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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
源。河流是水的载体，是生存与发展的命
脉，也是文明和文化的摇篮。发源于青藏
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
的长江，是我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是
大自然馈赠中华民族的珍贵礼物，是哺育
中华儿女的母亲河。自古以来，对长江的
研究和书写可谓汗牛充栋，自然科考、文
明探寻、文学创作，乃至生态环保、水利
水电、交通航运等。仅以长江为题材的报
告文学，近年来就有刘子华的 《梦回长
江》、董宏量的《画梦长江——波澜起伏
的中国治水故事》、陈松平的《不废长江
万古流》、段华的 《长江九歌》，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春林去写长江，难
度可想而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一
直在问自己，《和平长江》 到底写了什
么？在反复询问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也
在反复寻找。我要呈现的，是一个现代
与历史交融的长江，写一部别人没有写
过的‘新长江’。”徐春林做到了吗？通
读《和平长江》，我认为他实现了自己的
初衷和梦想。

《和平长江》主题主线鲜明，反映了
作者对长江的深邃思考。如前所述，在可
以查考的长江专著中，多偏重于某一领
域、某一区域、某一专业、某一学科，而
徐春林立志于全景式、立体式展现长江的
自然变迁、文明演进、文化流变、历史脉
络、生态演变，涉及长江治理保护、历史
文化、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百科
全书式的宏大作品。对于这样一部作品，
必须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引导、一条清晰的
主线贯穿。以“和平”为主题主线，乍一
看有些突兀，我也曾经与春林探讨过能否
将书名改为《和谐长江》。在汉语中，“和
平”与“和谐”这两个词组中都有一个

“和”字。“和”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这种中和的概念
建立在有差别的对立事物之中，蕴含着不
同事物或对象之间的平衡和统一。有差
别、有对立就有矛盾、有斗争，斗争的结

果是要达成新的平衡状态。这种新的平衡
可以是和平，也可以是和谐。“和平”指

“战乱平息、秩序安定”，“和谐”指不同
声音之间的“协调”。

从大自然演变看，从1.95亿年前向西
流入古特提斯海的古长江雏形初现，到
13 万年前长江切穿巫峡，形成贯通东西
的东流水系，长江在与自身的抗争中达成
了今天的和平状态，悠悠时空中发生过多
少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故事！再从人类
与长江的关系看，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浮
现在眼前，那就是：长江是大自然馈赠人
类的礼物→人类文明的诞生→人类对长江
的敬畏→人类对长江的索取→人水相争
的极端状态；长江对人类的报复→人类
反思 （约束长江的同时也约束自身） →
对长江的保护 （对自身的约束） →给长
江出路，也给人类出路→人类与长江和
平共处→人水和谐共生。诚如书中所
言：“一条河流的和平，其实也是一个国
家的和平。河流历来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的，它在咆哮的同时，也昭示着对和平
生活的向往。”春林在这里借用“和平”
一词来表达长江的历史变迁，具有更为
深刻的考量与意涵。

《和平长江》重点突出，是新时代守
护长江的典型缩影。《和平长江》以时间
为经、以长江为纬，贯通历史和现实、熔
铸自然和人文，在多角度凝视长江、多维
度讲述长江的前世今生中，作者把笔墨集
中在当下和现实，重点书写今天栖息在长
江流域的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存样态。
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我尤其注意书中对
长江治理、开发、保护的书写。在第二章

《一卷河山》中，作者钩沉了大禹治水的
历史传说，对比了都江堰、大运河的古今
变化，呈现了先人在开发利用长江中的智
慧，展示了长江流域的古代治水文化。在
第四章 《长风破浪》 中，作者描写了
1998 年九江大堤堵口的撼人场景，倾心
再现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两大“国之重
器”的决策、建设和运行过程，特别是对

