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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超

荐 书 榜

如果要给这期榜评起个名，名字里
应该有“中华文明”4个字。

《溯源中华文明》这本书的作者有刘
庆柱、王巍、赵辉、韩建业等，王巍和
赵辉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
专家。为什么要溯源中华文明？这是为
了解决一个重大问题。这本书向读者完
整地讲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故事：“距今
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
五千多年进入 （文明社会），四千三百
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
年王权巩固，两千二百年统一多民族
国家形成。”明确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的文明史是真实的存在，为我们增强
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百年考古大发现》是央视《考古公
开课》栏目独家授权出版的图书，由42
位著名考古学家和一线专家对影响中华
文明的32处重大考古遗址作深度讲解，

《溯源中华文明》的作者王巍、赵辉、刘
庆柱等国内资深考古学家是点评专家。

《城的中国史》是著名考古学者许宏的新
作品，一册通识读本。在这本“大家小
书”里，他讲了中国古代城池、城邑、
城郭的发展简史，时间跨越9000年，从
中国最初建设的城池开始，经秦汉，至
明清，在对城邑和城市的考古中，梳理
中国“大历史”的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

脉络。
《（新编） 中国通史纲要》的叙事

年代是从文明起源一直到新时代。它是
“在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
《中国史稿》、范文澜和蔡美彪的《中国
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一批中
国通史纂修的标志性成果的基础上，以
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展现中国史
学新成就，呈现中国史学新思想，传递
中国史学新表达，在国际史学思潮的激
荡中，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
中国史学的正声”。

说一说文明的传播。如果说历史、
思想等中华文明是人这个种群的创造，
那么长江就是将中华文明传播开来的一
大通道，它就像人身上的大血管，通过
血液将氧气等营养运送到身体各个部
位，使人得以健康地活着。历史地理

学家蓝勇的著作《水润华夏大长江》汇
集了他数十年研究长江的心得。因为他
生于长江、长于长江，所以他的书中，
既有“史学家的贯通眼光，又有文学家
的丰沛情感、旅行家的广博见识”。文
明的传播不仅有纵向，还有横向。《西
方 典 籍 里 的 中 国》 杂 糅 了 横 向 与 纵
向，作者武斌在书中介绍了西方典籍
中对中华文明的记载，表现了中华文
明走向世界的过程。《马可·波罗游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帝国全志》
《中国科学技术史》，甚至 《资本论》，
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
想象与认知。

多年前，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
司》 上映后，评论者苏力用一篇文章

“首倡通过文艺作品透视社会现实，并引
发一批法律学人持续经年的关切与回

响”。《秋菊的困惑：一部电影与中国法
学三十年》精选了14篇探讨“秋菊”问
题的中外法学文章。结合2023年陈彦的
小说 《星空与半棵树》、2024 年张艺谋
的新片《第二十条》，人们会发现，“要
个说法”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汤一
介 乐黛云：人生三书》是华语学术圈
的著名伉俪——北大哲学教授汤一介和
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奠基人乐黛云的散文
集。有评论说这三本一套的散文集可以
让读者“对读”两位先生，“对读”这个
词非常准确。作为乐教授的学生，戴锦
华教授的序写得情真意切。在春节期间
推出的《春节简史》则“通过田野调查
和文献考证，指出春节源头所在，介绍
春节期间的各地人民的种种习俗、仪
式、活动、物品等等”，系统记述春节历
史风俗、文化演变。

追溯与思考中华文明
□阅读推广人 启航

文学源自生活，通常情况下生活的
丰富性必然会给文学书写带来繁荣，但
文学又是一项建构在精神层面的审美活
动，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经过文学表
达，必须呈现出时间维度的历史感和空
间维度的真实感，在这个独特的三维空
间里，文学的虚拟性与生活的逻辑性相
互比照，相克相生，矛盾统一，进而抵达
人文思辨的高度，产生艺术审美。所以每
当我们读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出于情
感自我补偿，自然而然就会掩卷沉思，乃
至发出感慨，他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
界，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让我们感
受到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无论是痛的还是
痒的，只是沉在了心底却从未消失。

