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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记录中国城市新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澎湃新闻历时两
年持续关注，以“原创新
闻报道+冷静思想分析”方
式，全面记录中国城市新
发展，编写而成《中国新
城市：迈向现代化的创新
转型和突破》（学林出版
社） 一书，深度解读城市
转型升级新突破。

本书从圈群城市进行
时、锚定高质量发展、转
型升级探新路、大交通推动大发展、人才是资源、
打造特色城市名片6个维度，分析解读城市发展和区
域经济，通过近百个代表性城市案例，全方位解读
中国城市的千面魅力。

时代大潮中撷取涓涓细流
《行走的脊梁：短篇报

告文学精选》（济南出版
社） 选取了作者20篇报告
文学作品，每一篇文章后
都附有手记，记录了写作
背景或作者的感悟，字里
行间流淌着浓浓的家国情
怀和人性光辉。

书中的主人公很多都
是普通的劳动者，如 《老
汤》 里的餐饮从业者程安
国，为理想、自由而来的

“行走的脊梁”挑山工们，借助网络过上幸福生活的
丁楼村村民们……虽是小人物，可他们身上却有一
股精气神。作者徐锦庚从时代大潮中撷取涓涓细
流，以小见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当代
中国精神，既给人以感观愉悦、艺术享受，又给人
以思想启迪、精神激励。

用脚和笔丈量世界
多年来，作家阿来用

脚和笔丈量世界，认知内
心。他攀行在雪山之间，
仰望苍穹，俯身凝视花草
生灵……阿来曾说，行走
与写作是他的宿命，于是
有 了 这 部 行 走 笔 记 ——
《西高地行记》（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从四川到西
藏、云南、贵州、甘肃……阿
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
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
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又不忘把读者引向广
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
博学者，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

这部散文集收录了阿来于2011年之后创作的9
篇长散文，包括《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
记》《平武记》《玉树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
记》《丽江记》，记录着阿来在行走中每到一处，都
会有繁花盛放。

原汁原味讲北京故事
《钟鼓楼下》（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 是一部
充满人情味、烟火气、趣
味性的京味小说，作者金
少凡以原汁原味、醇厚地
道 的 京 腔 京 韵 ， 描 写 了
20 世纪 40 年代胡同里的
生活图景和民俗风情，还
原了作者记忆深处那些温
暖人心、趣味盎然的童年
故事。

作品借助一个个饶有
趣味的故事，系统地梳理了北京的人文历史，介绍
了建筑、民俗、曲艺、美食、童谣、手工艺等传统
文化，这些平凡琐碎的生活经过一个孩子好奇的目
光打量之后，呈现出一种平淡、从容、厚道、豁达
的气象，在泛出北京人特有的生活色彩的同时，折
射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展现京剧百年传承
《国色天香》（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讲 述 了 小 女 孩 慕 兮 学 戏
时 被 京 剧 老 师 筹 备 的 一
个 名 伶 展 览 吸 引 ， 为 了
解 两 张 照 片 上 的无名女
孩，她与好友开始了“故
纸堆里找真相”的“侦探
行动”。作者王苗在书中
采用三线并行的结构，情
节在当代的北京、20 世
纪 30 年代的北平、20 世
纪 40 年 代 的 上 海 展 开 。
在时空交错中，3 个女孩学戏、唱戏的经历相互
勾连，既展现了京剧这门传统艺术在百年间的发
展和传承，也体现出京剧对孩子们心灵成长的促
进作用。

这本书塑造了一批京剧艺术的演绎者与传承者
的形象，既折射了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也彰显了
京剧艺人在艰难中的坚守，更书写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民族精神如何被一代代人薪火相传。

很高兴出版社引进《人工智能时
代与人类未来》（中信出版集团） 这
本凝聚着思辨光芒的重磅之作，将之
带给国内的广大读者。这是一本关于
未来的著作，其重心并非人工智能，
而是人类自身的未来。毫无疑问，人
工智能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影响因
子之一。事实上，它已经开始深远地
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非仅仅
是技术领域。因此，我把《人工智能
时代与人类未来》推荐给所有关注未
来的读者——无论我们更加关注世
界，还是更加关注自身，人工智能都
已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主题。

今天，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情绪
是复杂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方
面会为日新月异的进步欢呼雀跃，另

一方面又常常不得不尴尬地解释现实
与科幻之间的巨大鸿沟；商业精英既
期待人工智能像金钥匙一样，打开新
的增长之门，又担心这把钥匙握在竞
争对手手中，使自己的“护城河”一
夜间失效；更多的人则先是期待着电
影中的场景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而后又开始为这种场景是否会给自己
带来恶果而彷徨失措……

