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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充分展现中国制度自信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为国家
的稳定与长治久安、为各项事业的
进步及快速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不
竭的动力来源。

《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和发展述
要》（江苏人民出版社） 紧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创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重大事件，立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产生、组成、运
作，以翔实的资料和理性的分析，充分展现中国制
度自信，力争反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进程，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发展新
成就，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
和独特优势。

反映乡村振兴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也

是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10年。在
文学创作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创
作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歌颂
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成就的精彩
华章。

“新时代中国文学大系·中短
篇小说精选”《乡村振兴卷》（中
国书籍出版社） 由吴义勤主编，是由中国书籍出版
社和《小说选刊》杂志社共同遴选的反映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乡村建设、脱贫攻坚题材创作成就的精品
佳作。其中，包括沈洋的《易地记》、老藤的《抬
花轿》、马平的 《高腔》、向本贵的 《上坡好个
秋》、杨遥的 《父亲和我的时代》、陈应松的 《小
半袋米》、红日的《码头》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
文笔优美，立意深远，可读性强，具有很高的出版
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解读《论语》人生智慧
《人生有惑读论语》（岳麓书

社） 是“为你读诗”经典共读系
列的第一本，由《诗意的人》栏
目主编湘人彭二主笔，将 《论
语》这一儒家经典与当代生活中
的困惑、难题相结合，重新焕发
经典中的深厚内蕴，让读者从中
汲取力量，拥有活泼的心灵和生
命力。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共读”部分，
是经典共读课程的实录，围绕学习、快乐、敬畏、
信念等15个主题，带着当代的疑问读《论语》，在
儒家的智慧中体会强健人格如何养成；下编为“心
得”部分，是作者品读《论语》的15篇札记，带领
读者细读《论语》原典文本，走进孔子及孔门弟子
的世界，感受孔子其人以及他所留下的巨大的思想
宝藏。

以神话讲述万物起源
“从前有个东西村”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作家廖小
琴给孩子们创作的一套童话作
品。作家融合中国神话和民间
文学的创作手法，构建出一
个世界诞生之初人与万物共
存的乐园——东西村，用中
国人自己的方式讲述万物起
源，描绘出世界诞生之初的一
派热闹景象。

其中，《他们行走在大地》讲述了世界之初，神
行走在东西大地，人、神、万物，彼此往来，彼此
照顾，为读者构建出一个人类童年的桃花源。《人
和万物》讲述了东西村的人初遇万物时的诗意和天
真，先民的善良和质朴跃然纸上，为读者呈现出人
与物、人与世界原初的单纯美好。《万物》讲述了
火、光、日、月和山川河流等如何在东西村诞生，
为读者呈现出世界诞生之初的纯真、诗意，传递出
故事的力量。

立体呈现奇妙科幻世界
《三体》在许多读者心中

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
作。由三体宇宙编著的《三
体立体书 红岸基地》（未来
出版社），主要以叶文洁为第
一视角，讲述她在红岸基地
的人生经历。这是一部红岸
基地的全景立体图鉴，更是
一场科幻与立体艺术的碰
撞。《三体》立体书“收藏家”系列，目前规划了3
本，继 《红岸基地》 后，还将陆续推出 《三体游
戏》和《古筝行动》。

本书采用全景展开的装帧方式，还原从大兴安
岭林场、红岸基地到齐家屯的整个地图，全书展
开后近 1.5 平方米，小立体页和丰富有趣的互动
机关则暗藏细节，使故事结构更为完整，将 《三
体》 关于宇宙的想象转化为了可触摸、可视化的
阅读体验。

新年伊始，我拜读了《弘扬科学
家精神：中国著名科学家的实践与思
考》（人民出版社） 一书。该书汇集
了我国部分著名科学家关于科学家精
神的自述、讲演、书信、报告等原创
性文章 40 余篇。作者包括诺贝尔奖
等重大科技奖项获得者，“人民科学
家”“共和国勋章”“时代楷模”“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国家级荣誉获得
者，以及新中国主要学科的奠基人、
领军人，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院士等。他们是我国科技事
业的中流砥柱。

