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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吴月霞

初识陈浪，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年终考评会上，当时，

几个部门的同仁围坐在一起，听取各人的自我总结。在这个会

上，我对陈浪的印象很模糊，甚至现在连他当时是否发言都

记不得了。随后的若干年里，因为我们彼此都不是那种“见面

熟”的性格，故我们的关系也一直维持在见面点个头的份上。

直到2014年春末夏初，我们成了一个社的真正的同事。

吴月霞，女，回族，编审。198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物理系。现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

责编的图书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其中，《砂田西瓜甜瓜栽培技术知识问答》获“中宣部、

农业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向农民推荐的 150 种优秀图书奖”，《中国粮食问题——中

国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及战略储备》获 2015 年“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2

陈浪是一个内敛、不事张扬的人，在做了同事之后，才

慢慢发现他有着多重身份：诗人、书法爱好者、若干行业协会

的会员，除了编稿以外，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爱好

上。《十年踪迹十年心》是他的第一部诗集，里面收录了他十

年来创作的诗作，这部作品出版以后，反响不错，自治区文联

原副主席哈若蕙女士评价道：“陈浪的诗带给我的的确是一份

惊喜。我没有想到，在今日这般浮躁的世界，竟还有这样一位

儒生，有这样一颗诗心，那样纯，那样真，诗句之清丽深婉，

诗情之丰郁澄幽让人动容。”哈主席的评价道出了我的心声。

陈浪不光倾心于诗歌，在诗歌之外也有涉猎。《编读札

记》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三部书。这本书分为书评影评、编辑晬

语、书人书事、文史探微四部分，收录了他从事编辑工作以来

的所思所悟，包括图书策划方案、编辑手记、图书评介和学术

论文等方面的文字。

《咬得菜根  方可为人——读〈绘画菜根谭〉》中所写

的：“《菜根谭》的言论，犹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对浮躁

现世中的今人，无异于一剂良药，服之可神清气爽，脱胎换

骨；它又如一盏心灯，让你我共享生活的小哲理，人生的大智

慧。”表达了陈浪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推崇之情；在《〈小

鞋子〉带来的感动》一文中，他写道：“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明

净和不屈，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挣扎和无奈，通过一双鞋子

的媒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让我在艰困生活中的精

神之烛越燃越旺，也让我怀着感动和感恩向生活的更前方走

去。”以书言志，表达了自己不畏艰辛、苦苦求索的人生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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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年”竟吃腊八粥？》则从一道参赛题引发的民俗争

论入手，提出改变工作作风，“多多学习些老祖先遗留下来的

文史常识，多多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做到爱岗敬业，虚怀若

谷，知错必改，以理服人”，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较

真的、耿直的、直言不讳的陈浪。

陈浪是宁夏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部主任，也是中国辞书学

会会员，对辞书编辑有自己的体会，《关于编写〈小学生常用

成语词典〉的设计方案》是他将辞书编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体

会，也是他自己探索编写的第一部词典的具体做法；姑且不论

这部书稿出版后的结果如何，这一策划方案虽显稚嫩，但这是

他辞书编辑与作者融合的见证。《答章红雨女士问》一文中，

陈浪对心目中的好编辑应该具备的能力，编辑需要提高的地

方，自己努力的方向都做了诠释，这些亲身体会会引起新老编

辑的共鸣。在《关于拓展宁版书发行市场的几点思考》中，他

分析了宁版书存在的发行困境，提出了面对图书发行不畅应采

取的举措。

自古文史不分家。陈浪是历史学硕士，从他的这些文字

中，可以看出一个编辑从青涩到成熟、从忐忑到从容的成长轨

迹。陈浪是一名敬业的编辑，一个有情怀的诗人，十数年的编

辑生涯和文学创作，赋予了他更睿智的思想，更豁达的胸怀，

更宽广的创作之路。期待随着他专业水准的不断提高，在不久

的将来，我们能看到他的又一部佳作。

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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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上海纺织女工的生动长卷

——《湿润的上海》评介

长篇小说《湿润的上海》是上海作家、出版人林青先生原

创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

期上海众多纺织女工的人生悲欢、命运沉浮的描绘，和对上海

纺织行业前后变迁的描述，展现了上海不断演化、色彩丰富的

风情长卷。书中形象各异的几代纺织女工，她们的人生遭际各

有不同，但她们表现出的人性美、女性美，感人至深，令人难

忘。这部小说是作者写给他“心目中伟大的群体——上海40余

万纺织女工”的，也是写给历尽沧桑而依然明媚的、举办2010

年世博盛会的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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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是上海的“母亲工业”，女工在纺织从业者中占