这一切都揭示着：我们还处在人
工智能的萌芽时代。假以时日，人们
今天对于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判断会被
证明是错误的，而这本书以及同期的
大部分著作中所提及的技术，也都将
很快失去其先进性。在我看来，这正
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与许多其他有
关人工智能的著作相比，这本书运用
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来审视人工智
能，而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所能带来的
当前作用。

随之而来的是，这本书能启发读
者思考更多的问题，而不仅是从书中
寻求答案。

了解工业革命历史，或者亲身经

历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我
们，并不难理解人工智能为何如此重
要，以及它为何必然会对我们的社会
生活和模式带来根本性变革。这本书
运用了许多历史观点，来佐证对变革
的判断。与多数技术著作相比，这本
书的观察尺度大大拉长至人类的思想
演变历史，从而带给我们许多极有深
度的洞见。它不是让我们仅局限于思
考人工智能作为机器能为生产力带来
的价值，而更多的是思考作为未来一
种新的基础结构、新的社交节点、新
的交互主体，人工智能会使人类社会
发生的改变。

因此，人工智能也必然突破狭义
的“智能”范畴，并且无处不在。这
本书多次讨论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将以
何种形式展开协作，人类将如何看待
人工智能的情感与创作，应该用何种
方式约束人工智能的决策，等等。从
实际应用角度看，这些洞察已不再只
是预判，而是现实。

60余年前，约翰·麦卡锡曾将人
工智能定义为“能够执行具有人类智

能特征的任务的机器”，现在看来，
其中关于“任务”的定义已不再适合
狭义地看待，而应当定义为一种满足
人类需求的人机关系。我相信这一定
义很快将再一次扩大。

在另一些地方，这本书的作者则
基于深厚的经验，毫不犹豫地给出断
言。例如，作者认为人们对于人工智
能的态度，无论是被动地发展，还是
积极地投身其中，并不存在置身事外
的选项。在这一过程中，想要避免教
训是很难的。关键在于如何未雨绸缪
地制定规则，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不断加以修正。

这只是人工智能萌芽时代的一个
缩影。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
变革，还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对人工智
能的态度。当技术飞速发展时，我们
还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在今天
思考并提出问题，也许比找到已知解
法更加重要，或者至少是同等重要。
本书有许多令人折服的深刻洞见，如
前所述，它能启发我们思考更多的问
题，而不仅仅是迫切地寻求答案。

人工智能的萌芽时代
□李笛

近年来，反映重大主题、讴歌英
模事迹的儿童文学佳作不断涌现，展
现出了儿童文学的创新性和可塑性。
《我的阿角朋》（大象出版社） 一书，
就是这样一部视角新颖、主题鲜明的
作品。该书聚焦独龙族，以“人民楷
模”高德荣为故事原型，从儿童视角
出发，以小女孩江美的口吻，用虚实
结合的创作手法生动再现了独龙江乡
的发展之路，书写出了新时代独龙江
乡的山乡巨变及其内在因素，也呈现
了独龙江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民俗
风情。

主题鲜明，展现独龙族的山乡巨
变。《我的阿角朋》是由儿童文学作
家唐池子历时3年，不断打磨创作完
成的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选材具
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文中用生动的笔
法多次写“路”，这条路，连接着一
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也凝结着以

“阿爸”为代表的独龙族人民为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而长期奔波的心路历
程，进而彰显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这一新时代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
基本路径。

浸润心灵，唤起少年的英雄梦。
该书通过女孩江美的心路成长，逐渐
唤起我们心中对高尚的崇拜和向往。
阿爸是江美的偶像，她一出生就记住
了阿爸身上来自山林雨雪的气息、火
塘的气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江美
觉察阿爸更加关心那些离家的独龙族
孩子，阿爸的目光很长时间没有在自
己身上停留，她开始落寞伤心，但她
逐渐理解了阿爸的大爱。书中江美
溜索过江那节，很感人。她终于战
胜怯懦，学着像阿爸那样，如同一
只自由的蝴蝶，勇敢溜索飞过独龙
江，她在心里呼喊：就算害怕，我
也不会尖叫、不会退缩，因为我是
谢怀谦的女儿……这不仅是女儿学
阿爸溜索，也是她在内心默默确认
自己是英雄的女儿，是一次自我模
仿英雄的行为探索。在全书的最后
章节，阿爸送江美出独龙江求学，
江美没有让阿爸送她上车，而是自
己奔跑起来，边跑边在内心呼唤：
阿爸，我亲爱的阿爸，我的阿角
朋，有一天我一定会像您一样，带
着崭新的梦想回来啊！她将对英雄父
亲的崇拜，转化为对英雄父亲精神的
主动承继，渴望做一个有责任、有担
当、有大爱、有梦想的人。

