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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观察》（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出版企业社会
责任”为起点、以案例学术结合为架
构、以师生合作为模式、以实践和课
堂融合为路径形成特色，无论是组合
架构、写作模式抑或适用范围，都充
分体现出其“新”的一面。具体而
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案例和学术的结合组成“新”架
构。《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观察》全书架
构主要以案例纪实和学术论文组成，
形成以“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主题
为血肉、案例纪实和学术论文为骨骼
的“新”架构。案例篇记录了不同出版

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方式和坚守的
故事，肯定和传播了出版企业已作出
的贡献。通过对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实践的记录，案例篇旨在鼓励更多
出版企业从不同案例中思考自身将如
何更好地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研
究篇系统梳理了学术界对出版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的论文和学者的学术思考
与关注等，目的在于帮助读者通过阅
读学术作品对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理
论发展有个系统了解。总之，真实案例
和系统学术论文结合的架构，让读者
能更快理解和接受该书的价值。无论
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十年如一日坚守发
布社会责任信息，还是长江出版社围
绕长江写长江人长江事，读者阅读时
眼前都会浮现出这些生动的案例和严
谨的学术思想，带领读者由浅入深地
感受社会责任、理解社会责任。

学生和老师的合作开创“新”模
式。此书案例篇采用教师带领在读研
究生一对一模式完成全部采写工作，

开创了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成长的
新模式。书中每一篇案例文章先是由
导师带领学生制定写作方案、开展深
度访谈等，学生完成初稿后由教师反
复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师生合作用简
洁凝练、客观平实的语言为读者展现
了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案例文章
围绕出版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侧
面，提炼出与社会责任最具相关性的
核心议题讲故事；案例文章后所附的
写作感言是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完
成写作任务后最真实的收获。宋体字
呈现的案例故事更具客观性，楷体字
呈现的写作感言更具亲切感。教师与
学生的合作、故事和感言的结合，不但
利于读者了解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风采，还可以看到未来新闻出版人
才成长的轨迹，这种立足实际“手把
手”的教与学的模式，对科研和教学工
作也具有启迪意义。

实践和课堂的融合补充“新”知
识。这本书的案例部分提炼了出版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这些来
自业界一线鲜活的案例为学生们补充
了教材之外更多的新知识。北京印刷
学院新闻传播、出版方向的在读大学
生在尝试着撰写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
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出
版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知识、践行内
容、传播方式等，学生们又把自己的
所思所悟以课后作业、课堂分享、毕
业论文等方式进行再传播，这些经历
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择业观非常有益。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本书既是北京印刷学院师生对
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察思考，也是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社会各界传播出
版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贡献。

新的架构，新的模式，新的知
识。实践和理论相互结合，学术和案
例相得益彰，教学和探索相互融合，
新出版的《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观察》
一书如同一艘探索出版企业社会责任
的帆船，就此启航。

从“新”出发 就此启航
□闫雅彬 刘江颖

诗歌是心事疏散的窗口，是对
生活敏感的觉察，是用来表白的话
语。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掀起“汪
国真热”。20年来，汪国真的诗集一
直畅销不衰，形成独特的“汪国真
现象”。汪国真的经典代表作，集中
体现出他的文字里表现出的一种强
烈的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精神气
质。《汪国真诗文全集》（作家出版
社） 由汪国真胞妹汪玉华主编，分
上下两卷，搜集了汪国真一生能找

到的几乎所有诗文歌词等整理成
集，对喜欢汪国真的读者来说具有
研究和收藏的意义。

汪国真的诗歌是坚韧的，是励
志的。早期创作诗歌的汪国真是不
被认可的，是被那一时期好多专家
质疑的。他在 1988 年创作的 《倘若
才华得不到承认》 中感慨：倘若才
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
在坚忍中积蓄力量，默默耕耘。这
首佳作后来入选 《当代学生经典必
读：一生必读的名家诗歌》。他的语
言触动了青年们共知的哲理，是经
历生活后有感而发的真实，而这种
真实恰恰是当下青年人内心的共
鸣，这也正是他的诗歌为什么至今
受欢迎的主要原因。现在在他的微
博下面还有粉丝留言说，想他，怀

