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卫刚
曾任青岛市商务局局长、党

委书记，青岛市国资委主任、党
委书记，出版专著《自由合作劳
动者论纲》，获得山东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著有新作《新时
代政治经济学概论》。

章剑华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先
后出版 《故宫三部曲》《大江之
上》《世纪江村》等专著12部，作
品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获中国徐迟报告文学奖、江苏
省新闻出版政府奖等。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

院研究馆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
所所长。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
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
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等数十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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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与与书书
文学是时代的镜像。“民族要复兴，乡

村必振兴。”被列为江苏省作家协会“重大
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的《振兴路上》由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真实记录了山
泉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程，展望了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山泉村近十
几年的鲜活实践，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对乡村振兴的最
好注解。

以“六个三”总结创作历程

为了写好山泉村，写好山泉村的带头
人——村党委书记李全兴，章剑华携徒弟
孟昱历时近3年，四访山泉村，十访李全
兴，掌握了大量的素材，光记录稿就有
10 多万字。“这在我的采访中还是第一
次。”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采访时，章剑华颇为动情地说道。

整理采访稿、提炼主题，形成框架，
筛选写作内容，回顾创作历程，章剑华用

“六个三”概括，即三请“诸葛亮”、三次
下马威、三个动人处、三个突破点、三个
大转变、三条好经验：

三请“诸葛亮”。乡镇党委为了彻底
改变山泉村的面貌，在征求广大村民意见
的基础上，决定请从山泉村走出去的知名
企业家、万事兴集团董事长李全兴回村当
村官，于是就三顾茅庐，最终李全兴回乡
担任村官。

三次下马威。李全兴上任第一天，原
村委班子负责人不让办公室，不给办公
桌；李全兴上任不久，原村书记找上门

来；本村一个包工头前来办公室耍横讨
账。面对这些下马威，李全兴一一化解。

三个动人处。一是李全兴上任前，在
家庭会议上母亲的一席话：“既然决定
做，那就做到最好，千万不能再让乡亲们
寒心，也不要给咱家丢了面子。”二是老
村拆迁，李全兴和副书记江金做钉子户工
作。三是李全兴获评全国最美村官时，与
村民紧紧拥抱，并对村民说：这个奖是你
们给我的，谢谢你们了！

三个突破点。一是改造村里的老水
厂，二是老村改造，三是建设田园综合
体，也可以说是三大举措、三步走。

三个大转变。一是从落后村到先进村
的转变，二是从自然村到社区村的转变，
三是从小康村到文明村的转变。

三条好经验。一是“群雁高飞头雁
领”，选好村班子和村书记；二是“春风
又绿江南岸”，用足用好用活党和政府的
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三是“众人种树树成
林”，紧紧依靠广大村民，至高荣誉归于
村民，为他们服务，为他们造福。

“正是有山泉村丰富的实践和成果，
有李全兴以及村党委班子的先进事迹，有
那么多的鲜活素材和生动故事，我和另一
位作者孟昱才写出了这部长篇报告文
学。”章剑华感慨道。

既踩准节点又选好题材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一方面注重踩
准时代节点，另一方面注重选好重大题
材。”在章剑华看来，我们生逢一个伟大

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正处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相继耸立起两大
里程碑，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开
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为一名文学
艺术工作者，记录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件，
既是责任，也是机遇。”

在创作出版了《大江之上》和《世纪
江村》后，章剑华就在酝酿和寻找新的创
作题材。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章剑华
介绍了山泉村的一些情况，而且就在华西
村边上。“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
有听说过山泉村，于是，我决定先去看一
看。看过之后，当场决定要写这个村。”
章剑华坦言道。

章剑华表示，此次以山泉村为创作
对象，是因为它既有乡村振兴的普遍
性，也有其特殊性。它饱经沧桑，有过
辉煌，也曾落寞，有过彷徨，更有奋起
直追。“特殊在什么地方？就是本书第一
章的标题：《一个令人忧虑的抛物线》。
这原本是一个落后村，处在发展的低
谷，然后经过10年的奋斗，踏上了乡村
振兴之路。”

