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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对中国的关切越来越多，
围绕中国的焦点话题日益突
出。为了回应关切、解说话
题，融媒书 《中国焦点面对
面》（中国言实出版社）通过与
谢春涛、林毅夫等40多位权威
人士、领域大家、行业翘楚面
对面访谈，为读者提供了与重
磅嘉宾隔屏“面对面”、体验

“融媒书”的新感受。
这部融媒书分“大国之治”“中国这十年”“经纬

纵横”“人文泛舟”“逐梦苍穹”“港澳传声”6个专
题约30万字，精选40余篇访谈实录及其视频二维
码、近百幅高清照片，以权威声音用事实说话，厘清
中国发展脉络，洞见中国发展趋势，剖析热门话题背
后历史逻辑，融汇信息、辨析事理，真实、直观地解
读中国发展，讲述中国故事。

面对世界 话说中国

王阳明言明月“千古团圆永无
缺”，只因其“吾心自有光明月”。在
《少年王阳明》（济南出版社）的作者
刘耀辉眼里，王阳明自身早已成为人
们仰头看的“光明月”。

从《山有扶苏》到《布伦迪巴》再到
《野云船》，刘耀辉在儿童文学创作之
路上的攀登从未停歇，他一直秉承“儿
童本位”的创作理念，在成功塑造了一
个个的鲜活人物之后，又对自己发出
一次新挑战——撰写《少年王阳明》。
作者将他深厚的学养，通过极为浅显
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小读者，这一定也
是他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

挑战之一，为圣贤写少年事。如

何从传统文化里提取精华，如何汲取
中国古典文学丰富的创作资源，是儿
童文学作家长久以来较为关注的话
题。刘耀辉早在其处女作 《山有扶
苏》中便做了继承古典诗性美学的大
胆尝试，但是《山有扶苏》所展现的毕
竟还是现代意蕴的故事，而这次的《少
年王阳明》则是破沧浪之水般的全新
尝试。我想，面对《少年王阳明》这样
一个选题，任何一个作者都既会欣喜
若狂，又会如履薄冰。好在，刘耀辉凭
借着对儿童文学的热爱，勇敢地接下
了这个选题，让我们得以见到如此温
暖又激励人心的故事。

挑战之二，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当我代入孩子的视角去读《少年王阳
明》时，才发现刘耀辉的良苦用心，
正是字里行间那些细致的刻画和微妙
的处理，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让圣贤能够走进少年的心里——刘耀
辉真的写活了小王阳明。传记本身就
是一种历史，却又是不同寻常的历
史，或许我们无法了解王阳明个人的

真实生活，但是当我们读过《少年王
阳明》中小王阳明的所学所感所历所
想所言，就能够在内心刻画出一个属
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少年王阳明。

挑战之三，语言的镜头感与孩子
的理解力。王阳明作为一个哲学思想
影响至全世界的人，如何写出他的

“生而不凡”便足以让一个作者费尽
思量。我也很好奇，刘耀辉在开篇要
怎么写，才能引人入胜。这一次，他
选择用倒叙的写作手法，直接将时间
的 指 针 拨 到 了 成 化 十 七 年 （1481
年），也就是小王阳明 9 岁的时候，
将其在五柳书院与大白鹅过招的精彩
篇章率先抛向了小读者，一下子就拉
近了小王阳明与小读者的心理距离。
就这样，当孩子们喜欢上这个人物的
时候，作者才将时间的指针倒拨回成
化八年 （1472 年） ——王阳明出生
的时刻。人物刻画之饱满、情节展现
之灵活，在《少年王阳明》中，刘耀
辉用足了语言的镜头感，我们在文字
中捕捉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他在研

读了大量史学资料后，通过诗意化叙
事为我们展现的。

挑战之四，受教意义与道德目
的。在《少年王阳明》一书中，我们
既可以看到刘耀辉文字里一如既往的
诗意之美，又可以读到小王阳明所处
的生活环境中应有的真实。我们在读
过《少年王阳明》后，不但可以认识
小王阳明这个有趣的人物、了解他传
奇的经历，也可以从作者的叙事中慢
慢理解圣贤为何能成为圣贤：他之所
以能够创立心学、提出“知行合一”