念他。他受人喜欢、尊敬的原因，
是他总能写出与人精神共振的、温
柔的、散播力量的诗歌。

汪国真的诗歌是昂扬的，是超脱
的，是浪漫的。决定走向诗歌创作道
路的是 《青年文摘》 转载了他的处
女作《学校的一天》，当时他正在广
州上大学，这次转载让他坚定了自
己的创作信心。1990 年，“汪国真
热”开始在国内掀起，他的一首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的诗发表后，
影响了许多读者。一些社交平台至
今都有许多粉丝晒出手抄本，他们
用汪国真的句子诉说着对汪国真的
思念。

汪国真的诗歌是孤独的，是真诚
的，是热血沸腾的。在他看来生命的
价值不在于是否成功，而是在于选

择。“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
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
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
敢地吐露真诚。”这首诗的宿命，也
跟诗歌里的内容一样。在创作出《热
爱生命》的时候，汪国真曾把这首诗
投稿给了两家刊物，纷纷被拒。他坚
持第三次投稿，终于被刊发，后来经
过广泛传播，让这位创作者被读者彻
底认识和接受。他的诗歌总是忧郁中
带有鼓励性，激励读者热爱生命、不
断前行。泰戈尔也说，当我们真正热
爱这世界时，我们才真正生活在这世
上。汪国真的诗教会我们对待困难有
两种态度：一种是被动承受，一种是
主动迎接。就像他所写的：“我不去
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
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超越与完善自我
□商晓艺

作为一个章丘人，李清照对我有
着天然的吸引力。每每行至百脉泉公
园，总会情不自禁抬头仰望立于公园
至高点的易安雕像。她手执书卷，秀
眉轻蹙，沉吟着千百年间的星河变幻。

近日，新书《雪里春信李清照》（济
南出版社）吸引了我的注意，封面上的
一幅海棠蛱蝶图让我不由得想起那首

《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全书以
李清照一生过往为轴，以不同时期作

品为点，将她的每一段人生和她的代
表词作融合在一起。作家周舒用一行
行本真自然又韵味十足的文字，引领
读者进入栉风沐雨的大宋王朝，那个
风华绝代、柔中带刚的李清照也徐徐
浮现在眼前。

周舒在自序中说，本书的写作过
程也就是自己寻找李清照的旅程。周
舒不仅把李清照看作生活在书本里的
千古才女，更是把她当成一个活生生
的人，有血有肉，有灵魂。“她有着什
么样的父母和家庭？岁月的成长锻造
了她怎样的品性？她的欢乐从何而
来，她的忧愁又是因何而起？在那个
动乱的朝代，李清照的生命历程和人
生感悟远比今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而在寻觅她的过程中，我只求能够更
加接近”。

按照李清照的生平时间线，作者
呈现了不同阶段下，不同词作的背景
故事。在李清照的漫漫人生路上，有
少女时代“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的天真烂漫；有少妇时期“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闲愁；有不齿丈夫弃城而
逃所发出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的心灵呐喊；还有劫后余生“一枝
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的肝肠
寸断；更有《打马赋》中“木兰横戈好女
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
水”的壮志难酬。值得称道的是，作者
不仅描述了李清照的个人生活，还将
李清照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解读，用她
沉浮的一生，与大宋的枯荣兴衰互为
映照；不仅引领读者回顾了李清照的
一生，还着意挖掘了她身上独立的自
我意识和家国情怀。

周舒从李清照出生写至辞逝，从
原生家庭到岁月积淀，深度追溯剖析
她的家人、家庭、时代背景等能够直接
影响其个人品格形成的因素。她的文
笔自然飘逸，丝毫不艰深晦涩，镜头感
十足，读起来就像是看一部纪录片。

