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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各地的夜市
便开始活跃起来。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集市，
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夜市。夜市的出现，标
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然而，你知道夜市的历史吗？

远在春秋时期，我国商业活动就非常活
跃，在周朝，集市就有“朝市”和“夕市”之
分。到了西汉，都城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
等大城市，均已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不
过，当时的官署对这些城市的市场管得很
紧，开市和闭市都有一定的时间，因此不可
能有夜市。东汉时期，一些城市打破禁锢，
兴起了“夜籴”，这可以说是夜市的萌芽形

式。
在隋唐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夜
市。在唐代中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不断
发展，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单靠白天
的市场交换商品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于是夜
市才正式出现。如唐代文人方德元在《金陵
记》中对夜市所描写的那样：“富人贾三折夜
方囊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夜中买酒，呼秦女，
置宴。”到了宋代，夜市不仅供客人娱乐消
遣，吃喝玩乐，而且药肆和服务行业也一并
开张。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有
个马行街，近旁各家药肆，为适应市民的夜

生活，与白日一样照常营业。北宋都城汴梁
的夜市已初具规模，十分热闹，达到了“车马
阗拥，不可驻足”的程度。夜市的时间要到
三更尽才歇。买卖的内容以各种时令食品、
风味小吃为主：夏天有冰雪冷元子、绿豆饮、
甘草冰雪凉水等；冬日则有旋炙猪皮肉、野
鸭肉、猪脏之类。当街摆铺，提灯照明，任人
选购。

当时的夜市已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各城
市之中，尤其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
州），宋朝文人耐得翁在其《都城纪胜》中对
临安的夜市写道：“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
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

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由此
可见，当时的临安城真是夜市和早市相连，
通宵达旦，一年四季，天天如此，由此可以想
见临安城的商业是多么繁华。明代文学家
田汝成在其著的《西湖游览志余》中还称赞
宋代临安城夜市秩序良好：“篝灯交易，识别
钱真伪，纤毫莫欺。”

到了明清，夜市更加活跃，元末明初文
人瞿佑在一首《看灯》诗中对明代杭州的夜
市称赞道：“南瓦新开影戏场，满堂明烛照兴
亡。看看弄到乌江渡，犹把英雄说霸王。”

可见，我国夜市的历史之悠久，市容之
繁华。

两部巨著 相继问世

说到对本土历史研究的贡献，两部
巨著不能不提。

2018年，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
玲玲所著的《海南通史》出版发行，这套
书共计约270万字，分“先秦至五代十
国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民
国卷”等。由于该书史料丰富，论述精
当，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教等各
个方面书写了跨越古今的海南历史，是
研究海南地方史的精品力作，也填补了
海南此前没有通史的空白。2023年，
这套书的精编版——《海南简史》（一
册）也出版发行。

2020年，海南师范大学李勃教授
穷一人之力，耗时10年所成的3卷本
200万字的《海南编年史》问世，填补了
海南没有一本自己的编年体史书之空
白。海南史学界认为，《海南编年史》梳
理了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时期的海
南历史，考据翔实、观点新颖、论证严
谨，对还原海南历史真貌，激发人们热
爱家乡之情，以及树立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意义。此前，李勃教授的《海南岛
历代建置沿革考》一书，已成为海南历
史研究者的案头工具书。

此外，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
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
100年海南简史》，2022年3月也正式
出版。该书用24.5万字的篇幅，全面
系统记录了100年来中共海南地方组
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
策，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
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该书是“百年海南党史”丛书中，继
《中国共产党100年海南历史大事记
（1921—2021）》后，又一公开出版的党
史著作。

南海研究渐入佳境

海南师范大学张兴吉教授的长期
研究发现，在新世纪之前，海南学者对
于南海的研究还是比较陌生的，但随着
《更路簿》在1971年被发现，到20世纪
80年代开始有人研究，进入新世纪后
每年都有十多篇的论文，呈现了快速的
发展趋势，其中海南学者的贡献也日益
彰显，著作也不断地涌现。

譬如周伟民、唐玲玲编著的《南海
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
（昆仑出版社，2015年）、《南海更路簿
——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
（海南出版社，2016年），夏代云所著的
《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
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赵全鹏、王
崇敏合著的《南海诸岛渔业史》（海洋出
版社，2019年版）等著作，都是目前业
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南方出版社的“南海历史文化研究

丛书”，自2020年5月起陆续出版，迄
今已出版10册。据了解，这套丛书涵
盖了南海的文明史、经济史、航海史、通
商史、渔业史、国际关系史、区域文化交
流史、政治发展史，以及国内外关于南
海历史文化的典籍等方面选题，对南海
历史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收集、
挖掘、整理和研究。

