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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此时夕阳最红，像一个红红的大苹果；彩霞也最艳，就像铺满天空的绚烂

的绸缎，其中有一块竟然落到了我们眼前的地面上。

——摘自《云朵上的爸爸》

什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长安
街读书会、张斗伟主编的《学思平治：
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出版
社），用 49 篇中国顶尖学者具有代表
性的名家名篇，交出了一篇逐层深入、
紧扣主题的答案，提供了一幅全面而
深刻的思想路线图。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
“文明起源”中，以王蒙的一篇文章提
纲挈领，指出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文
化，传统文化在党的建设中得到了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卢新宁、蒙
曼表达了对汉语、汉字的热爱，王巍与
张永新分别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与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陈来与姚
洋则从儒学的现代性发展以及“化家
为国”的现代制度雏形为我们道出了
古今之用等。

第二部分为“文明特性”，主要论
述“我们是怎样的文明”这一问题。叶
小文、陈晋、邢广程、黄平、辛向阳共同
为我们讲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连续
性。李君如、李忠杰、王杰辨析了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复兴的关系，指出
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
转为主动。邓茂生展示了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丰富内涵，王炳林赞颂了人
民群众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沈壮
海发出了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的呼吁。周文彰、邬书林、聂震宁

分别指出了中华诗词、中华典籍以及
全民阅读的重要性等。

接下来的“文明互鉴”部分展示
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整体图景。
柳斌杰、张维为、张树庭指出了增强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华文
明故事的重要性，分析了提升国际传
播效能的途径与方法。李慎明、江和
平认为，中华文明具有胸怀天下的包
容性，与世界文明真诚对话、合作共
赢。周力、韩庆祥、徐步、王帆、王
丕君则共同描绘出一幅“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想画卷，辨析了“和而不同”的中
华文明观与西方文明中心论，指出

“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文明和谐共
存注入了信心与力量等。

最后的“文明发展”部分探讨了
中华文明的发展路线，作出了美好展
望。谢春涛、王伟光、姜辉指出马克

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
调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
要作用。朱永新、林毅夫、顾海良、
逄锦聚从社会文明、经济发展、中国
式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角度
论述了中华文明复兴与崛起的不同面
向。黄一兵、刘守英、戴木才强调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康震、耿识博呼吁继承与创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基因”
的“创造性转化”守护民族的“根”
与“魂”等。

阅读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全面深刻
地认知中华文明，认知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民族的深厚渊源，以辩证的思考方
式找准个人与集体在时代与世界中的
位置，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与实践
中获得拨云见日、砥砺前行的力量。

深入认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王陈慧子

中国光谷的故事是一个“开疆拓
土”的成长故事。35 年间一路东
迁，6次拓展产业空间，光谷从武汉
东部的一片荒野之地，成长为518平
方公里的创业热土，在中国创新版图
上举足轻重，与全球经济同频共振。

光谷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崛起的
生动案例，是中国城市以科技谋发展

的真实缩影。《追光：中国光谷自主
创新之路》（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多角度聚焦
湖北省科技创新的“主引擎”——光
谷。全书围绕自主创新引领产业兴城
的时代主题，在回顾光谷 30 多年来
发展历程的同时，深入挖掘城市发展
背后的科技、改革、创业三重基因，
弘扬了“追光之城”所体现的创新、
创造精神，更折射出我国以自主创新
奠基科技强国的漫漫征程。

《追光》从“科技创新”“英才创
业”“产业创城”三大篇章着手，书
写了为光谷建设和发展发挥主动性、
创造性的重要人物、重要企业及其创
新故事，对光谷的人、城、产三个重

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全方位剖析和立体
式呈现。

光谷在过去 20 余年中，不断探
索创新，形成了多项可借鉴的制度建
设经验。如 2012 年率先出台的“黄
金十条”，旨在打破科技成果转化障
碍；2018 年发布的“上市十条”和

