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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邵阳的文化学者们组建
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魏源文化
研究，编辑《魏源文化》杂志，推出了一批研
究成果。这些成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
们将魏源研究置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之中，追本溯源，找到了中国近现代化的
起点，提出了“魏源不仅是我国最早睁眼看
世界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而且是中国近现
代化的启蒙大师”的观点，这是魏源思想研
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
重大进展。他们认为，近现代化，从世界范
围来讲，就是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
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具有三个特
点：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二是经
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三是思想上的理
性化、科学化。中国近现代化，起始于1860
年之后的洋务运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
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三
个阶段：政治上终止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经济上
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工
业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思想上趋向于理性与科
学，打破了传统的闭关锁国与等级森严的
制度，正朝着民富国强之路迈进。在中国近
现代化进程中，魏源的思想闪烁着无比灿

烂的光芒，成为引导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的
理论宝库。

这种引导，首先是学风引导与建设。在
中国近代那样一种禁锢的历史氛围之中，
开启新的学风难于上青天。恰恰在那样的
环境中，魏源成为经世致用思想的集大成
者，开启了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研究、学校
教育的新风气，使读书的人群摆脱“锢天
下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乾嘉学
风，而转向将读书、研究与治理国家、政治
建设等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现实，关注民
生，关注国家前途。这种转变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魏源思想影响、造就了中国近现
代大批人才。本书的作者们认为，魏源不
是在课堂上直接讲课培养人才，而是通过
他的思想，及其务实的理论、治理的方法、
教育的理念，来影响为政者的学风和执政
理念与人才培养。道光以后，清朝各书院
的讲学，转向经世致用。湖南长沙的岳麓
书院和城南书院，本来就讲究经世致用教
育，此后，更加以开放的态度来培养实用
人才。曾国藩、胡林翼等大批湘军干将，都
深受这种学风的影响。毛泽东早年在湖南
第一师范读书，该校的前身即是具有浓厚
经世氛围的城南书院。他们都不是读死书
的人，因此，拿起笔杆子可以治国，拿起枪
杆子可以安邦。

对于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一书，本
文集的作者们超越了地理的概念，站在纵
览世界全局的高度来阐述其历史意义和价
值，认为该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巨著。自
此，国人开始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对世界
不再是闭目塞听和两眼黑。具体表现在：一
是改变了国人盲目自大的思想。古代国人
均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就好像北斗星一样，
被众星拱卫，加上地大物博，这种思想就更
是根深柢固了。二是认可西方文化。中西文
化最大的差异是一个讲道，一个讲艺。在中
国古代的词汇中，有道、艺、术、技、巧等概
念，唯独没有“科学”一词。在魏源《海国图
志》一书问世之后，人们对西方以艺事为主
的文化，逐渐接受，并找到结合点。左宗棠
曾指出，不能用中国的道来否定西方的艺，
也不能用西方的艺来否定中国的道，而是
要两者结合，各取其长。这种思想后来被张
之洞演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到五
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大力宣传“德先

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尤其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西方文
化在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以迅猛
之势影响中国近现代化进程。

魏源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
甚。”一是改革弊政。魏源主张新疆设省，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
京城”；改革兵制，主张招募土著、以免调
兵，淘汰劣兵、增强战斗力，推荐西洋国家
的练兵法，发展海军、使用枪炮，他的这些
军事改革思想，后来基本上被湘军将领曾
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采纳。二
是推进国家制度改革。他征引《地球图说》

《地球备考》等书中的材料，介绍了西欧和
美国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
导的戊戌变法，其思想根源在于魏源。三
是促进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的主要代表
有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地方总督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
采纳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
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富国强兵，
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
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
工业，开办了一批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
近现代化人才；开办翻译局，大量翻译外
国资料；创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派遣
留学生出国学习；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军
事改革。四是推动教育改革。中国教育从
传统的科举制向近现代教育制度的转变，
就是由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发展
而来的。因为要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
就必须学习外国的语言，学习外国的教育
制度和教育方法，再到发展军事工业，民
用工业等领域，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
型与发展。

