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周刊
L I L U N Z H O U K A N

读书10 理论文艺部 责任编辑：谢海潮
电话：（0591）87095224 电子信箱：fjrbdushu@sohu.com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

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新书纵览
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书林漫步

一直以来，媒体热衷于告诉人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
都是妓女，且在这起连环杀人案件中，杀手成了被着力讲述的对
象，而受害的女性不仅被媒体和大众忽略，更是被歪曲。通过搜
罗大量的历史档案、庭审材料、证人证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作者破除“受害者有罪论”，将叙事还给女性，把历史写得跟小说
一样好看，为读者还原了 5 名受害女性丰满而悲苦的一生。被

“开膛手杰克”杀害的绝非都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
姐妹和爱人”，更重要的是，“她们是人”。她们之所以被杀害，并
非因为不检点、道德有污，而是因为她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
误的地方。她们最大的不幸，可能是生而为女。

《生而为女》
海莉·鲁本霍德 著 小水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生育率的降低、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让养老
成为当下中国老年人和中年人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一场“银发
海啸”呼啸而来。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调查报
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从时间维度
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
老机构，分析当下养老困境，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
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

《谁住进了养老院》
葛玫 著 刘昱 译 上海三联书店

闽都地区今存综合类方志 61 种，专
志、杂志约 100 种（郑宝谦《福建省旧方志
综录》），文献存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方
志不仅反映一方地情，同时也承载大量古
代廉洁思想、理论和事迹，深入挖掘和充
分利用其中的廉洁元素，可为研究古代地
方廉洁生态提供一个重要的个例参考，也
是传统文化价值现代转换实践路径之一。

群像窥识

廉吏是廉政根基，唯有吏廉，方能政
廉。唐太宗特别强调自身廉洁的重要性：

“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
曲，上治而下乱者。”（吴兢《贞观政要》）闽
都方志人物传记载录众多廉吏，是古代廉
吏群像的缩影。

其一，以不贪为宝。自战国子罕拒绝
他人授玉以来，“以不贪为宝”成为古代廉
吏的基本特征。戴珊，浮梁人，明成化年间
任福建布政使，勤教养、通财赋，方志称其

“自奉俭约，无他嗜好，退食惟焚香读书，
终 任 不 持 闽 中 一 物 ”（明 万 历《福 州 府
志》）。于成龙，清康熙间任福建按察使，洁
己奉公，一概不受下属赠送之物，清节为
天下第一。不少闽籍官员外出为官，亦“毫
发不取”。王公大，闽县人，任浙鹾官时，

“盐课例有赢金千余，公大却不受”（明万
历《福州府志》）。这些官员恪守本心，不为
财物所诱，两袖清风，宁静淡泊，充分体现
古代廉吏洁身自好的高尚节操。

其二，享孔颜之乐。孔子、颜回皆不为
环境所困，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此精
神为闽都廉吏所继承。赵明，闽县人，明永
乐初擢知上饶县，抵任后悉心民事，“正风
俗，革吏弊，均赋役，息盗贼，治声茂著”

（清乾隆《福州府志》引《明人物考》）。为政
上饶期间，赵明布衣蔬食，日惟二餐，不享
口腹之欲，后病逝于任中，下属清点其遗
物，仅余白银一两。

陈瑸初为古田令，后擢为福建巡抚。
他虽官至高位，但衣食起居等方面仍处于

寒酸状态，“草具蔬粝，日啖姜少许”，去世
时也仅“一绨袍，覆以布衾而已”（清乾隆

《福州府志》引《福建通志》）。许多闽都廉
吏 不 贪 图 物 质 享 受 ，更 有 甚 者 如 陈 朝 锭

“历官二十载，贫不异诸生。时乡居杜门读
书，绝迹城市，死而子孙不能自存”（明万
历《福州府志》）。闽都廉吏“奉如寒士，疏
水粗粝”的物质生活，是古代廉吏重理轻
欲、精神豁达的真实写照。