迟子建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
彩，从北极村到额尔古纳河，从雾月牛
栏到群山之巅，她的笔触深入东北大地
灵魂深处，执着于发掘民间小人物的人
性之光。她的新书《东北故事集》收录
的3部中篇小说，采用现实与历史交叠
的悬疑叙事手法，发掘历史故事塑造人
物形象。《喝汤的声音》以哈喇泊家族三
代人在黑龙江边的生活经历，展现了生
命轮回和人性的坚守；《白釉黑花罐与碑

桥》书写宋徽宗联金抗辽，重构徽钦二
帝被掳至五国城的历史；《碾压甲骨的车
轮》以甲骨收藏家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
的恩怨纠葛为叙事背景，揭示甲骨碾碎
与心灵破碎的关系。日常生活既单调又
复杂，光焰下的历史人物同样具有普通
人的心灵旅程，这是迟子建小说打动人
的地方。

《最慢的是活着》收录女作家乔叶的
4 部中短篇小说，乔叶的小说以视角独
特、笔法细腻享誉文坛，文风兼具古典
柔和与现代性深邃。《最慢的是活着》通
过“我”这个孙女的视角，生动地描绘
了奶奶充满坎坷与波折的人生，表达了
由个人及家庭、由家庭及社会的人伦思

考；《叶小灵病史》描述了以叶小灵为代
表的农村人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
身份的渴望和焦虑，由此深入探讨了现
代青年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的问
题；《给母亲洗澡》以女儿为母亲洗澡的
生活情节，回顾和反思母亲的过往经
历；《明月梅花》从女性视角回望童年，
以天真的心灵书写沧桑岁月的感怀，展
示饱含温情与智慧的女性亲情关系。

女作家李娟拥有十分独特的生活资
源，曾一度跟随家庭进入阿尔泰深山牧
场，经营一家杂货店和裁缝铺，与逐水
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共同生活。散文集

《阿勒泰的角落》里的切片故事，洋溢着
妙趣横生的生命色彩，字里行间状如目

前的远山、荒漠、无边的空旷，被放大
了的细碎生活更令人惊讶和沉迷。李娟
的难得之处在于她用最明亮的眼睛观察
生活，用最纯净的心灵感受身边的人和
事，阿勒泰的美其实就是生活本身的美。

庆山，曾用笔名安妮宝贝，在青年
受众人群中拥有大量粉丝，散文集《一
次旅行》收录了《我想给你写封信》《旅
程所遇见的》《一次旅行》等作品，在庆
山笔下，现代都市青年的人生况味似乎
和离家远行、孤独行走密切相关，这也
是一代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因而被赋予
了新的人生含义。在旅行过程中重新认
识自我，记住感悟到的点滴，遗忘该放
弃的琐碎。

文学的三维空间
□文学评论家 马季

小时候，我们的心里住着许多东
西，它们赋予童年眼中的世界某种独特
的神奇与迷离。就像巴西作家若泽·毛
罗·德瓦斯康塞洛斯在儿童小说《我亲爱
的甜橙树》中所写的那样，小男孩泽泽
虽然生活中一无所有，却拥有一个想象
中明亮广袤的王国。他的心里住着会唱
歌的鸟，院子里长着会说话的甜橙树，
他和弟弟一起在“无边的绿色草原”上
狩猎驰骋……再没有任何一段其他时候
的人生图景，像童年时代这样单纯鲜
美、生机蓬勃。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能用笔墨把
我们带到童年的这片神奇地界。儿童小
说《三步上篮》，从小说的语言、体式到叙
事的走向、张力，都显示了作家刘海栖独
树一帜的文学风格与趣味。翻开作品，扑
面而来的是特定年代里一群孩子叽喳奔
忙的脚步和身影，还有他们顾盼飞扬的眼
神和心思。小说的叙述有聚光的焦点，又
有四散投射于童年日常感觉、生活琐细角
落的光芒——这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童年
时代世界映像的传神写照。小说语言自
然亲切，一派天真，活泼劲健，生气远出。
一个清贫朴素的时代，一群精力旺盛的小
孩，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一场悄无声息
的成长，小说中，一切都是那样自然真实，
却令人过目难忘。

