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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十年建福》（福建教育出版社）
采用新闻记录式的笔法，图文并茂、文
风雄浑，全景式地记录了福建人民的
多方位实践，立体、丰富地展示了福建
十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文明等领域内的探索与经验。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曾
说：“报告文学的书写，永远不能离
开生动丰沃的历史场域、真实的人类
情感，以及复杂多义的现实世界。”
这可作为我们观察《十年建福》的几
个维度，从中可以看出《十年建福》

在挖掘材料与讲述发展历史方面所具
有的广度和深度。

这宏伟的新时代，是福建发展、
变革的历史场域。福建的十年发展，
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十年建福》编排了10个章节：十年
纵览、山之碧绿、海之蔚蓝、共同家
园、闽商弄潮、摆脱贫困、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文化强省、有福共
享。每个章节都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
题，如“海之蔚蓝”对应着福建的海
洋经济强省建设。它们都是过去十年
里福建面临的复杂的现实问题，也是
福建发展的着力点，比如在生态文明
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等方
面解决了一个个现实难题。例如，践
行“两山”理论的过程中，福建积极探
索了“水美经济”、“生态银行”、集体林
权制度、林业碳票、长汀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等，解决了一个

个实际问题，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十年建福》深入这些现实问题，把
福建在这些制度创新上的来龙去脉讲
清楚、讲透彻。

十年奋斗的过程是筚路蓝缕的，
但是在奋斗之后，福建不断收获，福
建人民不断获得幸福感、安全感。书
中的“摆脱贫困”“乡村振兴”“有福
共享”等几个章节，说的就是这些故
事。连家船民上岸，赤溪、下党的

“蝶变”，古田县吉巷乡坂中村的“月
亮湾的笑声”，无不诉说着这些年里
福建人民的新生活、新变化。例如，
家住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的高金美老
人，在老年时学画的事，给人很深的
印象：她做了件 80 多年来从没想过
的大事——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每天
早上8点多，老人吃过早饭，牵上孙
女，沿着小溪，穿过廊桥，准时出现
在村里的公益画室，摆开画架，一天

的创作开始了……人民的幸福，就是
福建十年来的情感寄托。福建的发
展，最终惠及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这些构成了《十年建福》作为报
告文学的整体上的文本特质，同时它
的 10 个章节作为支撑文本的框架，
显示了本书文本呈现上的严谨。如此
饱满书写出来的福建的十年奋斗史，
也就有了深厚的时代背景、思想底
蕴、历史依存。

总的来讲，这部作品气势浩大，
又有一定的审美品质，是一部有纵
深感和现场感的文质兼美的力作。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
为，报告文学要“把握历史主动，揭
示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规律，为这个
时代留下与其相匹配的作品”。从这
个意义上说，《十年建福》为这个时
代留下了一段社会史，为人们留下
了一份“福建记忆”。

立体展示十年奋斗的“福建记忆”
□苏少伟

你纯净的生命，化作了草木禾苗之叶，化作了山川大地之根。你是灯火，

是春光，是润物无声的雨的精魂。

——摘自《白雪灯火》

作家格非的散文与文学评论集
《小说的十字路口》（浙江文艺出版
社），共分为三辑，收录了他的文化随
笔、读书笔记与文学评论，其中既有对
卡夫卡、福楼拜、托尔斯泰、博尔赫斯
等文学名家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有对
英格玛·伯格曼、门德尔松等艺术大师
的作品鉴赏，每一篇都蕴含了他丰富
的阅读、写作及授课经验，为读者带来
一场不可多得的文学盛宴。

对于大部分文学爱好者来说，格非
的名字并不陌生，而对于中文系的学生

来说，他更是在文学课堂上逃不开的研
究对象，是当代学者型作家的代表。本
书收录了他对于《安娜·卡列尼娜》《包
法利夫人》《城堡》《红楼梦》等中外名
家经典的分析，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
深厚的文学造诣，从这些随笔和文学
评论中可以窥见一斑。安娜·卡列尼娜
和包法利夫人有什么共同点？如果爱
玛·包法利最后解决了破产危机，她是
否可以避免悲剧的结局？为什么说托
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对冤
家？英格玛·伯格曼为何认为沉默是缓
解心灵痛苦的方式？此类问题都可以在

