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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王树增在完成“革命战争

史 系 列 ”的 收 官 之 作 ——《抗 日 战 争》

时，曾透露一个宏大的设想：要将春秋

以来我们这块国土上那些波澜壮阔的

战争，以独特笔调展现给世人。这其中

很大原因在于，从这些战争中诞生了中

国灿烂的兵书文化和传承至今的军事

思想。

2024 年 12 月，王树增在多年精心研

读文献笔记的基础上，终于完成这一设

想的开篇之作——《天著春秋》，并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天著春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从当

下视角解读和再现春秋时期战争的作

品。本书从夏商之间的鸣条之战写起，

简略回顾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更迭，尔

后着重书写从周平王迁都洛邑至三家分

晋的春秋历史。作者用 10 场古代大战，

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那段战乱纷争

却又诞生辉煌战争文化的壮阔历史。这

段历史是我们回望和探求民族成长经历

和民族精神发端的重要源头。这是一个

“极其特殊的时代。战火四起、群雄并

立，横尸遍野、称王争霸。但同时，这个

时代又产生了留存至今的哲思、谋略乃

至情歌”。

创作过程中，王树增潜心搜集、整

理 各 类 典 籍 ，涉 猎 范 围 很 广 。 史 学 著

作、诸子百家以及文学经典，均在他的

研究范畴之内。对于某些重要的历史

事 件 和 历 史 人 物 ，王 树 增 更 是 细 致 入

微，运用多种资料相互印证和补充，密

切关注后世的研究成果乃至考古新发

现，以此来甄别历史信息的真伪，力求

准确而真实地还原历史细节，客观全面

地评价历史人物。

与此同时，王树增以现代军事视角，

充分运用现代军事理论，从地缘政治、军

事地形、兵力对比、战场形势和战略战术

等多个层面分析古代战争，并从军史角

度对一场战争在战争史上的地位、其战

术打法对于战争形态的影响等，也给出

相对清晰的评价。他将繻葛之战中郑国

军队的“鱼丽阵”，即战车和步兵协同作

战的样式，与现代战争的“步坦协同”相

类比；将长勺之战中的“一鼓作气”视为

心理战的古老典范，并对心理战的作战

方式进行分析。此外，书中还指出郑国

抗击北戎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中采用

伏击战制胜的战例；楚庄王灭庸之战则

体现分进合击战术；吴国和齐国的艾陵

之战是中国古代使用战场预备队的战例

等，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军事理论和战

史研究的专业性、学理性。

从文学叙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点

评将数千年前的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

有机勾连在一起，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看

到现代战争的萌芽和源头，看到我国几

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结的战争经验，

以及国人在战争中不断积累和传承的

智慧，展现出纵横捭阖、舒卷自如的写

作风格。

《天著春秋》作为叙述历史的文学作

品，与历史文献资料最大的不同在于，在

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向读者展示

了作者的思考和情感投入。这些主观能

动的情志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重要价

值所在。

在春秋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国

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公卿贵族之间争

权夺利的战乱。对此，王树增写道：“书

写战争，不是为了揭秘，也不是为了梳理

战史，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

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

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王树增用细腻的笔触描绘战争中

不 同 阶 级 的 人 的 处 境 和 选 择 ，蕴 含 着

他 对 战 争 本 质 的 看 法 ，以 及 内 心 对 于

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苦难的深深忧虑

和思考。安稳和平的生活一直是普通

百 姓 的 愿 望 。“ 不 战 而 屈 人 之 兵 ”这 一

古代兵法中对战争最高境界的美好设

想就产生于春秋时期，“慎战”“止战”

