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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前言

印象中，开才先生慈眉善目，从容而淡定，谦逊而低调。我知道他在写散文，也看过几篇，是那种有
着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大散文。三年前，我回湖北黄石采风，在友人胡泊张罗的一个饭局上，他不显
山不露水地赠我一册刚出版的《磁湖秋月》，不禁令我刮目相看。    而这本《历史的雕塑》，则显得
更有分量，是他散文的精选与荟萃，凝聚着他历年创作的追求与探索、激情与才华、磨砺与心血。    
开才先生从事的本行，是新闻宣传及管理。新闻与文学，虽然都是耍笔杆子的“活路”，但要求却大
相径庭。有时，两种写作搅在一起，相互间还会“扯皮拉筋”的。因此，开才先生不得不具备两种不
同的创作思维及两副不同的写作“笔墨”。当然，新闻写作对现实社会的广泛接触，所具备的开阔视
野，以及对资料的多方占有等，于开才先生的文化历史散文创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阅
读《历史的雕塑》，我不得不叹服他对资料的占有之多与挖掘之深。    其实，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
，占有资料并非难事，难的是将这些资料“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这，也是衡量一个作家水
准之高低的关键所在。    开才先生于文化历史散文创作，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他的古文功底深厚，
精通古典诗词，对当代名家名篇，更是长期揣摩、精研不已。因此，他并未拘泥于这些大量占有的资
料，而是经过严格取舍，根据思想内容的需要，纵横捭阖，“为我所用”。于是，一堆“死”的资料
，就这样在一个个跃动着的具有“黄氏风格”的文字中“活”了起来。仅从这一角度而言，开才先生
也算得上纯粹的写作者，一个具有本真意义的作家。    开才先生写山水，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其落
脚点是历史与文化。他笔下的人物，既有历史的，也有当下的；既有政治家、军事家，也有文学家、
思想家；既有伟人，也有普通人⋯⋯不论何种人物，他都力求挖掘那内在而闪光的人性。    文化历史
散文，最忌人云亦云。不仅要消化资料，更得具有独特的感悟、开阔的视野、人文的情怀与深邃的思
想。开才先生的《澳洲感想》系列，虽是“急就章”，却写得“风生水起”，颇见功力。    来到一个
陌生的国度，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黄开才在观察、打量、思考、比较、提炼⋯⋯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以记者的敏感，以作家的思考，以每天一篇的速度，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面对不
同的人民、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制度，每人的感受、取舍各不相同。而我们通过开才先生眼中的摄取
、脑中的思考、心底的情怀、笔下的文字，便足以见出他的素质、胸襟与思想。    他写澳洲的一切，
但潜意识中，其实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参照系，那就是祖国，特别是故乡黄石。澳洲2300万人
口，其中华人就达200多万。他行走于澳洲大地，进入唐人街，接触华人，巧遇黄石人，在那儿过春节
，在澳大利亚国庆游行队伍中见到气势壮观的华人舞龙舞狮队⋯⋯虽置身异国他乡，但仍能感受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厚与魅力。对此，他不禁自豪地写道：“中国已走向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与此
同时，他以一种新奇而惊异的目光，关注着那块奇异土地上所发生的迥异于国内的人与事。    从开才
先生的这组《澳洲感想》，我不仅看到了他的勤奋，还感受到了他的人文情怀与“良苦用心”。他以
个人的视点为中心弥漫开来，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而后上升为人类意
识与普世价值——他就这样在不断的探求中，超越了狭隘的“小我”，完成了艰难的转型与建构，具
备了一种难得的“世界眼光”。    由此可见，开才先生的文化历史散文，立足当下，钩沉历史，集古
今于一体，熔感性、理性于一炉，将铺叙与描写相结合，而其执著的追求与明确的指向，是与世界对
话，与未来接轨。    《历史的雕塑》，可谓开才先生大半辈子心血的结晶！    2012年5月1日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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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内容概要

　　本书是黄庭坚后人、著名矿冶文化专家黄开才先生近年所撰写的地域历史文化散文合集，主要写
了东方朔、李自成等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和苏东坡、黄庭坚、刘禹锡、张志和、元结、闻一多等历史文
化人物，作品对作者所访之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了考证与输理，并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了自
己独到的判断与总结。读这些文章，作者将引领你追寻古今名流的足迹，去挹江亭上听惊涛拍岸的阵
阵涛声，看滚滚江流的汹涌澎湃，重温那些千古流传的绝唱，缅怀那些壮怀激烈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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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作者简介

