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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时更替，时光流转。每逢年底，

“盘点” 无疑是绕不开的主题词。 回

望 2023 年，“关键词” 很多，既有和

家国相关的“大词” ，也有和个体有

关的“小词” ，还有行业领域总结的

“新词” ， 这些词汇交织在一起，就

是岁月织成的网。

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

一，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语言

文字表达和传递着一种文化的魅力、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和部

门主办的“汉语盘点 2023” 近日揭

晓，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 2023 年

的中国与世界。

这一年的中国，关键的“字” 与

“词” 不少：“一带一路” 倡议十周

年硕果累累，迈上新台阶。 高质量发

展追求质量和效益，为建成经济强国

筑牢基础。 “村 BA” 充满乡村烟火

气， 展示出人们对体育最纯粹的热

爱。 特种兵式旅游打破常规，试图用

最低的经济成本， 挑战时间与体力

的边界，是体力与智力的双重挑战。

最终，“振” 和“高质量发展” 当选

国内字词。 所谓“振” ，便是长路有

险夷，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所谓

“高质量发展” ， 便是将发展的关注

点由 “有没有”“大不大”“足不

足” ， 升级为 “好不好”“优不优”

“美不美” ； 这一年的世界， 战争升

级，科技创新，巴以冲突再次爆发，

无数人笼罩在阴霾之下。 日本不顾

反对排放核污染水，海洋生态安全受

到威胁。 芯片研发体现国家高端制

造能力， 科技力量强弱必将影响全

局。 ChatGPT 不断迭代升级，是危机

还是机遇需要时间验证 。 最终 ，

“危” 和“ChatGPT” 当选国际字词，

在危机中育新机， 在新机中预见危

机，是人类永恒的发展之路。

善于做 “盘点文章” 的 《新周

刊》，也将选定的“关键词” 编成了

一段话：今年，人人用力而活，爱上

Citywalk，走出家门，走向附近，走向

烧烤摊，走进游乐园，走进电影院，走

进演唱会，走向“村超”“村 BA” ，

走向彼此； 今年， 人人都在找搭子，

淄博搭上烧烤， 贵州搭上足球、篮

球，瑞幸搭上茅台，喜茶搭上芬迪，

椰树搭上男模，鼠头搭上鸭脖，李佳

琦搭上花西子， 多巴胺搭上美拉德，

静音车厢搭上厌童症， 年轻人搭上

白人饭，全职儿女搭上扫兴式父母，

文心一言搭上 ChatGPT；今年，房地

产去烂尾， 消费出现平替潮，《封神

第一部》 带火 “商务殷语”“质子

团” ，“告诉老默，我想吃鱼了”“我

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成为街头暗语，

“遥遥领先” 的秘密是先要转动“命

运的齿轮” 。

借由这些关键词，《新周刊》进

一步提炼出人们面对生活的新态度：

2023 年， 人们不自觉地寻找着一种

“智性生活 ” ———寻找着文化的温

度，寻找着“慢生活” 的松弛感，寻

找着生命的本质与厚度；2023 年，人

们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域， 开启了缤

纷多彩的快意生活： 比如 “进淄赶

烤” ，淄博因美食标签与硬核工业城

市得以新晋“顶流城市” ；再如贵州

“村超” ， 肇始于村民自发组成的业

余足球队和延续多年的足球热情，最

终演变成一场全国业余球队、国际球

星、英超联赛、明星足球队参与互动

的全民盛事。 “村超” 的热度从足球

辐射到“超好吃”“超好住” 等，让榕

江成为中国乡村创新地标。

在不断加速旋转的社会里，生活

节奏容易被各种突发、热点、热搜所

打断，人们容易陷入内卷以及倦怠。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渴望回归对

日常生活和自我内心世界的关注。

《南风窗》杂志用“价值” 这一关键

词做了盘点与回应，具体而言，是彰

显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 产生社

会影响的智者、勇者、行者、侠者、义

者， 铭记积极行动、 创造价值的机

构、企业和群体。 他们中有“2023 年

度环保者” 奚志农，他用 40 年的时

间，持续不懈地记录自然，将一个隐

藏在山林江河背后的“野性中国” 带

到众人面前；有“2023 年度作家” 班

宇，他通过对一代人平凡生活的打捞

和记录， 抵抗时间的流逝与遗忘；

“2023 年度青年” 姜雨荷，技校里走

出来的世界冠军，则是这个时代青年

精神的最佳注脚……从这些 “价值

者” 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行合一、共

生共存、向善向美。

在时间里 ，在

变 化 中 ， 每

个人都有话

说 。 面对岁

月， 作家木

心曾说：“岁月不

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

月。 ” 祝愿每个人也能

“不饶过岁月” 。

中国划分为三大自然区的故事

《中国国家地理》2023 年 12 月号，月刊

■地理期刊

� � � � 最新一期 《博览群书》， 聚焦钱振文

先生新推出的鲁迅研究著作《西三条二十

一号：鲁迅在 1925》。

这一特别的书名提供了地点、人物、时

间三个关键词。 地点“西三条二十一号” ，

是鲁迅在北京最后一处住所的坐标，今北

京鲁迅博物馆即坐落于此。 鲁迅之所以搬

来这里，缘于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不得

不另择住所。 他将挑选新居的范围框定西

城区，因为他任职的教育部在西单，为上

班不能住得太远。 在“西三条二十一号”

的新宅中， 最广为人知的当属 “老虎尾

巴” ， 这是一间鲁迅用来写作和招待客人

的工作室，面积很小，如同一个小尾巴般

拖在整排正房后面而得名。 正是在“老虎

尾巴” ，鲁迅出版了六部书，《中国小说史

略》《苦闷的象征》《热风》《出了象牙之

塔》《华盖集》《彷徨》。

经由这些细节，一个地理空间被活泼

泼地还原出来， 读者仿佛回到了历史现

场，寻找和体验鲁迅当年生活在西三条胡

同时的地理关系和空间感觉。 与此同时，

鲁迅也被还原为生活在尘世中的 “人” ，

而不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文化符号。

把“西三条二十一号” 的历史地理化

之后，究竟写些什么、该如何谋篇布局，其

实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据钱振文说，

台湾作家林耀德的《房间》给他提供了灵

感。文章写道：“林耀德说一个房间通常通

过以下媒介得以显现：1.来客；2.信件；3.窗

口；4.主人的作品；5.垃圾。 在思考整体结

构的时候，除了第 5 种显现方式‘垃圾’

外， 其他几种显现方式都给我很大启发。

尤其是‘来客’ 和‘主人的作品’ 成为我

书中最主要的章节。 ”