“致良知”，与其少年时期的立志立言
关系甚大；他一生精忠报国，文武双
全，深谙用兵之道，与其少年时期独
闯塞外大漠不无关系；他刚直不阿，
清正廉洁，孝亲敬老，是因其家风
优良，少年时期家庭对他的影响深
重；他的心学思想，也是在少年时
期就在心中生了根……从瞬间到永
恒，从方寸到寰宇，王阳明用生命
的绽放为后世之人升起了一轮千古
无缺的光明之月。

明月照彻你我心
□刘倩

有数据统计，2023 年“五一”
假期，网红大熊猫花花带动了26.4万
游客参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作为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一直深得大
家喜爱。这两年，在网络短视频和直
播的带动下，大熊猫被更加生动地呈
现在互联网上，让人们认识了一个又
一个“明星大熊猫”。而花花（大名“和
花”）大概是这些明星熊猫中最为独

特，也是粉丝最多的。
《熊猫花花》（四川人民出版社）

是一部讲述大熊猫花花的自然文学作
品，全书图文并茂，既有讲述花花从
一个小萌宝成长为明星熊猫的励志美
文，还有近 60 幅独家照片，全程记
录了它的成长历程和超萌颜值。捧在
手上，如同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云参观花花，而且看得更仔细。

但是，《熊猫花花》绝不只是讲
了花花的故事，甚至也没有止步于

“熊猫写真集”的炫丽。这本书生动
描写了花花一家的血缘体系和家庭结
构，梳理了其父亲和母亲的传奇经
历，还呈现了其兄弟姐妹的现状，比
如最爱“越狱”，红遍网络的“西直
门三太子”萌兰，其实是花花同父异

母的哥哥。
而在众多大熊猫中，花花之所以

能脱颖而出，自有其道理。《熊猫花
花》朴实而动情地讲述了花花的成长
历程，从它的出生到最终成为万众瞩
目的明星熊猫。既有感人的故事，也
有生动的细节，再辅以独家的现场萌
照，让这本书极具可读性。

花花在人类的爱护下，看似不紧
不慢地生活着，实际上却凭着自己的
勇敢、执着，一步步成长为“明
星”。在作家蒋林的笔下，花花有高
颜值，还宽容、豁达，有智慧。这样
的大熊猫，谁不爱呢？所以，《熊猫
花花》不只是在讲花花的故事，还在
为读者传递向上的力量。

说《熊猫花花》不止于花花，还

在于它的知识性。在讲完花花的故事
后，还附录了非常专业的“大熊猫知
识问答”和“熊猫大事件”，读者可
以更深度地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以及人类如何与大熊猫相处、如何保
护它们的背景知识，更好地读懂人
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也是蒋
林熊猫主题创作上的一大特点，即
便是在虚构的小说里，他也乐于生
动地向读者传播关于大熊猫和自然
界动植物的知识。

作为一个以写“熊猫故事”为特
点的作家，蒋林已经出版了6部熊猫
主题的作品，《熊猫花花》是第一部
完全纪实的非虚构作品。可以看出，
他的创作视野正在进一步拓展，开始
探索大熊猫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讲述熊猫花花成长历程
□杨不易

由王景琳、徐匋共同创作的《逍
遥人间：走进庄子的世界》（中州古
籍出版社）一书，不仅分专题介绍庄
子这个人、《庄子》这部书、庄子思
想的根源，而且对庄子“道”的学
说、庄子的理想世界、庄子提出的修
德途径、庄子对文人士子命运的思索
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阐述，从不同
角度建构一个涵盖理想、精神、思
辨、社会、人生、修行、处世等各个
层面的完整的立体化的庄子。

两位作者通常在每一章提出核心
问题，接着带领读者从历史文本中找

寻答案，而边注边议边评的写法，则
让读者对于所述问题慢慢形成较为清
晰的认知。加之两位学者几十年深厚
的学术功底和写作经验，让这本著作
既具备学术著作的严谨扎实，又具有
通俗作品的可读有味。同时，也让读
者重新认识庄子，重新阅读 《庄
子》，重新领略庄子的人格魅力。

《庄子》共收录33篇文章，内容
丰富、思想深邃。在《〈庄子〉这部
书》一章，两位作者细致考证了《庄
子》的成书过程，用深入浅出的文字
为读者回顾了《庄子》一书的前世今
生，也让读者更深刻地领略与欣赏庄
子学说的无穷魅力。

