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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
来，所未有也。”1368 年正月，布
衣出身的朱元璋即位南京，中国历
史上又一个强盛时代——大明王朝
横空出世。

自秦王朝大一统之后，明朝是最
后一个由汉民族统治的中国封建王
朝，也是第一使用自称而不是他称为

“国号”的汉民族王朝。回望既往的
视野转投展望未来，享国二百七十六
年的大明王朝，由“国号”的细节处试
图突破传统，曾经政治开明，关注民
生，经济繁荣，百姓富足，国力强盛，
军事强大，文化科技高度发达，为中
国历史所罕有，也为当时世界所仅
见。“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
治”“成化新风”“弘治中兴”“嘉靖中
兴”“隆庆新政”“万历中兴”光耀丹青
史册，令承续的大清王朝誉之为“治

隆唐宋”。
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明王朝历史的典型意义，不仅
仅是“古今”纵向坐标上的民族自豪
感。在急速凸显的全球坐标系中，明
王朝实现了中华民族饱受磨难而重
新崛起，以熠熠生辉的民族智慧再度
树立起民族自信，肩负起了引领人类
迈向文明的历史担当。

十五世纪开始，世界历史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革，全球各民族、各地区
不再处在各自独立的分割状态，文明
的冲突与融合势同潮流。公元1500
年前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刮起的大
航海之风，引发了全球地理大发现，
世界新纪元就此拉开。世界近代史
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
国等九个世界性大国，差不多有一半
崛起于中国的明代。在这个不同国
家相互对话与相互竞争的时代，大明
王朝曾经作出了怎样的作为，一度无
负于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而又危机四
伏的时代，全球视野下的大明王朝，
横跨了十三至十七世纪。恰恰是在
这一时期，欧洲结束了黑暗的“中世
纪”，融入到文艺复兴和探索时代
中。地理大发现引领了欧洲，革命性
的变化随之潮涌，华夏独尊面临着空
前的挑战。值得自信的是，历史上的
中华民族并不失睁眼看世界，“闭关
锁国”多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环
节，更谈不上始终。伏羲、女娲兄妹
成为民族人文始祖时，观察世界的基
点即是昆仑之巅。炎黄始终关注着
蚩尤，尧舜始终注视三苗，先人目光
所及，无不止于人类视线的极限，彼

此最终融为“一家人”的事实，并不意
味先人放眼世界意识的收起。正因
为如此，“十五英寸等雨线”始终是华
夏家国的核心区，“秦岭—淮河线”渐
渐变为国家的南北分界线。源于西
汉的“丝绸之路”，连接了中亚与西
亚，直至欧、亚、非大陆间的地中海各
国，中国由此影响世界并眼观四方。

“海上丝绸之路”甚至源溯秦汉，这条
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与文化交往的
海上通道，繁荣于唐宋，盛极于明初，
甚至让其后欧洲大航海相形见绌。

历经明太祖朱元璋的励精，无论
经怎样的视角，明成祖朱棣都不失为
一位大国雄主。“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永乐时代的大明王朝，举行了六
次壮观的海上远征，中华文明与中国
影响力远至南海、印度洋和极东地方
的国家与地区，漫长的航线成功地实
现了大国远交。

1405年7月，郑和率领大明船队
第一次远至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
答剌以及苏门答剌以北之南渤利，然
后前往印度西南岸重要商港锡兰、葛
兰和古里；1408年初，郑和船队第二
次远航暹罗、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
再一次驶往印度洋，到达柯枝、古里；
1409 年 10 月，郑和船队第三次远航
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和苏门答
剌，又向西驶往锡兰、葛兰、柯枝和印
度马拉巴尔海岸；1413年秋，郑和船
队第四次远至占城、急兰丹、彭亨、爪
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和南渤
利，然后越过印度洋到达锡兰、柯枝
和古里，穿越马尔代夫群岛，驶达
波斯湾的忽鲁谟斯，访问了哈德毛
海岸、亚丁和榜葛剌；1417 年秋，

郑和船队第五次远航，中国船队第
一次到达东非海岸；1421 年 3 月，
郑和船队第六次远航，到达苏门答
剌、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
骨都束和不剌哇（索马里沿岸），访
问马尔代夫群岛以及锡兰、古里和
柯枝。明成祖逝后，郑和船队第七
次梯山航海，大明声威远播海外，
大明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
洋，中非关系开启了“非”比寻常。

1405至1433年间，郑和统领的
大明船队七下西洋，横渡太平洋、
印度洋、红海，远航欧、亚、非，
到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
了半个地球，完成了十五世纪末欧
洲地理大发现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系列海上探险。其海洋行动之
先，船舶数量之多，船只吨位之巨，航
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全，航海技
术之精，航海里程之长，影响世界之
广，大明船队举世莫比，也足以担当
葡萄牙、西班牙船队承载的历史使
命。郑和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
航海家，也是比肩恩里克王子、哥伦
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世界航海史上
的伟大航海家。历尽磨难而不衰，历
史上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惊人的智慧
与卓越的成就贡献人类，在经济全球
化的今天，中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构想，无疑将比郑和下西洋
的壮举更为辉煌。