全书共分为爱国篇、创新篇、求
实篇、奉献篇、协同篇、育人篇等6
个部分。该书的开篇是数学家华罗庚
1950年2月在回国途中写的《致中国
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全篇充满
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炽热的报国之
心，华罗庚向全体留美学生发出热切
的呼唤：“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
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
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为
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
斗！”语重心长，震撼心灵。系统工程学
家钱学森 1955 年冲破重重阻挠由美
国回到祖国，该书选入了他在1956年
2月和9月写给郭永怀的两封信。信中
钱学森深情呼唤当时即将回国的力学
家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是拼命
欢迎的。”朴实而又真挚的情感跃然纸
上。今天，当我读到华罗庚、钱学森的
这几封信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地质

学家杨钟健、水利专家严恺满怀深情
地表达了他们的爱党、报国之情；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于敏、黄
纬禄、屠守锷、杨嘉墀、陈能宽等著
名科学家回顾了他们肩负特殊使命，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献身“两弹一
星”事业的非凡历程；吴文俊、黄
昆、邹承鲁、王选、王大珩、师昌
绪、曾庆存等著名科学家从不同角度
深刻阐述了他们的治学理念、科研方
法以及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严济慈、
贝时璋、应崇福3位著名科学家回顾
了他们走上科学道路并为之奋斗的历
程；钱三强回忆了在居里实验室工作
的难忘岁月；周光召、李惕碚、叶笃
正追忆了他们心中前辈科学家的精神
风范和科学品格。

本书 41 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我崇
敬和景仰的著名科学家，最年长的竺
可桢先生生于 1890 年，最年轻的南
仁东、叶培建先生生于 1945 年。从

年龄上看，他们都是老一辈科学家；
从他们的卓越贡献上看，他们都是国
家栋梁；从他们的精神品格上看，他
们都是科学家中的楷模。这 41 位著
名科学家作者中有 32 位已经离世，
我们后辈深切地缅怀他们，本书选编
的这些文章是这些已故著名科学家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书中的每一位科学家都有自己独
特的人生经历、科学历程和科学成
就，但是他们都共同拥有深深的爱国
情怀、拳拳的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
科学追求。他们的实践和思考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
神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
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荣传统，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对于我国加快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推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传承科学家精神
□沈颖

作为国之重器，“海牛”号一次
次刷新海底钻机钻探深度，一步步见
证我国海洋资源探采装备从无到有、
从落后到追赶再到超越的转变。作家
张雪云以代表世界深海探测技术的

“海牛”号为主题，花费一年多时
间，深入采访万步炎教授及其团
队，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完成
《“海牛”号》（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书的写作。这部作品我先后读过
四遍，每看一遍，都触动心灵，耐
人回味。无疑，这部聚焦深海科
技、传递时代价值的作品，是生动
而又深刻诠释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的报告文学力作。

“海牛”号是当之无愧的“中国
深度”的象征。2021 年，我国首台

“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
机系统，在南海超 2000 米深水成功
下钻231米，刷新世界深海海底钻机
的钻深纪录。这一深海试验的成功，
填补了我国海底钻探深度大于 100
米、具备保压取芯功能的深海海底钻
机装备的空白，也标志着我国在这一
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对于
作家来说，要将看似冰冷、坚硬的科
技，转化成文学的烟火温情，不仅需
要高超的文本驾驭能力，也需要极大
的勇气。不仅如此，文中无处不流露
出作者对中国科技与中国精神的敬畏
与仰视。不论是从浅浅的 0.7 米的

“中国孔”到 231 米的新世界纪录，
还是“海牛”号首席科学家万步炎从
洞庭湖畔天马行空的少年到深海

“钻”士，抑或是在风浪的磨砺中团
结、温暖而有力量的“海牛”团队，
呈现的既是海底钻机钻探深度，更有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精神的高度。