除了本省专家、学者的成绩，岛外
涉及海南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如北
京大学海上丝路与区域历史研究丛书
之一的《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
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陈烨轩著），
202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也密切关注海南
文史，2022年的新著《亚洲史的研究方
法》，就述及了南海的研究思路；2019
年，北大荣新江教授的《丝绸之路新探
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也涉及海南
和南海的话题……

海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管仲乐告
诉记者，近年来，海南史料的发掘情况，
比如沉船的打捞、墓葬的发掘和更路簿
航线的梳理等，都让海南、南海研究逐
渐走向国内学界热点，但是关注度还不
能与它的重要价值相匹配，还需要更多
学者投入其中，而且目前多数成果侧重
于明清时期，宋元两代的海南、南海研
究还是不足。

大型丛书可圈可点

在挖掘和整理古代史料和前人著
作等方面，海南也不乏大动作。

2014年，海南出版社启动“琼崖文
库”重大地方文化出版工程，两年后便
交出首批《近现代琼崖旅行记四种》《楷
法溯源》等 8 种 10 册的不俗答卷。
2018年，“琼崖文库”项目还入选年度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入库名
单。目前，“琼崖文库”已出版图书41
种61册，其中两种荣获“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国家三大图书奖之一）。

几乎与海南出版社同时，南方出版
社的“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自
2014年至2023年间，为有重要贡献、
影响和地位的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作传，
现已出版10辑99册。这套由海南省
政协主持编修的丛书，曾获评“全国优
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

在人物研究方面，除了大型的出版
工程，也有以一己之力完成的著作。

如今年3月份问世的33万字《孙
中山与海南（1905—1913）》，梳理和介
绍1905年至1913年间，中国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与琼崖的关系以及他对海南
的贡献，不少内容为首次披露的新发现
史料。该书作者钟业昌是海南省史学
会会长，二三十年来，他细致入微地搜
寻和整理有关孙中山的历史资料，包括
王斧、林文英、陈发檀、徐成章、陈侠农、
陈继虞等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推翻清
廷、建立民国有功的海南人的故事。据

了解，这只是孙中山与海南“三部曲”的
第一部，更丰富的内容还将在《孙中山
与海南（1913—1920）》和《孙中山与海
南（1920—1925）》中展现。

民间研究不乏扛鼎之作

除了专家学者、科研机构或职能部
门组织、主持的修史、修志行为，民间也
有不少文史爱好者一直在行动。

2023年春天，民间独立文化历史
研究者何以端先生的《琼崖古驿道》付
梓，一时间海南史学界为之一振。该书
选取明代琼岛驿道总图作为琼崖古驿
道的全貌展现，经过研究、推演，何以端
认为现存记载完整的海南古驿道，是明
洪武三年（1370年）重新开始有序运
行的，其效能可靠，反映了华夏文化的
领先水平，其中不少路段是对更早的宋
元线路的继承。

在成书的过程中，何以端多次感
叹：古驿道既体现官方管治全局所需，
也是对前人线路的概括优化；今天，通
过逐段回溯，可以体会到在生产力有限
的过去，驿道如何实现效率，以及在克
服地形水文障碍、规避侵害势力等矛盾
时的诸多机变取舍……这些对今天的
道路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据了解，何以端另一部研究海南历
史地理的新书《三亚古崖城考》，不久后
也将正式出版发行。

而刚刚问世的《海瑞传》以时代为
经，以人物为纬，以海瑞为中心，有条不
紊地在海瑞所处的大明王朝整体叙事
之中，加入适当的“海南叙事”，呈现了
在中华历史文化谱系中的“海南脉
络”。作者何杰华是省典籍整理与研究
基地特约研究员，写作过程中，他除了
大量的案头工作，还对海瑞家族的墓
园，与海瑞相关的碑刻、遗址等，进行实
地考察，获得充备的田野调查资料，最
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此前，何杰华已著有《另一面的海
南》和《文昌传》。

成果丰富 有待转化

那么，海南文化历史的研究是否存
在短板，需要直面和改变的呢？

张兴吉教授认为，比如说海南地方
史的研究，不可否认其成就是巨大的，
对于海南社会文化的推动效果也是很
明显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
目前研究的内容与社会的需求有所脱
节，主要体现在海南地方史知识的普及
部分，研究成果转化为海南历史知识的
转化率还不高，集中反映在目前海南地
方史的科普读物水平还不高，甚至其中
经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二是海南地方
史研究中还有许多有待开拓的领域，其
中比较突出的是，对于海南经济史的研
究，滞后于海南社会的发展，其中又以
海南土地制度、农业史的研究最为薄

