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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聚茶坊书友聚茶坊 共品一著香共品一著香
——文史专家读者热评祝瑞洪新作《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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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徐盛欢

日前，西津渡文化研究学
者祝瑞洪的新书《中国古代长
江救生源流考》出版，镇江的文
史研究专家和书友们共聚西津
渡蒜山茶坊，参加了新书分享
会。

说镇江红船掌故，谈长江
救生。历经 10年，发掘镇江红
船，拨开历史迷雾，同时溯及长
江上下游救生文化，共 90万字
的《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
呈现在书友面前。全书分为上
下两卷，上卷主要研究镇江自
宋代到民国的水上救生历史源
流，下卷主要研究明末清初以
来长江全流域救生的历史源
流，下限到清末。祝瑞洪借助
长期的史料发掘和整理，在本
书中通过历史线索、人物事迹、
组织制度和文化价值的研究，
全面展现中国古代仁人义士在
长江组织救生的历史及其见义
勇为的核心价值。

在新书分享会现场，祝瑞
洪围绕写作初衷、成书历程以
及主要内容娓娓道来。在收集
史料过程中，许多资料因年代
久远字迹模糊、断章缺页，祝瑞
洪辗转多方，找寻直接或相关
有机联系的证据，从中发现历
史的真实逻辑，描述救生历史

发展的真正源流，还原历史事
件的本来面目。比如，这本书
对于蒋氏救生家族家谱的研
究，费尽周折找到了蒋氏家谱，
对于揭示蒋氏七代人 163年救
生的历史源流和传承提供了重
要信息。

镇江文史专家李德柱认
为，这本书以文献为依据讲镇
江故事。通过正史、方志、家谱
的收集和研究，提升了镇江美
誉度，反映了镇江的真善美。
祝瑞洪带领团队保护西津渡，
让大家既能看到实体，也能了
解背后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中
外专家、游客前来西津渡参观，

“这本书对我个人也非常有帮
助，我自己也在创作一本小说，
这本书给予了我一定的启示，
比如江上救人的场景，让我创
作时能够参考。”

文史专家王礼刚说：“这本
书论证了在长江段救生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长江救生是若干
因素的组成，这本书的出现顺
应了长江救生历史研究的需
求，也是对长江救生历史的期
待，这是救生文化的传承，让救
生文化延续下去。”

从小家住西津渡附近的书
友初春对西津渡很有感情，以
前上中学时，她每天都要经过
西津渡。“我的父亲是在船上修
机器的，家族里都和船有渊源，
听说我的父亲曾经也在水上救
过人。我特别期待未来西津渡
能够建成长江救生文化公园，
救生会有许多可说，让晚辈们
能够看见，真正把救生文化传
承下去。”

书友李叙彬对《中国古代
长江救生源流考》给予高度评
价，“我非常喜欢西津渡，作为
一名读者，很喜欢这部作品。”

书友韦一参加这期读书汇
之前特地去参观了救生会，他
说：“全书以红船为媒，义渡为
脉络，系统展现了古代镇江、长

江红船义渡文化，有故事有史
实有考究。放眼未来，传承和
弘扬救生文化一定会使镇江津
渡大放异彩。期待我们在城市
更新中更多地关注城市文化、
津渡文化、救生文化，让镇江悠
久的历史文化焕发新生。”

书友茅福顺说：“‘大江风
貌，城市山林’是我们镇江形胜
和旅游地貌的总括。历代官宦
名流，行旅之客，将游览京口江
上三山（金焦北固）作为一件幸
事。随着时代的变迁，清末民
初的救生红船又赋予了新的使
命和功能，即作为游船及渡
船。红船漫游于江涛之上，奔
波于长江之滨，为镇江的旅游
付出了应尽的力量。”在众多历
史名人游记中撷取若干片段的

“红船”轶闻趣事，从另外一个
角度，佐证了当年红船自古以
来已经和镇江人的生活融在一
起了。

镇江文史研究专家张峥嵘
谈了读完这本书后的看法：“这
本书不仅填补了西津渡救生文
化研究的缺憾，更是西津渡救
生红船‘见义勇为’精神在新时
代发扬光大的实例，为‘京口救
生会是世界上成立最早、年代
最久、仅存的历史遗迹’的结论
作了最充分的阐述与论证。这
本书加大了救生内容的外延与
内涵的发掘，发掘了大量历史
资料和相关信息，描述救生历
史发展的真正源流。”

书友朱玲萍的专业是中国
古代文学，也很热爱中国传统
文化，“这本书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是中国救生文化填补空白
之作。现场有两位造血干细胞
的捐献者，这正是过去‘红船精
神’在现实中的延伸。我在思
考作为高校教师能为这本书做

些什么。我想可以邀请祝瑞洪
来大学讲课、邀请学生细读这
本书，用多种语言讲好这本书，
特别是这本书中提到的蒋氏家
族七代人 163年专心做救生这
一件事情，放眼全球，很难找到
第二个这样的文化样本。”

从事海事四十多年的蒋永
龙，远在长沙不能到场，准备了
书面交流稿，让在座的书友代
为分享他的体会：“这本书体
现了中华文明的连
续性、统一性、创
新性，感染影响我
积极学习研究传播长江
和大运河文化，争做长江
和运河文化的传播者。这本书
填补了国内及长江救生文化研
究的空白，有助于推动长江救
生文化和镇江长江国家救生文
化公园建设，该书将是海事救
捞人员的教科书，救生文化史
学家的参考书，文化爱好者的
必读书。”

镇江壹周读书汇负责人高
阳说：“镇江的红船救生文化之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埋没在历史
深处，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正如此书中发出的疑问和找到
的答案：这样的事迹为何不见
于志书记载呢？原来蒋理认
为，‘古人种德如耳鸣，可自知
而不知于人也。’做好事善事就
像你自己的耳朵鸣叫，自己心
中有数就好，不要别人知道，甘
心作无名英雄。作者将镇江救
生文化这段历史呈现，让世人
更好地了解，我相信这只是一
个开始，要将西津渡这段文化
传播出去，将我们从长江中走
来的这段‘红船文化’让更多人
知道，讲好我们镇江红船救生
见义勇为的故事，讲好我们中
国长江救生文化故事。”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原校长
祝诚认真准备了几页纸的感
想，他说：“从课题的广度上看，
这本书是一部宏大的叙事巨
作，将有意义的课题交出了令
人满意的答卷。从内容上的时
空交错看，整本书上、下卷分别
写了 10章，将镇江救生会与其
他地方进行比较，从镇江视野
扩大到全国视野，体现出了镇
江救生会的意义。从精神的高
度看，长达千年的救生会，正是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看
完这本书了解到有很多人无私
救人，彰显出了高尚品德，正是
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本书
内容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人物
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他还以
亲历者的身份指出了书中的小
问题，并赋小诗一首：

《借用名诗赞红船》
长江好比砚池波，
提起金焦当墨磨。
铁塔作笔赞红船，
青天够写几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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