　　黄开才，矿冶文化专家，黄石市散文学会副主席，湖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黄石历史
文化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解读历史、感悟人生、穿越时空、意境深远”的历史文化散文，出版有《
磁湖秋月》《乒节之光》《明珠璀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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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书籍目录

刘禹锡：西塞怀古千秋恨
张志和：钓翁渔歌万古传
李白、陆游、黄庭坚：寻觅西塞寄诗情
东方朔：东方山上一“智圣”
苏轼、苏辙：磁湖举杯邀明月
苏东坡：壮丽对话在黄州
元结：飞云洞里“咏飞云”
李自成：生命墓碑九宫山
闻一多：红烛燃烧至永远
周瑜、孔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磁湖：你有母亲的情怀
海观山：惊涛拍岸挹江亭
西塞山：金戈铁马古战场
青铜古都：矿冶之歌动寒川
黄石：江南明珠更璀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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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章节摘录

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的刘禹锡，熟读历史，研究历史，特别是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的历史烂熟于心。他知道，西塞山不仅仅是作为一座直插江中的名山而存在，而是见证了一段历史，
见证了三国魏、蜀、吴大战的历史，见证了从魏、晋战乱到短暂统一的历史，见证了饱受战乱之苦的
人民企盼安定和谐的历史。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刘禹锡推崇备至。他在影响海内外的
历史名著《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人南京，当时不过是昙花一现，无乃一种
幻觉。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
”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刘禹锡正是抱着这样的历史纵深感，来看待西塞山的；也正是抱着这种历
史责任感，来吟咏西塞山的。    他抚今追昔，借景抒怀。他要叙“往古之事”，发“怀古之思”；他
要忧“战乱之虑”，感“兴亡之慨”。    于是，刘禹锡怀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
以知兴替；以为人镜，可以明得失”的心境和情怀，吟就了这首千古绝唱。    诗前四句写史，后四句
写人。    “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是晋国大将军王溶率师由益州顺江而下，直捣
金陵。王溶，时任晋国益州刺史。据《晋书》记载：晋武帝“谋伐吴，诏溶修舟舰。溶乃作大船连舫
，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出，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武帝计划讨伐
吴国，命令王溶造大型船舰，王溶就把大船连在一起，编成舰队。“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步
，古时计量单位，五尺为一步。舰船长达几十米，能承载两千余人，以船为城。四面开门，上面战马
可自由驰骋。看到晋军强大的队伍、浩大的气势，金陵(今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的帝王之气黯
然消散，败亡之气昭然可见。益州与金陵远隔数千里，但诗人再现当年战局时，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拉近，一“下”即“收”，何其快也！给人以两地近在咫尺、鼓动相应之感。这里也暗示着国家统一
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说的是东吴国王孙皓(吴国末代皇帝
，孙权之孙)，为阻挡晋军的进攻，以长江天险为防线，在战略要地西塞山设置拦江铁锁，以“铁锁横
江”来阻止晋军的凌厉攻势，借此负隅顽抗。据《晋书·王溶传》载：“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
。缚草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
围，灌水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就是说，王溶到了
西塞山天险以后，做了大筏数十个，前面扎着草人，后面的战士披甲持杖，会游泳者，用筏子先行。
晋军做了几十个大火炬，上面灌了许多麻油，遇到横江铁锁用火炬烧之，不到一会儿，铁锁被大火烧
断，船直奔向前。吴主孙皓看到败局已定，只好“备亡国之礼”，石头城里打出了投降的“白旗”。 
  刘禹锡之所以选择西晋灭吴这一历史事实加以咏怀，一是他来到了西塞山，看到当年古战场有感而
发，不发不快；二是为了阐明“兴实在德，险不足恃”的深刻思想。说明结束战乱、统一中国的历史
潮流不可阻挡。    如果说，前面四句诗侧重于“叙往古之事”的话，那么，后四句则是“发怀古之思
”了。诗人在叙完往古之事后，把笔锋一转，由“往事”折回到眼前的山川风物，把历史与现实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说的是朝代更迭，几兴几废，真叫人感伤
往事。作者把包括东吴在内的六朝用“人世几回”一笔带过，视野宏通，情思悠远。一个“伤”字，
既带有反思历史所产生的感慨，又饱含审视现实引起的忧虑。“山形依旧枕寒流”，到了此句，才真