“山泉村的发展，得益于时代的东
风、得益于各方的支持、得益于榜样的力
量、得益于村民的奋斗。”《振兴路上》的
主人公李全兴表示：“希望通过山泉村的

‘抛砖引玉’，能够让更多人关注乡村振兴
这一时代课题，能够让更多基层工作者提
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心，能够呼唤
更多有情怀、有担当的各界人士反哺家
乡，能够有更多农村在祖国大地展现振兴
图景。”

由“乡村振兴”到“天文事业”

谈到手头正在进行的创作计划，章剑
华表示：“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向苍穹：中国
天文事业发展三部曲》的创作。”从“乡村振
兴”到“天文事业”，对此，章剑华说道：“天
文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也是最前沿的科
学。近代以来，以紫金山天文台成立为标
志，我国开始了现代天文事业发展的新阶
段。进入新时代，我国天文事业发展迅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从2020年开始，章剑华历经3年，亲身
寻访了数十处古今天文学重要场所和设
施，采访了1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首席
科学家，“我准备写一部中国天文事业发展
的文学性‘通史’，全过程、全景式地记录我
国天文事业的发展历程。”

据章剑华介绍，《向苍穹》将分为上、
中、下三部分。其中，上部：“裸观”时代的
回望。主要记述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历
史、古代天文仪器的制作和取得的成就。
中部：“天眼”时代的曙光。主要记述紫金
山天文台建立、现代天文望远镜研制和天
文观测的成果。下部：“巡天时代”的辉
煌。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说起，详细记
述2.16m天文望远镜、中国巡天空间望远
镜、“中国天眼”等重大天文项目的研制和
观测成果。“该书将突出纪实文学的特点与
优势，写人写事相结合，坚持思想性、真实
性和文学性相统一，做好时代叙事和国家
叙事，用文学的手法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

章剑华：记录伟大时代是责任也是机遇
□本报记者 李婧璇

故宫这座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里，
装着王朝历史，载着文化密码，也蕴藏着
丰厚宝藏。

“九一八”事变后，国宝颠沛流离。保
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故宫
博物院研究馆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
所长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他
的新作《故宫文物南迁》更是选取了这座宫
殿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该书
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并将有关
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
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再现90年前“故宫人”壮举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举足轻重
的一段历史。“2023 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
程九十周年，90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
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
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
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身为作家的祝
勇坦陈，自己是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
的《故宫文物南迁》。

对于祝勇而言，自己实际上在很多年
以前就很关注“故宫文物南迁”这个主题，
他创作这本书，是从2019年一直写到2021
年，“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也算是水到渠成，
因为在这之前我翻阅过很多史料，沿途的
很多地点都已经走访过，而且有的地方走
了不止一次，都比较熟悉，所以用两年的时
间把之前积累的资料完成了一个综合的非
虚构的历史著作。”祝勇说。

这一次，祝勇试图打捞起故宫里那些
离我们更近的人与事：1933 年，山河破碎
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
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
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时延十数年，
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浩瀚的
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
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

他再现的，便是90年前那场“故宫人”
的壮举。“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面对这段历
史的时候，真的要感慨前辈们这种精神和
他们付出的努力，包括在整个过程中很多
具体的故事和细节。”祝勇说。

传承工匠精神与文化担当

故宫文物南迁，在1932年北平的历史
时空里，牵动了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
和文化学者的心。“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
的根就不会断”……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
会的主流意见。

不过，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正如祝勇
在后记中写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
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
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
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
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正是这些艰
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
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
唏嘘不已时，也感慨并敬佩着“故宫人”身

上所肩负的文化担当。他们的血泪与牺牲
是真实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
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
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
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
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从
此如断鸿零雁，一去不回……这些青衫磊
落的故宫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伟岸，他们
在故宫的浩瀚烟云中永远值得被我们看
见，被历史铭记。

用文字构建一座“纸上的故宫”

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
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从《故宫的
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
年》的全面书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
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
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经过几十年
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
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
艺术境界。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
入到一个“深水区”。