其三，养廉洁家风。闽都官员的廉洁
行径，对其家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朱豹，
上海人，明嘉靖间知福州，历官有廉声。时
廨署有鹧鸪，豹幼子特别喜爱，欲将其据
为己有，豹妻见状急忙制止，谆谆教导：

“尔父未尝持一毫官物，二鸟亦官物也，可
持归耶？”（清乾隆《福州府志》引《闽书》）

不少闽都人士以“清白”传家，廉洁成
为 其 后 世 子 孙 恪 守 的 从 政 准 则 之 一 。陈
宇，字伯爱，侯官人，五代时知湖州、房州
等地，家无金银之器，其自言道：“先世以
清 白 遗 子 孙 ，岂 惟 富 不 可 求 ，亦 所 不 愿
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引宋宝祐《琴川
志》）在先辈廉洁为官的影响下，闽都出现
不少廉吏家族，较著者如濂江林氏家族、
闽县陈氏家族等，留下不少廉风佳话。

方志人物传记经历从无到有，再到细
致分类的逐步扩展，记录地方治理向树立
典范人物的推进过程。政府通过在方志中
大量载录具有类似特征的廉吏传记，高度
宣扬廉洁思想，表彰廉洁人物，使得方志
成为传统廉洁文化不断传播的重要载体。

“六廉”兼备

我国廉政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周礼·
天官冢宰》所述“六廉”：“以听官府之六
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
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所谓“廉吏”，并非只是“清廉”，而是需要
具“六廉”于一身。

从历代志书所载内容来看，闽都廉吏
自觉以修身齐家为己任。其一，勤恤民隐，

造福当地。身为一方父母官，闽都廉吏多
怜贫恤苦，改善民生，具体表现在办学兴
教、移风易俗、兴修水利、移风易俗等方
面。唐珣，华亭人，明成化间以刑部郎中出
知福州。唐珣为政以兴学劝农为本务，修
葺学宫，增加书院，聘请老师教育本郡子
弟；收聚土地，开垦农田，修筑水塘以抵御
海潮。不仅如此，唐珣还倡修绿榕、广坑等
桥，设置四乡义仓，禁止火葬，“其于便民
之事，知无不为”（清乾隆《福州府志》）。

其二，严肃纲纪，不惧权贵。“公生明，
廉生威”是一些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
也是闽都廉吏为政的基本准则之一。魏必
昌，晋江人，北宋时任怀安尉、兴化录事。
其为官清廉，无人敢以私事相求。刘克庄
以诗赠之：“守法仁人勇，防身处女严。”

（《送魏录事》）面对上级的无理要求，一些
闽都廉吏不摧眉折腰，笃守本心。闽县人
林士元，明正德年间知香山县，时有官员
索贿，士元不从，斥声道：“朘民脂以奉上，
吾死不为也。”（明正德《福州府志》）

其三，修己慎独，束身自好。受儒家文
化影响，中国传统伦理形成向内探求的主
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
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即“修己慎独”。闽
都廉吏亦将此视为从政之道根本之一，在
实行具体廉政同时，还注意从道德层面自
觉践履“廉德”。祁顺，东莞人，任福建右布
政。祁顺积劳成疾，临终之际朝廷赠赢金
数千，其拒而不纳，更告诫家人勿受：“苟
或人言，玷我名节，我死不瞑目矣。”（明正
德《福州府志》）

一些廉吏还提出具体为官之道，客观
构建古代“廉政”理论。潘府，明成化谒选
得长乐知县，提出“居官之本有三：薄奉
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
明 之 本 也 ”（清 乾 隆《福 州 府 志》引《明
史》）。潘府将“为官以廉”作为从政的边界
和依循，可规劝后世官吏行迹，整肃贪腐
不良风气。

中国传统对“廉洁”的设计包含个人
节操、施政实践两大方面的规范，在此伦

理文化滋养下，廉吏们在保持高尚人格的
同时，还积极治理国家或管理地方事务，
但“六廉”之道高度抽象化，而方志载录廉
吏事迹则将此具体化，并结合儒家政治理
想，从文本层面构建当地廉洁文化。

