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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农是一位世界级大史学
家。然而，在一本出版物上，却只称
李剑农为政治经济学家。上网发现，
百度百科也是这么介绍的。可见，对
作为历史学家的李剑农的史学地
位，确有宣传一下的必要。

李剑农1880年出生于隆回滩头
古镇。他早在1906年就加入了同盟
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学的是
政治经济学，后又到英国学习欧美各
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终身从
事的是史学研究和教学，并成为具有
国际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

1924年11月，李剑农因与湖南
军阀赵恒惕产生政见分歧而脱离政
界。1927 年，李剑农赴上海太平洋
书店任编译主任，在撰写《中山出世
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等书外，集中
研究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其《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
一书共60多万字，以孙中山的出生
年份为起点，对国内几十年来发生
的重大事件做了系统而翔实的梳理
与记述。

1930年秋，李剑农受聘为武汉
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
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在此期间，他
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1942 年，他

删除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
的“导言”、第十二章，增加了四个章
节，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该
书先后出版过10多个版本，受到中
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1931年，邹韬奋称赞道：“关于
历史的书，往往有枯燥的毛病，使读
者看了觉得昏昏欲睡，但是《最近三
十年中国政治史》……不可谓不厚，
却能使读者看下去很像看小说……
著者对于繁复的材料有如左右逢
源，拈来即是，整理之有条不紊，评
述之明白畅快，能使读者对于以往
三十年中我国的政治事实得到很清
晰的概念。”1947 年，《中国近百年
政治史》由商务印书馆制成平装本，
分上下两册出版，1948 年再版。以
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大学
和出版机构又多次再版。特别是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该书由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邓嗣禹
翻译成英文版后，在国际上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2013 年，武汉大学出
版社在国内首次推出该书的英文
版，并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
书。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方面，李剑
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
挖掘史料、建构史实，于 1943 年出

版《中国经济史讲稿》。1957 年，他
的三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由三
联书店出版，其中包括《先秦两汉经
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
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中国古
代经济史稿》被称为中国古代经济
史学科肇始期的代表作，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中国经
济史多卷本著作，被用于全国高校
教学参考教材，受到学术界的推崇。

作为中国近代史和古代经济史
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李剑农的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中国古代
经济史稿》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重
要参考书。他的史学成就与地位，得
到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定。
1991年，《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
出版，李剑农与郭沫若、陈寅恪、范
文澜和顾颉刚等 14 位中国籍史学
家被收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
14名史学家中邵阳籍的占3人，分
别为魏源、李剑农和吕振羽。
（陈扬桂，邵阳市党史联络组成员）

煮酒论史

李剑农的史学地位
陈扬桂

近日，高健的《微型小说的叙述艺
术》一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消
息刷屏了微型小说作家和研究者的朋
友圈，原因有二。

一是与作者的身份有关。作者高健
是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故事会》杂志副主编，具有多年的编辑
经验和操办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重大活
动的经历。作为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发展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本数年磨一剑的
新书是他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思考
和认识的阶段性总结。因此，大家对他
的新书充满期待。

二是与该书的内容有关。尽管古今
中西微型小说作品甚多，但现有微型小
说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个案研
究多，整体性研究少；分析写作技巧的
多，关注作家创作理念的少；印象式批
评多，史料研究和比较研究少。其中，从
写作学角度分析单篇微型小说叙述艺
术的文章虽有不少，但从叙事学的角度
专门研究微型小说的著作屈指可数。叙
事学是小说研究的显学之一。无论是微
型小说作家还是微型小说研究者，对此
书的出版自然会高度关注。

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是一部
微型小说叙述艺术的探骊之作，给我留
下了三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学
术视野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进行再审
视。作者没有被当下微型小说创作的喧
哗与骚动所影响，而是从微型小说历史
发展的角度客观评价微型小说的“自
在”与“他在”，以及“境遇”与“演进”；辩
证看待微型小说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
绩和不足，认为微型小说在创作思维方
式上存在强调作品故事情节性的“故事
叙事派”和强调人物驱动的“文学叙事
派”，各美其美；微型小说研究有不同群
体，但研究内容集中在发展历程、文体
特征和创作规律，其他基本理论研究则
分布不均。同时，作者指出今后需从文
体名称、篇幅体量、文体特征等方面加