弱；三是海南历史学界整体的研究水平
还有待于提高，首先是就海南研究海南
的倾向比较严重，难以反映海南地方史
的真正面貌，其次是重复性研究比较
多，著作中的内容、史料重复比较突出。

“此前，目前海南地方史研究中，过
于关注文化、社会掌故的倾向还比较严
重，表现在研究中，所谓找特色、求珍稀
的情况比较突出。”张兴吉说，“简而言
之，就是整体性研究少了，微观的研究
多了。”

很多人都听说过“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横渠四句”，而知道其作者——

“横渠先生”张载的人恐怕就少了。
张载（1020 年—1077 年），长安

人，北宋大儒，“关学”创始人。中国历
来有很多学派，但流传时间最久、千年
不断、直到近现的，首推“关学”。“关
学”是儒学的重要学派，因其传播及传
承主要在陕西关中地区，因此被称为

“关学”，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
的一个哲学流派。一方面，它体现了
对传统儒学的传承；另一方面，它又具
有个性特征，关注现实，关心治国平天
下，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传承。由于“关
学”是张载在陕西眉县太白山下的横
渠镇生活时所开创，因此又被称为“横
渠之学”。这一学派经历了宋元明清
几个朝代，民国时期，陕西还有牛兆
濂、于右任、张季鸾、吴宓等“关学”传
人。

夏商周三代是张载心目中理想的
上古社会，他一生学以致用，亲力亲
为，推广西周的井田制，甚至买下田地
分给横渠周边没地、少地的贫苦百姓，
带领大家疏通水利，开荒种地，眉县附
近好几个县都有张载井田的遗迹。这
是他“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
具体实践。他希望借推行井田制，建
立起一种完美社会，每个人都有地种，
有粮果腹，共同致富，为此他专门写了
一篇文章叫《井田议》。这些实践非常
接近社会主义制度，也很像以色列实
行的集体农庄“吉布兹”。

张载的思想境界主要体现在《东
铭》《西铭》这两篇文章中。

《西铭》是张载对自己构想的大同
世界的表达，他提出：“民，吾同胞；物，
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
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
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
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将人的等级提升到人人平等的地位，
强调为人的责任和义务，构建了一种
超越前贤的人格理想。

冯友兰认为：“《西铭》讲的是一种
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要
求在不足百年的有生之年，人尽其作
为宇宙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东铭》一文则指出，学者应当在
身心言动之实际处下功夫。

张载的学术和二程齐名，“关学”
和“洛学”并驾齐驱。二程是北宋程颐
程颢兄弟，他们开创了史称“洛学”的
学术流派，与张载、周敦颐、邵雍并称
为“北宋五子”，同为理学奠基人。

张载关心时局，很早就提出了防
御西夏的军事构想，边塞重臣范仲淹
对他非常赏识，不但召见了他，还鼓励
他先别急着搞军事，要继续潜心研究
学问。于是，张载38岁进京赶考，与苏
轼、苏辙兄弟同榜中了进士，轰动一
时。

在当时，一些积极上进，充满理想
与抱负的学子大多苦于政治环境的复
杂，无法施展才华。张载也与苏轼一
样，在官场上饱经忧患，遭遇许多挫
折，最终辞官回到横渠镇，兴办了横渠
书院。他的大多数时间均在读书或者
讲学中度过，同时开创了“关学”这一
学术流派。

张载的思想在国外也有影响力。
在1988年汉城（今首尔）奥运会上，大
屏幕上曾滚动播放他的“横渠四句”，
向世人展示了张载历久弥新的民本思
想。

学界勠力 民间行动

海南文史专研渐入佳境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通讯员 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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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下
午，由海南省委宣
传部主办的新书
《海瑞传》首发式，
在海口市海瑞文
化公园举行。该
书的作者是海南
省典籍整理与研
究基地特约研究
员何杰华，今年6
月，其《文昌传》刚
刚面世，并在北京
举办了首发式。

其实，仅是今
年上半年，海南历
史文化研究领域
的好消息就不断，
如钟业昌的《孙中
山与海南（1905—
1913）》、林冠群的
《东坡书传笺译》
和孔见的《苏东坡
时代》等著作的问
世，都在学术界引
起很大的反响。
回顾最近10年以
来海南的历史文
化研究成果，可谓
如雨后春笋，接踵
问世。这当中，既
有海南本土的专
家、学者的学术专
著，也有岛外学人
的科研项目；既有
象牙塔内的建树，
也有民间独立文
化研究者所结的
果实。

史
籍
典
录

盛夏时节话夜市
■ 阎泽川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
的张载祠。 资料图

《海瑞传》书影。

《琼崖古驿道》书影。

《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书影。

⬆ 南方出版社“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书影。

⬅ 海南出版社“琼崖文库”部分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