正点题，把诗歌中的怀古对象“西塞山”推人一个特写的镜头，画面雄阔而又凝重。朝代兴替，几兴
几亡，而作为六朝兴亡见证者的西塞山，依然头枕江流，无改其固有的奇伟峻峭，一直向东方流去。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如今四海一家，天下一统，旧时的营垒早已废弃，只见今
日的西塞山芦荻萧萧、秋风瑟瑟。从表面上看，作者是在为今逢太平盛世而欣喜、而讴歌，但是，如
果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国势日衰，不仅吐蕃
、回纥交相侵扰，而且藩镇割据与叛乱也频繁发生。当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唐王朝的平藩战争
已初战告捷，但仍然存在着叛乱的潜在危机。作者之所以在这里着力渲染“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悲凉
陈迹，一方面是警告那些妄图恃险割据的藩镇不要轻举妄动，重蹈历史的覆辙；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唐
王朝的统治者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藩镇的割据分裂保持高度的警惕。    由此可见，刘禹锡的历
史纵深感和历史责任感是何等的强烈！也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责任感，才写出了千古传
唱的壮美诗篇。《西塞山怀古》作为咏史诗中的千古绝唱，气势纵横开合，境界雄阔深远。作者以横
扫千军的气概，将那鳞次栉比的“楼船”、黯然飘逝的“王气”、沉入江底的“铁锁”、高挂城头的
“降幡”、见证历史的“山形”、萧瑟秋风的“故垒”一一排比人诗，构成了雄伟壮阔的历史画面，
抒发深沉、浩茫的兴亡之感。    谈到《西塞山怀古》这首诗时，南宋时期一本专门论述唐代诗人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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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集《唐诗纪事》是这样记载的：“长庆中，元徽之，梦得，韦楚客同会乐天舍，论南朝兴废，各赋《
怀古诗》，刘满饮一杯，饮已即成。白览诗日：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
。”    这段话说的是长庆中年，唐朝几位著名诗人元稹、刘禹锡、韦楚客聚会白居易家中，谈论南北
朝兴亡之事，各赋一首怀古诗。刘禹锡一杯酒下肚，诗即成。就是现在留传千古的《西塞山怀古》。
白居易看后说，四人探龙，刘禹锡已获龙珠，所剩龙爪还有何用？于是，其他人再也不写了。就像李
白登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后，感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站在西塞山巅，
吟诵着《西塞山怀古》，我想，当年刘禹锡的灵感不正是来自于西塞山的触激吗？他的历史纵深感和
历史责任感也不正是来自于西塞山的启示吗？！    千百年默默地挺立在历史风雨中的西塞山，不也正
是因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而闻名遐迩、声名远播吗？    西塞山，应该记住和感谢这位诗人！    
中国诗坛，也应该记住和感谢这位诗人！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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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雕塑》

后记

山水·人物·历史    读罢黄开才同志《磁湖秋月》的书稿，三个关键词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山水
、人物、历史。    打开目录，一连串富于诗意的篇目扑面而来：《磁湖秋月》、《西塞春晓》、《东
方之圣》、《挹江听涛》、《玗洞飞云》⋯⋯    在作者的眼中，“西塞山是一座神奇的山，一座战火
的山，也是一座文化的山”，他将引领你去体味她的雄奇，领略她的神韵，感悟她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    在作者的眼中，磁湖是“黄石的母亲湖”，是“黄石最具魅力的地方”，“在这里，记忆了红色
的历史；在这里，谱写了壮美的诗章”；    在作者眼中，“海为川归，观乃明察，山以石峻”，是海
观山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凝练和真实写照，他将引领你追寻古今名流的足迹，去挹江亭上听惊涛拍岸的
阵阵涛声，看滚滚江流的汹涌澎湃，重温那些千古流传的绝唱，缅怀那些壮怀激烈的心灵。    “名山
与名人总是连在一起的，名山因名人而闻名遐迩，名人因名山而声名远播。”作者不仅着意追溯名山
胜水的文化底蕴，缅怀许多古今名人，在采访、纪实性的作品中更是以当代人物为抒写赞颂的对象。
打开这本书，“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向你走来，”“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呈现在眼前”：既有现代革命领
袖毛泽东、邓小平、董必武，又有古代的英雄豪杰周瑜、孔明、李自成；既有黄石人民倍感亲切的唐
宋诗人刘禹锡、张志和、苏东坡，又有鄂东人民引以为骄傲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既有搏
击洪水、劈波斩浪被誉为“生命之舟”的人民子弟兵英雄群体，又有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中的公仆
楷模王贤田；还有为新中国宣传文化新闻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革命老前辈朱穆之，引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研究的经济学家童大林，执着于美的追求、美的奉献的著名舞蹈家蒋祖慧⋯⋯革命领袖的
