜出的一个秘密。它

的来历
——种子在大地上的某次停顿
……天空给予它更加高远的想象
借助一粒晶莹的露珠
照见一棵树已经消失的时光
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诗歌中的鸟鸣
现在，它落到枝桠中间
让一棵树的寂静戛然而止
羽毛轻盈，树叶竭力模仿它
收集远处传来的回声
我看见，有人取走树叶里的清凉
有人在树下对弈。木质的棋子
接纳了一棵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

理解
落日若轮，它怀抱着远方
我知道，一棵树即将成为星空的

一部分
摆脱人间冗长而平庸的叙述

落叶归途（外一首）

□刘建

看到张金龙教授主持修订的《南
史》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
重大项目结项成果《北魏社会经济制
度研究》出版，我作为张金龙教授的
朋友，真为他高兴。

我和张金龙相识于少年时代，我
俩曾一同就读于甘肃省甘谷一中。上
世纪80年代初期，张金龙考入北京大
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
工作，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
在山东大学任职，现在是首都师范大
学特聘教授。

张金龙出生在西北农家，自小聪
颖好学、闻名乡里。他弟兄五人考上
大学、四人成为博士的故事在家乡传
为佳话，激励着当地的莘莘学子。负
笈北大不久，张金龙就以研究历史为
自己的终身志业。他师从名师，任职
名校，40年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教
学和研究，孜孜矻矻，沉潜学术，矢
志不渝，初心不改，笔耕不辍，取得
了令人歆慕的成绩。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金龙
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北魏政

治史研究》，其时年仅30岁。当时我
正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当编辑，有幸担
任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此后，甘肃
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北魏政治
与制度论稿》，和九卷本 《北魏政治
史》，还有 《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
我除了编辑其中的部分书稿，还做了
一些组织协调工作。10多年前，我俩
差不多同时来到北京工作，时常见
面，一起交流。每有新著出版，他总
是签上自己的大名，惠赠于我。如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
下）、《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
演进》、《宋武帝传》等。他曾受邀来
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录制专为中学教
师讲授历史的专题视频。我真为他在
学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而高兴。

今天看到张金龙主持的 《南史》
修订本和新著《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
究》出版，我更是感慨良多。点校本

“二十四史”暨《清史稿》，是20世纪
50—70年代，中华书局集合全国学术
界、出版界的力量，用心打造的重大
工程、精品力作。这套用新式标点符
号进行标点、用现代校勘学方法校勘

的经典史籍，是20世纪中国古籍整理
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文史研究者的
必备书籍、入门读物。这套32开、淡
绿色封面的书籍，真可谓嘉惠学林、
功德无量，成为几代文史学人的共同
记忆。清晰记得我当年读研的时候读
的就是这套书中的一部分，我的导师
郭晋稀先生生前读的最后一部书就是
《南史》，他在弥留之际深情地说，读
完了《南史》，他就把“二十四史”读
完了。

近年来，中华书局顺应时代的召
唤，组织全国一流学者，对点校本

“二十四史”暨《清史稿》进行全面修
订。这不仅是原点校本在一般意义上
的修订升级，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凝聚当代学人智慧、体现最新学
术水平、赓续中华历史文化薪火的重
要成果。中华书局的胆识与魄力，一
批学者的无私奉献，都令人敬重。张
金龙教授在主持《南史》修订的过程
中，克服了巨大困难，对校了几乎所
有可供利用的传世版本，对几乎全部
相关文献进行了考校，熔铸了他长期
研究南北朝历史的深厚积累，在原有
点校本基础上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和完
善，较好地完成了点校本《南史》的

升级换代。原点校本“二十四史”暨
《清史稿》的突出特点，是凝聚了当时
文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名家大家，参
与者阵容豪华，皆一时之选。新修订
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继承了
这一优良传统。张金龙教授应邀参与
这一重大工程，他所主持修订的《南
史》，得到读者的好评和认可，充分说
明了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所达到
的水平和高度。

关于《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
我在10多年前就看过部分初稿，本来
是要收入甘肃教育出版社九卷本《北
魏政治史》中的，但张金龙说考虑与
全书主题有异，决定另行出版，我也
只好表示赞同。其实 《北魏政治史》
中也有不少关于社会经济的内容，只
是《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更为系
统全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十
几年后才出版；更令人欣喜和钦佩的
是，这部新书比之原来的初稿，无论
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真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看来等待这么长
时间还是值得的。是不是可以说，该
书是关于北魏社会经济制度最具系统
性的一部著作？虽然是专论北魏社会
经济制度，但其实有更宏阔的视野，
除了从中国历史上作贯通的考察外，
同时与国外的经济现象作比较，更主
要的是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分
析，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经济史
研究中似乎还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工
作。在和张金龙的交谈中，得知他近
年深入研读理论的情况，今天很高兴
看到他将理论和具体的历史研究结合
起来的成果已经面世。

一个学者的成长，离不开他教书
育人的环境的滋养，离不开学术著作
的出版平台。作为张金龙教授的朋
友，我要向关心、关爱、支持、扶持
张金龙教授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各位师
友们，中华书局的各位师友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
记、社长）

张金龙教授和他的《南史》修订本
□黄强

张金龙张金龙

本文作者编辑的张金龙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