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康、雍、乾相比，嘉庆王朝更像是一个符号式的存
在，学术研究的不充分导致此一时期的历史风貌模糊不
清。嘉庆帝既未像其父乾隆帝那样延续盛世，亦未像其
子道光帝那样开启屈辱的近代史。嘉庆帝统治前后的盛
衰交替不禁令人思考：清朝迈入近代的前夜到底经历了
什么？曹志敏老师《十字路口的大清——盛衰之际的嘉
庆王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一书中，用近代前
夜的观察视角与多面立体的人物塑造，带我们解开这些
疑团，弥补了学界对嘉庆王朝研究不足的缺憾。

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提及“要注意惰
性力量对许多社会创造的特殊作用”。谈到嘉道时期清
朝的“中衰”，我们应该注意到许多问题并非鸦片战争之
后突然暴露，而是在乾隆“盛世”已显端倪，作者大量运用
档案类史料与诗歌史料，运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分
析“近代前夜”这种“惰性”变化。

嘉庆帝获得帝王，依靠的既不是雄才大略也不是阴
谋权术，而是在皇兄御弟不幸夭折和性格缺憾之下，凭借
温良乖巧的处事得到乾隆帝的宠爱。嘉庆帝以内禅方式

登上帝位，已经37岁的皇帝还要随时聆听太上皇圣训，40
岁才真正亲政，这使嘉庆帝缺少处理政务的经验，亲政后
的政治手段略显稚嫩。但嘉庆帝所处的时代却处于急剧
动荡的变革时期，在自然环境方面，此一时期正处于“小
冰河期”，灾害性气候不断，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水灾
频发，加上旱灾、蝗灾与瘟疫频繁出现，人口经历盛世滋
养已迅速膨胀，谋食艰难，使得嘉庆王朝面临诸多考验。
加之乾隆后期吏治腐败，官员因循疲玩难以纠正。“嘉庆
中衰”成为时代象征，但在嘉庆帝眼中仍“自我感觉良
好”，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剧烈变动，但这种疲态已把中国
拖入“近代前夜”，近代中国的诸多矛盾在此皆有迹可循。

“近代前夜”的观察视角在嘉庆时期的中国与世界问
题上多有体现。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并不
能阻挡世界联成整体的大趋势，洋人对中国海岸线暗中
考察，外国货物正在加大对华倾销，为日后西方列强发动
战争作了准备。来华外国人还对中华文明进行研判，当
时包括嘉庆帝在内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知，反而出现阿
美士德使团来华时，因为跪拜礼仪问题，以和世泰为代表
的满清大臣企图抓住阿美士德胳膊“强制行礼”的荒唐做
法。此时，嘉庆帝仍陶醉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系之内，甚
至以禁止与洋人贸易来惩罚这些国家，事实上西方国家
正处于经济、政治的急剧上升时期，世界联系日益紧密，
清朝却进一步丧失融入世界潮流的机遇。

“长时段”还可以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
上加以考虑，作者看待嘉庆时期的历史问题更多站在中
国传统社会自身的局限性来理解。延续两千多年的“秦
汉之制”和“表儒内法”这种制度设计和选择尺度，对整个
传统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影响极深。放眼嘉庆帝的治
国思路，无论是防弊过甚还是为政尚宽，都是这种传统政
治建构的外延，这些措施能解决掉地方势力的“尾大不
掉”，同时造成官场因循疲玩的局面。作者力图通过揭示
嘉庆王朝整体风貌和面临困境，从“长时段”中产生对历
史经验的思考，同时注意制度沿袭的动态过程和制度背
后人的力量，力图呈现“活”的制度史。

嘉庆王朝在整个清朝政局中处于十字路口的位置，
多方面的因素让整个王朝已有无力回天之感，作者对嘉
庆帝的人物形象做出较为恰当的评判，让读者感悟历史
真相的同时，对嘉庆帝这一人物产生更多思考。嘉庆帝
治理国家确实缺少一双“辣手”，政治思想上受自身温良
性格以及帝师朱珪的双重影响，在儒法两种思路上更偏
爱以德治国，以正治正，从而执行一条为政尚宽的路线。
这种做法对整个政局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终止了“文字
狱”，在广开言路方面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因为嘉庆帝的
过分纵容，使因循疲玩成为百官群像，从而对整个官场习
气难以纠正。其次，嘉庆帝办理各省财政亏空采取徐徐
办理的措施，在整治吏治中更多的是苦口婆心，暴露出嘉
庆帝缺乏魄力甚至软弱的一面。