这些沉淀在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的观

念 ，都 是 先 人 在 血 淋 淋 的 战 争 中 领 悟

到的。这里面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

愿 景 ，更 承 载 着 战 争 带 给 中 华 民 族 的

深重苦难。

在《天著春秋》中，王树增如同一位

技艺娴熟的雕塑家。他将史书中有些

只有几行字或一句话的记载，通过史料

挖掘和文学笔触铺展开来，努力还原当

时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人。为了更直观

地感受历史，王树增还多次踏上寻访古

战场的旅程。尽管历经数千年的岁月

变迁，这片土地上的风貌早已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当他站上那些曾经见证

战乱纷争的古战场时，仿佛能听到历史

的回声。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亲

身感悟，使得他的行文情感充沛、情思

绵长。

比如牧野之战，史书中的记载非常

简略，但王树增根据后世研究成果和考

古发现，细致还原了双方的阵法、兵器

使用以及军队编制等情况。在描述战

争 过 程 时 ，他 生 动 展 现 了 三 波 进 攻 态

势，以及阵列中步兵、甲兵、弓弩手之间

的配合，直到最后双方短兵相接、残酷

厮杀。读者仿佛能亲眼目睹战场上的

冲锋、肉搏和践踏，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与激烈。

理想的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是历史与

美学的融合，是诗与史的共构相生。这

其中，既要有充实充分的史料支撑，又要

具有表现力独特的语言运用和叙事结

构；既要有真实客观的历史细节，又要有

文学的兴味和意趣。这些特点，都不同

程度上体现在《天著春秋》中。

王树增曾对春秋时期的战争进行

总 结 ：“ 据 不 完 全 记 载 ，春 秋 时 期 的 大

小 战 事 达 500 多 次 ，100 多 个 诸 侯 国 曾

被 兼 并 或 亡 国 ，超 过 50 位 君 主 被 臣 下

或 敌 国 杀 死 。”他 以 重 要 战 争 为 脉 络 ，

来 讲 述 这 样 一 个 复 杂 多 变 的 时 代 ，凸

显 了 战 争 在 霸 权 更 替 、推 动 历 史 发 展

中的作用。

他大量使用倒叙、插叙的叙述方式

将春秋乃至更早历史时期纷繁复杂的

诸侯关系和权力更迭编织在一起；他善

于把控行文节奏，将紧张的战争场景与

日常社会经济状况、理智的军事分析相

结合。在讲述完周朝建立后，致力于从

礼乐祭祀、政权结构到税收、战争等各

方 面 制 定 完 备 的 典 章 制 度 时 ，作 者 写

下：“在战争如此频繁的年代，竟能诞生

如此周全工整的规章。”而这一系列规

章制度在战争中对政权体系给予了全

方位保障。

除了宏大的战争叙事，王树增用细

腻生动的笔调，刻画历史大背景下的人

情人性，展现出人性在战争中的复杂与

多面。春秋时期，在战争的阴霾下，既

有的价值认知和道德伦理观念出现崩

塌，人性的光辉与黑暗相互交织。有人

会 为 了 达 到 自 己 的 战 争 目 的 ，使 用 暗

杀、离间计等各种战术计谋。如晋国的

赵 盾 ，先 后 暗 杀 公 子 乐 、背 弃 公 子 庸 。

这种用刺杀方式除掉政敌以确保权力

稳 固 的 做 法 ，在 春 秋 诸 侯 国 中 屡 见 不

鲜。但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又会出现

恪守周朝“战争礼”的现象。比如晋楚

邲 之 战 ，晋 军 在 溃 败 时 ，战 车 陷 入 泥

泞。追击的楚军并没有屠杀他们，而是

教他们如何让兵车从泥坑中出来。我

们无法完全理解当时人们面对战争的

态度和思想，但从历史的书写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面对战争时，人性中残酷与

仁义共存的复杂。

作品中尤为吸引人的是对《诗经》中

民歌的现代化表达。作者用通俗的现代

语言传递古老民歌的风情和韵律，再现

先民的浪漫欢喜和愁绪忧伤，笔调悠扬

和缓，传达出自由平和的气息。表现《诗

经·郑风·东门之墠》时，作者写道：“东门

外美丽的花园呀，茜草沿着山坡生长。

她的家离我近在咫尺呀，人儿却像在很

远的地方。东门外栗树下的小屋呀，安

宁温暖让我心旷神怡。难道是我不想与

你亲近？不肯亲近的人呀是你。”淳朴的

情歌语言勾勒出普通百姓简单的幸福。

与残酷激烈的战争相比照，在疾徐有致

的节奏中，尤显作者在历史书写中深沉

的人文情怀。

文艺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天著春

秋》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史，它实际上是一

个以战争为线索的、为脉络的文化史、生

活史、精神史。“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

代，春秋往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起源，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年和青春时代，这

