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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炎帝神农氏说传》有感
——兼与炎陵黄建林先生共勉

吴仕钊

2023 年 9 月 23 日，第四次“重走神

农路”文化论坛文学采风活动开幕式，坐

在后排的黄建林先生虽然没有被安排发

言，但他为会议带来的礼物不轻，他的

《炎帝神农氏说传》受到与会者的青睐。

由于俗务缠身，再加上忙于“尧治河

尧文化研讨暨采风活动”的相关事宜，一

直未能抽出时间阅读《炎帝神农氏说

传》。书虽然放在案头显眼的地方，不到

翻阅时，岂知书金贵？开始并没有认真仔

细地看清此书的“书名”，以为就是关于

炎帝神农传说之类的书籍。直到今天，读

到黄建林的“自序——关于《炎帝神农氏

说传》及其他”时，才知道此书的意义。

“自序”，首先从“我得先说说‘说

传’”开始。黄建林先生把“说传”定义为

“在传说的基础上作出的人物传记”。我

想，这是建林欲把神话传说中神农氏的

事迹向真实记载的方向迈出一步。

本人在编著《伍子胥传》时，是在搜

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加工整理的，这是

一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碎片，是较好运

作的。而黄建林先生要做的是关于炎帝

神农氏的传说传记，是要从带有浓郁神

话色彩、芜杂而又没有系统的神话和传

说等堆积物中，挑出一些有内在联系的

宝贝，然后用一条线把它们串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意

义的工作，2014 年出版以来，受到业内

人士的青睐。《炎帝神农氏说传》是其根

据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

说。

全书按照“出生—成长—婚配—生

育—当部落首领—种植五谷—尝草药—

崩葬鹿原”这样一条线索，以“说传”的形

式首次对炎帝的生平进行了完整的叙

述。《炎帝神农氏说传》以文学的语言，从

海量的史料知识及传说故事中进行提炼

与渲染，精心刻画了中华民族始祖炎帝

神农氏伟大而亲民的形象，让读者深切

地感受到，正是炎帝神农氏“迎难而上，

百折不挠；孜孜以求，艰苦创业；牺牲自

我，乐于奉献；体恤民情，心系大众”的崇

高精神，为后代子孙铺垫了一条精神大

道，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

数十年来，黄建林一直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笔耕不辍、发奋创作，发表和出版

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学作

品。迄今，他已出版《苦楝歌谣》《天使的

颂歌》《荷的联想》《爱情没上保险丝》《爱

在神农谷》《凉桥旧梦》等十余部文学著

作，受到省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我们

“重走神农路”的活动，就是要联合黄建

林先生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在文学追求

中，讲好中国故事，做一个文化工作者应

做的工作。

本人出生在随州市随县的安居古

镇，相传这是“汉东六国随为大”之随

国故都所在地，成长在随县尚市镇的

净明铺。安居也好，净明铺也好，都离

厉山镇不远，而厉山镇就是神农的诞

生地。所以，我们常常说“是炎帝神农

的同乡”。读到黄建林的《炎帝神农氏

说传》，一种惭愧无以名状地出现在脑

海。扪心自问：“自诩为‘神农的同乡’，

为什么没有拿出神农的传记？”自己也

是一个所谓的“文化人”，比比黄建林

先生，真是差远了。虽则有过“重走神

农路”的呼吁，与几地的文友们有过几

年来的文学采风实践，然则与黄建林

们的著书立说相比，还是不着边际，离

所要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古人有“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

们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艺趣

有味之事
百夫长

《世说新语》载：一千五百多年前的

一个雪夜，家住山阴的王徽之（字子猷）

半夜醒来，感觉寒意袭人，遂推窗而视，

目之所及，皆白茫茫一片，于是叫仆人斟

酒自饮。稍后，一行人来到院中，一边漫

步徘徊，一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

间，他想起远在剡县的戴逵（字安道），立

即乘船前往。天亮时分，方才赶到戴逵

家。到家后，他却没有敲门，而是径直转

身返回。有人问他原因，王回道：“我本乘

兴前往，而今兴致已尽，自当返回，为何

一定要见到戴逵呢？”