三峡库区和丹江口库区移民生活的采写，
表达了春林对为国家建设大局作出奉献的
普通群众的关注与牵挂。在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区许家冲村，如今，“交谊舞、腰鼓
舞、地花鼓、采莲船、龙灯、舞狮等精彩
纷呈，唱歌、健身运动会、送戏下乡等多
姿多彩的文体活动，让移民们的精神生活
丰富了起来，干事创业的劲头足了起
来。”“在村子里走，几乎到处是悠闲自得
的画面。大黄狗摇摆着尾巴，老妇人在谷
场晒太阳纳鞋垫，周围半白的祠堂，和青
苗灵动的菜地，显得处处是春色。”满园
春色绽放了作者的喜悦与欣慰。在第五章

《一碧万顷》中，作者聚焦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以全新的视野重新认识长江、审视长
江，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伟大实践。比如，对
红豆杉以及荷叶铁线蕨、野生白头翁等珍
稀植物的保护，宛如绚丽多彩的 《植物
志》；比如，河湖长制在长江干支流的普
遍建立，古老的长江有了新时代的“守护
神”，无数个志愿者加入到保护长江的浩
浩大军中，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
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崭
新篇章，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和平长江》视角独特，实现了宏阔
视野与细节落地的有机统一。对于写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长江报告文学来说，如何落
地落细落到一个个故事里，是对作者的巨
大考验。作者在这方面别具匠心。首先，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平民化视角，从他故
乡的修河写起，从太阳升镇杨梅渡古樟林
开始写起，让读者跟随作者的视野和脚
步，一步步走进长江，起到了小切口、大
断面的功效。“修河从遥远的山中，从我
人生的起点，流进我的生命里。她是我生
命中的原血活水。水在运动，我在呼吸。
长江是我的故乡，向长江致敬。”其次，
作者注重细节和故事，讲述了一个个真实
的人物、真实的故事，舍弃了那些枯燥的

数据、干瘪的概念、空洞的说教，使作者
笔下的长江可感可触、可亲可近。比如，
写修水，作者以唐奇汤的视角叙述了她从
童年到大学毕业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悟，“她在追赶着水的时候，水也在追赶
着她，像是在体验着生命的追赶，又像是
在进行着一场竞赛。”写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地丹江口水库，作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
残疾人杨进举作为郧阳小草义工协会志愿
者、汉江“民间河长”的故事。写长江

源，作者描写了居住在拉萨的女同学尼
玛潘多一家的热情，与藏民阿克火仁结
伴而行的珍贵友情。书中每一个人物都
有自己独特的视角，都有写不完的故
事。正是这一个个人物、一桩桩故事，
使得这本书可以从任何章节读起而不觉
得突兀、枯燥，每一章节都引人入胜、
爱不释手。

《和平长江》熔铸多种文学表达于一
体，是报告文学手法创新的成功实践。写
一本有关长江的书固然值得钦佩，而如何
写这样一本书更值得关注。与一般作品不
同的是，在这部书里，散文笔调、故事叙
述、诗意抒情贯穿始终，这更有利于呈现
和表达作者对长江的凝视、倾听与冥想。
在可可西里，作者“用相机拍摄到右岸有
一只狐狸在喝水，却被一群守卫领地的赤
麻鸭群起而攻之，左突右窜，最终被赶下
河去。狐狸在水里狼狈地游着，后面一群
赤麻鸭拍着翅膀追逐，嘴里发出快乐的嘎
嘎声，可怜的狐狸失去了一个捕猎者在禽
类面前的尊严，令人捧腹。”笔调清新幽
默、生动有趣，散发着童话般的色彩。作
者在禹州倾听历史的水流声，“在黑黑的
乌云笼罩下，河流无法与一切交相呼应，
但它依然是河流，在黑暗中闪着光，奔
腾着。而乌云笼罩的黑暗中，鱼儿感觉
到大自然的温暖，在水中游动，拍溅起
水花，比有星星闪烁和寒意陡峭的昨天
更有力，更加声响。”与其说这是一条自
然的河流，不如说这是作者心里的河
流。类似的描写俯拾皆是、随手可得，
而其风格既温婉细腻又敦厚沉郁，凸显
了纪实性与抒情性、思想性与文学性的
有机统一。

总之，《和平长江》 是一部在视角、
题材、语言和风格等方面都具有独创性的
优秀作品，打造了此类报告文学作品的新
样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水利部办公
厅一级巡视员、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兼水
利作协主席）