来客很多，“西三条二十一号” 有时

门庭若市。 而在这些来客中，高长虹也正

好是被钱振文浓墨重彩加以描述的对象

之一。 文章提及，通过高长虹本人的回忆

文字， 钱振文看到的是：“由于自视甚高，

在和鲁迅的交往中，高长虹从一开始就摆

错了自己的位置。 ” 正是在这些铺垫的基

础上，我们才看到了钱振文的评价：与鲁

迅见面，大多数年轻人都自感渺小，压力

山大，“只有极少数人像高长虹一样，有时

候会产生或许自己也是天才的幻觉” 。 此

外，钱振文还指出，要想完成国民性的改

造，单枪匹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鲁迅知

道必须得有一支队伍、一批战士。“由此可

知为什么鲁迅在第一次见高长虹时‘精神

特别奋发， 态度特别诚恳， 言谈特别坦

率’ ，如果忽略个性上的特点和缺陷，高长

虹算是一个鲁迅正在期待和寻找的‘思想

革命’ 战士。 ” ———不轻易下判断、 做结

论，而是反复还原历史现场，并在他人话

语 “互证” 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点独家见

解，这应该是这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

总之，该书作者就像一个高明的侦探，

通过搜集最准确、 最可信的资料， 将它们

“侦破” 之后串连起来，围绕鲁迅在北京的

最后一个住所，以及 1925 年这一关键时间

点，搭建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交际网络。

在特定时空背景中还原鲁迅

《博览群书》2023 年 12 月号，月刊

■读书期刊

■文史期刊

� � � � 金圣叹评《水浒传》，将一百零八将分为

九品， 我们熟悉的李逵、 鲁智深均被评定为

“上上人物” ，武松更是被视为“天人”“天

神”“第一人” 。 至于原因， 金圣叹本人也

“不知何故” ，只是一种强烈的感觉。 最新一

期《文史知识》杂志刊发文章，试图找到武松

为何能使金圣叹惊为“天人”“天神”“第一

人” 的缘由。

“武松打虎” 是武松的高光时刻，这一场

景脍炙人口、口评无数、论文无数。 文章由此

切入，认为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丛林” 世

界，人兽对立，虎伤人、食人是常态，也有英

雄好汉打死老虎的壮举，《诗经》里便有“暴

虎” 即空手打虎的记载，“武松打虎” 即是

“暴虎” 现象的反映。

传统文化体系是如何评价“暴虎” 之人的

呢？ 文章从孔子与虎有关的著名对谈说起，即

“苛政猛于虎” 的故事。 故事将“苛政” 之害比

作“猛虎” 。 这样一来，“打虎”救一方之民，与

扫除“（猛于虎的）苛政” 以救天下之民的意

义是一致的。 古代以孔子为“至圣先师” ，“武

松打虎” 、“杀尽不平” 、 除害救民的精神正可

以推为“天人”“天神”“第一人” ？这才是《水

浒传》写“打虎武松” 的真妙处。

也就是说，“打虎武松” 的真正原型，应

该是基于历史上“暴虎” 英雄，乃孔子期待中

真能“打虎” 救世以“替天行道” 的理想人

物，从而堪称“天人” 。

《水浒传》全书写三次四人“打虎” ，除武

松外，另有李逵、解氏兄弟等。 三人打虎的方

式各有不同：解氏兄弟用叉，李逵用刀，唯“武

松打虎” 是赤手空拳。看“打虎” 之法，解氏兄

弟用猎人之常技，李逵用刀插虎之肛门，而只

有“武松打虎” 赤手空拳从虎头下手。 恰好在

后世的演绎中，孔子也有“杀虎之论” ，认为

“上士杀虎持虎头，中士杀虎持虎耳，下士杀

虎捉虎尾” 。 由此可知李逵杀四虎用刀从肛门

刺入，绝非 “上上” 人物；而写“武松把左手

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

大小拳头” 打死老虎， 才是孔子眼中真正的

“上士” 。 由此可见，文学描写“细节决定成

败” ：“魔鬼在细节里”“神灵也在细节里” 。

总而言之，读诗文须明典故，读通俗小说

也要明典故， 以治经研史的态度咀嚼品味其

熔经铸史的内涵， 才可以读出作品之真义与

作者之深心。从“武松打虎” 看“打虎武松” ，

就是如此。

“武松打虎” 背后的文化内涵

