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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桂英进入保险业前是一名全职家
庭主妇，因友人介绍加入，初衷只为打发
时间。她未曾想到自己在新华保险的这
一试就是十一载。2011年，向桂英入司
进入续期渠道工作，2020年7月退休转
制到营销渠道直接对接主任，历经一年
半的奋斗，于2022年二季度晋升部经
理。向桂英感恩新华让她拥有了应对职
场的自信从容；感恩新华让她拥有了奋
斗可及的财务自由；感恩新华让她未曾
缺位家庭的重要时刻。

10多年的寿险生涯有不少令人难
忘的时刻，其中，2013年的一次陌生拜
访经历让向桂英终生难忘。因为老客户
搬家，向桂英在拜访中巧合结识了客户
旧房址的新主人——一对年轻夫妇。当

时刚好女主人有孕
在身，看到有准客
户，向桂英很兴奋，
收下这家人的联系
方式。

客户产后，向
桂英再次拜访，客
户打算为孩子购置
教育险。当向桂英
上门时，遇到客户夫妻因前不久从同业
处购置的重疾险费用问题争执，向桂英
最终说服客户放弃退保重疾险。这位客
户不幸也幸运。不幸的是，2015年年仅

28岁的她就罹患癌症；幸运的是，重大
疾病险已过“观察期”，且最终没有退保。

理赔款到账后，解了燃眉之急。客
户感恩于向桂英的善意“劝阻”，也加入
公司成为宣传保险的一员。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客户丈夫的投资失败，使家庭经
济陷入困境，此时客户病情突然恶化却
无钱医治，仅仅一周便不幸病故。这件
事给向桂英带来深深触动，自此她决定
要坚持走保险之路，尽可能为更多的客
户送去保险保障。

很多朋友、同事评价向桂英“是为保
险而生”，而这其中的秘诀，一是客户的

经营；二是不断地自我超越。客户经营
是保险销售的永恒的主题。她是这样做
的:一是找准重心，主要经营女性客户；
二是贴心服务，让客户足不出户理赔到
账；三是经常联系，时时想到客户，和客
户做朋友；四是为客分忧，不仅解决保险
上的事，还有生活中的事。

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挑战自我是向
桂英的本色。她说：“保险事业的舞台就
是这么有魅力，公平的晋升舞台，让已经
退休的她可以晋升更大的平台，打造属
于自己的团队和个人品牌。”不一样的平
台，有不一样的使命。如今她要带领更
多的年轻人把保险事业做下去，让他们
在保险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董天刚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奋斗的人生才是快乐的

“司马迁读懂了司马相如”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
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天
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
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
《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
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
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所创作的大赋极尽铺采摛
文、夸张扬厉之能事, 表现出宏伟壮阔的
场景、富丽堂皇的气象。徐教授说，司马
相如的文学作品从数量上不算多，但在文
学史、文化史上影响力大。而且其功能其
实超越了文学领域，成为汉代进行儒家大
一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西汉建元元年（公
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逐步延用
儒臣，尊崇儒术。然而直至建元六年窦太
后崩，却是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之学的天
下，尤其是窦太后在建元二年贬杀儒臣，
极大地抑制了儒学的抬头，阻碍了汉武帝
推行儒术的进程。汉武帝推行儒术遭到
挫折后，他转而信任并征用赋家，用之保
持着与窦太后黄老之学截然不同的思想
追求或价值取向。

徐教授援引学者孙少华的论文《“汉
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中的
观点，在演讲中提到，“汉赋”之确立，为汉
武帝时期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以及为撬
动黄老地位和解放文人与学术的束缚，作
出了一定的时代贡献。“汉赋的产生，主要
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势，尤其
是汉武帝本人的政治需要。汉赋对汉武
帝时代政治、文化措施的实现，对汉武帝
时代文化政策展开、学术理想的实现，具
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司马迁评论《离骚》：“《国风》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实际上是意图将《离骚》
的作用兼同风、雅，即将《离骚》之功能比
于《诗经》。这也是后来汉人进一步将汉
赋功能比于《诗经》的先导。其中的“不
淫”“不乱”，是风、雅之功能，也是太史公
时代对汉赋功能之期待。而“不淫”“不
乱”，也与汉赋讽谏功能有内在联系。在
某种意义上，汉赋就是汉武帝强调诗骚、
独尊儒术、促进中华文化大一统的体现。

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
家立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
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汉赋
得到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跟治国安邦
之道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读
懂了司马相如。”徐教授说。

