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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

《欢迎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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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卫平

《中国小镇：撬动全球经济的重镇》
李杰

《果园小史》
贺超

荐 书 榜

认真地看看日历，2023 年已然过
去大半。所幸一年因工作需求坚持读了
一些书，这一期一期榜单断断续续码起
来，竟然也能串联起大半年的记忆。

本期榜单值得说的很多。比如
《星耀中国：我们的嫦娥探月卫星》带
我们了解中国的探月工程。这事今天
看来似乎已经不新鲜，但是这样的

“习以为常”背后其实体现了中国航天
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坚守。同样，在
看过纪录片 《种子 种子》 后再看
书，感触良多。恰巧刚读完一本 《谷
物的故事》，讲述的是我们今天餐盘中
的“粒粒皆辛苦”到底是怎么回事。
种子行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粮
食安全的命脉，这本 《种子 种子》
则立体直观地讲述了中国种子的成长
发展故事，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种子是农业之母，是农业科技的“芯
片”，是粮食生产的源头，读后可以了
解种子背后不为人知的基因密码。

《于是一片光明：1543—1957人类
科学探索四百年》 是一本了解人类科
学文明演变历史的书，全书按照时间
脉络，书写曾经发生的地球上堪称是
人类科学里程碑式的著名事件与代表
人物，展示了人类群星闪耀的光辉，
近代科学大厦是如何建立的，以及科

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正能量来自哪里？》 是“科学思

维书架”丛书之一，是作者在长期的
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文化研究
与普及基础上的心得体会。主要内容
包括崇尚正能量的思维形式，如科学
思维的相关内容、多角度全方位的评
估思维、提倡科学的理性精神等。

一杯茶，倒映着一个时期的风
貌，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中国
茶的历史，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
史。从对茶的制作、品饮方式的不断
探索，到对茶的香气、口感的细腻追
求，再到茶器、茶空间的精心设计，
无不体现着审美情趣与生活艺术。《中
国人的茶事》 依托丰富的茶书典籍、
人物故事、古典诗词、传世茶画，从

先秦至清代，讲述历朝制茶、饮茶、
品茶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人
的雅致生活。

梭罗在自然随笔集 《野果》 中写
道，“当人迁徙时，不仅会带鸟儿、四
足动物、昆虫、蔬菜和专属佩剑，还
会带上他的果园”。从古至今，人类的
生活都离不开果园的陪伴。《果园小
史》 讲述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类
果园及果园的结构原理，追溯了果园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起源和发展，不
仅涉及不同水果的栽培史，更描摹了
丰富多彩的果园文化，包括果园在不
同文明的繁荣中所扮演的角色，果园
如何给艺术家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

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家很熟悉，但
他的作品潜藏科技元素，在这本叫作

《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
时代》 书中得以呈现。莎士比亚生活
在一个有关新发现的时代，从天文学
到物理学等，作者带领我们重新阅读
莎士比亚，观察剧作家对科学发现是
否感兴趣，这些知识又如何体现在他
的作品中。

有书读的时间很充盈，许多年的
习惯养成，人就有了一种执着，出门
包里总得背本书，手机里的电子书总
是时常更新的，跑步时适合听的书也
都是有计划的。生活很简单，简单到
飞快地就可以走过一年四季；生活也
很复杂，复杂到睁大眼睛看，也未必
能看明白寒暑交替、时光荏苒。心安
处，读书品茶，坐看云起，也是享
受，愿你总有好书陪伴。

心安处，享受一架好书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两位作者两本书起同一个名字的
情况，真不多。最初看本期榜单上的

《历史的镜子》，还以为是吴晗先生那
本，又想，多年经典重又上榜，得研
究一下是为什么。及至拿到书，才看
明白，这一本 《历史的镜子》 的作者
是阎崇年先生。20 年前，在北京地坛
书市，《正说清朝十二帝》 洛阳纸贵，
那时阎先生近 70 岁，已在 《百家讲
坛》 节目上闻名全国。这本“阎崇年
先生的历史文化课”“集合阎崇年先生
一生研究成果之精要观点、治学之心
得体会”的 《历史的镜子》 出版时，
阎先生已经九十高龄，让人不禁感
叹，20年倏忽如白驹过隙。