……
为了展示魏源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大作用，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
院从《魏源文化》杂志及《邵阳学院学报》等
有关期刊中选录了论文20余篇，汇成《魏源
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一书，由团经出版
社出版。本人受托为该书作序，作为魏源故
乡人，盛情难却。故略纪梗概，以志盛举。

是为序。
（萧致冶，武冈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序与跋

《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序
萧致治

曾令超是我国当代著名盲人作家。《人
生跋涉》是他的一部自传。我曾研究并评论
过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也曾隐
约猜测到他的文学创作带有某些自叙性的
色彩；但是，直到我认真地读完这部长篇自
传后，才更深地了解了因仗义勇为而负伤
失明的法官为什么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
路 ，并 能 取 得 如 许 的 创 作 成 绩 。

曾令超以他朴素而生动、切实而具象
的描叙，在自传中，写出了一个倔强勇毅的
革命者在坎坷曲折的人生长途中永不止息
的奋斗精神；而他在几乎陷入人生的黑暗
绝境时找到的文学之路，正是他不忘走进
革命队伍时的初心，一仍其贯地在一个新
的生活领域里继续践行其奋发自强的人生
追求而已。《人生跋涉》提供了一个革命者
艰难跋涉，向着崇高的生活目标不断提升
自己的能力，不断纯洁自己的心灵的人生
典型。

若要具体地概述一下《人生跋涉》的价
值，我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曾令超
在因公负伤失明之前，从少年到中年生活
历程的叙写，简洁而真挚地写出了一个出
身贫寒的农家少年，在新社会的阳光雨露
化育中，在党的教育浸润下，怎样成长为一
个有觉悟、有文化、能思考、富情义的与时
俱进的时代新人。这个成长的过程是平常
的，也是奇崛的。因为这个农家少年酷爱读
书，也酷爱自由，对不平等有异常的敏感，
对正义也就有执着的追求。他既尝过生活
苦涩的滋味，也不时放飞自己对真、善、美
的遐想。他像一只倔强而踏实的“水牯”，上

学就天天向上，刻苦钻研，努力做品学兼优
的学生，储学以待时代转机。回乡务农则学
瓦匠、学犁田等劳动本领，当保管员的短暂
经历，也成了初任公职、严格律己的一番历
练。回到母校当民办教师，上完师专当中学
教员，他就勤学苦练，恪尽教师的天职，知
难而进，硬是把一个差班带成了向优选班
看齐的好班，自己也成了深受学生爱戴、家
长称许、领导表彰的先进。 当然，这一切
看起来是那样平常，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
旗下的那一代人普遍经历过的。难得的是
曾令超结合自己的家庭状况、身处的“小社
会”状态、亲历的时代进步与转机，在一件
件生活细节的描写上，打上了自己倔强而
敏感的个性烙印，写出了人生曲折中个人
内心的起伏，这就使读者看了，常常有感触
相通、同声相应、有会于心之慨。

这本自传的价值的另一方面，或更为
世人看重的一面，就是曾令超见义勇为负
伤失明后，一度陷入茫然困厄之中奋而学
习文学创作，几经坎坷，终渐有成的不平凡
的历程。这是大多数富有同情心、能够设身
处地体味视障人士处境的读者所不能不叹
服的。曾令超为什么能？是他有过人的文学
异秉吗？还是他得到了贵人的点拨、识拔？
粗看起来都有一点，但都不是根本。根本的
原因在于他在此前所接受的教育和历练
中，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朴素的党性的共产
党员了，同时也成长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坚毅的品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与人交流、
互润感情的能力了。总之，他具备了丰厚的
生活积累的潜能，又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

性，一经友人的点拨，识者的扶植，自然就
破土而出，在他那身处的特定时空中，迅速
获得了社会的回响、受众的接纳，成为夫夷
江畔、崀山脚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了。

在这个借文学的“亮眼”重获光明，凭
改革开放的新时势而走向成功的坎坷曲折
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是特别应该注意
的。一是曾令超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关中

“友”这一伦的珍重和描写，另一点是曾令
超在学习和尝试以笔墨问世的道路上那种
超乎常人想象的锲而不舍的韧劲，愈挫愈
奋的干劲，敢试敢为的闯劲，这也是我们从
他的坎坷跋涉的人生记录中所应珍摄的宝
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曾令超平凡而轶
群、踏实而雄迈的人生，不正好可成为我们
每一个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进的读者的
借镜吗？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室主任研究员）