《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找到答案。
如果说小说家的身份为格非讲授

文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艺术手
段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作为作品呈现
出来，体现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思考和
与时俱进的分析能力，那么作为教授
的他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更是天然

充满“传道授业解惑”的柔和的体谅。
教授和作家这两个身份在格非身上近
乎完美地融合。

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格非也
分享了他在多年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感
悟和体会。他认为作者和读者作为文
学作品创作和接收的两端，最理想的
关系应当是在作品中彼此寻找。写作
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躲猫猫”，作者
躲起来，设置重重机关、驿站甚至彩
蛋，然后等待最终被读者找到；而阅读
则是读者不断通关寻找作者的过程。
在这种双向奔赴中建立起某种美学上
的认同，这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

而这种“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
全不公开的，实际上受作家控制的部
分是有限的，因此文学创作过程本身
极具“主观性”。

格非在书中这样写道：“从某种意
义上说，并不是作家赋予了作品智慧,

相反，小说自身的智慧一直在引导和
教育着作家……很多作家进而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
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
违背。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一个作家
在构思作品时，不能过于周全，有时一
个作家的初始意念过于强烈，其结果
是，意念本身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
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种意念和
价值的奴隶。”因此所谓文学的主观
性，既包含了创作者和感受者的主观
意志，同时也是故事自身发展的能动，
作者和读者都应当尊重这种能动。

格非曾说，他相信每个作家都有
各自的责任，都有需要表达的最根本
的意图，而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应当是
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
界。相信不管是作家、读者，还是单纯
的文学研究爱好者，应该都能在这本
书中获得启发。

共赴一场文学盛宴
□黄煜尔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长达7.8公里
的北京中轴线是传承北京城市历史的
重要文脉。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
比杰作》中，梁思成先生这样写道：“一
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
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
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
生。”作为统领北京老城的脊梁，中轴
线“就像北京的一条文化血管，里面流
淌的是一种北京的特有血液”。

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深入
推进，相关主题图书成为热点，并在助
力申遗中发挥重要作用。张之路的《雨

燕飞越中轴线》（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以儿童文学形式，带小读者倾听
这文化血脉上的传说与故事。

以独特的视角，铺陈出一幅壮丽
的中轴线画卷。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中，
北京雨燕是一个独特的符号，被设计
为中轴线申遗首个数字形象，北京中
轴线申遗推广曲也是一首《北京雨
燕》。《雨燕飞越中轴线》通过一只神奇
的北京雨燕、一个平凡的北京女孩，俯
瞰古老中轴线上近 800 年的人间烟
火，较为丰富、立体地展现了北京中轴
线的历史风貌和深厚底蕴、文化内涵。
另外，在内容上又以中轴线上知名的
树贯穿起来。“中轴上的树”也会激发
小朋友们的灵感，从自己感兴趣的视
角出发，例如通过中轴之门、中轴线上
的宫殿、中轴线上的桥等，来了解中轴
线的历史与文化。

作者带着对北京的深厚感情，书
写中轴线。张之路在北京出生、在北京

长大，他的多部作品用温情的笔触书
写北京风土人情、书写北京少年的成
长。这种情感如同欢畅的溪流，清澈见
底、自然奔涌。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不
是特意地写北京文化，就是在字里行
间的感情里带出来”。《雨燕飞越中轴
线》让人在阅读时，能够品咂出真实细
腻的北京生活、悠远绵长的京味京韵。
可以说，张之路是非常合适的书写北
京中轴线的作家，这部作品不仅是献
给小读者的，也是献给他所深深热爱
的北京这座城市的。