绝大多数。自从上海开埠，几代纺织女工的美丽与母性、坚忍

与付出的故事，是那样哀婉动人，又是那样催人奋进。书中的

纺织女工如桑阿珠、田小芬、董招娣、靳巧巧、樊赣英、许丽

婷、顾翠娥、柏琴仙、马霞、施芳等，个个形象鲜明，栩栩如

生，她们的成长、生活、工作，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是那

个时代上海纺织女工、也是上海纺织业的见证。此外，其他身

份的女性如汤老太、俞漱兰、秦汝爱、徐雅芬、李米、项小涵

等，男性人物如耿顺源、廖忠彪、徐冠槐、屠希右、尤玮等穿

插其中，使得纺织女工的故事更加可歌可泣、令人动容。

这部小说，作者采用了艺术虚构和人物形象典型化的文

学创作手法，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同时又融入了象征主

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努力使这些

艺术因素能够贴切而生动地描写中国社会和塑造人物，增加文

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以直面社会生活、关注和刻画人民

的生活和命运为其精神内核，以充满探索性的文学创新精神来

塑造不断变化着的人们的精神心理和命运经历，把握和描绘时

代脉搏和趋向，手法丰富多样，感情饱满真挚。

当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与生活作为创作题材的时候，仅

从各种文学作品的不同问题的角度比较而言，粉饰与谄媚、对

于人性的复杂性的漠视和简化、对于事物发展的多样性的扭曲

和回避，若要在厚重的、即将走向广大受众的长篇小说中找到

其寄居处、滋生地，是非常困难的。当代长篇小说中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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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性和先锋性，使其和人们的日常平庸的生活以及生活中不

尽如人意甚至丑恶的一面保持距离，甚至如水晶在瓦砾堆中一

般发出了嘲讽和批判的鄙视。《湿润的上海》是直指人心人性

的，也是“直面现实”的。它是把人性和现实美好的一面尽致

地展现出来，也把丑恶的一面揭示出来给人看，还有一些是介

乎美丑之间的，也以工笔的形式描摹出来供读者鉴阅。这些，

都是这部小说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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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学研究的又一朵奇葩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评介

公元11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包括宁夏和甘肃大部、

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毗连的广大幅员上，出现了一个以党

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国家政权——西

夏国。西夏王朝是一个具有封建性和民族性双重性质的国家

政权，从夏景宗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到末帝李 于公元

1227年亡国，共传十主，历时一百八十九年。西夏王朝创造了

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对于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曾起过积极

作用。今天，如果想要深入全面地了解宋、辽、金时期整个中

国的历史与文化，就必须深入研究西夏的历史与文化。西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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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文书工作本身就是西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金波先生曾说，西夏文文献是“中古时期除汉文文献

外，保存文献种类、数量最多的一种民族文字”，在这些文献

中，有着较为可观的西夏文书资料。所以，从史料方面来看，

西夏文字资料又是研究西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的最可

靠最直接的史料之一。因此，对西夏文书资料的梳理、研究，

对西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西夏文书及文书工作、文书制度又是中国古代文书工作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极具民族特色的文书及文书工作

体系，为中国文书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由于对

西夏文书的研究相当薄弱，所以对西夏文书的系统深入研究，

就是填补中国文书史的一个空白。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赵彦龙教授对西夏文书和文书工作及

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二十多年来，他从学习西夏文字

开始，进而潜心研究西夏文书及文书工作、文书制度，孜孜

不倦，黾勉以求，在此领域可谓卓然一家。《西夏文书档案研

究》是赵彦龙教授十多年来发表的论文的一次整理，也是他学

术研究的一个总结，是一部比较系统地探讨西夏文书、档案极

其制度的著作。该书除了对西夏文书研究的概况做简单的平面

式扫描论述外，其他的如西夏文书机构和文书官吏、西夏文书

制度、西夏文书写作、西夏档案、夏宋文书比较等内容，是结

合目前已经出土考证并公布的《天盛律令》《俄藏黑水城文

献》以及汉夏文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夏国传》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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