公私同构

古 代 对“廉 吏 ”的 介 绍 主 要 围 绕 清、
公、勤、慎四个方面展开，这构成传统中国
官僚集团大力倡导的官德模式，渐渐成为
评价官员德行的标准（胡兰《正史〈循吏列
传〉立传标准探析》）。统治者在舆论上宣
扬廉政之风，在实政中亦将清廉定为检核
官吏政绩指标之一。国家权力的塑造力量
逐渐介入，但凡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必定奉
行廉政。

方志主为“资治、存史、教化”，受此学
理性质使然，其在纂修过程中会将那些具
有“资治”“教化”史料纳入视野范围。南宋
后，方志逐渐在人物志专设“名宦”“循吏”
等载录当地廉吏，廉洁元素自水到渠成以
传记、诗文、逸事等形态置入其中。同时，
历代相承的志书致力于国家视野下的文
化整合，这也使得方志“廉洁”文化不断得
以修正与积累。

除了官方约定俗成的标准外，方志纂
修者的个人选择也影响方志“廉洁”文化
的塑造。从历代志书的修纂者来看，多具
有传播廉洁道德理念的价值引领，如谢肇
淛主纂明万历《永福县志》，卷二“官师”对
历来永福知县、县丞等做一辑录，但内容
多 限 于 人 名 及 籍 贯 ，仅 部 分 官 吏 载 有 事
迹，而这些宦迹多属“操守廉洁，理治勤
敏”之事，显然是谢氏有意为之。这在一定
程度反映出在儒家治理模式下，“廉洁”

“廉政”成为士人最为看重的地方仕宦成
就之一。

国家权力、个人选择贯穿整个方志“廉
洁”文化的形塑，受此影响，大量载录“廉
洁”文化元素成为方志纂修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闽都方志中的廉吏与廉政
□林光钊

《将乐古代旅游诗词图选》书中“将乐
风情”一辑，选载了苏轼的《行香子·赠廖正
一》：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
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
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
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
庭馆静，略从容。

从 这 首 词 来 看 ，苏 轼 和 廖 正 一 的 交
情非同一般，喝酒尽兴后，又拿出上好的

“密云龙”茶来款待，并十分用心地赋词
相赠。那么，这个廖正一有着什么样的来
头？清代徐观海修纂的《将乐县志》“卷之
七·选举”一章有段记载：“子孟季子，登
元丰二年（1079 年）己未时彦榜。有传，见

《名达志》。”说明廖正一是廖子孟的第三
个儿子。

追本溯源，廖子孟是廖淳的长子。说到
廖淳，很多将乐人都不陌生。他是北宋时期

闽 北 将 乐 县 龙 池 团 人 ，曾 登 宋 天 禧 三 年
（1019 年）王整榜第二名进士，这可是三明
境内有史可查的第一名榜眼。

廖姓在将乐不算大姓，但确实是将乐
的名门望族，人才众多。据将乐县志记载，
晋至清代，将乐廖氏中有 10 人考中进士，
66 人任七品以上官员。其中，廖标于唐武
德九年（626 年）获丙戌榜第一名。将乐学
者吴福瑞在《将乐文萃》一书写道：廖淳一
家祖孙三代六人中，有五人登进士第，而
且廖淳父子二人都“榜眼及第”，另有一人
钦授馆职，在政坛和文坛皆有名声。

廖淳和大儿子廖子孟都考中了榜眼，
孙子廖正一就是那个“在政坛和文坛皆有
名声”之人。那么，苏轼以词作相赠的廖正
一，是不是就是出生于将乐龙池团的廖正
一？对此，清代徐观海修纂的《将乐县志》

“卷之八·名达”一章给出了答案：“廖正一，

字明略。元丰二年进士。元祐中，召试馆职。
苏轼得其策，击节叹赏。常居言路，著直声。
出知常州，蔡肇称其‘汪洋之学造微，瑰玮
之文绝众’，后谪信州玉山监务而卒。自号
竹林居士，所著有《白云集》。”