阎崇年此次的大作分五编：以史
为鉴、文化遗产、历史人物、读书修
身、爱国精神。既然提到吴晗先生的

《历史的镜子》，不能不谈几句。作为
曾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明史专家、现代
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吴
晗的 《历史的镜子》 有着极高的学术
价值，又是一本历史知识普及读本，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两本 《历史的镜
子》 一起读，很有意思。两书出版时
间相差几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这几
十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其中的细

微差别又如人之指纹，绝不重样。
《博物馆是什么》讲的是湖南省博

物馆 （又称湘博） 的诞生，以对谈的
形式呈现了湘博近 10 年的设计与建设
过程。湖南省博物馆与“众”不同，

“湘博告诉你如何从一粒沙开始，到建
筑、园林、展陈，甚至文创都可以拥
有湘博的精神和烙印”。博物馆的“玩
法”可以有很多，正如作者之一张小
溪所说：“博物馆之间的展览与服务已
相当‘内卷’……很多展览不只有图
录、策展人导览、语音讲解，还匹配
了一系列讲座，针对成人与儿童分别
设计互动活动，有非常立体的呈现、
阐释、延伸。2021 年长沙市博物馆举
办的法门寺地宫临展甚至研发出相应

的‘剧本杀’，穿着古装的玩家在展厅
里通关，不断拓展着边界。”“湘博”
一直坚守初心。

比博物馆规模大的是博物院，故
宫就是博物院。一般人逛故宫，其实
很难体会到它作为博物院的特点。作
家张程的著作 《藏在故宫里的中国
史》 充分展示出故宫作为博物院的不
同。“故宫里只有 600 年明清史？不，
故宫里有一部 5000 年中华文明史！”
它“聚拢了 5000 年中华文明的文物精
粹”。作者从散氏盘、毛公鼎、《洛神
赋图》、《上阳台帖》、《四库全书》 等
入手，串联起一部源远流长、绚丽多
姿的中国史。自器物而入谈古代的
书，榜单上还有 《古物中的生活新

知》，是用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当引
子，“将历史故事、人物典故、古典诗
文、文博考古、文化常识、民俗知
识”汇集其中。

再看榜单上其他书，《春秋十日
谈》 讲了10个故事，令读者窥见春秋
的风云变幻，明白 《左传》 的微言大
义；《海上古籍风云录》从多角度追溯
古籍得以问世和流传的种种幕后故事；
古籍收藏名家韦力先生写了一本与藏书
无关的 《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
纵观了 3000 年中国的儒学史，值得期
待；《亚洲文明史纲：文明互鉴的东方
智慧》和《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
野下的中华文明》，都是谈文明，一个

“互鉴”，一个“比较”，相距不远。

白驹过隙间品读佳作
□阅读推广人 启航

技术发明、制造业的发展所引发的工业革
命，将原本相互隔绝的世界，打造成互联互通、
休戚与共的全球化体系。《制造为王：发明、制造
业、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回顾了西门
子、诺贝尔等发明家、产业家的个人命运及其制
造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过程。站在当今的技术
升级和产业革命的新起点上，《大国经济学：面
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中国崛起的经
济学分析》《迈向产业强国：中国产业高质量发
展战略与政策》《中国小镇：撬动全球经济的重
镇》等书，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中国发展的原
因、路径等。在数字经济时代，更需要处理好市
场经济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是要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

陆铭等 10 位经济学家，在《大国经济学》
中，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一个规模巨大、区域差异
显著、货物贸易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大国”。由于
不同区域和行业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同，再加上
各自地理环境等问题，所以，长期、全局、多维将
是中国这个大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长期特征。
李晓鹏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崛起，是经济的崛起，更是制度的崛起。