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千百年

来为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主角王子猷

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子。据史

料记载，王子猷生性高傲、放荡不羁，做

过不少官职，但向来对公务不感兴趣，时

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长居山阴。

山阴在今浙江绍兴，剡县在今浙江嵊县，

两地相距数十公里。王子猷在夜色中乘

船前往探望戴安道，经宿方至，到后即

返。此行此举，对于一向任诞放浪、以名

士自许的王子猷来说，只道是寻常之举，

在他人看来，却是一件有味之事。

“雪夜访戴”是雅事，存于经典古籍，

方为后世所知。父亲是俗世凡人，一生只

为稻粱谋，只因率性坦荡，喜为有味之

事，而被村人口口相传。

那年腊月，村人准备成立一支龙灯

队，苦于买一条龙要花好几百块钱。眼看

计划要破产，父亲自告奋勇由他负责制

龙。寒冬腊月，老家晚上零下二三度，父

亲的双手长满冻疮，眼疾复发痛得流泪，

为了赶工，每晚都会忙到下半夜。刚开

始，父亲照着书本在纸上画出龙的样子，

用篾条编制龙头、龙身、龙尾；随后，买来

五颜六色的布，缝制好后张挂在龙的身

上，还不忘用漂亮的贴纸装扮龙；最后，

又给龙装上可以伸举的木杆。小年前夜，

一条威武霸气的彩色长龙终于横空出

世。那年春节，父亲用龙给村人带去欢

乐，收获了村人无数的赞扬。

在父亲心中，有味之事能让村人快

乐、让自己开心，可为乡村清苦生活点缀

亮光，当然无须计较报酬和付出。那条布

龙，白天被村里十一个

青壮男子高高举起，走

村串户去赢取鞭炮、掌

声和些微的红包；到了

晚上，会被送回我家，倚

墙而歇，等待主人的注

视和安抚。多少个夜晚，

我亲眼看到父亲轻抚着

他的龙，一针一线小心

缝补破裂之处。在父亲

眼中，那何止是一条龙，

那分明是他的第四个孩

子。他对龙的疼惜之情，

令我嫉妒不已。而今，父

亲逝世已逾二十年，时

有村人说起父亲：“老谭

这个人啊，忠厚仁义，是

个有味之人。”

有味之事，是情之

所 至 、率 性而为之事，

不论雅事，还是俗事，两

者皆无不可。反观自身，

当初爱上写作，何尝不

是受了“有味”两字的

蛊惑？

几年前，因疫情肆

虐，被隔离在家。闲来无

事，浏览某师微信，见他

经常将发表的诗文推送

朋友圈，于是向他请教：

“您写作近四十年，所为

者何？”他回道：“乐在其

中，很有味道呢！”他的一

句“很有味道”，让我对写

作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

法。自此，我也深陷其中，

成了那个深感文学果真

“很有味道”的人。

回顾四年来的写作经历，还真有许

多有味之事，可堪一记。草就一篇文章，

几番删改定稿，仿若征服一座高山，登高

眺远，心旷神怡，成就感满满；受到某编

辑青睐，在惴惴不安中接受约稿，最终按

期交稿，收获感满满；投稿某刊数月不

中，突然接到用稿通知，如雨后初见彩

虹，幸福感满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真

是“悠然神会，妙处难与君说”，这都是十

分难得的有味之事！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

万里挑一”。世间之事，纷纷攘攘；他自纷

攘，与尔何干。息心静气，当个有趣之人，

多行有味之事。如此，甚好。

雪夜访戴图。 明·周文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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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与“绝唱”
刘雅婧 沈章明

《史记》备受后人称赞，东汉班固称其“文直”

