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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劉知幾本
傳載其答鄭惟忠云 「史才
須有三長」 ，即才、學、
識。竊謂此中尤以 「識」
為最，若缺 「識」 ，學、
才便不足據。在我結識的
當代史學家中，溫州大學
甌江特聘教授邱志誠便是
一位以史識特出而卓立於

學林者。這些年來，邱氏在宋史研究領域，取
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前此著《國家、身體、
社會：宋代身體史研究》（科學出版社，二○
一八年），著名學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李康推許其 「將身體研究中國化努力推至社會
史與思想史融合的斷代史新階段」 （李康《身
體與社會的千面書影》，《信睿周報》第六十
一期），具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意義。最近，
邱氏又出版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宋代農
書研究》（鳳凰出版社，二○二二年），同樣
是一部具創新價值的高質量學術著作。宋史大
家張邦煒在序中指出，該書是近千年來 「對宋
代農書的第一次全面系統的總結」 ，這充分展
現了邱氏在學術研究中一以貫之的開拓創新精
神。

以撰寫學術書評著稱的漢學名家楊聯陞在
《書評經驗談》中說： 「寫書評最重要的，是
要先知道這一門學問的現狀、行情。」 本着楊
氏這一理念考察邱著，筆者認為該書除了選題
新，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大創新價值。首

先是全面性。自中國傳統學術轉型以來，包括
宋代農書在內的傳統農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
清末、民國時期是起步階段，主要是對傳統農
書的編目和匯編，以 「結數千年農學之總賬」
（《金陵大學圖書館概況》，金陵大學圖書
館，一九二九年）。代表性成果為毛雍編《中
國農書目錄匯編》及萬國鼎主持編纂的《先農
集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是
發展階段。一九五五年，中央政府提出了 「古
為今用」 「整理祖國農學遺產」 的號召，傳統
農書整理研究工作遂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開，
萬國鼎、石聲漢、王毓瑚、梁家勉等學者對經
典農書的校釋整理都是重要成果。改革開放後
是繁榮階段。由於此期經濟、科技、社會生活
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學術研究欣欣
向榮，傳統農書吸收其他學科理論方法，呈現
出多元化格局。要言之，邱著以前的宋代農書
研究可以概括為目錄學成果，對某一部或某一
類宋代農書的整理研究（尤集中於茶、花果、
食譜食療、釀酒、災害防治等），以及專史、
通史、綜合性著作中的涉及之論。可見，宋代
農書缺乏全面的、包舉一代的綜合性研究。邱
著迎難而上，查閱資料數萬種，最終考得宋代
農書總計二百五十五種，較之前人輯錄僅一百
多種增加了一倍以上。這為宋代農學研究奠定
了一個新的、更加雄厚堅實的文獻基礎，唯其
如此，才能正確揭示宋代農學進步軌轍、重構
宋代農學知識譜系。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創
獲，沒有艱辛的勞動付出是做不到的。在窮搜

博採的基礎上，邱著對每一部宋代農書的文本
內容、科技成就、傳世版本及作者生平等方方
面面都加以詳盡考論，真正做到了俾讀者覽之
不待外求。這是其全面性特點的又一表現。

其次是系統性。邱著除緒論、結論、附錄
外，共十四章，凡八十六萬言。緒論梳理了中
國傳統農學、傳統農書涵義的演變，從範式轉
移角度回顧了晚清以降一百二十多年的傳統農
書研究史；第一章探討宋代農書激增的原因；
第二至十章深入細緻地探討宋代各類農書；第
十一章論述宋代最重要的代表性農書陳旉《農
書》；第十二章論述宋代農書的時空分布、傳
播方式及其與宋代農業的關係，揭示傳統社會
科學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一般規律；第十三章對
宋代農書與元明清農書加以比較研究，揭示其
對後世的巨大影響；第十四章論述宋代農書在
東亞文化圈的傳播和影響；結論部分則在各章
具體研究的基礎上，闡釋宋代農書的整體特點
及其在農學史上的地位。概言之，邱著的系統
性一是建立了一個在現代農學科學性、中國傳
統農學發展實際的特殊性和涵蓋農書類型的全
面性之間具有較好平衡的新分類系統，將全部
宋代農書納入其中逐類加以研究；二是將宋代
農書放到整個傳統農書系統中加以評估；三是
將宋代農書置於東亞文化圈這個更大的文化系
統中加以考量。正是基於系統研究，是書在重
大理論問題上多有突破，發他人所未發，但卻
都有理有據，公允嚴謹，令人信服。如認為宋
代農學哲學 「在天、地、人三才因素中非常重

