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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闲话七编开卷闲话七编
■ 文/卢伟庆

拨开迷雾拨开迷雾，，重现辛亥革命史重现辛亥革命史
——《赵声年谱长编》读后
■ 文/赵明宇

“开卷书坊”第二辑之
《开卷闲话七编》上海辞书
出 版 社 2013 年 6 月 1 版 1
印，定价25元。

赵声是辛亥革命重要的领
导人之一，是中国近代杰出的
民主革命家、军事家、宣传家，
是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他对
辛亥革命贡献巨大。然而，天
不假年，其英年早逝于辛亥革
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的前
夜，这也造成了其身后名之不
显，与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相
比有很大的落差。这是当前赵
声研究的缺失，以赵声对辛亥
革命的重要意义，也是辛亥革
命历史研究的巨大缺憾。

镇江新区政协主编，赵金
柏先生执笔编著的《赵声年谱
长编》一书，在很大的程度上弥
补了上面提到的问题，更为今
后赵声及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夯
实了新的基础。

对比之前关于赵声的研究
资料，《赵声年谱长编》主要有
以下突破。

一、展示家庭、家族对赵
声成长的巨大影响

赵声在其革命生涯中，始
终是满腔热情，勇往直前，百折
不挠的，并且赵声一直有着自
觉的革命精神，很多人都对此
感到好奇。其实，赵声这一品
质的形成，是与其成长的家庭、
家族背景密不可分的。赵声出
生于号称“江南巨族”的大港赵
氏家族，这个家族从北宋末年
定居大港后，不断发展，一直传
承着“道义担当”的家国情怀。
赵声的父亲赵蓉曾先生执教于
著名的“天香阁”，他学识渊博、

思想开明，教育理念先进，培养
了大批人才。言传身教，使大
港赵氏的优良家族文化在赵声
身上得到强化，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成就了赵声。该书作者赵
金柏先生以其对大港赵氏历史
文化的熟悉，所揭示的这一点
令人信服，也让人深受启发，同
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弘
扬。

二、拨开迷雾，重现历史
现有史料对辛亥革命过程

中，赵声与袁世凯、孙中山、黄
兴的关系或语焉不详，或避重
就轻，有意无意间淡忘赵声。

《赵声年谱长编》以客观理性鉴
别史料，呈现赵声与袁世凯各
有所图的依存关系；赵声与孙
中山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赵
声与黄兴肝胆相照的兄弟关
系。在黄花岗起义中，孙中山
负责筹款，黄兴全面协助赵声
组织起义的历史事实得以重
现。

三、客观揭示赵声对辛亥
革命的重要意义

人们言及赵声，往往提到
的仅是黄花岗起义。作为黄花
岗起义的策划者、总指挥，赵声
因此而名垂青史。而经此一
役，革命能够迅速在长江中下
流域引起连锁反应，至“武昌起
义”，而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
国”。这一过程的迅速实现，正
是赵声之前运动新军，在长江
中下游一代布局、发展革命力
量的成果转化。当时的革命党

人中，赵声是最早开始在此运
动新军，培养革命势力，最积极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做出战略布
局者。运动新军，在其中培养、
发展革命势力，是挖满清政府
的“墙脚”；于革命方来说，则

“事半功倍”。赵声在长江中下
游流域积极布局发展革命势力
的活动，可谓是后来辛亥革命
成功最有力的一步棋。对这
些，过去人们认识是不够深刻
的。而此书的观点，是实事求
是地还原了赵声对于辛亥革命
独特、巨大的贡献。

四、涉及赵声的史料的丰
富程度有很大提升

过去，涉及赵声的史料都
比较零散。此书作者赵金柏先
生多年从事赵声的研究，下大
气力，收集了较多的赵声史料，
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
整理，通过此书展现出来。书
中的很多资料是我们前所未知
的。如书中通过摘录赵声数首

《秋感》律诗，来说明其思想变
化历程。在写作过程中，得知
有文章对这些诗的作者是谁，
提出其他新说法。赵金柏先生
找到记载有这些诗作，并明确
指出是作者就是赵声的资料
——姜泣群先生的《朝野新谈
戊己编》，在充分考证的基础
上，严谨地仍将这些诗作确认
在赵声名下，继续加以引用。