彭学军的儿童小说《大鸟》，写的是与
大鸟为伴的童年，也是那些长大以后心里
仍然忘不掉大鸟的成人。为了守护这些
大鸟，大人与孩子站在一起，手牵着手。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姿态，就
像在《大鸟》里，蒿子和周蔷们的努力改变
着鄱阳湖以及年年翱翔于上的大鸟的当
代命运。在“毛芦芦亲亲自然系列”中，作
家毛芦芦用温柔深情的笔墨书写身边的
自然万物。站在太阳下、泥土上，我们每
个人都是“大自然的孩子”。

赵丽宏的童话《月光蟋蟀》，是关于
自然、友情与自由的生命之书。玉顶和
铁头诞生在有月光的草地上，它们经受
过格斗学堂的磨砺训练，也经历过格斗
盆里的生死决战，却坚定地守卫着自己
最初的选择。生而为蟋蟀，“要活在田野

里，唱在田野里，死在田野里，要过自
由自在的生活”。这自由的鸣唱中含带铿
锵悲壮之意，我们会懂得，那也是生命
了不起的一种旋律。

时间在流逝，生活在变迁，但生命之
间彼此照料，互相温暖，我们心里的大鸟
就有力量继续飞行。在小河丁丁的儿童
小说《丹青街》中，不论是舜华与外公的相
依为命，还是她们家与满归一家的邻舍相
亲，都十分牵动读者的情感。小河丁丁的
笔墨朴素洁净，秀雅淡远，意味不尽。我
们从中读出生活无常，也读出人间有情。
在王勇英的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中，一
个老人与一个孩子生命线的相交，写就了
另一个孤独而明亮、忧伤而温暖的故事。
在胡继风的儿童小说《云朵上的爸爸》里，
一群人为一个孩子守护着同一个秘密，为

了让他心里的鸟儿仍然能飞起来。真相
揭晓已是10年之后，孩子长大了，世界坚
固了，原来“云朵上的爸爸”用这样的方式
一直守在“我”的身边。

小时候心里的那只鸟儿，总想要飞
往更广大的地域、见识更广阔的风景。
读《刘醒龙地理笔记》，在文字里沿着长
江与黄河行走，观看、感受山水莽莽中
的历史与文明。读杨映川的“搜星记”
系列，跟随小主人公们走过东南亚十
国，在故事的悬疑和幽默里，领略异域
风光，解读他乡习俗。不论中国还是域
外、过去还是现在，每一寸土地、每一
段时间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去思索。

多读书吧，让童年心里住着的大鸟
飞起来。你会用一生去看见，它将把你
带向多么高远之地。

住在心里的大鸟
□儿童文学评论家 方卫平

冬天终于过去，春天扑面而来。春
季真是个奇妙的季节，太阳一出来，人
整个身心都是清爽的、明媚的。为什么
我们的情绪这么容易受到季节的影响
呢？阅读《幸福的种子》可以获得一些
答案。

《幸福的种子》这本书介绍了心理学
的基础知识，探讨了心理形成以及心理
因素对我们的影响等众多话题。比如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书中指出，真
正的幸福并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作
者研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找到
真实的幸福，一定要拥有“五要”，一
要笑口常开，二要动起来，三要有话
直说，四要常看好人好事，五要用心
感受世界。

阅读可以让我们更多元地接触世
界，感受不同，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
都可以从中受益。《超越百岁：长寿的科
学与艺术》的作者彼得·阿提亚博士，他
倡导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主动管理身
体健康。要把身体当作一个整体的理
念、系统思维，以良好的心态找到不同
老年疾病背后的真正原因。他的核心观
念是，营养、睡眠、情绪心态、精神健
康都很重要，但延长健康寿命需要提升

