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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启航

《阿娜河畔》
马季

《金唢呐》
方卫平

《范式变更：碳中和的长潮与大浪》
李杰

《每个叛逆的孩子，都只是想长大》
贺超

荐 书 榜

某年，我跟随一个少儿研学团出
京，目的地在4个小时车程外。一车的
孩子，第一个小时很安静，孩子们彼此
不熟，很收敛。第二个小时大概是熟悉
了，车里开始嘈杂，同车的几个老师不
断安抚，却没有效果。到第三个小时，
车厢里几乎要闹翻天。我一直在最后一
排坐着读书，这时读不下去，就走到前
面，拿了导游用的无线麦克风，回到最
后一排，开始读我带的几本准备晚上介
绍给孩子们的故事书。两分钟以后，车
厢里安静了。之后的一个多小时，一车
人就在浓浓的故事氛围中度过。到了目
的地，孩子们一个个有礼貌地跟我打着
招呼下车，好像跟两个小时前吵闹的不
是同一群孩子一样。老师们向我表示感
谢，也对故事能有如此功用表示赞叹。
我想说，这就是我一直喜欢故事的原
因。我喜欢故事，既包括写故事、读故
事、讲故事，也包括听故事。故事通俗
易懂，力量却十分强大。

《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是一本我喜欢读的书，也是我推荐大家
读的书。给孩子们讲故事好讲，孩子们
听的故事少，所以有个故事就能吸引他
们。孩子还喜欢总听同一个故事，同一
个故事听 10 遍也不会烦。但是给成年

人讲故事，给外国的成年人讲故事，则
不是那么容易。在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需要世界对中国
加强了解。只有了解，才能加强理解，
加强沟通与交流，加强互信，加强合作
共赢。而讲好中国故事，正是让世界了
解中国的最好方式。在讲好中国故事这
件事的逻辑上，作者认为，首先需要中
国人自己读懂中国。

放眼本期榜单就会发现，每一本书
其实都在讲故事。《大地芳菲：宣传画
里的新中国女性形象》是用画讲故事。
它通过宣传画这种载体，展示新中国女
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历史，“启
发我们进一步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
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我们新时代的故

事”。这本书是《强国图志：从宣传画
里看新中国发展之路》的后续著作，它
选取了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但聚焦在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女性人物形象上，于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表现艺
术中的女性美感。

《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
流》是作家给这一代中国青年讲故事，
讲的是中国文化思想简史。知名作家孙
颙先生用文化随笔的形式，介绍在中华
文化思想长河中风云际会的人物，阐述
他们的言行，并评论五千年中华文化思
想的源流、变迁与时代精神，孙颙先生
的这本书取精用宏、化繁为简，针对的
是现代年轻人花不起时间的问题，很为
青年设想而用心思。这就是一本“大家

小书”了。
《苏轼的朋友圈》更是讲故事，文

字本身就很跳脱有趣。这是作者“在丰
富的史料基础上，撷取苏轼与大宋 30
多位文化精英的人生纠葛，带领读者近
距离了解苏轼‘朋友圈’的生动与精
彩。从亲情、友情、爱情，立体呈现出
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

此外，《宋式艺术生活》讲的是宋
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希望读者发现

“艺术使生活更美好”。《“一带一路”
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讲的是文明
间的交流与互通。《天地九重》则讲的
是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由一个普通少
年成长为航天英雄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善莫大焉！

如何讲好故事
□阅读推广人 启航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时代
变换、人文地理、风俗人情在作家笔下
有着无穷的叙述空间，这一切都是人类
社会文明进步在文学世界里留下的足
迹，也是人与大自然相依相存的伟大史
诗。具体而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
是生命的哲学，也是文学的真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故事，我在梁晓声、董立
勃和红柯的作品里读到过一些，他们以
不同的笔触，或深沉或练达或抒情地解
读莽莽群山、草原和大漠，他们笔下真
实的兵团人、兵团故事和文学虚构的那
片世界深深地吸引着我，每有类似作
品出现是一定要找来读一读的。女作
家阿舍的近作 《阿娜河畔》 以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数十年屯垦戍边，铸剑为
犁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兵团生活中
更为细腻和特殊的一面。作为女性书
写，阿舍讲述的故事真实再现了兵团
世家的人生历程，以明双全一家三代
人为代表，串联起了一个茂盛农场从
无到有、从荒芜到繁盛的过程，展示
着在这里生活的个人对于命运的抗
争，对于自然的挑战，也带我们感受
着天地间的空旷与静默，书写生命的
坚韧与顽强，尤其是女性在艰难环境
和岁月沧桑中的执着与奉献，让我们