高瞻远瞩，烈士公仆的赤子情怀，英雄豪杰的凌云壮志，高人雅士的淡泊潇洒，学者诗人的睿智执着
，无不感动着作者，而作者用饱含激情的笔墨叙述着自己的感动，又满腔热情地奉献给读者。    作者
笔下的山水，是黄石的山水；作者笔下的人物，时间跨度虽大，涉及面虽广，却大都与黄石息息相关
。书中以山水为背景，以人物为主角，展现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千寻铁索横江，锁不住王
濬的楼船，浩浩荡荡，东流而下，宣告了东吴政权的灭亡；弹落如雨，血肉横飞，日寇海陆空三军大
举轮番进攻，中国守军冒着敌人的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喋血西塞：在共和国如朝阳灿烂的初期，
毛泽东主席健步走上高炉的炉台，手握蓝色看火镜，观察熊熊的炉火，谆谆嘱咐要把大冶钢厂“办大
办好”；在大堤溃口、夜黑如漆、浊浪排空的险境中，“生命之舟”飞驰而来，托起了成千上万妇孺
老幼的生命⋯⋯    历史，是一行行先行者的足迹，是一代代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牺牲，是一条条从
渐变到剧变的新陈代谢的轨迹，是一串串岁月沧桑留下的烙印，同时也是留给后人的无尽思索和不容
忽略的警示。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西塞山古战场的显赫名声来自她的地势险要和扼守长江中游
的战略地位，但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座雄关险塞能够挽救一个王朝的覆亡；刘禹锡以“一片降
幡出石头”总括了从东吴到梁陈的六朝兴衰，隐含了多少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而“四海为家日”正
是饱经战难之苦的老百姓对和平安宁生活的祈求与企盼。山川也好，城市也好，她的命运往往是国家
民族命运的写照。抗日战争中西塞山的悲壮陷落和大冶铁矿的惨遭掠夺，都正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屈
辱史和抗争史中的一页；而毛泽东主席对于黄石的情有独钟，正是源于中华民族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高瞻远瞩，源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期盼，源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以重工业为基础的
现代化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一历史的选择，确立了黄石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重工业基地和原材料基地
的历史地位。时至今日，1998年的抗洪也已成为了历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不能遗忘的不仅是当年
气壮山河、艰苦卓绝的斗争场景，更有人类必须珍视环境生态、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严厉警示。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没有人能够逃脱地球上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没有人能够逃脱因此而带来的经济和环
境危机。黄石作为一个高消耗、高排放的资源型城市，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写黄石的山水、写与黄石有关的人物，写黄石的历史，
始终融会贯穿其中的是他对黄石的挚爱。人们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休憩于斯
的城市，对之倍加推崇，引以为自豪，这也许是人类最久远、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
推动着各地对城市历史的追溯，推动着人们对自身独特地方文化积极认同和传承，也推动着地方文化
中某些特征和内容被着意地突出和强化。    作者长期从事地方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好学而勤于写作
。他的本职工作便是城市文化建设，我们很难区分他的这些作品，哪些是职务写作，哪些是业余创作
，或者说，他的业余创作实际是职务写作的延伸。基于对黄石的热爱和工作的渊源，他的写作以山水
、人物、历史为三大支点，实际是城市文化中的三大要素，便呈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的特色。本书的
结集出版，正是他致力于弘扬黄石城市文化的见证。    城市文化建设，包括对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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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和发展，既是地方官员的责任，也是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文化人的义务。近年来在有关部门
和单位的重视和倡导下，对于黄石地方文化的研究正在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形势十分喜人。我作为
一个在黄石已经生活了六十年的老文化人，对此衷心拥护，并盼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城市文化本
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广博的概念。它涵盖着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景观、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