“科技投入七条”，分别提供企业上市
奖励和支持国家级创新中心研发；
2021 年，光谷合伙人基金的发布，
将人才与投资直接挂钩。

光谷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人才。
30 多年来，光谷致力于吸引和服务
于创新者，形成了人才引领创新、创
新驱动发展的模式。这里聚集了众多
高端人才，如李德仁、闫大鹏等，他

们与年轻一代创业者共同构成了光谷
强大的创新力量。

光谷文化鼓励冒险、崇尚成功、
宽容失败，这种精神支撑着创业者不
断挑战新事物。像徐击水、孙文、晏
文临这样的奋斗者，在光谷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舞台，他们的坚韧和热情，
为光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合上书页，光谷的创新征程历历
在目，无数怀揣梦想的“追光者”形
象跃然纸上。如今，经过政府、高
校、企业和无数创业者的同心协力和
久久为功，光谷作为一座科创新城
已然丰满成形，极具全球竞争力和
影响力，成为中国建设科技强国的
重要力量。

聚力创新 与时偕行
□魏珩 王小芳

革命根据地历史是中共党史上波
澜壮阔的重要篇章之一。进入新世纪
以来，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受到学术
界的高度重视，相关资料得以成规模
地出版。作为全国 13 个苏区之一，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也得到了进一
步的挖掘和丰富。刘国云教授主编的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
社），是该项工作最新进展的集中体
现。这套文库有如下特点：

注重真实准确、系统全面。这套
文库首次将目前从中央档案馆、江西
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上饶市、
鹰潭市、景德镇市及下属各县档案馆

和党史办、研究者个人手中已经收集
到的近450万字、1138篇文献资料分
门别类进行了整理，大体上以时间为
轴线，按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关资料汇
编成册。目前已整理成册并公开出版
的这套文库总计近450万字，其规模
之大、史料之全、时间跨度之长，在
各大革命根据地中仅次于中央革命根
据地的历史资料文库。

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考订。该文
库所收录的文献资料中有不少是首
次公布。这些首次公布的史料，是
由编纂团队的同志深入江西省档案
馆和有关市县档案馆查阅获得的，
对于梳理一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搞清楚其深层原因，具有很强的史料
价值。

注重以史为镜。史料编纂工作，
是记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过

程，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鉴往知来、
承前启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由方志敏、邵式平、黄
道等人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团结带领
人民群众创建的，是当时全国六大苏
区之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如何进
行卓有成效的建设的，形成了哪些重
要经验，以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是如何在复杂环境下克服各种艰难险
阻并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在他们
身上体现了怎样的精神品质，这些都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该文库最大限度
地为深入探究这些问题，进一步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
料，对于还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斗争
史全貌，进一步深化党史、苏区史研
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注重资政育人。作为一部能够真
实准确展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闽

浙皖赣边区斗争历程以及方志敏等
革命先烈精神风范的重要文献集
成，该文库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让读
者从原汁原味的历史中，进一步感悟
方志敏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
和精神风范。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
库》 由中共上饶市委党史党建研究
室、上饶师范学院方志敏研究中心、
上饶市档案馆、方志敏革命旧址管理
中心联合编纂。这套书的出版无疑为
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真实、准确、完
整、系统的历史资料，是研究闽浙赣
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珍贵文献和弘扬苏
区精神、方志敏革命精神弥足珍贵的
资料，对于保存历史资料、推进学术
研究、传承红色基因等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仝华