得以用数字时代的思维和眼光，去重
新带入那个久远年代的时空。

张翎长篇小说《归海》的主要情节
发生于1940年至1980年这40年间，从
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凤的视角出
发，探寻其母亲袁春雨的一生，讲述了
一个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异国婚恋故
事。在《归海》的群像中，袁春雨的形
象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而逐渐清
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是如何穿过
命运的大雨，如何不动声色地掩埋青
春、重新生长，又是如何在晚年如同拔
刺那样，去除残存的苦难记忆。作者将
故事背景置于宏大的时代之中，时代洪
流下女性的命运如同浮草，而这一片浮
草仍然有着自己的顽强和坚守。袁凤决
意联络在世亲人，重返大洋彼岸的祖

国，就此完成生命的疗愈。
陕西作家周瑄璞的“原乡”写作在

某种意义上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
以人文精神对女性生命的诠释。在《芬
芳》创作之前，她写过《多湾》，塑造
了“季瓷”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作家
的生命里的中原根系，是她写作的原始
动力。到了《芬芳》我们能够更清晰地
看到，这条中原根系被还原成了一种精
神象征，小说围绕着庞大的家族展开故
事，时间线条从 1976 年延伸至当下，
通过杨家三代人的分分合合，书写了普
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女性在面对困境
时，表现出了坚强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
精神，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劳作中，在无
法选择的逆境中，照单全收，坚韧生
长，绽放出别样的风采，散发出独特的

芬芳。从形式上看，故事的缘起是一个
女人脱离婚姻束缚，重新找回自由，故
事的结束是一个女人坚守自由不被其他
人约束，选择自己想要的活法。这样的
故事令人伤感，却又让人回味。

著有《白茫》《闯广东》等长篇小
说作品的作家盛慧，以纪录片式散文书
写粤菜全景，汇聚成一册 《粤菜记》，
读后让人心生向往。这部作品以吃为形
式，而探求人间烟火中的冷暖与温情，
追问世道人心，身心安处才是其灵魂和
实质。“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人质朴的
文化观和生命观，广东人相信，美味是
沟通南北最好的通用语言，也是体验岭
南文化的最佳选择。正如作者所言：人
这一生，被时光偷走的美好可以由美食
一一归还。

文学的真谛
□文学评论家 马季

一个孩子最初接触世界，往往从
“听”开始，大多数时候，母亲的声音
比她的面容更早印入幼年时代的感知
和记忆。一个孩子最早阅读故事，也
是从“听”开始。借助人耳对空气振动
的本能敏感，他们在婴童时代就跨越符
号和文字的意义阻隔，进入另一片广阔
的天地。

大概也正是因此，与成人文学中的
故事相比，儿童故事里总是有一个格
外丰富的声音的世界。在董宏猷的儿
童小说 《金唢呐》 中，唢呐的乐声贯
穿大海一家三代的生活。守着乡土的
爷爷，走出乡土的父亲，还有站在他
们之间的少年，代际的冲突和文化的
传承在乐声中铺开、延展。一支金唢
呐，从山雾缭绕的这里一直吹向云霞
烂漫的远方。《金唢呐》是同样热爱歌
唱和生活的宏猷先生的遗作。斯人已
逝，怀念绵长。在这部关切乡土少
年、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命运的儿童小
说里，我们仿佛再次听到了他熟悉的声
音。在作品里，宏猷仍与他热爱的孩
子、音乐和朋友们在一起。