“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近人鲁迅

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其为“实

录”，旨在颂扬它的“质”；称其为“绝唱”，意在推

崇它的“文”。

《史记》记录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司

马迁以一己之力撰写三千年通史，任务相当艰

巨。他所面临的头道难题，就是如何搜集与选择

史料。

文字史料最常见，也最芜杂。司马迁广泛阅

读史料，并且作出细致分析，认为用古文书写的

史料最可靠。在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时，他虽然

采信了当时学者的观点，认为孔子有 70 多位弟

子，但只详细介绍了出现在古文资料中的 35人。

求真是司马迁的信条。在出任史官并且准备

写作《史记》前，他就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

20 岁时，司马迁从洛阳南下，渡淮河，过长江，窥

九疑，浮沅湘，南登庐山，俯瞰大禹曾经疏浚过的

九江。之后沿江而下，又来到今天改称绍兴的会

稽，考察太湟，探访禹穴。随后，“上姑苏，观五

湖”，渡淮河，临泗水、汶水、济水。考察完山东半

岛，又在西归的过程中走访黄河、漯河、洛渠。

司马迁热衷于调查研究，不只是为了寻找和

选择史料，还为了准确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

物，探寻历史的真相。

“想见其为人”，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最高

褒奖，也是他调查研究的驱动力。早年阅读《论言

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时，他就非常仰慕孔子。

哲人已逝，相见无方，要表达“心向往之”的热诚，

最好的办法是实地考察，追踪孔子行迹。

司马迁还前往刘邦等人的出生地与聚众起

义地，走访彭城、沛、丰等地，了解汉初君臣的故

事。在淮阴调查时，当地人告诉他：韩信时刻以富

贵为念，始终相信自己能大富大贵，“其母死，贫

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为

了验证传言真伪，司马迁特意去韩信母亲的墓地

调查，“视其母冢，良然”。

这个调查结果对《史记》写作产生重要影响。

司马迁以韩信的利欲心为线索，解读相关史料，

写出了《淮阴侯列传》。在这部传记的前半部分，

司马迁记录了韩信初拜大将时进献给刘邦的计

策。其中一条就是，要想服众，必须“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随后，记录的是韩信敦请刘邦封张耳为

赵王的故事。张耳本来是刘邦派来的副将，韩信

在迫使燕王归附之后，请封张耳为镇抚燕国的赵

王。这样，既去除了刘邦派来的制衡者，又把自己

变成了“造王者”。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夺

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徙封为楚王。后来，又改封

淮阴侯，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激怒韩信。韩信顾不

了那么多，最终谋反事泄、身死族灭。临刑前，韩

信慨叹“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

非天哉”。

司马迁在《史记》中直接再现了韩信的悲剧

人生，又间接表达出自己的立场。为了进一步表

明立场，司马迁还在论赞部分直接批评韩信，认

为他本可以用功勋来换取富贵，成为汉代的周

公，却自矜其功劳与才能，不懂得谦让，汲汲于功

名富贵，最终被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如果司马迁不作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搜集到

这么多史料，更不可能如此巧妙地剪裁与组织史

料，《淮阴侯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

传》《孔子世家》《五帝本纪》就不会是目前这种写

法，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也会大受影响。

《淮阴侯列传》是实录，也是悲歌，称其为“无

韵之离骚”并不为过。《史记》的其他部分也一样，

处处体现实录精神，又散发出迷人的艺术气质。

《留侯世家》是另一个例证。传主张良是个谋

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谋划了很多

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仅仅阅读关于他的史料，可

能会将其想象成魁梧奇伟之士。司马迁也曾这样

猜测过，直到后来得到张良的画像，才知原来张良

“状貌如妇人好女”，非但不魁梧，反而很柔弱。

司马迁刻意运用种种对比，烘托张良与韩信

不同的悲喜人生，制造强烈的艺术张力。这是客观

再现，也是有意展示。司马迁凭借调查研究所得，巧

妙地选择与组织可信史料，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可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读者在司马迁的引导之下，得以

触摸到历史的棱角，感受到潮流浩荡向前的力量，

领略华夏山川风貌，领略历史人物风采。

据《解放日报》

消息

《绣色十八洞》入围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温琳

近日，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在

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由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杨勇波撰写的

《绣色十八洞：婚嫁苗绣艺术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作

为我省唯一一部专著入选“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成

为全国四十部入选专著之一。

杨勇波在撰写著作过程中，走访湘西地区包含十

八洞村在内的十来个乡镇，在一些较为偏僻的苗族村

落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感受湘西山村从脱贫攻坚迈

向乡村振兴的历史巨变，见证诸多绣娘从务工地返回

家乡，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让独创的作

品不断地走出大山、走进市场、走出国门，让优秀的非

遗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专著为中国苗族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对苗绣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既展示了湘西脱贫攻坚及挖掘保护传承湘西民族民