《云朵上的爸爸》（北方妇女儿童
出版社）是胡继风的全新力作。这部
作品叙事长度架设有序，阅读节奏安
排合理，通读本书感觉有三方面的显
著特点：

这是一本为儿童量身打造的书。
在这本书中，胡继风以“我”——一
个孩子的口吻，以鲜活的人物、曲折
的情节，让读者身临其境，通过一个
善意的谎言向大家讲述了一个感人的
故事。作者的创作目标和写作思路非
常清晰，读者对象也非常清楚，真正
是为儿童读者“量身打造”。作者是
与孩子们站在一个高度，为孩子们
创作，用孩子们喜欢读、读得懂的
语言，讲孩子们感兴趣、喜欢听的
故事。尤其是在写到“我”在被善
意欺骗时的些许懵懂，知道真相时
候的哇哇大哭，接受真相并呐喊着
对父亲的追寻，都展示出一个军人
家庭里的少年郎充盈的儿童心性。
这样的心性流露的不是少年老成式

的小大人，而是天真烂漫的本性和
自我灵魂相互交织的儿童自我成长
的展现。正因为作品是真实展现孩
子自我成长的，也能够对小读者进
行润物细无声般的引领，所以更能
让孩子们在心中种下崇尚英雄和爱
的种子。

这是一本有温度和情感力量的
书。文学的力量在于用温暖打动读
者、用情感直击心灵。阅读 《云朵
上的爸爸》 总被一种爱的情感力量
所感染、所温暖、所征服。一是亲
情。在这本书里，我们替主人公

“胡任翔”感受到了除妈妈、奶奶、
姑姑、外公、外婆、小姨之外，还
有小杨老师、赵老师、贺老师等那
些教过主人公的老师，以及与他并
无亲缘的人们给予他的爱。我们在
看 《云朵上的爸爸》 时，能够强烈
地感受到这种无私亲情的珍贵和伟
大。二是真情。在我看来，胡继风
在这本书里倾注了满满的真情，他
把对国家、对军人、对人民的真
情，深深地融入他的文字里，这份

真挚、这份炽热、这份情感成就了
这部优秀的作品。三是爱国情。军
事题材向来是爱国题材文学的沃
土，军人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军嫂
的坚强和忍耐品质、孩子的童真和
无邪，都通过这本书中一个又一个
细节、一串又一串的故事鲜明体现
出来，让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作
为军人与祖国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赤诚情怀，读出了军人及其亲人的深
深爱国之情。

这是一本拿起来放不下的书。儿
童文学的生命力在于讲“好故事”和

“讲好故事”。作者为小读者讲述了同
龄人翔翔从小到大追寻军人父亲的故
事，这是一种区别于平常的特殊的成
长故事，这种特殊性、区别性能够让
孩子们深深被吸引住。作者先为孩子
们交代了一个谜底，而谜面是如何
像蜘蛛网一样编织和缝合则更是有
趣的，孩子们知其然，但是更大的
好奇心会驱使他们更想知其所以
然，当孩子们产生更大的好奇、疑
问的那一刻，便更会被吸引住了。这

部作品不仅仅是一种好奇所隐喻的生
命力的体现，更能产生调动孩子们生
命力的效果。

同时，这部作品丰富了孩子们成
长的精神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要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
血脉与精神品格，对青少年健康成长
起着价值引领的作用。因此，反映时
代宏大鲜明的主题、观照现实读者感
兴趣的题材、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故
事、栩栩如生个性丰满的人物、以真
善美直击心灵的情感力量等等，都是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赢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这部作品很好地突出了军人形象
和军人故事，主题和题材带给人的震
撼毋庸置疑，故事的架构也别出心
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直击
心灵。这部作品以“我”——一个事
后的视角和事中的视角娓娓道来，讲
述了以爱为主线，以非常真实、非常
动人的微小细节为成长世界的含义表
征，追寻父爱和自我追寻的独特成长
故事。诸多不在视野之内，而事后越
嚼越出味道的浓浓爱意的细节，更是
堪称直击心灵。

《云朵上的爸爸》的出版告诉我
们：大选题要小切口，要会讲孩子们
爱听的故事，要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