《文史知识》2023 年 12 月号，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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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国可以划分为三大自然区， 即东部季风

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 这三大自然区是

地理学家对于中国最宏观、最简洁、最有概括力

的划分，也是我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最好的出

发点。 这一区划方案甫一提出就得到普遍接受，

并被今天的地理学家奉为圭臬。 那么，这一区划

方案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 它的产生过程经历了

哪些波折？ 三大自然区各自的四至点又在哪里？

最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

实地踏访的方式， 梳理出三大自然区的源起、发

展和脉络。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 地理学家黄秉维就将

我国划分为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

区、青藏高寒区。 到了 21 世纪，郑度、杨勤业、吴

绍洪等人在黄秉维先生所划分的三大自然区的

基础上， 继续推进和完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

《中国自然地理总论》这本书就是这一工作的新

成果。 《中国自然地理总论》一书沿袭了黄秉维

先生的区划方案， 仍然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季风

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个大区。 在此基

础上，结合温度、湿度、地貌、植被等特点，进而将

全国划分为 11 个温度带、21 个干湿地区和 49

个自然区。 一个区域的四至点即东至点、西至点、

南至点、北至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展现

这一地区的特点和整体风貌，该书还选择了一些

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加以介绍，以便读者

对这一区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文章叙述了三大自然区的特点。 先

是东部季风区。 这个自然区最大的特点是南北

跨度大。 地表南北方向的变化主要体现纬度地

带性，反映不同地区温度的变化。东部季风区从

我国最南端南沙群岛中的曾母暗沙， 到最北端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的黑龙江第一

湾———当地人称之为 “北极岛” ， 南北跨越近

50 个纬度 ，囊括了赤道热带、中热带、边缘热

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等 9 个温

度带。

接着是西北干旱区。 西北干旱区与东部季风

区的南北跨度极大正好相反，它最大的特点是东

西方向延展了很长的距离，因此它的温度变化幅

度没有东部季风区那样大， 只能分出两个温度

带：中温带和暖温带。因为它东西延伸距离长，从

东向西离海洋也越来越远，因此大气含水量越来

越少，湿润程度越来越低，终于从半干旱演变为

干旱，从草原演变为沙漠戈壁。

再就是青藏高寒区。 这个区域主要特点是海

拔高、面积大。由于其独特的地势地貌特点，使其

表现出特立独行的环境特点，因此地理学家们将

其气候特点分为两类， 一种被称为高原温带，另

一种被称为高原亚寒带。 我们知道，气候是一种

人类不能改变或者很难大范围改变的地理要素，

气候决定了降水、地貌、动植物等其他环境要素。

青藏高原因为气候独特，决定了这里有着与其他

两大自然区不同的风貌。

� � � � 在南北宋之交， 出现了 “一武一文”