间文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对探索湘西乡村

振兴、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

了有益参考和思路。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

的全国性民间文艺奖项。与电影“百花奖”、电视“金鹰

奖”、舞台“荷花奖”等同属中国文艺的最高奖项。第十

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入

围作品汇集了全国 23 个省区市的 40 件作品，涉及民

间文学研究、民间艺术研究、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化田

野考察报告等类别。

《舞之魂》
在株掀起踢踏风暴

温琳 孟奕君

2 月 18 日晚，由爱尔兰“舞之魂”舞蹈团带来的踢

踏舞《舞之魂》在神农大剧院开演，掀起了一场优雅与

激情并存的踢踏舞风暴。

这场舞蹈大秀由金牌制作人大卫·金编排，创下

了世界巡演持续 21 年不衰，全球观众超过 2000 万的

传奇。爱尔兰“舞之魂”舞蹈团也是首个登上央视春晚

舞台的外国舞蹈团体。

当天下午，神农大剧院特邀市四中百余名师生，

现场观看了《舞之魂》彩排，并与世界级舞团进行了交

流。“现场视觉效果太震撼了！跳得太强悍了。”来自市

四中的舞蹈学生冯心蕾直观感受到了世界级舞团的

魅力，也坚定了她今后的舞蹈之路，“希望今后能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

爱尔兰“舞之魂”舞蹈团经理人 O’brien·Dinah

May Rose 说，踢踏舞是以一门艺术性和欣赏性交融，

激情与欢乐并存的舞蹈，它不仅是爱尔兰的国粹，更

是通过融合弗拉明戈、苏格兰舞、拉丁舞等多种舞蹈

元素，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也希望株洲人能喜

欢。”

当晚，活力四射的舞蹈、欢快洋溢的乐曲、酷炫的

布景和灯光变换，让观众大呼过瘾，现场掌声、叫好声

不断。

这个新春佳节，神农大剧院推出新春演出季，除

了爱尔兰踢踏舞《舞之魂》，还将上演“笑嘛脱口秀”、

花鼓戏《三子争父》、中国煤矿文工团《欢天喜地贺新

春》相声专场等文艺演出。

正月初七，和孩子来到神农大剧院，观

看了一场英文儿童音乐剧《小美人鱼》。大人

和孩子两种观看体验，颇为有趣。

该音乐剧讲述的是小美人鱼为了与人

类王子在一起而牺牲自己的爱情故事。观看

到中途我联想到，这不就是欧美版的《新白

娘子传奇》吗？

都是人和动物相恋——人鱼恋 vs 人蛇

恋。都有一位聪明勇敢爱冒险的女主角——

为了王子的幸福，选择牺牲自己的小美人

鱼；为救夫婿触犯天条，被镇压于雷峰塔下

的白素贞。都有一个惹人厌的反派——恶毒

的巫婆和纠缠不休的法海。

查询资料了解到，《小美人鱼》取材于安

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写于 1837 年，是安徒

生最具自我象征意义的作品。《新白娘子传

奇》取材于《雷峰塔奇传》，该作的原版成书

于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年）。

也就是说，几乎在同时，在地球的东方

和西方，不同的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形

式，讲述了同一种内核的动人故事。这些作

品不仅是一部简单的童话、一个好看的故

事，更是一部部揭示人性的经典之作，讴歌

了对爱情、灵魂、理想的执着追求，表现了

主人公善良纯洁的品格、坚强的毅力和牺牲

精神。

有人曾言：“全宇宙只有两种通用的语

言，一种是足球，另一种是音乐。”艺术是人

类共通的语言，跨越界限，让世界如此相近。

这是一位父亲的视角。

儿童音乐剧采用全英文的对白，对于 7

岁的儿子来说，只能看得懵懵懂懂。

互动欢呼的时候，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热

情地喊“Hello”；坏人出场时，大家热情地摆

摆手；结尾处演员们齐跳“科目三”，倒成了他

最欢乐的时候，小朋友们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观剧时，孩子关注的更多是细节，如鱼

国王和人类国王，都披着长长的卷发，“好像

牛顿！”孩子说，牛顿的照片他在学校走廊上

看到过。当国王拿出五齿鱼叉出场，“这不是

海王，海王是三个叉！”他说，《海王》的电影

他看过。看到国王和小美人吵架，他说这就

像父母吵架，吵完要道歉。

孩子的视角，关注细节，关注生活，关注

情绪。

有人说，孩子是一张白纸，纯洁无瑕，你

给了他什么样的生活和教育，他就变成了什

么样子。这也许是为什么要带孩子去看音乐

剧，去感受艺术的原因吧？“我来过，看见过，

感受过，就足够！”等他长大以后，可能会遇

到一些求而不得的事情，但他可能依稀想起

当晚的演出，想起在童话中，给他留下的种

种细节，以及细节背后留下的失意却洒脱的

启示。

这是孩子的视角。

音乐剧《小美人鱼》故事简单，舞美简

单，表演简单，对白简单，孩子们却兴致高

昂。简单，或许就是儿童艺术的本质。儿童文

学、儿童音乐，甚至儿童应当也应该被看见

更多！

《小美人鱼》：欧美版的《新白娘子传奇》
家 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