郑和下西洋，是大明王朝颇为好
看的一段故事，也是一段波澜起伏的
历史传奇。这些历史细节的深处，
抹不去的就是民族自信。存于骨髓
的民族自信，总是不断催生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但残酷的历史事实
是：大明奏响了开创世界新纪元的
序曲，最终却成为尘封于历史的咏
叹调。赢在起跑线上的大明，无疑
又输在了终点。

锦帆鹢首，牵星过洋，二十八年
间际天而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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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络的快捷与方便吞噬
了思考与品味的乐趣，且年轻人沉
迷游戏者众，认真读书者寡。书，
尤其是被称为典籍的书，任何时候
都是开卷有益。积累知识、拓宽视
野、增长才干，读书是个不可或缺
的途径。读书是要下苦功夫的，过
目不忘的人也许有，但凤毛麟角，
一般人没那么轻松。

五十七年前，我读高一的时
候，家里很穷，几毛钱的成语词典
买不起，我同学好不容易借到一
本，借书人说一星期内必还。我俩
便起早贪黑，在高琦小学操场上硬
背！一边背一边记录，就这样，一个
星期记下了整本词典。我们还利用
课休时间抄下了《白香词谱》。过了
好多年，有人夸我记性好，居然记得
那么多诗词格律！他哪知道，好记
性原是笨办法得来的。有个成语叫

“大巧似拙”，知识积累没有捷径可
循，不存在弯道超车。老中医望闻
问切，四诊八纲，驾轻就熟，不也
是从死记硬背《汤头歌》开始的！

当然，读书并不是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而是记忆并思考、理
解，融会贯通。只记诵，不解义，
脑子里还是一钵酱，始终迷惘。

生命有限而学海无涯，读书必须
认真选择，知识要广，专业要精。大
学里有基础课、专业课的分段，到硕
士、博士，专业面会更窄，这是有道理

的。任何专业都不会孤立存在，会有
某种程度的交叉与渗透；任何人除了
从事自己的专业之外，还有其他社会
活动。数学家华罗庚，桥梁专家茅以
升，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文理兼
长，这才是大家风范。

郭沫若说，人读书的过程，先
是越来越厚，后是越来越薄。什么
意思？读很多书，积累日益增多，
这个过程叫“知其形”；随着时间推
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其要
领，这个过程叫“得其神”。拓宽知
识面与专业精深是相辅相成、相伴
始终的。

作家黄裳，也是记者，曾经预
约采访“棋圣”聂卫平，时间为一
小时。为了这一小时之内在围棋顶
尖高手面前不露馅，黄裳做了一百
小时的功课，从围棋的基本常识和
专业术语，到聂卫平的成长经历、主
要赛事，包括中日韩三国围棋界主要
选手的各自特点，诸多资料看了一遍
又一遍，这才换来了一次很成功的采
访。他之所以如此认真，也正是因为
他觉得现有的知识储备不够用。我

的结论是，知识要广、专业要精，这个
要求没有阶段性，是相伴终身的。

读书多的人，多半会越来越觉
得自己浅薄！读书不是用来吹牛
的，吹牛会贻笑大方。我在有线电
视台工作的时候，一次一位通讯员
来办公室送稿件，公事完了闲聊，
无意中他突然冒一句“我也算博览
群书了。”我不好奚落他，笑指着我
桌上摆的那本钱钟书的 《谈艺录》
说：“这本书的作者才真叫博览群
书，不信你翻翻，这本书中每一页
的引文中都有你没见过的书。”读书
为的是完善自身、服务社会，任何
时候都不要以为书读得差不多了。

书山学海，或幽深，或浩瀚，
的确跋涉艰难，但并不是说找不到事
半功倍的方法。喜欢中国旧体诗词
的人背熟几千首诗词也许并非难事，
但真正能把名家名作分析得通透精
准，也是不易的。但有办法！如果嫌
各类《诗话》《词话》浩繁，那么，商务
印书馆周振甫先生编审的《诗词例
话》则大可一看，该书二十万字，分

“欣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

“文艺论”五个部分。读这本书，对于
认识名家，理解名作，有醍醐灌顶之
效。其姊妹篇《文章例话》，对于指导
欣赏、理解古代散文也颇有帮助。读
此类集约性、点睛性的著作，很容易
熟悉基本章法，回过头来再看那些旧
体诗词，确实更易于掂量、消化。

陶渊明说他自己“好读书，不
求甚解”。我认为，这句话要两面
看：对于自己专业方向方面的知
识，决不能不求甚解；另一方面，
他说的不求甚解是指不钻牛角尖，
或者说对于一般涉猎的书略知梗概
就行了，这一点值得我们效仿，如
果不分粗读与精读，胡子眉毛一把
抓，只会事倍功半。

我在这里谈读书，不是说我读
得很多很好很有成效，用一句文诌
诌的话说“未入藩篱，遑论堂奥”！
不过是一把年纪的人说点体会罢
了，不可当真。

（作者系原安庆有线电视台新闻
中心主任）

梅花香自苦寒来
孙茂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