但嘉庆帝并非是无道之君，相反具有实干色彩。从
铲除和珅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上，可以看出嘉庆帝的忍
性与谋略；亲政后推崇尚实精神，一改往日粉饰虚夸作
风，并且做到终身坚持；在位期间又推行大型文化工程，
编撰《全唐文》《大清会典》等典籍。这种立体多面的塑造
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饱满，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并不是非
黑即白模式，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读者自有判定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真实客观展现嘉庆朝的人物
群像时，图书的细节设计展示出历史学者独到的人文关
怀。书中插入成亲王永瑆、洪亮吉、刘墉、朱珪、阮元等人
的书法作品，还有乾隆印玺，紫禁城隆宗门匾额，和珅府
邸嘉乐堂匾额，朝廷禁令碑拓等，可以使读者通过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图像来感知历史。此外，本书以做了青绿
色处理的《平苗图》作为封面，给人以清新典雅的艺术感，
本来嘉庆王朝积弊丛生，而封面设计匠心独具，以一股清
新风给忙碌的现代人以轻松愉悦的享受！相信此书能给
读者以轻松的阅读，还有
对清朝政治制度、社会问
题的深度思考。（作者系天
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2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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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古人读书的巧功夫

奈曼旗志

近代前夜的观察视角与多面立体的人物塑造
——评《盛衰之际的嘉庆王朝》

文/袁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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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最近三个月《通辽日报·书香》到全
市新华书店购买推荐图书的读者均可享8折
优惠（仅限个人，每人每次限购3本）

作者：三书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编辑推荐：
作者从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等古代

文学作品中选取了大约200首经典诗词，以
其“闲言三两，意境汪洋”的独特叙述方式，
触发读者关于诗词的感受和记忆，与熟悉又
陌生的日常意象重新对话，在充分赏读佳句
的同时体悟诗的意境。

诚如作者所言，读诗不是为了验证一个
表象的世界，不是为了从外部去解释一首
诗，而是从内部去体验它的丰富，跟随那些
如露水或匕首的词，开启我们自身灵魂的历
险和漫游。

作者三书，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新
京报书评周刊·“周末读诗”专栏作家。已
出版《魏晋时期〈庄子〉阅读史》《周末读诗：
细雨湿流光》、儿童绘本《打灯笼》等，译著

《昨日我是月亮》、绘本《妈妈》《古罗马先哲
系列：如何冷静》《古罗马先哲系列：如何老
去》等。 （本栏目内容由新华书店提供）

作者：郝永平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本以新奋斗为主题的理论通

俗读物。书稿从新奋斗的理论基础、时代背
景、科学内涵、价值追求、总体要求共五个方
面，系统论述了面临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共同奋斗、顽强奋
斗，以推动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更加富
裕、在精神生活中更加富有，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
考价值，有助于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
干、勇毅前行，传承和发扬伟大奋斗精神，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作者：Yolk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编辑推荐：
本书中的漫画展现了一个蛋蛋视角的

人类世界，在复杂的成人社会里，它像是一
个避难所，里面所有的感情都直白而纯粹。
将人类世界的情感藏在很小很小的事情里，
构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暖，能轻易地触动
每一个阅读的人内心柔软的地方。

漫画深入纯文字有时难以把握的生活
肌理与内心世界，把很多人生感悟，用有趣
的对话展现出来，释放直击心灵的治愈力，
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满满热爱，给更多生活在
焦虑、压力之下的人带去安慰和力量。

作者 Yolk，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善于
从生活中微小的事物中发现灵感创作漫画，
有很多奇思妙想。每年吃的蛋黄总量远超
常人，用“蛋黄国外交大使”的身份，向人类
传达蛋蛋在人类世界的“所思所想”。编 者：奈曼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 版社：方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奈曼旗志》是奈曼旗有史以来第一部通志，是奈曼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丰硕成果。全书存史与借鉴并
重，具有“资政、存史、育人”的重要作用。志书以求实的笔
触、翔实的史料、密集的信息，向世人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
的历史画卷。它详尽地记录了奈曼旗的历史沿革、物产资
源、风土人情；记述了自17世纪中叶以来，勤劳勇敢的奈曼
各族人民开发建设家园的宏大历史；再现了近代特别是抗
日战争时期，奈曼人民以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英勇抗击日
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壮烈场景；追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奈
曼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
国，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奈曼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战天斗地，艰苦创
业的伟大业绩及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

该志其记事时间范围上限自有奈曼建置始，下限至
1998年。全面记述了奈曼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
历史与现状。全书共 30篇、123章、443节。篇次为：建置，
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宗教习俗，方言，农业，畜牧业，林业，
水利，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税务，金融保
险，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

奈曼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西南
部，科尔沁沙地南缘。全旗总面积 8159 平方公里（1223.9
万亩）。旗人民政府驻地大沁他拉镇。全旗辖 13个苏木、
13个乡和 5个镇，共 31个乡级区划，529个嘎查村，12个居
民委员会。奈曼历史悠久。古为东胡、匈奴、乌桓、仙贝、
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游牧地。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将奈曼部划为一旗，袭用原名，称“奈曼旗”，
列外藩蒙古内扎萨克旗，直隶于理藩院，划分佐领（苏木）
50额。

奈曼地形地貌一般称为“南山、中沙、北河川，两山、

六沙、二平原”。 旗境内北有 7 条大小河流年径流量 607
亿立方米。奈曼气候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半干旱气
候。全旗总面积中可耕地 173 万亩，林地 430 万亩，天然
草牧场 150 万亩，可养鱼 13 万亩，发展农牧林渔业条件优
越。