視人的因素」 ，本質上 「賦予了人類在農業生
產活動中更高的主體性地位——由消極的適
應、順應自然環境條件變為積極主動地改造自
然環境條件」 ，是農學史上取得的最高成就之
一；在整體比較宋代農書與元明清農書後，認
為 「宋代農書不僅是北魏以來傳統農書的一個
新發展期，還可以說是中國傳統農書的鼎盛
期；宋代農學不僅是北魏以來傳統農學發展的
一個新高峰，還可以說是中國傳統農學的最高
峰」 。著名農史專家惠富平指出本書 「為新時
代斷代農書研究提供了較好的範本」 ，良有以
也！

對汕頭刮目相看
「僑批的產生並

廣泛運用，催生了一
個新興職業——水
客，風行一時。

水客，就是經常
往來於國內外，專為
海外華僑遞帶人、
信、財、物的特殊人
群。

他們遠渡重洋，四海為家，倚水而
生，故名 『水客』 。」

曾幾何時， 「水客」 專指那些靠帶
貨進出內地賺取利潤的人，形象負面，
但汕頭僑批文物館這一段介紹 「水客」
的文字，令我明白 「水客」 曾經是海外
華僑與家鄉的橋樑，是親情的天使，他
們有令人敬佩的敬業精神和高尚的職業
道德。汕頭僑批文物館收藏逾十萬封僑
批，最早一封是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
辛巳）葉和仁託馬來西亞水客帶至潮汕
家鄉給母親鍾氏，內文有 「今寄來洋銀
弍大元以為母親買肉之用」 、 「又寄來
銀壹大元交吾妻陳氏收用」 等。

關於僑批的意義，已故國學大師饒
宗頤教授稱之為 「媲美徽學」 ，饒公指
出： 「徽州特殊的是有契據、契約等經
濟文件，而潮汕能與之媲美的是僑批。
僑批等於徽州契約，價值相等。來自民
間的僑批記載翔實，內容豐富，從中可
以了解到祖國與僑胞居住國的國情、故
鄉的鄉情、僑胞家庭的家情和僑胞與他
們的眷屬的親情，是研究社會史、金融
史、郵政史以至移民史、海外交通史、
國際關係史的寶貴歷史資料，與典籍文
獻互相印證，補充典籍文獻記載之不
足，可謂是繼徽州契約文書之後在歷史
文化上的又一重大發現。」

兩年多前，習主席視察汕頭時曾到
位於外馬路的僑批文物館參觀，然後就
在附近的小公園亭向汕頭市民發表重要
講話，提到華僑和僑批，讚揚華僑的中
國心，肯定華僑對家鄉的貢獻。領導人
一席話，令廣大海外華僑以及港澳同胞
深受鼓舞，同時也是對汕頭的華僑文化
建設的肯定。

筆者往年春節回鄉探親期間，正好
是僑批館閉館放假之日，不只一次吃閉
門羹。這次等到正月初五才回汕探親，
好朋友、市委統戰部的楊女士聽說我想
到僑批館看看，在新春開工的大年初八
陪我前往參觀，終於得償所願。兩層展
廳，展出大量原始僑批案檔和相關資
料，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生動講述百多
年來海外華僑對潮汕家鄉家人的親情，
當中不乏像 「一息尚存家批決無中斷之
理耳」 的文字，讀之鼻酸。中國僑鄉不
只潮汕地區，廣東四邑、梅州等地，以
及福建、江浙也是，但似乎只有汕頭建
立大型僑批文物館，並且將這些寶貴資
料整理出版，不僅說明汕頭得天獨厚，
更說明汕頭對僑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
二○一三年，僑批檔案列入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汕頭僑批文
物館的建設不僅功在家國，而且為人類
文明做出貢獻。