滴滴墨珠在纤纤素手下妙笔生
花，阕阕妙词在千古传诵中历久弥
新。李清照或灵动婉转或意蕴深沉的
字字句句，今天读来仍叹为观止。而
李清照本人，就像旧时代一颗倔强的
苍耳，虽力薄势微，却不甘逆来顺受。
她用才华不断证明、突破着自己，也用
自己曲折的一生去主张、去引领女子
勇敢探寻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也因此
透过千山万水和一程又一程的风雨，
看到了那个活在大宋的、独一无二的
千古才女。

千古才女李清照
□朱向泓 王富慧

栗亮的《江水清清到我家》（少年
儿童出版社），是一部直面现实生活、
反映时代精神并唤起儿童对现实生活
的关切之情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作
品将故事背景放在长江生态综合整治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涉及生态保护、
脱贫攻坚及儿童成长等众多主题。

这是一部以儿童为主人公，采用
儿童视角的主题写作，作品塑造了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流畅，主题内
蕴丰富，能吸引孩子一口气读完。孩子
们读完之后就非常清楚地了解了为什
么长江生态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为什么长江要实行十年禁渔，以及生
态恢复后将带来怎样的美好景象等。

儿童的成长根基于大地之上，他
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成长无不与时代
变迁密切相连。《江水清清到我家》非

常值得肯定的是，作家不仅关注社会
发展进程中儿童的生存状态，还引领
儿童充分认知、了解现实生活，并充
分肯定了儿童自身蓬勃的生命力及社
会参与意识，这是一部尊重儿童、彰
显儿童主体性的儿童小说。通过这个
故事，儿童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所
处的时代是一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倡导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的时代，通过对“长江生态破坏到
生态整治及生态恢复”这一过程的了
解，激发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
当意识。

小说独具匠心的地方在于，作家
巧妙地将儿童的成长与生态变化及一
代渔民的生活转型联结在一起，从而
赋予了小说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作家
安排了两条情节线索：第一条是固执

于水上生活的许水生终于弃船上岸的
故事；第二条是城里男孩马小龙从自
我封闭，到与船丫头接触后在薛家洼
逐渐恢复身心健康的故事。小主人公
船丫头将两条情节线索串联起来。船
丫头的命运与薛家洼生态治理紧密联
系在一起。儿童的生命是向上向外、
充满好奇心的，船丫头在林老师的引
领下走进了学校，逐渐认识到长江是

“子孙万代的长江”。
在作家笔下，船丫头是一种充满

生命力和活力的精神象征。船丫头在
水边长大，有很强的生活能力，对日
常生活和自然界的一切充满感情——
正是她将自我封闭的小龙带入活泼泼
的现实生活之中，她让小龙与活泼泼
的自然万物产生联结，与小龙一起在
树林里玩耍，与小龙一起捉螃蟹、摘

桑葚、钓鱼，和小龙一起救助被困的
小江豚，还和薛家洼的其他孩子一
起，帮助拦截非法采砂船。在船丫头
身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得到了充分
体现。船丫头的生态教育和对自然万
物的感情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她
的生命活力源自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
滋养。作家通过船丫头这个形象传达
了他对儿童成长的理解与寄望——孩
子们唯有投入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与
真实的大自然相接触、相融合，身心才
能得到健康发展。作品通过男孩马小
龙的成长与变化，从一个侧面强调了
生活本身的力量和自然生态的巨大治
愈力量，从而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
题意蕴。

在故事的结尾，作家写道，小龙妈
妈周莉已经将薛家洼的故事写成小说

《江水清清到我家》。这种互文性的笔
法突显了小说与生活的深度关联，儿
童读者在会心一笑中领悟文字世界与
现实世界的内在对应关系，唤起他们
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之情。生活之树常
青，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唯有在参与
生活、建设生活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尽
情地释放。

唤起孩子对现实生活的关切
□李红叶

思考博物馆价值
当今，博物馆已经从早期的

收藏、保护、展示珍品的场所演
变为跨越人文和科技等领域，通
过满足大众的文化知识需求来服
务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成为涉
及文物、艺术、科技、自然等多
方面的收藏展示与传播交流机
构。《博物馆思考录》（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是故宫博物
院原院长、博物馆学家单霁翔
的新作，是他在博物馆与大众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
的今天，重新对博物馆的价值、功能和职能等做的
深入思考。

