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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读书，亦是读人。
当读者在阅读《海南通史》或
《海南简史》，惊讶于没有本民
族文字的黎族是如何将自身
的历史代代传承至今时，便读
到了周唐二先生所付出的心
血与汗水。虽然黎族没有自
己的文字，但黎族有织锦工艺
和树皮布制作等古老文化，有
独特的陶器、骨器制作技艺，
对这些彼时前辈学人较少关
注、尚不为人所熟知的文化，
周唐二先生如获至宝。他们
以海南岛上的先住民黎族为
研究起点，进行大规模田野调
查。五指山下、黎母山上、昌
化江畔，他们用脚丈量，用心
寻访，对话了无数我们今天所
说的非遗传承人，发掘整理了
大量史料，再将之与史书之记
录相比照，然后推断出符合史
实逻辑的结论，最终成就了研
究海南历史文化不得不读的
六卷本《海南通史》。

1988年5月，55岁的周
伟民偕同53岁的妻子唐玲
玲，踏上了海南这片热土，
当时他们已过了知天命之
年。更为令人震撼的是，他
们为海南修史这一壮举，用
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山千重，水万道，他们
不曾迟疑。1995年，二人退
休再无课题经费后，甚至自
掏腰包将退休金用于研
究。他们坚持将踏遍海南
山山水水、深入黎村苗寨所
得的田野调查记录，与传统
的史学典籍、前人论述结合
起来，再通过自己的分析和
推断，做出合理的假设与猜
想，并以带有温度的文字向
读者讲述一段段尘封往事，
力求将读者带回历史现场。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
南万里真吾乡。”曾任苏轼
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唐玲玲，
也为坡翁诗句所打动，与丈
夫一道以海南为故乡，将余
生奉献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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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刚建省时，我
们随着‘闯海潮’来到海
南，来了才发现，关于海
南本土的完整历史，尚
无一部史书，觉得有责
任写一部我们自己的海
南岛史，真实呈现海南
的历史文化。”这是周伟
民、唐玲玲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出的一段话。
平淡质朴的语言之下，
却是可鉴日月的赤诚之
心。士见危而致命，因
为海南没有自己的史
书，所以他们要写。理
由就是这么简单，却也
这么充分，不由让人肃
然起敬。

“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修史的重要性，
前人已有定论。可是修
史这两个字，字字千钧，
谈何容易？自唐以后的
官修史书姑且不论，“前
四史”中，司马迁修《史
记》历时十四年，班固修
《汉书》历时二十余年，
范晔修《后汉书》历时十
三年，陈寿修《三国志》
历时十年，私家修史，动
辄十余载的工作，足以
让人望而却步，可周伟
民、唐玲玲二先生偏偏
“逆流而上”，三十载岁
月古卷青灯，几万里长
路再涉鲸波，最终凝结
成皇皇200来万言的六
卷本《海南通史》，近期
又推出精简版的一本
《海南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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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对如何
判断史学著作是否为一部好书下
过这样的判断：“第一要看有没有
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如提供了，
它就是好书……好的学术书的第
二个标准，是提供新思路和新概
念……好的学术书的第三个标
准，是给学界提供典范、提供方
法，它不仅能在本专业领域产生
影响、提供启发，而且能给其他领
域提供样板。”

《海南通史》及与其一脉相承
的《海南简史》，且不论是否能够
符合第三个标准，达到跨界给其
他领域提供样板的境界，但符合
前两个标准是毋庸置疑的。新史
料和新证据，在《海南通史》及《海
南简史》中不胜枚举，比如：两伏
波开琼，但二位伏波将军本人应
当并未登上海南岛；三国时期孙
吴政权三征海南，却并未在海南
建置；杨炎“生度鬼门关”的鬼门
关究竟所在何处……

但更为重要或者说更为引人
注目的是，周唐二先生对史学研
究视野的拓展以及将专题研究与
通史撰述相结合的治史方法。

海南并非一座封闭的孤岛，
无论是自秦汉起便与中原王朝
建立起联系，还是明清时期下南
洋的行为，都将海南与内地，甚
或说整个东南亚、东亚文化圈紧
密联系起来。

因此，梳理海南的历史，绝
不能仅限于对中国历代典籍的
搜集整理、点校注释。

周唐二先生坚定地走了出
去，到国内外多地，凡是他们了
解到涉及海南历史的线索，就不
惜奔波劳碌，乃至远涉重洋也要
一窥究竟。

也正是因为这种视野，读者
才得以在周唐二先生的著作中
读到一般史书并不会关注的“更
路簿”、学者与官员的著述和诗
文集，乃至众多宗族的谱牒等
等。而贯穿全书的二十多个专
题，则在书中的某些关节点起到
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作者系海南出版社编辑）

“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
厚到薄。”这是令众多读书人
奉为圭臬的读书之法。周伟
民和唐玲玲则用行动诠释，
读书如此，著书亦然。《海南
通史》的顺利付梓并没有让
周唐二先生停下手中的笔，
这样一部大书固然足以使其
青史留名，但通史好则好矣，
却受限于庞大的体量，往往
只能作为后来学者继续研究
的工具书，并不能降低史书
的阅读门槛，让更多的海南
人更好地读懂海南史。于
是，周唐二先生在《海南通
史》的基础上，提炼重要史实
与核心观点，于耄耋之年再
用数年苦功，简化出一本《海
南简史》。

大道至简，演化至繁。看
似简单的《海南简史》，却完完
整整叙述了以落笔洞人为代
表的海南史前文明、秦汉对海
南的开拓、三国两晋南北朝间
海南民族的融合，直至唐宋元
明清历代海南经济文化的发
展，甚至还包括南汉小朝廷和
民国军阀对海南的残酷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海南的烧杀抢
掠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海南
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终于获得
解放之内容。

参照通史体例，以历朝
历代更替演变为经，以政治
经济文化之发展为纬撰写的
《海南简史》，简约而不简单，
依据框架，它随时可以拓展
成一部涵盖历朝历代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乃至
户籍、移民的全面的史书。

追求“简”，是为了让更
多的人能够读史，愿意读史，
最终爱上读史；“简”背后的
繁，则是对重大历史事件抽
丝剥茧般的拆解，是对史籍
寥寥几笔冰冷文字记载的下
层民众的情感关怀，更是史
家心血的凝聚。《海南简史》
与《海南通史》，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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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通史》首卷封面。 《海南简史》书影。

2006年2月4日，周伟民
唐玲玲访问五指山市水满乡冯
子材亲兵后代冯德云（右）。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