人身体的肌肉力量、有氧基础、人身体
的平衡能力和稳定性。《阅读是最美的礼
物：0—6岁亲子阅读指南》是针对家庭
亲子阅读的书籍，这本书针对家庭亲子
阅读的问题进行了很专业的讲解、指
导。全书分为 0—1 岁、1—2 岁、2—3
岁、3—4岁、4—5岁、5—6岁六章，以
问答方式，为亲子阅读以及其他情境下
的幼儿阅读活动提供实际、具体、精
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

去年，我身边有两个朋友辞职去了
景德镇，学习陶艺。诧异之余，我搜索
了一下，才发现景德镇竟然那么火。这
座位于江西省一隅的古瓷都，已然成为
年轻人聚集的新中心。我很好奇“千年

瓷都”景德镇何以与众不同，成为吸引
当下年轻人的旅行、居住新中心？《重新
发现景德镇》通过14位与景德镇发生不
同关联的人，用10个关键词，从陶瓷源
远流长的历史入手，探讨手工技艺、色
彩美学、艺术家村、景漂、市集、陶瓷
大学、雕塑瓷厂、大地艺术节等。作者
在书中还整理提供了旅游路线、购物、
美食等超级实用信息，让读者可以深度
了解景德镇的前世今生。异曲同工，榜
单上这本《什么是重庆》也是我大爱的
书籍。喜欢重庆的人很多，因为那座山
城有着独特的魅力，无论美食还是美
景，还有热情的重庆人。这本书中用
200 余幅摄影作品沉浸式呈现重庆的山

水人间，展现重庆的空间广度；以几十
幅内容丰富的科学制图，剖析重庆的地
理文化深度。看完之后只有一个感受，
图片太美了，真想拿着书，去重新认识
重庆。

最后说说这本 《为什么我们想回
家，但又不愿久留？》。咱们讲究“家和
万事兴”，但全家团聚时，往往是家中长
辈们无休止地问长问短，造成了彼此紧
张对立的关系。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切
的根源是缺乏边界感。

无论去年过得怎样，新的一年都是
值得期待的。给自己定几个小目标，一
步步去实现。一年之计在于春，书香氤
氲，春茶宜人，切莫辜负春光。

莫负春光读好书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需要在各个行业的实体经济领域作出探
索和努力。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换道
赛车：新能源汽车的中国道路》中讲述
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中国道路。蔡昉教
授主编的 《探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金融方略》，则是集合了中国金融四十
人论坛的各位专家的智慧和建言，提
出了金融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速、促进
共同富裕、加快绿色转型及建设“一带
一路”中应有的作用。周文教授在《强
国经济学》中，通过构建“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深度有机融合的新型关
系，阐述了中国从“大国”到“强国”
的理论逻辑。

在《换道赛车：新能源汽车的中国
道路》一书中，苗圩回顾了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历程、产业政策的出台过程与落
实结果，探讨了未来汽车产业的演进趋
势和方向，激励业界共同探索汽车产业
的内在发展规律。

《探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方
略》聚焦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以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口、共同富裕、高
质量发展、绿色金融等为切入点研究，
以期更好地推动金融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
支撑。

周文的《强国经济学》，论述了中
国从“大国”到“强国”的政治经济学
理论逻辑。作品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具体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以实践为素
材，提炼和总结出规律性学说。不仅为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提供思
路，更期待为世界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崛
起的新视角。

在《科技创新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发
展》一书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了当前国际经济、
科技、产业等变化，讲述了我国制造
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情况。作者
认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要上三
个台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与现代
金融深度融合，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和产业、人才深度融合，并以此形成
更高效、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科技创新生
态系统。

最后来看看胡必亮教授的《中国新
型城镇化》。作者立足城市建设统计数
据，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社
会、空间等多个维度，对国家中心城
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城市宜居
度、特色小镇等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等进
行具体应用研究。在他看来，新型城镇
应该减少资源使用、减少污染，以信息
化全面转向智慧城市。

形成新质
生产力
□书评人 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