《“海牛”号》虽然主要记述的
是万步炎及其团队的故事，但作者的
叙述、描述与思考并没有局限于此，
而是较为充分地进行了思维延展。从
最初的“望洋兴叹”到如今全面地

“走向深海大洋”，作者告诉我们，
“海牛”号只是中国科研人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的一个缩
影。即使在后面对万步炎及其团队的
详尽叙述中，作者始终一边叙述一边
思考，她以女性的独特思考，在以纪
实为主的同时，还以夹叙夹议的方式
对各种时代背景、专业知识等，进行
要言不烦的呈现。如写到 2003 年第
一个“中国孔”时，不仅对中国海洋
进行细致描写，也对世界海底钻探进
行了叙述。正是这种不厌其烦又不厌
其详的写法，写出了“海牛”号研发
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研发工作几
十年风雨历程的艰难性。作者还告诉
我们，与其他所有科研项目一样，

“海牛”号的研发永远在路上，它仅
仅是一个时期的缩影，未来还会有更

恢宏的故事。
张雪云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她

发挥散文家的特长，让有硬度的故事
变得生动与鲜活，柔中寓刚。但我认
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赋予的直抵
读者心灵的真挚情感。如作者在每一
章最后都特意附了一个采访手记，我
觉得这种情感化的表达，是对前面故
事叙述的一种补充、一种呼应。这种
自我表现式的表述，使作品在真实叙
述的基础上，又平添了真情流露的意
味，使得作品充满朴素真切的美
感。无论是作者初次见到万步炎教
授的心生敬仰，倾听这群海洋人不
断创新、不断攀登的梦想与艰辛而
数次落泪，还是在“海牛”楼实验
室目睹伫立着的钢筋铁骨想象着

“海牛”号破浪深耕，“海牛”人在
甲板上望苍穹万里、繁星无数的身
影……都写出了科研工作者的质朴
与善良、热情与孤独、辛酸与幸
福，中国精神由此也得到最真实的
反映和最生动的诠释。

中国力量的生动诠释
□纪红建

“山的风”系列绘本（晨光出版
社）由国际无字书大奖获得者李尧倾
力打造，其鲜明的东方美学气韵犹如
一阵清新的山风，吹拂过中国原创绘
本的艺术原野，为读者带来耳目一新
的阅读体验。

这套绘本构建了一座连接古今、
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提供了极具创意
性和影响力的艺术表达形式。

李尧自幼生长于大山，那些伴随
着山风度过的纯真时光，成为他生命

早期最宝贵的体验与情感，并化作成
年后的创作源泉。

“山的风”系列绘本是李尧根据
童年经历和回忆创作而成，讲述了5
个关于成长、探索、自然和谐与心灵
回归的故事。在 5 册绘本——《飞
翔》《追梦》《光芒》《暖阳》《世界》
中，主角和孙悟空一起推开乌云，止
住巨龙喷出的雨水；在五色马、九尾
狐、石将军的帮助下抵达远方，寻得
梦想；打败怪兽山魈，献出自己的长
发让森林恢复生机；在琉璃金刚的保
护下脱离危险，重获温暖；画出无数
猴子与天兵天将，随他们一起飞到空
中遨游嬉戏。

5个故事或因山风而起，或以山
风为媒，将那个曾经在山间奔跑嬉戏
的小男孩李尧如何与山风对话，如何

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生命的非凡之处
娓娓道来。故事里的山风时而轻柔如
丝，抚摸大山的每一寸肌肤，时而呼
啸疾驰，卷起千堆雪，吸引着读者一
同乘风探索未知，体验至纯至真的美
好，引导读者回归童心，珍视自己生
活中的点滴美好，跟随自由的山风追
寻真我与梦想。

在画风上，李尧结合了传统国画
的气韵生动与现代漫画的表现张力，
用精到的笔触和巧妙的着墨赋予画面
时而清逸空灵，时而浮翠流丹的变
幻，展现出国风漫画绘本独特的婉约
韵味与豪迈气度。在内容上，李尧将
孙悟空、山魈、金刚、天兵天将、龙
王、九尾狐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现代绘本创作之中，用天马行空的想
象力赋予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形象