“逍遥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令文
人士子向往的一种境界。那是对庄子
心路历程的原点探索，是对理想世界、
完美人生的美好憧憬，是对安身立命
的精神家园的终极追求。在《庄子》的
语境中，“逍遥”意为无为自得，不刻

意，不勉强，不违逆于本心，不纠结于
俗务，顺应自然，随遇而安，悠然闲
适。而在王景琳、徐匋看来，庄子的

“逍遥游”本质上就是以不受拘束的
“心”随心所欲地“游”于现实、精神、意
念中的各种境地，没有禁区，没有限
制，无往而不“游”，无境不可“游”。换
而言之，庄子并不主张人去有意地避
世逃世，而是引导人在精神上“游乎尘
垢之外”，保持人格的独立自在。“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心目
中的“逍遥游”：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
本性，合乎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自
然变化，自由自在地游于无限的境
地。同时也启示世人：一个人追求的
目标越大、越高，受到的束缚也就越
大、越深，忘掉一切欲望，忘掉对“功”

“名”的追求，忘掉自我，甘于简单平淡
的生活，这，也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

“逍遥游”。
一向以逍遥自适为追求的庄子其

实也有自己的治国理想。庄子认为，
只有君、臣、民各尽其责，方是理想
的治国之道。按照庄子的设想，圣人
君主之治，应当是一种不刻意有所作
为的治，即圣人君主对处理一切事务
都怀有一种“圣人之道”的君主心
态，诸事顺道而行。正是在这样的

“治国之道”理念的指导下，庄子笔
下的社会现实自呈一派景象。庄子所
推崇的治国之道，是“以圣人君主为
核心的、以神人臣子为支柱的、以至
人百姓为基础”的三方面共同搭建起
来的。庄子构建的这个和谐自在的理
想国，任万物来去不送不迎，顺应自
然不藏不留，超然物外不急不躁。庄
子的治国理想，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每
一个人去发展自己的长处，如此一
来，每一个人都有了个性，中国的文
化就会变得愈加丰富。

逍遥人间 惬意人生
□郑从彦

《水边的修辞》（浙江文艺出版
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历时多
年倾心写就的长篇文化散文，也是其
全方位、新角度书写家乡的力作。全
书分为“你”“我”“他 （她） ”三
卷，以富春江为核心视角，深入系统
地梳理了大江流淌不息的精神血脉，
生动展现了丰厚的历史人文，并串联
古今，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细
腻地描摹了今日家乡人、家乡貌，提
炼和呈现出富春江延绵数千年的文化
特质，可以说，这是用文学笔触勾勒
出一幅新《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坐标，也是中
国历代文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在这

本书里，作者泛舟于时间长河之上，
拨开历史云雾，为读者清晰地展现了
富春山水的精神源流，概括起来即
是：“富春山水有四姓，那就是姓
桐、姓严、姓范、姓黄。桐君老人之
桐君山，严光之富春山，范仲淹之春
山，黄公望之 《富春山居图》。”而
且，这4 人中，“富春江因严光而著
名，严光是富春江的核心灵魂”。这
些总结可谓独到而精准。

桐君、严光、范仲淹、黄公望在
“你”卷的四篇故事中一一登场，他们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这片山水相遇，
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并以高
洁的人格风范和旷世奇才，一层一层
垒就这片精神高地，令世人景仰。

在这本书里，作者还深入探寻人
物故事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及其积极
意义。作者对人与山水之间的关系也
进行了深入思考，“人对江的钟情，
江对人的涵养，画对后世的影响，数
者间，怎样相辅相成，又有着怎样的
复杂联系？”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作者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一直
想写一本意义广阔一点的书。”该书除
抵达了富春山水的精神源流，还跨越
千年，以浪漫的笔法展现了古今对话，
并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新时期
4位在不同领域奋斗的家乡人的真实
事迹为题材展开了对富春山水“近景”
的描绘，续写了这片山水的今日传奇。

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并不是

孤立地书写这些故事，而是将其放置
在大的时代背景与环境之下，注重呈
现时代、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以
及个人又如何反过来回馈家乡，影响
时代与社会。