直击孩子们内心深处
□马国仓

《周庄身世》（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 主体为画家杨明义在
20世纪70年代赴周庄写生采风
时拍摄的黑白照片，共351张，
原汁原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经过数十载的岁月轮回，这
批照片的意义已经由艺术家个体
积累的绘画创作素材，转化为周
庄最为重要珍贵的文化记忆，乃
至苏州及江南地区水乡重要的档
案资料。书中还复制了一张南社诗人费公直拍摄、杨
明义收藏的“双桥”原貌照片。这张照片是首次面
世，尤其珍贵。

本书共分为七个篇章：八景、序言、再现、旧
影、写生、入画、回访，翻阅之间，900岁周庄在书
中鲜活起来，读者跟随着杨明义的文字，一睹周庄的
素颜芳容，领略水上世外桃源的人间烟火。

一睹周庄历史风貌

《男孩与草原雕》（百花文艺
出版社）是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
席许廷旺创作的一部关注少年儿
童心理健康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
小说，讲述了一个男孩与草原雕
相互治愈、相互救赎的故事。

在作者笔下，辽阔的大草原
徐徐展开。书中成功刻画了男孩
乌尼、爷爷图斯、男孩苏热、妈
妈吉雅、爸爸特木尔等鲜明的人
物形象，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
细腻而精准，生动记述了乌尼与图斯之间感人至深的
祖孙情、乌尼与苏热之间真挚的友情、乌尼与老牧羊
犬的相依相伴，以及在救助两只草原雕过程中获得的
自我救赎与心灵成长，以诗意的语言描绘出一幅人与
自然、动物和谐共处的画卷，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
特色。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我们的朝与夕》（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是作家姚鄂梅的全
新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姚
鄂梅以独特的笔触，通过四个年
龄、经历、个性迥异的女性，细
腻地描绘了人与房之间的依赖与
疏离，以及朝与夕之间的进退与
抉择，为读者呈现了一部都市女
性生存图鉴。

书中，作者以多维度的视角
剖析了城市女性的命运，不仅关
注女性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状况，还深入探讨了女性在爱
情、婚姻、家庭、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困境与选择。每个女
性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经历，她们在面对命运的
挑战时，都展现出了不同的勇气和智慧。姚鄂梅通过细
腻的笔触，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的坚韧和勇敢，也让人们
思考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城市中的女性。

都市女性生存图鉴

提灯而行（漓江出版社）为
“双子座文丛”之一，精选了作
家何向阳的诗歌约50首，以及
评论随笔约 6 万字，时间跨度
长达 40 年，展示了作者成长、
突破与不断探索的精神蜕变过
程，构成文学感性与理性的深
层对话。

书中，作者置身于文学第一
现场，以评论与创作两方面的丰
富实绩，建构了个性化的诗歌版图和评论美学。何向
阳的诗作意象绵延，从细微的现实物象切入，感悟爱
的真谛，在感念人事时光的日常与无常之间，呈现出
敏锐的感知力和韧性的气象。她的评论，由论及心，
透视文本表象下的内在精神力，将“诗”的浪漫与

“思”的哲辨融于一体，呈现出独特的人文意境。

感性与理性深层对话

成新轩教授的著作《中国自
由贸易区网络一体化水平与我国
产业国际地位提升研究》（人民
出版社），运用空间计量模型，
一方面，从量化角度研究中国与
不同国家或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
对本国制造业产值和出口竞争力
带来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将
空间计量模型的应用扩展到自由
贸易区网络空间效应中，研究成
员国地理、经济以及贸易空间分布对自由贸易区网络
引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讨论各个成员单位之
间存在的空间内生交互效应和外生交互效应。根据实
证的结果，该书提出了构建起以本国为中心的自由贸
易区网络，注重促进市场相融、产业关联、规则相
通，倡导并引领企业间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周边国
家或地区作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从点到
线，以线成面，逐渐将自由贸易区伙伴国扩展到全球
其他区域，由此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吸引产业
集聚，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无论从研究
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该书在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