从“你是我的阿角朋”到“我要
学做像你一样的阿角朋”，这是精神
的蜕变，是信念的承继，是认知价值
的飞跃。认识崇高是追求崇高的基

础，更难得的是将这份追求内化为行
动。江美真实的成长心路，贴合儿童
小说的特性，也更加靠近儿童读者的
心理，更能唤起青少年对英雄榜样的
憧憬和认同。

艺术表达，叙述结构上的积极探
索。这部作品从开篇进独龙江到最后
出独龙江，主线都是“我”和阿爸之
间的故事，开篇阿爸进独龙江是迎

“我”；末篇“我”出独龙江是阿爸送
“我”。这一进一出，一迎一送，既是
“一跃千年”的独龙江新旧路况的真
实对比，又是“我”和阿爸之间精神
传承的隐喻交接。它是以高德荣为故
事原型的创作，但并非高德荣事迹的
纪实复制，而是在基于史实的基础
上，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结构上进行的
大胆艺术探索，将故事时间轴进行艺
术化处理，嵌入青少年自我成长心路
历程中，倒述、插述、补述、叙述，
多种结构混叙，像在经历时空穿越，
同时又在经历精神洗礼。这样的叙述
更加吻合儿童阅读心理，也具有更强
的文学感染力。

同 时 ， 小 说 以 情 景 交 融 的 文
风，将独龙江独特绚丽的自然景色
融入主人公丰富的情感变化中，融
入独龙江的发展变化中。在其笔
下，这些景物场景，染上了感情色
彩，生动感人，唤起读者内心的柔
软共情。通过情景交融，巧妙地将
独龙族人的奋斗故事、独龙江乡的

发展故事一环扣一环地引出，具有
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映照童心，靠近读者的叙述方
式。该书书名“我的”，是孩子的口
吻；“阿角朋”是独龙语，语意是独
龙族传说中的英雄，书名既亲切又
独特，非常吻合儿童心理；对应充
满丰富独龙族元素的封面，头戴独
龙头巾的女孩，双眸充满无限憧憬
仰望高山之巅太阳的神情，色调明
媚，地域标识显著，让人过目难忘
又内蕴希望。

故事以女儿小江美的叙述语言
娓娓道来，从小江美的天真之爱和
情感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徐徐展
开，这样的叙述更加贴合儿童小说
的特性，也更加靠近儿童读者。作
者借用女儿的口吻，用儿童理解的
质朴简单又饱含深情的文字，写出
了独龙族带头人、英雄阿爸鲜活丰
满的形象。顺着江美的目光，我们
触摸到独龙族的历史发展，深刻感
受到独龙族人民的奋斗之志和奋斗
之果，了解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建设的蓬勃发展，也看到了在党
和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所绘就出的美
丽乡村新画卷。《我的阿角朋》用儿
童文学的方式，成功塑造了“阿角
朋”的榜样形象，精彩讲述了美丽
边疆所发生的时代巨变，是一部有
温度、有感染力、能体现时代精神
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书写美丽边疆乡村振兴故事
□海飞

《游过月亮河》（希望出版社）
是裘山山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入选
中宣部 2022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3年
上半年优秀少儿图书、5—6 月优秀
畅销书排行榜、好书品读月度童书
榜等。作品兼具主题性、文学性，
所生动谱写的英雄赞歌、弘扬的人
间大爱，对小读者来说是一种润物
细无声的滋养。

用真情融化冰雪，谱写了一曲爱
的赞歌。月亮湾村的 6 岁男孩光伢
子，在洪灾中失去双亲，被解放军战
士郑直舍命相救，之后被郑直的父亲
郑连根收养。这一老一少和小狗弯弯
组成了新的家庭，在彼此磨合和互相
理解中，发生了一系列感人肺腑、动
人心弦的故事。作品开头，一场特大
洪水漫向月亮湾村，“红一连”的抗
洪抢险行动迅速开始，郑直为了救光
伢子更是献出 19 岁的生命。礼赞英
雄、书写军民鱼水情深，《游过月亮
河》的立意可谓高远。除思想性外，
作品还通过生动的刻画，贴近人性的
书写，在艺术性、文学性、故事性等
方面都达到一定高度。