图画书《听，这个世界》，带孩子
们聆听生活中的各种声音：汽笛声，落

水声，自己的呼气声，蜈蚣爬过的声
音，甲虫工作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只
存在于想象中的声音……图画书《100
种动物的世界历史》，呈现的是过去很
长时间里不被人类注意的历史。这些书
不但提醒我们关注各种声音的存在，也
提醒我们，只有认真地“听”，许多声
音才会进入我们的耳中。就像我们从张
之路的儿童小说《乌鸦不会道歉》里听
见的那些故事：昆虫、蚯蚓、大雁、乌
鸦、老鼠、椋鸟……“乌鸦不会道
歉”，只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
万物才会向我们开口言说。读张吉宙童
话体的儿童小说 《小黄牛和野斑鸠》，
我们被暂时带离人的视角，透过牛、

马、羊、斑鸠的眼睛来看世界。读叶广
芩的儿童小说《猴子老曹》，你也会像
故事里的秀儿那样，听见秦岭深处金丝
猴的声音。

当然还有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人的声
音。《名画里走出的中国故事》带孩子
聆听古人的故事，也让他们在故事里结
识《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五牛
图》《步辇图》等经典名画。《“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的故事》丛书，则带孩子
走进袁隆平等9位“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当代故事。从古至今，生命与时间
一道流逝，有些声音却在文字、图像和
记忆里长久地存留下来。

在这个世界，我们聆听万物和他

人，也不要遗失了自己的声音。图画书
《我想听的话》表达了每一个孩子内心
的渴望：理解、肯定、宽容、鼓励、拥
抱，还有温柔的爱。在日常生活的困顿
忙乱中，为人父母者应当一再提醒自
己，不要丢掉了这些声音。在汤汤的儿
童小说《十一个宝藏》里，曾几何时，
也是孩子的老师在校园里埋下“宝
藏”；岁月轮回，成了她的学生的孩子
们为了老师努力去寻找“宝藏”。生活
永远抛不开现实的忧思和烦扰，但有
些故事会带我们去发现、记住心底最
坚定的声音。听见这些声音，记住这些
声音，你就不会忘掉自己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

听，故事里的声音
□儿童文学评论家 方卫平

据说人的习惯在 21 天的集中自律
中，就可以养成，我确实是坚持 21 天
跑步后变成一个跑步上瘾者，到点不跑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种感觉就像不拿
手机的某天，像出差时包里忘了带本
书，像炒菜时没放盐，无滋无味。喜欢
读书，读书就成了安顿生活的“药”，
治标治本，顺气顺心。好书看得人荡气
回肠，唯恐读薄，害怕读完。看完后又
忍不住去分享，只怕别人不知道自己遇
见了一本好书。这种感觉也像每月此
刻，认真阅读本期榜单上的图书，发现
亮点，提炼优点，满血复活推荐出来。
交了作业后，又开始“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随时留心下一次写榜单前，哪些
好书被错过了。

榜单这套“十万个健康为什么丛
书”，围绕健康生活可能遇到的健康
问题和疾病预防相关知识，以图文并
茂、形式新颖的“专家说”“健康加油
站”等形式进行通俗解答，很适合大家
阅读。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中国文化里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中的饮食》
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人
类学著作。作品从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饮
食习惯与风格、饮食结构、进餐礼仪与
观念象征，到不同地区偏爱的食材、烹

饪技法、厨具……全景展示中国饮食的
发展衍化，探讨食物在中国文化中的作
用、中国烹饪的历史以及中国生产、准
备和供应食物的方法。

本期榜单上有 3 本关于教育的书
籍：《每个叛逆的孩子，都只是想长
大》《与孩子深度交谈》《超级AI与未
来教育》。青春期的孩子会表现出种种

“叛逆”行为，让家长头疼。但叛逆的
另一面——孩子们会有什么具体感受，
却很少被家长考虑。《每个叛逆的孩
子，都只是想长大》这本书通过对多种
青春期行为的拆解，进行儿童心理学效
应剖析，破解孩子的情绪、行为、学
习、关系问题，让家长一起跟孩子体验
进步，帮助家长读懂孩子、科学养育，
养出自觉自律、内驱力强的孩子。正如