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写，需要我们去重新

想象它，重新认识它。这种想象不仅仅

是为了认识历史，也是为了认识自己。

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性情

是怎么来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基

本观念，渗入我们血液里的那些东西是

怎么来的。读读《天著春秋》就知道我们

的来处在哪里。”

王树增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抒发了一位作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从何

而 来 、我 们 精 神 观 念 根 源 于 何 处 的 思

考。他以文学表达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

场，重新寻找和认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

传统的根与魂。

我想，这就是《天著春秋》带给我们

的启示：以更理性和更具现代精神的眼

光去择取分析来自历史深处的优秀基

因，让未来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宽广。

历史、文学与战争的交响
—读王树增新作《天著春秋》

■袁 诠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2025 年是农历乙巳年，因为“巳”

位于地支的第 6 位，对应的生肖是蛇，

故而又称为蛇年。

在古代文献中，龙蛇常常并称。《后

汉书·郎顗襄楷列传》中说：“龙能变化，

蛇亦有神。”《管子·枢言》：“一龙一蛇，

一日五化之谓周。”然而，龙毕竟是人们

想象中的形象，蛇却是真实的存在。它

不仅与中国人的生活联系紧密，而且在

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成为华夏文明不可

或缺的一个文化形象。

上古时期，人们既敬畏蛇又崇拜

蛇。《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

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蛇，

曾经是威胁人们生存的重要敌人。古人

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由害怕蛇转向对蛇

的敬畏，于是很早就将蛇作为图腾之一，

由此产生了很多关于蛇的神话传说。

《列子·黄帝》篇说伏羲与女娲“蛇

身人面，牛首虎鼻”。汉唐以来，大量壁

画、帛画或石刻，都对伏羲女娲的形象

有所反映，在这些艺术作品中，伏羲女

娲大多位于画面的左右两侧。他们手

中举着曲尺与圆规，人形的上半身朝向

不同，但蛇形的下半身缠绕在一起。

我国南方多山多湖泽，草木茂盛，

适于蛇的生存，人与蛇接触的机会更

多，因而在战国楚墓中常能看到手中握

蛇的镇墓神。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的彩绘帛画上，人首蛇尾的大神位居

中央，高高在上，显示出王者风范。

在后世的文化流传中，随着对蛇的

认识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赋予蛇这一形

象更多的内涵。

晋代干宝《搜神记》中，有《李寄斩

蛇》的故事。少女李寄斩杀大蛇后，见到

蛇洞穴中此前被害之人的骸骨，发出“汝

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的叹息。

故事借人与蛇的斗争，反映了我国

古人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生

存智慧，讴歌了先民不畏强暴、不屈不

挠的反抗精神。

由于蛇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多面

性，在民间传说中，蛇又具有美好善良

的一面。

我们熟知并喜爱的白娘子，出自我

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其

中篷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重逢等经

典情节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恋爱的憧憬

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

与其他很多动物不同，蛇，无足却

能疾行如风；身形修长柔软，能够伸缩

自如、缠绕盘旋。这种形体上的特点也

给人以特别的联想。

古人以蛇喻书法，苏轼词《西江月·

平山堂》写道：“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

龙蛇飞动”，马致远曲《双调·夜行船·秋

思》有“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的句

子。笔走龙蛇、惊蛇入草等词汇更是直

接用来形容书法俊逸灵秀、气势磅礴，

成为许多书法家追求的至高境界。

或许是受到蛇在草中爬行时或隐

或现的样子启发，“草蛇灰线”法成为

古 典 小 说 情 节 结 构 技 法 之 一 。 金 圣

叹 在 评 点《水 浒 传》时 写 道 ：“ 有 草 蛇

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

寻 ，其 中 便 有 一 条 线 索 ，拽 之 通 体 俱

动。”“草蛇灰线”法也是《红楼梦》小说

创作中采用的一个基本的、全局性的艺

术手法。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语中

也屡次出现。

1934 年，聂耳根据家乡昆明的传

统曲目《倒八板》整理改编了一首民族

管弦乐曲，将之名为《金蛇狂舞》。全

曲以激越的锣鼓伴奏，旋律昂扬、热情

洋溢，生动地再现了民间庆典的欢乐

场面。2008 年在北京举办的第 29 届夏

季奥运会开、闭幕式中，运动员入场时

反复演奏的《金蛇狂舞》有力烘托了这

一盛会的欢腾气氛，体现出浓郁的中

国特色。

从图腾符号到神话传说，从文学形

象到曲艺创作，古往今来，蛇在中华民

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如影随形、相生相

伴。它承载了厚重历史与人们的美好

心愿，带给人们力量与希望，构成了华

夏文明中蔚为壮观的“蛇文化”。

说说“蛇文化”
■向贤彪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回望古人关于春节的描述，不能不