一部别人没有写过的“新长江”
——读徐春林报告文学《和平长江》

□李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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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短篇故事？作为网络文学的分
支，短篇故事与动辄百万字的网络文学不
同，提倡用精简的篇幅讲述精彩的故事。
以知乎短篇故事平台“盐言故事”为例，其
作品字数多在2万至5万之间。正如微短
剧之于影视行业，短篇故事顺应用户碎片
化阅读需求，丰富着网络文学产业生态。

围绕短篇故事发展前景，《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记者日前对话知乎副总裁、
付费阅读业务负责人范俊梅。

代入感强的现实题材受欢迎

“从‘盐言故事’用户反馈来看，贴
合当下年轻人现实生活和关注热点，能够
与他们的情绪实现共鸣的内容更受欢迎，
且有较大的 IP 开发空间。”范俊梅举例
说，今年春节期间，“盐言故事”推出

《拒绝当扫兴父母》等现实题材作品，聚
焦假期代际交流引发的问题和思考。3月
8 日前夕，《点燃星火》 等关注女性力量

的作品上线，获得用户广泛关注。
范俊梅用“精”“奇”“快”“热”形

容短篇故事的特性。“精”是指故事虽
短，但从选题立意到写作进程、后期包
装、推广分发均需精细化打磨。“奇”是
要在有限的篇幅内，给予用户淋漓尽致的
情绪释放。“快”是让作者可以快速创
作、快速实现内容变现，读者快速阅
读。“热”是要紧密贴合热点，反映时下
年轻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最喜欢的场面
等。总而言之，就是要在尽量短的篇幅内
做到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具备强大的可
读性。

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2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文
学用户规模达到5.3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49%。“从网络文学到短篇故事，用户几
乎没有什么转换成本。”范俊梅表示，短
篇故事背靠网络文学庞大的产业基础，好
比在网络文学的肩上跳舞。在碎片化消费

大趋势下，各个文化载体之间的壁垒正
在逐渐消退。在 AIGC 等创新技术助力
下，短篇故事的生产周期更短，内容的
跨媒介转化效率更高，有望激发更大的
想象空间。

短篇故事加速文娱产业融合

2023 年 10 月，由知乎短篇故事 《洗
铅华》 改编的影视剧 《为有暗香来》 开
播。今年1月，《洗铅华》同名广播剧上
线，短篇故事消费场景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范俊梅看来，网络文学在商业化尤
其是 IP 开发上的宝贵经验，可以在短篇
故事上得到复制与发扬。与此同时，短
篇故事的独有优势加速数字阅读产业与
影视文娱产业的融合。一方面，短篇故
事创作风格鲜明且题材众多，适合影视
剧、广播剧等文娱产品维度的开发，释
放强大的 IP 生命力。另一方面，碎片化
的内容消费趋势让短篇故事能在更短的

周期内，以更便利的媒介渠道实现开发，
满足用户需求。

“比如，以《鬼吹灯》《庆余年》为代
表的网络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周期通常
在10年左右。2020年之后播出的大量影
视剧主要是 2016 年前完结的网络文学作
品，中间相隔 5 年。”范俊梅表示，现
在，短篇故事凭借轻量化、类型化、影视
化呈现难度低等特点，可将影视化周期缩
短至3年。在短剧领域，制作周期甚至将
缩短到1年或者数月。

截至目前，“盐言故事”投稿创作者
规模已经超过 60 万，作品累计 10 万余
篇。故事题材从职场、案件等纪实故事起
步，进而开拓出人文、言情、悬疑推理、
脑洞科幻等多元题材。“短篇故事赛道处
在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在受到用户欢迎
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比如盗版问
题。”范俊梅坦言，对比成熟的网络文学
行业，短篇故事未来仍有非常广阔的探索
空间。

顺应碎片化趋势、缩短转化周期、释放IP生命力——

短篇故事丰富网络文学生态
□本报记者 尹琨

本报讯 （记者徐平） 3月11日，由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8届香港国际
影视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本届影视展吸引来自逾 25 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750家参展商，展示最新影视
作品和科技，分享全球业界关注的议题，
进一步促进香港发展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