强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论体系研
究，并提出建立三大话语体系，即“以文
体认同为主题的微型小说学术话语体
系”“以艺术认同为主题的微型小说官
方话语体系”和“以价值认同为主题的
微型小说叙述民间话语体系”。这些观
点持之有据，足为后来者镜鉴。

第二个印象，以平易近人的理论话
语探究微型小说叙述艺术的审美与方
法。在叙事学中，“叙述”既可以指讲故
事的一种特定形式，也可以指整个表达
层面或讲故事的行为本身。因此，微型
小说如何讲故事、塑造人物、设置时空
环境，用什么样的叙事语言、叙事视角
来传情达意等，都是该书的探讨内容。
作者以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诗性思维
为经，以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细读等
批评方法为纬，结合具体的微型小说作
品来阐释微型小说叙述艺术。作者的理
论叙述极力避免叠床架屋的概念和诘
屈聱牙的术语，而是结合作品条分缕
析，化繁为简，言浅意深，可见作者作为
资深编辑超于常人的理论素养与表达
能力。

第三个印象，以与时俱进的批评态
度总结微型小说叙述艺术的实践与经
验。作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副会长兼
秘书长，作者与当下微型小说作家联系
紧密，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微型小说作家、
作品动态，并及时批评微型小说新作，归
纳总结微型小说艺术的实践与经验，指
导微型小说创作。在对刘斌立的微型小
说《东归》的评介中，高健聚焦叙述者与
时代的关联，鼓励微型小说创作响应“文
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时代
号召；在对安谅的微型小说《你是我的原
型》的评介中，高健关注叙事对象的大众
化，确认微型小说是“平民艺术”；在对赵
淑萍的微型小说《十里红妆》的评介中，
高健畅谈乡土叙事，要求提升微型小说
书写乡土中国的文化自信！

（袁龙，邵阳学院副教授、邵阳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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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 言浅意深
——高健《微型小说的叙述艺术》印象

袁 龙

在我珍藏的荣誉证书中，有三张
尤为珍贵。它们分别见证了我在不同
领域的成就：2006 年，我荣获“邵阳
市优秀教师”称号；2013 年，我被评
为《邵阳日报》优秀通讯员；2022年，
我的《邵阳名胜楹联五副》在邵阳县
第五届文艺奖诗词楹联类中脱颖而
出，荣获三等奖。这些荣誉的背后，离
不开《邵阳日报》的默默陪伴与助力。

自1991年成为乡村中学语文教
师以来，《邵阳日报》便成为我工作中
的得力助手和良师益友，我每日必读。
她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让我
在教育教学上受益匪浅。我常用其生
动实例引导学生阅读和写作，激发他
们的创作热情。其中，尤以“教育”版和

“青少年文艺”版最受学生喜爱。在我
的鼓励下，学生们踊跃投稿。他们的作
文纷纷在《邵阳日报》上亮相，这无疑
增强了他们学习语文的信心。

除了指导学生，我本人也积极利
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2006 年，《邵
阳日报》刊发了我的《“拨”电话不是

“拔”电话》一文。这是李日新老师主
持的“咬文嚼字”栏目中的一篇。李老
师的手写录用通知信件，我至今珍藏
着。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蓝”“篮”
不分令人憾》《“启示”不同于“启事”》
等多篇文章。2006年10月26日，《邵
阳日报》“教育”版面更是以《洒向教
坛都是爱》为题，报道了我的教育事

迹。这一年，我荣获了“邵阳市优秀教
师”荣誉称号。

担任学校办公室主任后，《邵阳
日报》成为我发布新闻稿的重要平
台。我的第一篇新闻稿《筚路蓝缕建
新校》在《邵阳日报》发表后，获得了
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我拿到那期报
纸后，认真比对了发表稿与原稿的区
别。通过比对，我渐渐掌握了写新闻
的要义，并每年发表数十篇新闻稿，
多次被评为邵阳县教育系统新闻宣
传先进个人。

我的工作岗位虽有所变迁，但我
对《邵阳日报》的热爱却始终如一。尤
其是“艺术”版中的“邵阳名胜楹联”栏
目，让我发现了楹联创作的乐趣。2019
年8月2日，我的首副对联作品发表
了，这标志着我正式踏入了楹联创作
领域。2022年，我的《邵阳名胜楹联五
副》，荣获邵阳县第五届文艺奖诗词楹
联类三等奖。在此次评选中，我是唯一
的楹联类获奖作者。