该书按内容分为上下编，共8章，分别从博物馆
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城市文化、改善民生、社会
教育的关系，以及博物馆在文化生态环境净化、文化
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交流合作创新、文化公共权益保
障等方面的使命进行探讨。

解读长城历史文化
长城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形

成。《万里长城在哪里》（中信出
版集团）以宏观的地理视角阐释
了中国人持续两千年修建长城的
原因。

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
高原、内蒙古高原、河套平原、
河西走廊、沙漠戈壁……全书通
过不同区域的不同地貌，介绍了
长城的历史文化、经济、军事、
交流、保护等内容，生动呈现了长城内外的互动交流
及与自然地理的相依相融。该书作者、中国长城学会
副会长董耀会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向读者介绍地理视
角下的长城历史文化。全书分为9章，第一章从地理
环境出发介绍为什么中国会有万里长城，指出长城是
为了弥补天然屏障不足，继而介绍了长城的防御体
系。第二章至第八章分别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等各
种不同的地貌来介绍长城的历史文化。第九章以时间
为线，从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鼎盛期4个阶段
介绍了长城的发展简史。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自己对
长城精神的独到理解。

贴近生活和时代脉搏
百花文学奖从设立至今，已

在国内文坛引起广泛关注，成为
颇具知名度的文学品牌。《第二
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
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作为
该奖项散文类获奖和提名奖篇目
作品集，由《散文》和《散文海
外版》编。该书收录了第二十届
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10
篇及入围作品14篇，直击生活
现场，包括李敬泽 《自吕梁而
下》、雷平阳 《东岸的黄昏》、马未都 《家人马大
贵》、素素《边屯》、朱以撒《横无际涯》、徐鲁《少
年的挽歌与永远的乡愁》 等作品，是 2021 年度、
2022年度双年度《散文》和《散文海外版》两本杂
志所刊发作品中最广受好评的精华之作。

这些作品均为近期创作，贴近生活和时代脉搏，既
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亦不乏较高的文学性和思想性。

呈现大熊猫原生态瞬间
《大熊猫的朋友圈》（四

川美术出版社）是一部融合
自然、历史、文化等知识的科
普图书，以大熊猫摄影家周
孟棋镜头下的大熊猫为主
角，通过“故事性照片组图+
轻松活泼的文字”的形式，展
现大熊猫的生活习性、生存
环境、伴生物种、科研与保
护、国际交流等内容。全书以大熊猫“花花”的第一人
称视角，通过“我的家”“我的事”“我的友”3个角度揭
秘“大熊猫的朋友圈”里的那些事，从熊猫趣事向熊猫
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延伸。

书中呈现的摄影作品有许多难得一见的大熊猫原
生态珍贵瞬间，以温情而深沉的视角，解读出大熊猫与
自然、与人类完美的交融，透射出生命最温暖的光芒。

自然和诗带来辽远视野
《雨靴带我去流浪》（晨

光出版社）是英国儿童文学
作家迈克尔·莫波格与妻子
克莱尔的第一次合作，克莱
尔精心挑选童年回忆中的
40余首诗歌，再由迈克尔来
创作小女孩皮帕在德文郡乡
间漫步的故事。为了把二者
编织在一起，他们找到插画
家奥莉维娅·洛门尼奇·吉尔为这个故事创作图画。作
品既是一本涂绘的乡间日记，又是夹藏着精心收集的
标本与动人的诗歌。

自然和诗可以带给孩子更辽远的视野和胸怀，丰
富审美和想象力，《雨靴带我去流浪》就是一件送给
未来的礼物，希望能够帮助小读者在不断成长的过程
中绘制出广阔而自足的心灵地图。

这条鱼可真入眼呀！背上青灰，腹部粉白，长着尖尖的嘴和两颗黑豆似的

小眼睛，通体无鳞，摸着像江畔的卵石一般光滑。

——摘自《江水清清到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