心的角色。
紫荆文化集团旗下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现场展厅展示了多部影视作品，来自内地
的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爱奇艺、哔哩
哔哩等参展商展示了最新生产的作品，寰
亚电影、英皇电影等多家香港影视制作公
司发布了最新的电影生产计划。展会现
场，人工智能、视觉化和人机交互技术一

一呈现，首次设立的虚拟制作工作室展示
了实时生成内容的影视制作技术。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本
届展会集中展示香港电影、电视、音乐和
数码娱乐产业的丰富成果，为电影制作
人、发行商、买家和投资者提供展示作
品、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同时，展会举办
多场论坛研讨活动，就业界关心的多个议

题展开深入讨论。
据了解，第二届华语内容国际传播

论坛、广东重点电影项目发布会、上海
视听精品推介会、山东影视精品项目推
介会暨山东馆开馆仪式、金庸武侠世界
暨 2024 耀客新剧发布会等活动陆续在展
会现场举行。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4日。

第28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与华东政法大学近日在上海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学术资源建设等方面展
开合作。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叶青表
示，作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的多科性大
学，法科一流、多科融合是华东政法大学的
学科建设战略，新时代背景下更需着力聚焦
推动法治进步，围绕国家重大课题和社会现
实需要，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成
果的出版和传播方面有更高的需求，与社科
文献社的签约座谈适逢其时。叶青希望借助
社科文献社学术出版优势和品牌效应，加强
联系、密切合作，优化华政的学术成果出
版，助力华政学者成果的传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冀
祥德表示，社科文献社正在按照中国社会科
学院党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要求
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求办好出版
社，制定了社科文献发展规划3.0版，成立
了法治分社，依托自身在专业学术出版领
域的深厚积累，力求打造全国一流的法学
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希望得到学界的大
力支持。此次与华东政法大学签订学术资
源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将开启双方在选题
策划、图书出版、项目申报方面更加深入
紧密的合作。

社科文献社与华东政法
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杨雯）由林妍执导，徐
帆、马思纯领衔主演的都市女性群像情感剧

《烟火人家》将于3月14日起每天19:30在江
苏卫视幸福剧场播出。

该剧根据豆瓣女性小说 《她和她的
群岛》 改编而成，围绕孟家老中青三代
女性展开，讲述了性格迥异的孟家三姐
妹孟明玮、孟菀青、孟以安，以及三姐
妹各自的女儿在面对家庭、婚恋、职场
等种种难题时，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
相伴成长的故事。

《烟火人家》 以三姐妹及其女儿的相
处、磨合、互相影响和彼此疗愈的过程为
切入口渐次展开，将代际沟通、夫妻相
处、中年危机、事业与家庭等当代都市中
人逃避不开的话题融入其中，以强烈的戏
剧冲突展现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从而引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

情感剧《烟火人家》
明日登陆江苏卫视

本报讯 （记者祝小霖） 2024 年度
“世界最美的书”日前在德国莱比锡揭
晓，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尚唐印
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制的《千古霓裳：汉服穿
着文化》获2024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荣誉
奖。这是本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中国
参赛作品中唯一的获奖图书。

《千古霓裳：汉服穿着文化》设计师
尹琳琳介绍，图书整体设计意在表达汉服
千叠百褶的典型特征及上衣下裳的设计理
念。外封“汉”“服”两字的意象图形采
用烫金工艺，斑驳的金色与内文的丰富色
彩形成强烈色差；内文装帧布折叠成竹简
的形式，具有东方神秘感。整书装订独创

穿线方式，通过外封包折，内封连续 M
折，内页分割、折叠、滚折、折中折、透
叠等设计，使书页展开后形成不同尺寸的
长卷与短页。封面与内文采用10种特种
纸张，以不同的质感诠释汉服文化不同衣
饰带来的独特感受。

据了解，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600 种图书参加本年度“世界最美的
书”评选。本年度“世界最美的书”共
评出 1 个金字符奖、1 个金奖、2 个银
奖、5个铜奖、5个荣誉奖，共计14种获
奖图书。

“世界最美的书”自1963年在莱比锡
创立以来，每年举办一次评选。

化工社一图书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