◆读者感悟

《人生跋涉》读后
曾镇南

灯谜属民间文艺范畴，是汉
字派生出来的文艺形式。它的
制作，主要依托于汉字一字多
音多义 、一词多解，以及汉字
义、形、音诸要素的复杂变化。
其史迹源远流长，内容包罗万
象，作品雅俗共赏，意趣健康高尚，受众遍及城乡。在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今天，邵
阳市政府认定邵阳灯谜是文化瑰宝，不仅批准将其列
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保护，以利传承；还
在主持编纂《邵阳文库》这项文化大工程时，将其列为
入编书目，促其成稿，助其出版。这一系列举措，实在值
得点赞。

或许有人不解：谜乃小道，历来难登大雅之堂，只
在假日节庆期间供平民百姓猜一猜乐一乐就行了，如
此厚待它，到底它有何价值呢？

灯谜肇始于《弹歌》，发端于隐语。远古聚居于雪峰
山麓的先民，已借助隐语传递渔猎信息和表达宜忌。隐
语孕育并演变成谜语。谜语通过民众口耳相授，以及歌
谣俚谚、地方曲艺、杂书逸闻而广泛流传，产生并发展
成为文义灯谜。灯谜这种独到的艺术形式，渗透进了国
人血脉，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朝野的交替变
迁，人间的悲欢离合，都能在灯谜中找到踪迹。因而，系
统发掘和研究历代谜艺中蕴含的人文掌故、野史资料，
有助于鉴古观今，资治教化，具有相应的历史价值。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始将谜语纳
入文学范畴。故民间谜语素称口头文学，文义灯谜被褒
称为微型文学。灯谜的遣词拟句，谋面立意，都颇费匠
心。“谜圣”张起南称其有三品：传神阿堵，余味盎然，是
为神品；文章天成，妙手偶得，是为能品；别开生面，妙
造自然，是为逸品。明清以来的历史演义、志怪小说、戏
曲传奇、风情趣话等诸多作品中，借用灯谜展开故事情
节，刻画人物性格，寄寓自身情感，揭示作品主题，已蔚
成风气。尤其是清代，谜艺成熟，谜风鼎盛，后人有楚
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灯谜之说。灯谜
被归结到一代文学之林，恰恰见证着它具有较高的文
学价值。

灯谜的谜面精练短小，内涵却无所不包。举凡古史
今事、天文地理、宇宙万物、百科知识，皆可囊括入谜。
此所谓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然灯谜作为
中国特有的益智性、趣味性、知识性的异化思维文化现
象，有它自身的艺术和美学品赏规律。制谜要求文通字
顺，意贯气联，扣合熨帖，剪裁得体。猜谜要求掌握谜
理，知识面广，善于动脑，巧运神思。无论制谜或猜谜
者，都应去驰骋联想、探索谜底；谜中的词性转换和概
念推理，都应合乎逻辑，不悖常情。

当代邵阳灯谜，有其艺术魅力和恒久价值。犹如一
面镜子，它反映了邵阳人民的新生活新思想，折射出城
乡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尤其是 1982 年以来，谜艺文
化活动由“自娱自乐型”的消闲嗜好，逐渐打造成讴歌
改革开放、助推经济发展、愉悦市民身心、开展海内外
交流的广阔平台。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
承，更是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关系到国家文
化凝聚力，关系到文化生产力的形成和延续。具体到对
待灯谜这类古老而独特的民间文化，则应与时俱进，适
应新常态，寻求新机遇，力求在精心保护中开发创新，在
开发创新中深化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产
力。具体到谜人队伍，都应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
己任；当务之急要在年轻一代中，发现新谜手，搞好传帮
带，培养接班人，迅速改变创作队伍萎缩乃至后继乏人
的现状。具体到谜艺活动，要始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坚持寓教于娱，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发正能量。

让我们齐心协力，将邵阳灯谜这朵文艺奇葩，打造
成团结市民共圆中国梦的得力助手，打造成邵阳本土
联络外部世界的文化名片，为构筑和谐安定的美丽家
园增光添彩。

（曾令禄，邵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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