在宋代元祐文坛上,廖正一确实名气
不小，当年与廖正一一同考中进士，后任户
部 、吏 部 员 外 郎 兼 编 修 国 史 的 蔡 肇 对 其

“汪洋之学造微，瑰玮之文绝众”的评价就
够高了，加之又有大文豪苏轼的“击节叹
赏”，可惜的是，廖正一所著的《白云集》已
经失传，不过《全宋词》收其《瑶池宴令》一
首：飞花阵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
闷，无人问，偷啼自愠。残妆粉，抱瑶琴，寻
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
峰敛晕，娇和恨。

《全宋诗》也收入廖正一诗七首，其中
一首《咏梅》写得非常清灵，相思之苦让人

读后动容：惠兰芳草久暌离，偶占春光此一
枝。自许轻盈输粉白，何人闲丽得邻窥。寒
欺薄酒魂消夜，月下垂帘梦破时。幸有暗香
襟袖暖，江南归信不应迟。

廖正一于宋元丰二年登进士第，元祐
初任华州司户参军，经同知枢密院事安焘
推荐进入馆阁任职，并被召参加学士院考
试。苏轼就是在此时发现廖正一的文采和
天赋，对其“击节叹赏”的。从此，廖正一成
了苏轼家的座上宾。有了这层关系，廖正一
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苏门四学
士”学习切磋技艺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廖正一一生风清气正，为官敢于大胆
谏言，刚强正直。崇宁三年（1104 年）,蔡京
为相，司马光、苏东坡众人被列为“奸党”。
作为“苏门”重要成员，廖正一受到牵连，被
贬为信州玉山监务，在悲愤郁郁寡欢中谢
落人生之幕。

廖正一:让苏轼击节叹赏的闽籍诗人
□李宣华

冯梦龙（1574—1646年），祖籍苏州，宦
于寿宁，明代著名文学家，以“三言”（《警世
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等作品闻
名。他曾在福建寿宁担任四年知县，留下了
廉洁处世的实践与思想成果，如今已成为
福建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正如黄寿祺先生指出，除“文豪”身份
外，冯梦龙的“政绩”也同样突出。“一念为
民，与梅同清”，冯梦龙爱民、务实、清廉的
为官事迹，如今仍被后人深深怀念、尊崇。
面对地主送礼，冯梦龙回应以厉斥，并以东
汉廉吏自比，在以清官自命的同时，更以清
官律己。事后不久，冯梦龙便自费重修“四
知堂”，并重制匾额，提醒自己时刻保持清
醒的头脑。

1984 年，福建率先开始纪念冯梦龙，
并举办座谈会探讨其当代价值。同年五月，
闽东冯梦龙研究会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
福建的冯梦龙文化研究步入正轨。这一大
陆最早研究冯梦龙的地方性学术团体成立
距今已有 40 余年，积攒了丰富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

2014 年，福建寿宁召开“冯梦龙文化

高峰论坛”，率先开始在冯梦龙文化中发
掘 廉 洁 基 因 ，这 也 是 全 国 范 围 内 首 次 以
廉洁文化视角深入研究和梳理冯梦龙的
著 作 ，第 一 次 将 廉 洁 文 化 建 设 与 中 华 传
统文化结合。2017 年，福建公布了“六大
历 史 名 人 ”的 入 选 名 单 ，冯 梦 龙 赫 然 在
列，位居第二，实现了从中华传统文化资
源 向 新 时 代 廉 洁 文 化 品 牌 的 成 功 蜕 变 。
至 此 ，冯 梦 龙 文 化 作 为 福 建 省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之 一 ，成 为 福 建 廉 洁 文 化 建 设 的 重
要组成部分。

福建寿宁是冯梦龙为官所在地，苏州
相城是冯梦龙的故乡。事实上，福建很早就
意识到冯梦龙的苏籍身份，认识到苏州相
城的天然优势。因此，早在 1987 年，福建就
积极推动闽苏合作，并将第二次冯梦龙全
国 学 术 讨 论 会 的 举 办 地 点 定 在 了 苏 州 。
2014 年，福建寿宁宣布与苏州相城结成友
好区县，首次确立了两地在冯梦龙廉洁文
化建设上的伙伴角色。