全新的生命，展现了繁复精致又缥缈
写意的东方美学特质。

李尧以独特的写意式美感、蕴含
哲思的故事叙述以及富含中国传统元
素的形象刻画，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
幅充溢着浓厚的自然气息与浪漫幻想
的视觉画卷，让读者体验到一种耳目
一新、涤荡心灵的阅读享受。同时，
李尧凭借其新颖独特的艺术视角唤醒
了读者对本土文化记忆的情感共鸣，
令读者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
交融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
方美学的历久弥新与无限魅力。

总体来说，“山的风”系列绘本
借助山风这一意象，带读者亲临那个
充满真善美与探索精神的大山世界，
感受华夏大地的诗意与浪漫，唤醒深
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血脉。

山风之中尽显童真意趣
□许晨悦

皇皇 64 卷本的 《张恨水全集》
是对张恨水作品一次较为全面的整
理。这部作品集的出版问世，给学界
研究张恨水提供了一份权威读本。然
而，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张恨水全
集》未收录书信卷，研究张恨水作品
多年的谢家顺教授与张恨水四子张
伍、长女张明明共同辑注的这部《张
恨水书信》（黄山书社） 则弥补了这
个缺憾。

《张恨水书信》 所收录的 314 封
书信为张恨水1922年至1966年间与
他人的部分书信往来，从“编辑、
读者间通信”“与报刊编辑通信”

“同事、朋友间通信”“与亲属、子

女间通信”等 4 个方面将这 314 封
书信进行划分。这部集中展现张恨
水在不同时期交友、人脉和所关心
的文事的书信集，对于研究张恨水
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
中国通俗文学创作具有珍贵的史料
价值。

谢家顺通过细致整理，将张恨
水与友朋、读者的信件还原到如今
这厚厚的纸页之间，集中式的展现
能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张恨水的工
作、生活，从而在这些文字中看到
一种大写、真诚的人生态度。另
外，对于一些重要事件，谢家顺还
与张恨水四子张伍、长女张明明共

同合作，在信末增加了较为详备的
辑注，对一篇书信成信的前因后果
进行了详细补充说明，以便读者理
解书信内容。

张恨水做副刊编辑多年，他始终
坚持与读者进行书信互动。这其中，
既包括广大读者对《春明外史》提出
的批评与建议，也包括对新、旧诗存
在价值的讨论，甚至间或刊发一些入
理的生活感悟。较之透过张恨水的文
学作品来解读其脾性时需要查阅大量
资料这种流程上的繁复性，书信具有
一种天然的直观性。在“编辑、读者
间通信”这一辑中，通过张恨水和读
者之间频繁的、问答式的书信交流，

集中展示了一个与读者平等探讨、对
读者耐心解答、勇于向读者致歉的虚
怀若谷的张恨水形象。

除此以外，与刘半农、张九皋、
曹聚仁等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名家的书
信往来，均为首次发现，对学界而
言，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研究张恨水
与同时期作家的交往、联系等具有深
刻的探索价值。而对家书部分的梳
理，谢家顺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出关
于张恨水与亲属、子女的信札，尤以
1965 年至 1966 年致女儿张明明和张
蓉蓉的那些信，最令人动容。抱病在
身的张恨水在撰写这些信时，手颤得
几乎无法成文，他开始是用毛笔书
写，后来才改用钢笔，一遍遍地在纸
上熨烫心中那份珍贵的亲情。

这部书信集收录了张恨水一生
之中撰写的为数相当可观的书信中
的一部分，它对于研究张恨水的工
作、生活、交友及创作，以及对于
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具有非同
一般的意义。

书信里的文学人生
□陈璨

这个时候，正是中国词人所谓枣花香后、梅子黄时。窗子外面，是一阵子

雨，一阵子淡黄日影，一阵子夹竹桃花清香，一阵子槐树叶子沙沙的响。

——摘自《张恨水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