扎实丰厚的积累才能成就一部带给读
者的有力量的纪实文学。“面对那段业已模
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
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
祝勇说。据了解，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
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
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
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

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
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
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
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
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
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
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
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
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
凡的岁月。随着这次专程采访、田野调查
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
90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
个维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渐铺陈开来，一
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在他的笔下，书中既有“四库全书”“快
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
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
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
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
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
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而且明显采用了
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如讲
故事、场景转换等。

“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
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祝
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
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
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如是，这次写作
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
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
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
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祝勇说。

祝勇：书写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
□本报记者 郝天韵

怎样把专业深奥的理论，写得通俗易
懂，让普通读者也愿意读，体会到阅读的
乐趣？在《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
书中，马卫刚进行了探索。从理论到实践
再到理论，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再加上
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在创作的同时贴近
现实热点，并且尽量写得生动，使得本书
既是一本面向专业领域的书，又是一本适
合大众阅读的书。作品出版后，马卫刚拿
给几位朋友看，给出的反馈是：找到理
论、实践的结合点。

密切联系全球化历史进程

本书内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历史
实践的全球化时代命题、当代世界两种社
会制度形态与全球化历史变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新时代
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体系的历史逻辑和理
论逻辑等八章，马卫刚的研究就是从经济
全球化世界格局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种制度形态的现实联系出发，分析当代社
会主义的历史和未来。就像中外企业家联
合会联席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兼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
本书序言中所写：在全球化格局中研究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形态的关
系，要有发现历史规律与未来趋势的战略

眼光，站在人类世界共同发展的最高利益
来看问题。

马卫刚写《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概论》
时，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要着眼于立
足世界全球化格局，通过研究现代资本主
义与当代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形态的现
实联系，以期发现历史演变规律以揭示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密切
联系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在两种制度文
明交流互鉴格局下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发
展情况和资本主义的实际变化特点，特别
是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由具体上升
到抽象，进行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分析和历
史研究考证，才能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种制度形态的历史必然联系中发现演
变规律。”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采访时，马卫刚介绍道。

《资本论》的逻辑影响学术研究

在马卫刚的学术研究中，《资本论》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当中小学时代，第一
次看到《资本论》这本书封页上有《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时，马卫刚还问了
父亲：“他告诉我这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学问，当时我也没听懂。中学毕业
时适逢国家恢复高考，考大学我选择了政
治经济学专业。不管是读本科、研究生

时，还是参加工作后，我完整地读过多遍
《资本论》全书，这本书对我的研究具有
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卫刚曾在山东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
学专业就读，后又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师从
吴宣恭教授攻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
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自上大学起一直到
参加工作的40多年里，他经历了国家改革
开放的伟大历程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进程，先后到访了世界上近80个国家和地
区，这些经历无时无刻不在触发着他的思
考。马卫刚说道：“每当看到世界的发展变
化时，我会时常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
思考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

在动笔写《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概论》
前，马卫刚仔仔细细先读了几本书。一本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还有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读这两本书属理论
温故知新。随后又补课看了一些作品，像美
籍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与民主》，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
纪资本论》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的

《新资本论》，还有当代20位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学术成就汇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
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
库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新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编
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与发展》等当前学术理论界的一些国内外
论文资料，主要是学习了解近些年来国内
外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

用共同语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2022 年，马卫刚到龄退休后，在青岛
大学党委书记胡金焱教授的支持下来到这
所高校继续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基
于40年来，自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研究
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所形成的一些学术思
考，以及参加工作以后在国内外所见所思
的一些体验感悟，他正在写一部专著，目前
已形成了基本的篇章结构研究思路。这次
出版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概论》，是此部
专著的导论篇。

我国前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新出版的
《尖锐对话》一书中写道：要让中国声音
在西方“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听而
信”，这席话对马卫刚启发很大。尤其在
当前个别西方国家出现全球化逆流之时，
中华民族更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顺应
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浩荡之
势中。“我们要用共同语言促进两种制度
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
自说自话，而是要在面向全球更加开放文
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马卫刚说。

马卫刚：学术理论要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
□本报记者 杨雅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