提苏轼。他围绕春节写下的诗作，令我

们回味无穷。其中，《馈岁》《别岁》与

《守岁》，是他寄给弟弟苏辙的三首诗

作。诗中不仅蕴含他故乡蜀地丰富的

春节习俗，也映照出他个人的情感波澜

与文化意蕴，历来备受赞誉。

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 1062 年），

岁 末 的 陕 西 凤 翔 春 节 氛 围 愈 来 愈 浓

厚。在凤翔为官的苏轼，心中泛起了

思乡之澜。这是他入仕后初次离家外

任，不能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不

能回四川老家走亲访友。他只能援笔

书怀，回忆家乡的春节民俗，向苏辙诉

说心声。

《馈岁》一诗细腻描绘了岁末邻里间

互赠礼物的热闹图景。“农功各已收，岁

事得相佐。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

山川随出产，贫富称小大。置盘巨鲤横，

发笼双兔卧。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

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官居故

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

人和。”诗中洋溢着淳厚的生活气息。“馈

岁”，意即“岁晚相与馈问”。馈岁之时，

无论贫富贵贱，皆竭尽所能，筹备馈赠之

礼。田间收获、家中珍藏，皆化作满含深

情厚谊的礼物，在邻里间相互馈赠。这

不仅是物质的交流，更是情感的交融、情

谊的纽带，彰显出国人自古以来重视人

际关系、崇尚和谐共融的文化价值，是

“礼”与“情”的完美融合。

“酒食相邀，呼为‘别岁’”。《别岁》

一诗则展示了邻里、亲朋、好友间相互

宴请的温馨场面，宛如现今的春节聚

会。“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人行犹

可复，岁行那可追！问岁安所之？远在

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归无时。东

邻酒初熟，西舍豕亦肥。且为一日欢，

慰此穷年悲。勿嗟旧岁别，行与新岁

辞。去去勿回顾，还君老与衰。”岁末之

际，人们在欢乐之中亦难掩对时光飞逝

的感慨。旧岁如东逝之水，一去不复

返 ；而 新 岁 将 至 ，带 来 新 的 未 知 与 希

望。在春节这一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

苏轼用诗作启示我们，在欢乐中珍惜时

光，享受生活的美好。这种积极健康、

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映射出中华民族

深刻的生命意识与哲学智慧。

《守岁》则生动刻画了除夕通宵守

夜的有趣场景。“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

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

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

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

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

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

夸。”除夕夜，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年。全家围坐一堂，灯火通明，欢声笑

语。孩童强忍困意，只为迎接新年的第

一缕曙光。苏轼不仅感慨时光易逝、思

念亲人，更心怀政治抱负，流露出对人

生的深刻思考：既然无法留住时间，便

勿使岁月虚度，要趁青春年少，实现理

想抱负。诗句展现出积极进取、自强不

息的精神追求。

通 过 苏 轼 这 3 首 诗 ，我 们 不 难 发

现，苏轼笔下的春节图景，实则是中国

故事的生动写照。其中蕴含的春节文

化精髓，历经时光雕琢，代代沿袭，至今

仍深深扎根于华夏沃土，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认同的鲜明符号，彰显出非凡的生

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这份文化的传

承，为我们构筑起文化自信的坚固基

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

的力量。

苏
轼
笔
下
的
春
节
咏
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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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一渡赤水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

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

中。1935 年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初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地区召开会

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

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

会议决议）。2 月 10 日，中革军委发布

《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同日，中

革军委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即二渡

赤水），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

攻，以展开战局。

（图文整理：严 壮）

长征中的春节——

扎西会议

图①：扎西会议旧址。

图②：《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中央档案馆复制件）。

图③：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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