我与《邵阳日报》携手同行了三十
余年，在她的陪伴和助力下，我不仅在
教育教学、新闻写作和楹联创作等领
域取得了成就，更在人生道路上收获
了无数宝贵经验。在此，我要向《邵阳
日报》致以衷心的感谢：“谢谢您！是您
给予了我力量与勇气，让我在人生的
道路上不断前行。”
（罗乐洋，任职于邵阳县教育局）

谢谢您，《邵阳日报》
罗乐洋

漫画家邢子云有一幅漫画，上
面部分画的是一位年轻男子与他的
女友在餐馆进餐，桌上的酒菜十分
丰盛。男子说：“我爸有钱，多来两
菜。”下面部分画的是老两口在家里
吃饭，桌上仅有一碗难觅油荤的菜。
老妇说：“咱儿结婚，少吃两口！”由
此，我想到了民间流行的一句话：

“娘肚里有十个崽，崽肚里冇一个
娘。”这意思是说，父母对儿女“十”
分疼爱，倾情付出；而某些儿女对父
母却是“零”关心，有的甚至还要“啃
老”。两相对比，令人扼腕！

小孩子要上学，其爸爸与爷爷
陪送。途中遇雨，可只有两把伞。爸
爸将伞为小儿子挡雨。爷爷将伞为

“爸爸”（也就是他的儿子）挡雨，他
被淋成了落汤鸡。这是我的漫画《儿
子》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

著名漫画家李二保有一幅漫画
《三句半》。画中有兄弟三人在议论：
老大说“父母生我兄弟仨”，老二说

“都已长大成了家”，老三说“二老年
迈谁负担？”最后兄弟仨异口同声地
说：“该他！”这个“该他”指的是谁
呢？原来老大指的是老二，老二指的

是老三，老三指的是老大。兄弟仨都
在推卸赡养父母的责任。

我的漫画《断食日》也是画的兄弟
仨。他们签订了一纸“养父协议”：“老
大老二老三，每月各养十天。”这样，问
题来了，“大月”（有31日）的最后一天
怎么办呢？由于兄弟仨锱铢必较，不肯
吃一丁点的亏，老泪纵横的老父亲只
得勒紧裤带，忍饥挨饿一天。

在植树造林过程中，人们对那
些幼树，总要在其旁边插入一根木
棒，并将二者扎在一起，以便使幼树
长得正、长得直。据此，漫画家郑辛
遥创作了一幅漫画《可贵的扶持》。
此作中，幼树旁插入的不是一根普
通的木棒，而是象征老人的一根拐
杖。这就使作品有了深刻的寓意：青
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老一辈的
关爱与扶持。

年轻人追求浪漫，老年人也并
非不懂幽默。我画了一位老太婆拿
着一把扫帚打扫天花板，结果弄得
满身是灰。老头子见状便说：“你快
变成‘灰姑娘’了！”于是他对着老伴
身上的灰，用嘴吹，用手拍。这时老
太婆发话了：“你怎么也学会了吹吹

拍拍的呀！”
朝夕相处的老两口，一旦失去

一方，留下的一方往往会陷入一种
难以自拔的孤独感。我的一幅漫画

《失伴》对此作了描述。画中，一位老
先生坐在家中的一把长椅上，而他
右边是他老伴常坐的地方，这时只
有那根常伴随着她的拐杖静静地倚
在她的座位旁。墙上挂着她的遗照，
只露半张脸。老先生也只露半张脸。
他低着头，用手托着下巴。整个室内
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气氛。

我的另一幅漫画《黄昏恋》，画
的是一天傍晚，一位老汉坐在公园
的一把长椅上，一位老媪匆匆赶来

“幽会”。老汉问：“天黑了，你怎么才
来？”老媪答道：“来早了，怕儿女看
见！”由于老年人的婚恋（再婚）一般
不会被儿女们以及社会舆论看好，
所以两情相悦的老年人，也只能是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进行所
谓“地下恋”“黄昏恋”。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健康
长寿，早已超越了那个“人生七十古
来稀”的时代。我曾经在《讽刺与幽
默》上发表了一幅题为《达标》的漫
画，将 110 岁老人称为老寿星，将
100 岁老人称为寿星，将 90 岁老人
称为准寿星。据科学研究，人的正常
寿命有望达到120岁至150岁。看来
我的所谓“达标”，似有保守之嫌。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有关老年人的漫画
李化球

美丽田园 彭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