两位奇女子，一位是大将军梁红玉，另一

位是大词人李清照。 梁红玉曾为歌伎，但

孔武有力、英勇过人，能和夫君一起征战，

还在黄天荡一带大破金兵，差一点捉住了

金国名将金兀术。 就在梁红玉的同一个时

代，李清照也以笔为枪，横扫千军。 她写下

的诗和词，为数并不算多，却让历代许多

诗人交口称赞，认为李清照的词作空前绝

后。 最新一期《书城》杂志以梁红玉为参

照系，并从李清照最广为人知的词作《声

声慢·寻寻觅觅》入手，还原李清照的人生

际遇。

文章写道， 梁红玉与李清照各自有着

不同的命运以及不同的生活轨迹。 梁红玉

的父亲曾为武将，在宋太祖制定的重文轻

武的政治路线中，其父获罪，家道中落，梁

红玉也过着低贱的生活， 后来嫁给韩世

忠，在战火中左冲右突，终于成为声名显

赫的诰命夫人。 李清照刚好相反，她出生

在清贵之家， 其父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

郎。 由于和苏轼意趣相投，人们也把他列

为“苏门后四学士” 。 李清照在十八岁时，

嫁给了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小

夫妻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然而由于两亲

家政见不同， 夫妻二人不得不回到山东居

住达 13 年之久，李清照度过了一生中最为

快意的一段时间。靖康之变，李清照经历了

颠沛流离的生活，加之丈夫赵明诚病亡，她

在江南孤苦伶仃、生计困窘、无以为家，不

得已改嫁。 谁知所托非人，受骗上当，只好

赶紧离开。 总之，国仇家恨，像千斤重担压

在她瘦弱的肩膀上。在此背景下，李清照创

作了千古名篇《声声慢·寻寻觅觅》。

文章赏析说，《声声慢·寻寻觅觅》开

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

连用 14 个叠字，可谓千古未有。 而整首词

更是表达出了“愁闷” 的感情，在北宋末期

乃至整个南宋时代， 是社会上许多人共同

的心声， 可谓是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

情感。当然，由于李清照终究有着不同于一

般女性的胆识和豪气， 即使在凄凄惨惨戚

戚之际，感情表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在《声声慢》中看到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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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贵州“村 BA” 火爆出圈，一夜之间让全

国观众知道在祖国西南的贵州黔东南有一个

台江、 台江县有一个叫台盘村的苗寨。 这一

切，因为篮球。 从 2022 年夏天迄今，贵州黔

东南台江县台盘村一场村级篮球比赛， 场均

几万人现场围观， 进而引来网络几十亿的浏

览量，在线上线下蔓延成一场“现象级” 的全

民嘉年华， 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 这个叫

台盘的苗寨被中央广播电视台誉为“观察中

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十年来我们经济

社会变化的一个大缩影” 。最新一期《文史天

地》刊文，揭示贵州“村 BA” 火爆出圈的前

世今生。

据史料记载， 篮球作为一项外来的现代

体育运动，首次传入贵州地区的时间为 1908

年。 1936 年，在镇远、贵阳等地读书的台拱县

（1940 年台拱县改为台江县）学生，利用假

期在台江县修建了一块不规范的篮球场，随

后政府扩建为体育场地， 这就是台江县历史

上第一个篮球场。 1936 年 10 月 10 日，台拱

县举办第一次体育运动会， 台盘地区就开始

有了篮球运动，至今已有超过 80 年的历史。

文章写道， 篮球运动在台盘地区得到了

意想不到的传承， 究其原因在于将篮球很好

地融入传统民俗节日“吃新节” 中。 “吃新

节” 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事节

日， 目的是庆贺丰收并祈福来年丰收。 在台

江县，每年夏日插秧结束后，从农历六月到八

月这一段相对闲暇的时间里， 不同支系的苗

族同胞会选择不同的时间过“吃新节” 。过节

的节目包括斗牛、赛马、吹芦笙、唱苗歌等文

体活动，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篮球也

融入其中。

“吃新节” 很有民众基础，年年都自发举

办，当地百姓乐此不疲，篮球比赛作为台盘村

雷打不动的项目必不可少。 文章通过口述采

访的形式，回望了台盘村三代人 80 年的篮球

运动史：从最初的泥土地篮球场，到后来的水

泥场和标准的篮球架。 由此形成了“有篮球

必打、有篮球场必练、有球赛必看” 的传统，

后来又形成从天黑打到天亮的“天亮文化” ，

全县建有 202 个篮球场，县里 156 个村寨均

有业余篮球队。

在台江篮球文化中，“苗寨女篮” 引人注

目。 事实上，在半个世纪前，台江县“苗寨女

篮” 已经在全国崭露头角。 发展到现在，已经

出现了三代“苗寨女篮” 的女将，许多苗族姑

娘借由篮球运动改变了命运。

揭示贵州“村 BA” 火爆

出圈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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