序言中，作者道出了他在写作本
书时的心态：“在她的怀抱里，春水
行舟，如坐天上，或者，从流飘荡，
任意东西。”作者延续他独特的新笔
记的写法，诚实记录自己在故乡怀抱
中所历、所见、所思、所感，将情感
和思考切入到故事和经历的叙述当
中。在这样的写作方式下，更为真
实、更显温情、更有灵魂的富春山水
就在我们眼前呈现了出来。

作者书写故乡，不仅精读历史文
献、观察日常生活，更是访山涉水，亲
临现场体验感受。可见，作者的文字
与故乡如此贴合，他笔下的故事如此
立体、丰满，源于他非常注重亲身体
验，对故乡山水、人物的故事一层又一
层地深入挖掘。在故乡的面前，他的
写作是真诚的；在他的文字中，故乡
也呈现了最真实和温情的一面。

文学笔触勾勒新《富春山居图》
□陈园

《胡同里的日常》（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收录了摄影家尚
君义于1985—2010年所拍摄
的胡同照片，这些图像展现了
北京人在胡同里真实的生活状
态：家长里短是街坊们唠叨不
完的话题，撒欢儿是发小们一
起长大的共同回忆，一把年纪
的老人遛鸟下棋侃大山，街面儿上人们营生总是不缺
新鲜事。

作者常年行走在胡同里，用相机记录市井生活，
用京腔京韵解读注释每幅照片。静止的影像、诙谐的
方言，使读者能够沉浸于胡同里的日常之中。

书写胡同日常生活

《医生的淬炼》（人民卫生出
版社）收录了毕淑敏医学文学作
品《白杨木鼻子》《冰雪篱笆》
《术者》《紫色人形》《天衣无
缝》《阑尾刘》《生生不已》《鲜
花手术》等代表作。整部作品包
含了医者、患者的10多个关于
人生、关于生死的故事，令人思
考，给人启迪，是将医学与文学
融合的作品。

毕淑敏的作品风格独特，故事情节设置合理又出
乎意料。本书旨在帮助读者通过阅读医学文学作品，
体会医学的人文性，思考生命的意义。

医者视角书写人生百态

《三国人物风云录》（中华
书局）是军事地理专家宋杰的一
部关于三国人物的新作。该书以
通俗与平实的笔法讲述三国人物
的生平经历，揭示他们的性格特
点，解析他们的命运归宿，志在
还原三国人物的本来面目。

全书分“曹魏雄风”“魏晋
风云”“蜀汉英烈”“东吴豪
俊”“用兵之道”等 8 个专题，
记录和点评了汉末三国的珍闻逸事，呈现出与《三国
演义》传统叙事有所不同的真实史迹，并从独特的视
角揭示曹操、曹丕、司马懿父子、刘备、孙权等诸多
人物的性格特点，对当时战争、文化、制度等亦有所
分析论述。

对于三国的历史，这部作品既是对各类史料的爬
梳和提炼，亦有着作者的分析和判断；书中内容既
涉及到许多普通读者比较关心的话题，像刘备招亲
究竟是不是“弄假成真”，诸葛亮出山是三顾茅
庐，还是毛遂自荐等等，同时也解析了许多三国历
史上的疑案。

讲述三国风云人物

广西铜鼓文化是中华民族
百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广西古
代铜鼓使用历史悠久，分布地
域广阔，出土和收藏数量多，
类型齐全，被誉为“铜鼓之
乡”。由广西民族博物馆组织
编写的立体书《穿越时空的铜
鼓》（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是一本针对青少年读者的铜鼓普及读物。

与其他铜鼓著作不同，该书以第一人称的形
式，通过铜鼓8兄弟自述身世，拟人化地介绍了8
种类型的铜鼓诞生和演变的过程，有助于青少年读
者身临其境了解各种类型铜鼓的形态特征、分布区
域等，内容涵盖文化、历史、艺术、科技等80多个
知识点。该书内容展示形式新颖，翻开图书，少数
民族传统民居建筑、民族文化图腾、东南亚国家使
用铜鼓的场景等立体页面便栩栩如生地展现于读者
面前。

展现民族文化魅力
新安江，自安徽休宁的六股尖山峰汩汩而出，到了建德梅城三江口以下，

就称富春江了。自桐庐到富阳，一百许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到了萧山闻

堰，富春江最后变成钱塘江。其实，三个名字，都是一条江，但任何一个名

字，都不是简单的称呼，而都有着它深刻的历史和地理含义。

——摘自《水边的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