用生动的文学语言，普及人文历
史知识。本书在讲述精彩的传说、故事
的同时，用较大的篇幅普及知识。比
如，开头通过一本虚拟的《北京雨燕故
事》，讲述雨燕的超强飞行能力，飞行
高度可以超过 5700 米，不仅飞得高，
而且飞行距离远，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飞行中度过，可以边飞边睡等，最
后用文学语言总结道：“每当清晨和傍

晚，北京雨燕在天空翱翔，是夏季古都
一道亮丽的风景。”此外，本书多角度
介绍与中轴线相关的各种历史、文化
知识，在一则则生动的故事中，小读
者可以跟随北京雨燕云游中轴线、了
解中轴线。非常重要的是，作品在讲
述以故宫为中心的皇家文化的同时，
还讲述以前门大栅栏为主的商业文
化，以天桥为中心的平民文化，突出
中轴线上的烟火味儿，非常接地气，
令中轴线成为一幅徐徐展开的、活生
生的画卷。

“中轴线不应该只是怀旧和历史，它
还应该是创新与未来。”向青少年讲好中
轴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文明
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与时代共进
步、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是作家的使
命。而《雨燕飞越中轴线》有利于青少年
了解北京传统中轴线的巨大价值与丰
富内涵，了解北京城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了解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

跟随雨燕云游中轴线
□杨雅莲

“寻光”，就是“向着明亮那方”。在
徐鲁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灯火》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寻光”是
一项志愿行动的名字：一群以“90后”

“00 后”为代表的新时代年轻人组成
了志愿者团队，为在世的退伍老兵们
寻找失散的战友，为已经长眠在地下
的、为国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们寻找亲
人，也为烈士和英雄的家属们寻找亲
人安葬的墓地……

实际上，这部作品是一个以人间
大爱为核心串联起的关于“寻找”和

“救助”的故事。围绕着对一个辍学离
家的乡村少年的寻找和对一位乡村小
学教师的爱心救助，双线交错展开故
事情节：为了寻找哥哥，山村男孩锁伢

子独自离家远行。年轻女教师金雪梅
不顾自己孱弱的身体和家中的幼子，
毅然追寻而去。正当他们在滨海市相
逢之际，金雪梅被查出患有重病。病痛
中的她给 8 岁的儿子年宝留下 14 封

“诀别信”。这些珍贵的信被报纸披露
后，一夜间牵动了全城人的心。滨海与
山村之间架起互通互助的桥梁，素昧
平生的人们在无私的关爱中走进彼此
的生活。短短几天时间，千家万户参与
了这场远距离的爱心大接力。而在这
个过程中意外勾连出的两位失散多年
的老战友别后重逢的经历，百转千回，
令人惊喜万分而又唏嘘不已。

“寻找”和“救助”的故事，是小说
显在的叙事主线，而关于退伍老兵和
烈士们的故事则是一条若隐若现的

“潜线索”——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

解：向外寻光，向内寻根。
当作家把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投

向历史纵深处时，其作品即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承担起历史言说这一特殊的
使命，也体现出一种面对未成年读者
的庄重感，以及一种面向民族历史的
责任感。

《白雪灯火》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切
口，以追忆战斗往昔与延续当下生活穿
插叙述的方式，试图穿过当代少年和青
年的生活时空，在文献史料和文学想象
的结合中勾勒、呈现历史上为国奉献甚
至牺牲的战士曾经的模样——它要以
文学的形式为那些曾经存在的、浴血奋
战过的年轻的生命，尤其是为那些默默
无闻的军人、烈士们，留下一些真实的、
弥足珍贵的声音和身影的记录。