书名所说，其实叛逆的孩子有自己的诉
求需要表达，但家长能否把握这个“痛
点”，就成为影响亲子关系的重要因
素。再进一步，《与孩子深度交谈》这
本书，恰好可以深度延伸这个话题。这
本书有力地证明：父母与孩子交谈的重
要性。科学证明，如果亲子之间能够经
常展开深度交谈，就能让孩子更独立、
更自信、更快乐。这本书也会让你发现
一种看待养育的新方式：将养育视为一
系列的交谈。面对AI的渊博学识，我们
不禁感到疑惑与担忧：AI 到底是什么？
学什么能不被AI取代？《超级AI与未来
教育》一书由多个AI大模型给出直接回
答，由5位教育专家提供真人思考。在

“真人的思考”中，你可以感受教育专家
对问题细致入微的分析，了解当前学界

对这些热门话题的独特见解。
除了谈话沟通，家长多陪孩子一起

玩也很重要，这是大人与孩子角色平等
的机会，也是家长寓教于乐的机会。推
荐《北京观鸟地图》供大家参考，观鸟
这事说难不难，用一本书、一个望远
镜，或者一部手机就行。这本书介绍了
北京地区不同季节野生鸟类的迁徙地点
和观鸟经验，详细介绍了北京地区最常
见的100种鸟类，很容易上手，也适合
亲子互动。

北京的冬天很冷，暖暖的屋子里，
太适合有茶有书的生活，守得一方清
净，也是很难得的心境。“地炉茶鼎烹
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这是古人冬
日读书的惬意，也是你触手可及能复制
体验的生活美学。

围炉煮茶读好书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随着“00后”进入职场，“Z世代”（1995年
到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以及与之相关的“Z
经济”开始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Z经济：
正在重塑商业世界的新力量》一书通过大量
消费者群体研究，给出了企业家和领导者理解
和拥抱“Z世代”的一本指南。《数字原生：从数
字转型到数字原生》则说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终点是数字原生，而这则与“Z世代”的行为
方式不谋而合。

在《Z经济》一书中，贾森·多尔西通过市
场研究和用户画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生
活数字化的一代人，是如何在短视频中学习
和不断尝试烘焙，使用人工智能做作业，在手
机屏幕看社交网站的热点。另外，二手商品的
购买数量在增加，个性化的服务和体验成为

“Z世代”消费的主要选项。
在《数字原生：从数字转型到数字原生》一

书中，描绘了数字原生时代的场景，还对数字
原生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信任类型和数字原
生世界经济的治理方式、产品等进行了阐述，
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原生世界”。

在《自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学》
一书中，两位作者对克劳斯·施瓦布关于第四
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聚合的相关理论进行
了延伸，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时代里人们所遭遇的问题，以及显现出的
复杂性。作者认为，三项“超级技术”，即不断
发展且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
链，它们为各种商业应用奠定了基础，所带来
的聚合创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经济
体系的结构。

作为一部中国工业创新史，封凯栋在《潮
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一书中，通过对

“自主创新企业”和“市场换技术企业”发展路
径的对比分析，从微观的企业创新过程与宏
观的政策变迁两个层面描绘了中国自主创新
企业崛起的历程，作者认为，“工程师主导”是
中国工业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外部环境下突破
困境、实现自立自强的力量源泉。

同样，在《欧拉崛起：从华为走向世界》一
书中，博客中国的创始人方兴东教授，记述华
为先后推出了储备多年的欧拉、鸿蒙等面向
企业和个人的操作系统，让全行业凝聚力量。
之后，华为将欧拉开源操作系统捐赠给开放
原子开源基金会，成为全产业共同拥有的开
源生态，让中国信息产业从“无根时代”走入

“有根时代”。
在《芯变局：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格局变

迁》一书中，屠晓杰等作者记述了全球集成电
路产业的发展历程，包括推动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的政策举措，资本市场支持集成电路企
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同时，针对全球芯片短
缺、产业资本与并购，未来集成电路产业技术
创新与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新思路和新
建议，力争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借鉴。

最后，来看看朱民主编的《范式变更：碳
中和的长潮与大浪》。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
变”宣告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开始
退出历史舞台。在生产方面，新的发展范式重
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活动置于大自
然的边界之内，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
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
要求物质资本的使用不能削弱其他资本。新
的发展内容，将涵盖环境保护、健康、社会和
谐等多个需求维度。

“Z世代”与数字原生
□书评人 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