本书作者赵金柏先生是镇
江大港人，赵声族人。原是南
京海军指挥学院电教中心的军

教片编导。2005 年退役后，在
自己的故乡从事镇江宜地古
吴文化历史、抗金移民、赵声
及辛亥革命历史等的研究，成
果丰富。他所主编的五卷《大
港赵氏宗谱》，多有创新，概括
提炼大港赵氏文化，与血脉遗
传的主线相并重，增加了文化
传承的主线。2021 年，该家谱
在江苏省改革开放以来新修
家谱首届评选活动中，荣获一
等奖，并已经被多家图书馆收
藏。

这部《赵声年谱长编》是国
内首部赵声长编年谱，史料翔
实，填补诸多空白；立论新颖、
客观，其成果于当前赵声研究
领域独树一帜，亦为当前国内
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力作。作为
学术著作，其内容引人入胜，同
时还感人至深，非常值得一读！

如同下雨未收衣服一般，
春夏季阳光一早从窗户照进客
厅，常常也没有及时拉上窗
帘。为书忙的书虫之所以积累
下这条生活经验，要将八九点
钟的太阳挡住，是因为数年之
后发现，阳光会让书的封面褪
去颜色——爱书，就护着书，避
免日晒雨淋。出版近十年后，

《开卷闲话七编》书脊也略有些
泛白，自然联想起此辑丛书中
两本书，分别是《旧书的底蕴》
（韦泱）和《旧书陈香》（徐雁），
用“底蕴”和“陈香”来为“七编”
乃至丛书作注，显得分外贴切。

书前《刘绪源序》《李世琦
序》《子张序》《俞律序》《伍立杨
序》可读有味，《李世琦序》中说
到《开卷》杂志的价值在于“记
录物化时代的优雅”，上网搜索
李先生著作，觅得《批评的风
骨》和《倾听灵魂》两册。“七编”
记录2011年到2012年6月的书
人书事，打开书，宁文先生文字
一如既往带着你往下读。三篇

附录为《〈宪益舅舅的最后十
年〉研讨会发言纪要》《董宁文
回忆〈开卷〉十年：读书闲话中
不被世风左右》，以及《“开卷闲
话”那些事儿》。从《后记》中了
解到，朱赢椿先生为了这套书
的装帧设计，“硬是琢磨了将近
半年之久”。此次读完全书，关
注的书有《父亲长长的一生》
（叶至善）和《宪益舅舅的最后
十年》（赵蘅），并链接到余斌先
生的新书《一百年，许多人，许
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开卷书坊”第二辑中，书
名带“书”字的尚有《读书抽茧
录》（桑农），以及彭国梁先生所
著两册《书虫日记》。书名未带

“书”的数册，如《听雪集》（许宏
泉），《棔柿楼杂稿》（扬之水），

《笔记》（沈胜衣），《邃谷序评》
（来新夏），《我来晴好》（范笑
我），《难忘王府井》（姜德明），
内容多充盈着书香墨香。因着

《听雪集》书名，想学陆游“拥被
听雪声”，户外则不妨“竹杖芒

鞋轻胜马”；棔树为合欢树，又
叫马缨花树，还有一册《棔柿楼
读书记》，上世纪 90年代出版，
印量少，现在价格高；《笔记》中
的小辑名称精致，如“书边影
迹”谈书与电影，“书外余音”谈
书与音乐，“花名册”在植物与
文学的交汇处着笔；《邃谷序
评》中的“邃谷”，推测为写作地
点，来新夏先生随笔文末常有

“写于南开大学邃谷”字样，手
头有一册《邃谷书缘》；“我来晴
好”原是嘉兴烟雨楼的一块匾
额；而姜德明先生难忘的，是工
作了 30年的王府井大街 117号
报社，是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和
古老的吉祥园。

适宜的季节，适宜的年纪，
有缘读到一册或数册丛书的读
者，有福了。一颗小小的读书
种子，或许就此萌芽、生长，给
春天增添一分绿意，给田野带
来一分凉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