實話實說，汕頭作為全國最早的四
大經濟特區之一，發展速度不及深圳、
珠海和廈門，經濟增長和實力一直徘徊
在全省中游位置，但是最近十多年在文
化建設，特別是華僑文化建設方面，投
入不少，成績不俗。當日，除了汕頭僑
批文物館，習主席還參觀了汕頭開埠文
化陳列館。該館展出大量珍貴照片和資
料，展現汕頭自一八六○年開埠以來與
海外的密切聯繫，說明汕頭開放則興

旺，封閉則落後。位於老市區的中共地
下交通線汕頭站舊址是保育的紅色景
點，兩年前內地電視劇《絕密使命》提
到汕頭和香港是這條地下交通線兩個重
要聯絡站，筆者曾在本欄撰文介紹，這
次來到 「華富電料行」 ，神秘感猶在。
位於海灣南岸新建成的潮汕歷史文化博
覽中心面朝大海，大氣磅礴，館內陳列
一艘紅頭船，似乎隨時準備揚帆出海，
去香港、下南洋。

最成功、最有人氣的華僑文化建設
項目，當然是小公園老市區保育工程，
這個建築風格全國獨一無二、上世紀
二三十年代由華僑投資建設的舊城區，
已經成為全國著名景點，春節期間很多
外地遊客專程來逛逛小公園，來嘗嘗潮
汕美食。筆者這次回汕，新的保育項目
鎮邦美食街剛剛開市，各家老字號食肆
進駐，潮汕美食，應有盡有，我們一行
人也忍不住買了幾樣小吃，在街邊享用
起來，沒有比舌尖上的鄉情更令人陶
醉。

走馬觀花重遊汕頭，這是我多次回
鄉探親觀感最好的一次，也是對汕頭最
有信心的一次。一個富有文化底蘊、以
本地文化歷史為自豪、持續投入文化建
設的城市，她的長遠發展一定不會太
差， 「僑」 字是汕頭最重要的資源，開
放是汕頭發展興旺的必由之路，歷史如
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會如此。

要知道，
在德國的城市
公寓裏，丟一
把鑰匙，並不
僅僅是丟 「一
把」 鑰匙那麼
簡單。

在柏林的
大部分現代化

公寓裏，往往一把鑰匙可以開很
多門──小區門、單元樓門、信
箱門、單車間門、垃圾房門、地
下儲藏間門，當然了，還有自家
門。是不是一把神奇的鑰匙？

不要懷疑，德國的垃圾房也
是需要鑰匙才能打開的。因為大
包大包的生活垃圾或者大件垃
圾，不是隨便想扔就能扔的，也
是需要花錢的。

一把鑰匙管這麼多門，特別
是關係到小區居民公共安全的小
區門和單元樓門，一旦一把鑰匙
丟失，便很有可能意味着小區門
要換鎖，單元樓門也要換鎖，所
有的小區居民都得換鑰匙。這個
「工程量」 一聽起來，便很貴。
所以剛來德國時便聽到過朋友們
警告加 「哭訴」 ，丟了一把鑰匙
最後賠償了兩三千歐元。

從那時候我便認識到，在德
國，丟一把鑰匙是換鎖換幾十把
鑰匙的大工程。於是，當我去銀
行開戶時，看到銀行工作人員自
然而然地把 「鑰匙險」 劃入了基
本日常保險的範疇，也覺得理所
當然。因此，我對鑰匙是相當重
視，特意為它掛了鑰匙鏈和帶
子，甚至還安了一個 「尋找定位
器」 。然而，這並不妨礙我一不
小心把自己鎖在自家門外。