《奈曼旗志》是认识奈曼、了解奈曼的重要“窗口”。透
过这个窗口，能够全面、深入、客观地审视奈曼的历史与现
状。《奈曼旗志》作为传播友谊的桥梁，传递信息的载体，促
使奈曼与外界更为广泛地对接，把旗内外、区内外、国内外
的家乡亲人、关心奈曼改革与发展的四海友人紧密联系起
来，使奈曼以良好、全新的形象，以坚实、稳健的步伐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本书藏于通辽市图书馆地
方文献部，欢迎查阅。

（本文由通辽市图书馆萨
出日娜整理）

李振生老师的新作《开鲁农耕民俗》令我耳目一新，感
悟颇深。全书共分农业生产，能工巧匠，衣食住行，风俗民
情，民间故事等五个栏目，共五十一篇。一本不足两百页的
小册子，将开鲁从建县至四五十年前乡野村屯的屋里屋外、
家里山上、生活所需、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条理清晰地一一
讲述。正如方纲先生所言：“世上的味道很多很多，只有泥
土的味道，才是人们总也品味不尽的。李老师这本书里到
处都流淌着泥土的味道”。笔者由此认为，《开鲁农耕民俗》
确是一本难得的开鲁地区农耕民俗方面的百科全书。

读罢掩卷，笔者有两点体会：一是书中的《从前种地那
些事》《放牛》《踩打瓜》《毛驴拉水车》《攒绳子》《编筐窝篓》

《脱坯打墙》等多篇文章既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产方式、生
产力现状，又是作者亲身经历和实践特有感悟的精辟总结，
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的清香，这恰恰说明作者是一个体验
生活、眷恋生活、把握生活、了解生活、充实生活、热爱生活
的人。他能把过去生活中经历过的人和事，用语言文字串
联起来，分门别类，并著书立说。这就是作者的过人之处，

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正因如此，他的文章在谋篇布局上，虽
然没有成本大套铺垫和四梁八柱宏伟的框架，但读后却能
入心入脑，很接地气，耐人寻味，常有一种浓厚的亲近之
感。例如《忘不了妈妈做的实帮纳底鞋》一文中，虽没有一
句写妈妈做实帮纳底鞋的辛苦，却从侧面的描写中体现和
衬托出母亲的艰辛和慈爱，勾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使人回味
无穷。总之，笔者认为本书语言朴实无华，故事情节趣味横
生，叙事条理清晰明了，思维逻辑客观实在。

二是乡土气息浓厚。《开鲁农耕民俗》一条主线贯穿全
书。整篇都在讲述广大农村和农民身边的人和事儿。正如
王才老先生所说：“李振生老师的这本《开鲁农耕民俗》不是
文学作品。是在记述和研究开鲁地域的方俗，方俗就是一
个地方的习俗，是一个地方固有的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地
方性。”开鲁的地方性有史以来就是农业县。突出的特点就
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作者就是以农耕民俗为切入点构成
本书的主要内容。例如《请年过年和拜年》《高跷秧歌》这些
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如实地再现了当地传统的过年文化。
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对于继承和发
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了推动和保护作用。就本书的文采来
说，笔者认为虽说写的是农耕民俗，但内容却不俗，相反它
带有“异”和“新”的基因，如一桌农耕民俗的文化大餐展现

在读者面前，五十一篇文章就是五十一道民俗文化大餐，荤
素搭配，色味香俱全，让读者尽情地吸收全新的带有乡土气
息的营养，并能捕捉到从其他同类书籍中看不见的文化内
涵。笔者虽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但对于一些农具固有的
名称和民谣的由来，还是从本书中才学习和知晓的。这对
于笔者来说，倒是新鲜得很。书中提到的农具名称如：镐
牉、梨千金、瞎摸、稠、木瓜等。民谣如：“不怕头遍晚，就怕
二遍撵”；“骑着青龙马，手使钩连枪，斩草兵百万，累得臂痛
腰酸，头上抹一把，汗珠甩下一片”；“三百六十行，最好放牛
羊，冬冷找阳坡，夏热找阴凉”等等。

农业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物质文化现象，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过程、生产经验等方
面的模式化行为。而农耕民俗从具体民俗现象看，它是包
括植物种植和动物养殖在内的农作民俗。笔者以为，与其
称本书为《开鲁农耕民俗》倒不如说是《开鲁农业民俗》更为
贴切。全书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过程，生产经验等物质
文化现象，已超出了植物种植和动物养殖方面的范畴。这
是笔者个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和认
识。当然，无论是“农耕民俗”也好，

“农业民俗”也罢，把它定为此类知
识的百科全书并不为过。

抄写，似乎是笨功夫、死功夫，但在许多饱学之士看来，
却是读书的巧功夫。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
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
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
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
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
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
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
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
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抄书也不仅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它本身即是一种读
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
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

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
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
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

“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抄书是“录”的过程，也是“校”的过程，“校”即校勘。在

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
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致使
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
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
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
误。所以古人读书，在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
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
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

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
书也是这样。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
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
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
是非之难。”

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
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
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
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此后，人们发现
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
刊本翻刻的，这个刊本中
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
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

（来源：阅读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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