英雄的故事总是富有传奇色彩

的。书中在讲述英雄故事的同时，也传
达了更为深远和富有人性光芒的观点：
无论是战火硝烟中的战争英雄，还是和
平与建设岁月里心存美善、无私无畏的
平民英雄，都是英雄主义的赓续传承。
在和平年代，英雄的光芒如何照亮我们
平凡的日常生活？悲悯、勇毅、善良、关
爱的种子，是远去的英雄留下的根脉，
也是新一代青年们点亮的光焰。他们在
用年轻的方式铭记过去，以更好地通往
未来。在踔厉前行的新时代里，这份生
活勇气、自觉担当和对现实生活的热
爱，尤其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滨海市的凡人善举，看似微小，看
似普通，看似无名，却不计代价、不分代
际，仿若微光成炬。每个人都在追寻光
的同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束微光，
在照亮他人的同时点亮了整个城市美
德的灯火，照亮了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
道路。也如作者徐鲁创作的题中之义：
唯愿如白雪一样纯洁无瑕的心灵，点亮
万家灯火一般温暖明亮的人间善爱，向
青少年诠释良知与爱心，从平凡生活中
看见“文明中国”和“美丽中国”。

向外寻光 向内寻根
□张怡

推动创新理论普及
为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深刻总结新时代十年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新时
代‘四新’丛书”（人民日
报出版社）深度分析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
法路径，全面论述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的时代要
求。该丛书包括王伟光著的《新飞跃》、秦龙主编的
《新成就》、王炳林主编的《新征程》、郝永平主编的
《新奋斗》四册。

该丛书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用通俗的语言讲原理，用生动的形式讲哲理，用
清新的文风讲道理，致力于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

解读儒学发展嬗变
在中华文明赓续传承中，

儒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在中国几
千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
中，在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理结
构的历史过程中，有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

国际儒联出版宣传委员会
副主任韦力所著的《儒脉——
中国儒家学派史》（现代出版
社），从梳理儒学学派发展脉
络切入，讲述了近3000年中
国儒学发展流变。全书以时代为经，以儒家各学
派重要人物为纬，从儒学的开创为始，简述儒家
的核心概念，继而讲述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各
个阶段的嬗变，并对不同阶段儒家派别的起源、
继承和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讲解。通过本书，广大
读者不仅可以对儒家及儒家学派史有系统而清晰
的了解，而且能更好地读懂中国历史、政治和文
化演进的底层逻辑。

光影聚焦中国精神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

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
林主编的《电影里的中国精
神——讲给孩子的电影故
事》（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书，
旨在通过经典老电影给孩子
讲述英雄和典型人物的故
事，弘扬战争年代共产党
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
定的理想信念，让孩子们
通过电影了解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继承优良革
命传统，树立起一种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思考在新
时代如何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书共选取了20部影片，每部影片分“影片档
案”“时代风云”“光影重现”“点睛之笔”和“艺海
拾贝”5个板块介绍基本资料、创作背景、剧情主
旨、艺术特点、创作花絮和主创体会等。

谱写少年成长“山海友谊”
“虎牙”是人的口腔中

最为坚固的一颗牙齿，象征
着顽强精神，也正如坚韧不
拔的扶贫群体，在难于上青
天的蜀道中，在西部大地
上，用青春和生命丈量出脱
贫攻坚共富之路。

书写浙江与四川少年成
长“山海友谊”的儿童文学
作品《虎牙》（浙江文艺出
版社），由闻婷创作，聚焦
扶贫群体背后的亲人，以儿
童视角重构生动真实的脱贫攻坚故事，以人文精神关
怀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书中主人公常笑在追寻的道
路上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扶贫工作的奉献与牺牲，也
深刻体会到脱贫攻坚工作者的使命与价值，同时浙江
女孩与川西男孩建立的深厚“山海友谊”也再现了“东
西部协作”背景下“山呼海应”的磅礴之力。

从国宝中读懂历史
《写给青少年的国宝档

案》（天地出版社） 共 6
本，是专为青少年策划的
国宝知识大百科，涉及81
件国宝，包括青铜器、陶
瓷器、金银器、玉器、古
画、书法、碑刻、古籍等。
让孩子在书中与国宝“对
话”，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

书中，作者孙建华从各
类国宝的简要介绍出发，细致介绍了国宝发现的经
过、国宝背后的故事，以国宝的艺术及文化价值收
尾，图文并茂。通过500余幅精美插图呈现千年岁月
之美，像考古现场一样真实，孩子“按图索骥”畅游
文物世界，饱览传世宝藏，开阔眼界，提升审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