结构、人口素质、文化产品、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价值准则、行为方式等等，是城市、社会
和人以及它们之间交互作用的总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相同的两个城市。
不同的城市，由于地域、人文传统、经济特征、社会结构等等各不相同，便各有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
。对于黄石城市文化独有的特色，我们的认识也许还有待于深化和扩展。从地域特征来看，黄石地处
吴头楚尾，在古代既属于楚文化的范畴，又有扬越的渊源；它长期作为军事要塞而存在，同时又以“
金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作为行旅往来的重要标识。从时间维度来考量，黄石既是一个新兴的工业
城市，又有古老久远的历史背景。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可以毫无疑义地推断它对楚国青铜器生
产的发展及其国力的强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但由于文献的缺失，特别是古矿冶史料的匮乏，许
多问题我们目前还难以作出具体详实的说明；在近代史上，这里是我国中部最早引进铁路、机器开采
矿山和进行冶炼的地区，最早地吸收了西方文明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同时又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
躏而创巨痛深，其中有些史实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有些教训还有待深入地认识和总结。从经
济特征这一要素来看，黄石地区的矿冶开发和生产三千年来一脉相承，炉火不熄，其中以西周至战国
时期、近代洋务运动后期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为三大高峰。由此可以确认矿冶文化是黄石城市文化的
特质并占有主导地位，但它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群体行为的积极作用，也还有待于我们深
入地剖析和探讨。    黄石成为现代城市，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以现代大型厂矿为主体，吸纳和改造作
为农产品集散地的传统沿江城镇，并向附近农村扩展和辐射而形成的。它必然要接受当时国家体制的
支配和制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名城，带有更为鲜明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在中心城区，本地土著居民
所占的比例很小，实际上是一个四方杂居的移民城市；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移民主要来自大型厂矿
招工所吸收的周边地区的农民、各种组织系统分配而来的国家干部、大学中专毕业生及转业军人；在
人口结构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在文化结构上知识分子占有较高的比例，而以科技知识分子为大多数
。在城市社区结构上，大型厂矿在厂区附近形成自己独立的社区，有的产业工人社区虽然远离厂区，
但也自成体系，与其他市民社区相分离。这两类社区之间既相互影响而又存在着差异，甚至日常使用
的语言口音有的也明显不同。在此期间，产业工人和科技知识分子在城市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大冶铁矿、大冶钢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
工人业余创作群体，一直是黄石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扶植；与此同时
，各大厂矿的文艺创作和演出也都十分活跃，并为专业文化队伍输送了不少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中，黄石的经济结构、社区结构、人口流动的渠道及其构成，文化设施、
文化生态和各个阶层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社会风尚、生活
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又为我们城市文化的建设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需要从
黄石的实际出发，准确地认清和把握黄石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特质，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严谨扎实地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力求取得新的重大的突破。    我和黄开才同志曾经共事八年，朝夕
相处，得到他的很多帮助和支持；退休十多年来，感谢他每年必来看望，情谊深厚而真挚，使我感动
而铭记。现在读了他的书稿，承他不弃，要我写几句话，我是不能推辞的。    是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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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开才先生慈眉善目，从容而淡定，谦逊而低调。他写的散文是那种有着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大散文
。而这本《历史的雕塑：黄开才读史》则显得更有分量，是他散文的精选与荟萃，凝聚着他历年创作
的追求与探索、激情与才华、磨砺与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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