充满真挚的情感，多处令人潸然

泪下。作品通过人物的一言一行，在
读者心中泛起层层波澜，真正触动心
灵。比如，指导员说：“郑直这个
兵，活着的时候就好得让人心疼，牺
牲了就格外让人心痛”；郑连根得知
郑直牺牲之后，咬住牙关送走两位年
轻军官，躲到门口呜呜地大哭；当郑
连根看到郑直救孩子的照片，他把照
片拿在手里反复摩挲，身体哆嗦起
来，眼泪顺着瘦削的脸颊淌下来……
故事中的多处情节，令人动容。

书写爱与勇气这道光，将人照
亮。就像裘山山短篇小说集 《路遇
见路》 中的一句话：路遇见路，有
了远方；人遇见人，有了生命。当
新闻干事李旌看到郑直用力将坐在
木盆里的光伢子推向岸边时，书中
是这样写的：“哗哗的暴雨中，这一
幕陡然被照亮了”“好像一束光直接
穿透大雨”。郑直用生命照亮了光伢
子，同时照亮了李旌，让他受到心
灵的洗礼，也照亮了“红一连”，照
亮了月亮湾的村民。更重要的是，
在困厄之中，光伢子、郑连根的生
命被彼此照亮。和光伢子一起生活
的日子，郑连根那颗原来像石头一
样的心，先是柔软了，然后湿润

了，再然后长出青青的草，不再干
枯了。两颗伤痛的心互相慰藉着，
走过生命的至暗时刻。相信这道
光，也会照亮无数读者内心。

细腻的心理描写，走进主人公心
灵深处。一些杰出的作家，都是洞悉
人心的高手，这使得他们笔下的人物
性格格外突出。书中郑连根、光伢子
这些典型人物的塑造，一定程度上得
益于对他们心理细致地刻画。比如，
光伢子心想：那天晚上发大水的不是
月亮河，是恶魔河，今天这条河才是
月亮河，这么温顺，阿妈一定在今天
的月亮河里……书中在铺陈故事的时
候，自然而然地插入大量的心理刻
画，令小读者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
同时这些典型人物也深深刻在小读者
心里。

赋予动物以人的情感，带来新鲜
的阅读体验。裘山山的许多故事当
中，都有小狗的影子。《雪山上的达
娃》 中有一只叫“达娃”的西藏幼
犬，这个名字在藏语中就是月亮的意
思。巧合的是，《游过月亮河》不仅
书名和月亮有关，书中还有一只名叫

“弯弯”的小狗，在郑连根和光伢子
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主人哭的时

候，弯弯难过极了，也忍不住轻轻呜
咽起来；光伢子来到这个家里，看到
主人什么都替他着想，而忽略自己，
弯弯有些不高兴，多次故意为难这个
小孩子；成为好朋友、好兄弟之后，
当光伢子哇哇大哭的时候，弯弯急得
原地直打转，立起身子，去舔他脸上
的泪水；看到光伢子掉进池塘，焦急
万分的弯弯扑通一声也跳了下去……
弯弯不仅是懂事的、通人性的，甚至
是这部作品里非常重要的一员。赋予
弯弯以人的情感，并细腻地刻画，一
下子令作品充满童真童趣。

《游过月亮河》写了光伢子的几
个梦，且以梦开始、又以梦结束。梦
境恰恰真实反映出光伢子的心境、处
境。在前几个梦中，他惊恐万分、不
知所措、喘不上气，但最后一个梦却
满是喜悦。在最后一个梦里，他回到
了月亮湾村，和郑连根一起。他见人
就说：“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爷爷。”
他开心地在水里游起来，自由自在
的。他游啊游啊，终于看到了阿爸阿
妈。当看到最后几句：“他奋力划动
着，他要让他们放心，他会好好活
着。光伢子在梦里笑出声来”，读者
一直揪着的心也放下来。

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
划着小船，吟着“轻舟已过万重山”
的一幕，令许多观众“破防”。“回头
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
漫漫亦灿灿。”正是爱，正是彼此照
亮，让郑连根与光伢子走过万重山、
游过月亮河，生命重新焕发出光彩。

真情融化冰雪 生命焕发光彩
□杨雅莲

河水那么宽阔，又那么平静，水腥气都让他觉得亲切。他游啊游啊，终于

看到了阿爸阿妈。他们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呢，朝他伸出大拇指。那不是梦，他

真的看见了。他奋力划动着，他要让他们放心，他会好好活着。

——摘自《游过月亮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