在《迈向产业强国》一书中，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魏际刚就产业政策的演变与经验
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
强国的相关战略。在他看来，重要、关键、核心产
业，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拥有领先的硬实力、软实
力、韧性能力。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产业发
展模式，产业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其战略
制定需进行成本效益计算，合理配置要素资源。
在谋划产业发展时，不仅要寻求某一产业发展
最优，更要从经济体系视角，促进不同产业之间
协同，实现各类产业发展的总体最优。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神州数码创始人郭为合编的《中国产业
链韧性：金融的力量》一书，从理论与实践两
个层面出发，寻找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路径。本书分别从金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
侧着手，选择平安银行、兴业银行等典型案
例，说明了银行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
小企业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并把单个企
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
风险，从而更好地为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的过程。

金融创新的核心在于对产业需求侧的深入
了解，在《中国小镇：撬动全球经济的重镇》
一书中，作者张梦希通过一系列实地采访，向
读者展示了类似于河南柘城的钻石、四川射洪
的锂矿、山东仁兆的泡菜、山东曹县的汉服等
特色产业小镇，如何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同
时，中国小镇还借鉴欧洲特色小镇的经验，在
各种细分行业做到全球领先后，还能进一步发
展特色旅游产业。

最后看看《数字时代的领导力》。随着数
字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平等地
参与到商业活动中，组织和工作模式正在重
塑，关于领导者的理想形象假设也在不断刷
新。同时，数字技术使得领导者决策及员工反
馈的传播几乎同步完成，必须正确认识到这种
超快双向传播所蕴含的影响力。作品提出数字
时代需要一种新型的领导者——强调创造力、
协作和包容性的领导者，并结合真实商业案例
和数据分析，为领导者提供行动指南。

大国经济
与高质量发展
□书评人 李杰

生活不仅是创作的源泉，也是创作
的动力。对一个时代最新鲜的人和事的
洞见力，是考察作家创造力的重要指
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城市
化进程和国际文化交流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理念，这给作家的文学书写造成了一
定的难度。因而面对现实的“难度写
作”，成为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话题。

毕飞宇在写作上始终具有挑战性，
当年写《青衣》完全出人预料，他怎么
能够对女性心理探求得那么深？又怎么
能将传统戏曲的灵魂表现得那么生动？
长期以来，毕飞宇将悲悯意识作为小说
叙事的情感底色，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
与现实处在一种张力关系中，张力有多
强，故事就有多生动，人物就有多鲜
活。长篇小说新作《欢迎来到人间》再
次展现了毕飞宇挑战自我的个性化写作
风格，你或我，我们的身边人，在追求
什么，为什么而苦恼而挣扎，小说主人
公傅睿就是聚光灯下的那个人，一个经
过抽象又被重新还原为具象的人。这部
作品深入开掘现代人的现代性，强烈的

现实感和丰富的超越性，使其成为当代
写作的重要突破。

“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
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真实的西藏。”阿来关于西藏的写作已
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符号，《西
高地行记》是一部游记，也是阿来行走
西部高地留下的精神种子。在西高地
上，人为山赋予品格，而雄伟的山背后则
是勇毅的生活，山神是人格化的山。这
部游记显然具有寻根之旅的意蕴，在朴
素文字的深处，阿来意在寻找隐藏在藏
族景象之下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特质。这

是一个藏族作家的使命，也是一个当代
作家写给历史和未来的家书。

张惠雯是当代一个有代表性的女作
家，她的笔触聚焦于生活在国外的华人
群体。她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在北方》收
录《雪从南方来》《二人世界》《沉默的母
亲》《黑鸟》《玫瑰，玫瑰》等9篇作品，为
读者呈现了异域他乡安居后的中产移民
群体，尤其是女性经历。华文写作国际
化，正是张惠雯这一代作家努力追索的
方向和目标，因此她的作品尽管以华人
生活为背景，探讨的其实是开放性的女
性话题，也是与不同种族女性的对话。