“拓边功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史记》上“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
也”的记载，让人一度认为司马相如出生
在成都。徐教授说，经过后学详细研究
已统一认定，司马相如出生于西汉巴郡
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长于
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司马相如
在年少时就有很高的理想抱负。他以蔺
相如为榜样，渴望建功立业，这是司马相
如改名“相如”的原因。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同意了唐蒙上书征
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请求，派他从巴蜀地区
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但唐蒙的激进，让
这个任务进展缓慢。在此情形下，汉武帝
启用了司马相如，他较为熟悉巴蜀和西南
夷的情况，且理解汉武帝的战略意图。司
马相如临危受命，成功开通了到夜郎的南
夷道。受到南夷道开通的鼓舞，汉武帝决
定开通西夷道。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汉武帝再次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夷。

司马相如为沟通巴蜀、开发西南而
作《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宏文，晓喻百

姓，说服家乡父老，从而使巴蜀和西南
民族地区为汉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为
开发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合作作出了积
极贡献。发挥才干使重大实际问题得
以成功解决，充分体现其作为杰出政治
家的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和能力。同
时，他还注重解决社会治理和经济贸易
等问题。司马相如称得上是拓边功臣、

“南方丝绸之路”的先驱探路者之一。
徐教授也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
功”来形容之。

李白是司马相如的“迷弟”

一提到巴蜀文化名人，李白、苏东坡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徐教授说，李
白是司马相如的“迷弟”。李白反复称自
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自小
就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影响和激励，在《秋
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李白开篇
即提“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
慕之”，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司马相如的
倾慕之心。后来到了湖北，作《上安州裴
长史书》中，李白非常自豪地将司马相如
称为“老乡”，“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
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如当代学
者所评：李白“对司马相如情有独钟，在
其诗文赋中多次提及司马相如，充满羡
慕、自豪、眷恋之情，李白和司马相如有
着共同的浪漫情怀。他对司马相如在乡
土文化上、文学才情上、政治理想上有着

强烈的认同感。”
自司马相如开始，巴蜀地区书面文

学崛起于西南，成为全国范围内卓越群
体的一部分，代不乏人，西南少数民族亦
同样参与其间。据徐教授研究，历史上
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创作，或赞美西南
神奇山川、民俗风情，或抒发效力于时的
高远志向，往往借李杜诗歌而寄寓情怀，
也流露出对李白豪放飘逸诗风的天然认
同，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司马相如和李白
开创的巴蜀文学对西南文学与文化的巨
大影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
自觉体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徐瑛蔓

徐希平教授历数司马相如方方面面的惊世才华。

9月29日，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
川司马相如研究会副会长徐希平以《司
马相如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为主
题，为线上线下的观众解读了一个常规
印象外的司马相如。

不仅线下观众听得津津有味，该讲
座的线上直播也吸引了大量网友的驻足
围观。据统计，《名人大讲堂丨再讲司马
相如 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不止文
学》的直播，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上收获了
99.3万的观看量。同时，在封面新闻微
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今日头条、手机
百度、新浪新闻、封面新闻抖音、封面新
闻视频号、封面新闻快手号等平台，也收
获了共计60.9万的播放量。

值得一提的是，该场直播还在川观
新闻客户端收获了28.7万的观看量，在
川观新闻视频号收获了1.5万的观看
量。此外，在四川发布客户端和四川观
察的客户端上，也收获了2.7万的播放
量。据统计，本场直播的全网观看量总
共为193.1万。

截至9月 29日，“名人大讲堂”在
2022年的5场讲座，全网直播观看量已
超过了1621万，持续了该品牌的热度和
关注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司马相如以辞赋天才名闻天下,被公认为是
“辞赋之宗”，历代备受推崇。司马相如与另一位
来自蜀地的辞赋大家扬雄并称为“扬马”,成为汉
大赋创作的两座巅峰,其文学地位有如楚辞之屈
宋、散文之韩柳; 诗中之李杜、词中之苏辛。

不过，这样一位在文学领域有着显赫名声的
人，却存在着“知名度很高，认识不到位”的情况。

2022年9月，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
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讲
堂”，正式开启“司马相如季”。

9月29日下午3点，本季首场讲座邀请到西
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司马相如研究会副会长
徐希平，为线上线下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名为《司

马相如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的主题演
讲。徐希平教授全面介绍了司马相如的方方面
面，并特别提醒，作为一个文人，司马相如罕见
地精通剑术、军事、政治，甚至还懂酿酒，有经商
头脑，是一个文韬武略、开宗立派级别的通才、
大才，“单单用文学家这个概念，远远框不住他
的全部。”

赋圣、文宗都框不住的“非常之人”

司马相如还有哪些“非常之功”？

徐教授解读司马相如
吸引全网193万网友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