2018 年 ，冯 梦 龙 书 院 建 设 在 苏 州 相
城正式启动。2019 年，冯梦龙书院顺利向
公众开放。在闽苏两地的积极协调下，福

建寿宁“四知堂”在苏州相城重现，如期
开馆。作为冯梦龙从政为官的场所，“四
知堂”的成功迁移，标志着两地实现共享
冯 梦 龙 文 化 资 源 的 初 衷 ，也 体 现 了 两 地
共 享 冯 梦 龙 廉 洁 文 化 建 设 成 果 的 双 赢 。
冯梦龙生于苏州，官于寿宁，但冯梦龙廉
洁文化不能局限于某个区县、某个省份，
只 有 两 地 甚 至 多 地 共 同 携 手 ，才 能 使 得
冯 梦 龙 廉 洁 文 化 的 内 涵 不 断 深 入 ，体 系
不断完善。

福建东靠大海，西隔山脉，与历史上的
众多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常成为官员贬谪
流放之地。细究起来，离闽的闽籍历史文化
名人，闽地往往少见相关记载，如柳永、李
贽等；而寓闽的非闽籍历史文化名人，记载
往往更为翔实，如河南的王审知、苏州的冯
梦龙等。因而在面对冯梦龙文化时，兼容并
蓄的八闽文化选择了化为己用，为冯梦龙
文化打上了福建印记。

这启示我们，在发掘古代优秀传统文
化时，对于非本地籍贯的历史文化名人不
应直接采取忽略漠视的态度，而应该寻求
流寓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契合点，努力发现

新的生长点，这样才更能展现本土文化的
包容性与共时性，同时也扩大了选择和发
展的空间。

冯梦龙的双重身份也正是其文化的
特色之处：文人为官，官人为文，福建从
其书《寿宁待志》中汲取廉洁力量，从其
实 录 中 领 略 廉 洁 魅 力 。福 建 寿 宁 与 苏 州
相 城 之 间 的 几 次 深 度 合 作 ，无 一 不 使 得
冯 梦 龙 廉 洁 文 化 更 进 一 步 ，无 一 不 使 得
这 一 品 牌 文 化 在 全 国 更 具 影 响 力 。既 共
享文化资源，又共享建设成果，何乐而不
为？地区发展并不是一个地区的家里事，
而是全国各地的心里事，敢于合作，勇于
探索，突破地区设限，向外寻求新解，与
全 新 的 地 区 文 化 相 互 融 合 ，往 往 能 带 来
更大的文化建设效益。合他地之力，能够
为 本 地 注 入 新 的 发 展 动 力 ，有 效 解 决 了
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这启示我们，在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时，
一定要积极寻求合作，不能局限于自身的
一亩方塘，不能不愿意把目光向外看，这样
才更能展现廉洁文化的再生性与多元性，
同时也提升了建设高度。

寻求流寓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契合点
□曾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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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
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
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
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
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
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
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
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

《龙与狮的对话》
王宏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到20世纪末，经历过民选官员众多谎言的美国人，大多数都
已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欺骗是美国政府中普遍且公认的做法；令
人信服的撒谎能力也已成为担任公职的必备素质。虽然大众已普
遍接受政府的撒谎行为，但仍需要关注这种制度化的不诚实对美
国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很少有作品对这一话题投入关注。本
书基于大量原始资料详细研究了4位重要总统所说的谎言：富兰
克林·罗斯福与雅尔塔协定、约翰·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林登·
约翰逊与第二次北部湾事件、罗纳德·里根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
美洲。展示了官方谎言如何反过来困扰说谎者本身及其继任者，
又如何最终破坏他们最初通过说谎来支持的政策。

《当总统撒谎》
埃里克·阿尔特曼 著 王本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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