骁骑校是网络写作的重要代表人物
之一，10 多年来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创
作实践，始终在寻找网络文学精品化之
路，《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这部新
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创作理
想，成为近年来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成
果。作者在这部作品的故事层面运用推
理小说的写作技法，抽丝剥茧，带领我们
探案解谜，一方面构筑历史宏大场景，将
旧上海的动荡流离、乱世的艰辛苦楚融
入故事中；另一方面又采用穿越手法，将
历史轨迹视为解谜攻略，让历史与现实
的叠加产生奇妙的阅读效果。

现代人的现代性
□文学评论家 马季

童年时代是人生的第一场盛宴。此
时日色清新，芳草鲜美，万事万物都含
带绽放前的润泽和饱满。一个孩子的身
体和灵魂也像他眼中的一切，活泼敏
捷，可爱鲜妍。俗世的分寸计较尚未开
始，生活的沉重忧虑也未及落下。这是
热爱一切的时刻，也是享受一切的时
刻。谁不曾享用过这盛宴的欢乐，谁就
没有真正拥有过童年。

在 《我的原野盛宴 （博物版）》
里，张炜用文字铺开了童年的这场盛
宴。一片人迹罕至的海边林子，一座孤
寂寥落的乡居小院，一个孩子出没于林
子地里的野物间，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了
其中的一部分。在这里，野物和人一
样，认认真真地观看、讲话，人也和野
物一样，贴着土地奔跑、生长。张炜的
讲述仿佛就是童年本身。这些讲述带着
童年声音和话语天然的拙意，质木无文
而生机勃勃，朴白澄净而情思丰沛。随
着文字的展开，我们渐渐听见了唯有孩
子才能听见的那些细碎的声音，看见了
唯有孩子才能看见的那些奇妙的风
景。这是万物有灵且美的时间，生活
的艰难退在远处，世间的盛况走向近
前，人与自然彼此相识，每一个名字
和它对应的物事，都被郑重对待。对

今天的许多孩子来说，这样的原野盛
宴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在文字的遥想
和体味里，保存、复活这份曾经的生
动和迷人。

童年的一面朝向自然世界，另一面
朝向人间生活，并对两者同时充满探索
的热情。在富于幻想色彩的张之路儿童
小说《雨燕飞越中轴线》里，一个生活
在当代的女孩与一只从古代而来的雨燕
相遇、结缘，我们跟随她们的飞行，一
起沿着中轴线，见识了北京城悠久、深
厚的历史与文化。“刘兴诗爷爷给孩子
讲中国地理”系列，在图文并茂中带孩
子们行走于千里江山，地理知识的介绍
中，处处也是历史、文化和生活的故
事。刘东的 《回家的孩子》 和湘女的

《小马将军》，地域与风俗南北各异，为
了正义与自由的斗争一以贯之。曾经的
童年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让我们
更加看清和珍爱今天的一切。

同样是透过孩子的眼睛，金波的儿
童诗集《想变成一棵树》，为孩子们铺
开了一场绿色诗意的盛宴。“我凝望着
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
睛，/它们也凝望着我，/纯真而深情”，

“让树长出更多的叶子，/有更多的眼睛
凝望，/凝望这世界，/这世界，不止一个
太阳。”一个人与一棵树之间的相互凝
望，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首诗。

有些事情永不会被忘记，有些精神
永不会被忘却。闻婷的儿童小说 《虎
牙》，以女孩常笑追寻父亲足迹的故

事，托出浩荡苍茫的山海之变，以及甘
心将自己注入其中的那些力量。故事的
展开伴随着情感的疗愈，也伴随着胸怀
的打开。吴洲星的 《紫云英合唱团》
里，从偏僻村小走出来的紫云英合唱
团，如同它借以命名的这种乡间草籽花
一样，微小寻常也生机蓬勃。王苗的

《国色天香》里，不同年代的3个女孩
以不同的方式，先后走进京剧的世界。
生活和生命一再继续，艺术和文化也生
生不息。

我们会看到，童年的宴席并非凭空
而来。不论过去或现在，为了童年的这
场盛宴，一代代的孩子们和大人们努力
着、坚守着。所有这些努力和坚守，也
是每个时代献给童年的另一场盛宴。

童年是一场盛宴
□儿童文学评论家 方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