那天先生忘帶鑰匙，把小朋
友們從學校接回來時按了單元樓

門。打開之後，電梯上來的是鄰
居兩口子，我們家的小狗一激動
跑了出去看他們。我光着腳追了
出來，身後的門不慌不忙地
「砰」 一聲合上。於是，我們一

家四口加一隻狗，便被鎖在了門
外。鄰居兩口子見我們哭笑不得
的樣子，熱情地把我們邀請去他
們家，送上了熱茶和點心，並且
幫我們給小區物業管理員打電
話。

物業管理員大爺很快來了，
手裏拿着一塊硬塑料皮。我們對
這塊硬塑料皮充滿了期待，以為
靠它便可以打開門，省去開鎖
費。然而這個幻想很快破滅了，
但管理員大爺說他可以幫我們聯
繫他認識的開鎖師傅，我們連連
點頭說好。關於被開鎖師傅漫天
要價的故事，我們也聽得很多
了，所以物業管理員大爺熟識的
應該還是不會亂要價。

不到一個小時，開鎖匠來
了，三下五除二便打開了，不開
收據現金支付，收費一百五十歐
元。鄰居聽說價格以後，連連捶
胸口 「哭訴」 ： 「我們前幾天也
被鎖在門外，叫來的開鎖匠最開
始報價兩百歐元，然後弄了弄說
打不開，需要什麼高級工具，最
後收了八百歐元。你們一定要給
物業大爺一點小費感謝一下。」

這下我們也長記性了，在德
國，不僅丟鑰匙貴，忘帶鑰匙找
開鎖匠也不便宜。等等，不是買
了鑰匙保險麼？翻出條款一看，
兩百歐元起賠，並且需要提供收
據、證明和提交申請理賠表等
等。

花錢買的教訓──在德國，
一定要帶好鑰匙，保管好鑰匙，
還有別丟鑰匙。

鑰匙保險

柏林漫言
余逾

燈下集
湯序波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時地人
梁貝爾

 





























我已有五年多沒見
到姚船先生了。他在多
倫多，我在北京，相距
萬里，又都進入耄耋之
年，相見很是困難，但
我經常在 「大公園」 上
看到他的文章，這也許
就是我們叫 「文友」 的
緣故。我們的心是相通
的。

我幾次去多倫多探望女兒一家，與姚船
先生曾見過幾面。說來話長，多虧當時的編
輯，提供了電話號碼，否則雖知都在一個城
市，又如何能聯繫上。原來我認為他比較年
輕，從名字上感覺，一聯繫才知道他也是老
人。不過從十幾年前起，我們相互認識了對

方，都很高興。
我喜歡姚船先生的文筆，每看一篇，都

感覺過癮。他的文字流暢秀麗，從寫景開
始，但又不停留在寫景。展開後，舉的例子
有血有肉，生動感人，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
舉。最近他寫了《柔美的雪》，落腳處：
「瑞雪兆豐年……等春回大地，豐盈的雪水
滋潤大地，那豐收的歡聲笑語已隱約在耳畔
響起……」 看到這裏，覺得它更是一首抒情
詩，感到十分親切。

我還喜歡姚船先生夾敘夾議中對人生的
描繪。好久以前，他寫過一篇文章，寫的是
《月下曇花》，但寫着寫着就聯繫上人生。
他寫道： 「曇花，不求燦爛的陽光助威，不
靠鮮艷的色彩渲染，靜靜地自我。不落俗，
不爭鋒，更不欲被插在花瓶炫耀。在喧鬧、

浮躁、金錢唯我的現實社會，曇花的品性給
了我們什麼啟示？」 讀罷不能不想一想夜間
只開幾個小時的曇花給我們多少啟示。

我更讚賞的是姚船先生的品格，他在多
倫多四十年，仍然保持着對自己祖國的一往
深情。最近他寫在《 「龍」 飛彼岸》文章中
寫道：在多倫多舉辦的 「三天的龍文化節，
古箏古樂之聲不停，粵曲、蘇州評彈之音繚
繞……被譽為一場中華文化盛宴。龍的文
化，大放異彩。」

姚船先生進入耄耋之年後，先後做了兩
次白內障手術，影響了視力。他謙虛地說
「提筆的慾望已經減退」 ，但文章仍不停見
諸報端。我們現在只能用微信聯繫，但我與
他心心相連。祝他身體安康，美文不斷問
世。

思念文友

人與事
延 靜

冬去春來，大地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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