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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近四十年来，作为武汉大学资深
教授的於可训先生，以深厚的学养功底和
独特的人格魅力广植桃李，为中国当代文
学评论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其撰写的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自1998年问世以来
多次修订再版，被无数中文系学子奉为圭
臬。近年来，於可训先生集中精力创作小
说，中、短篇作品屡见《大家》《长江文
艺》《百花洲》《芳草》等文学名刊，并先
后推出《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娲》《鱼庐
记》三部小说集，在读者中反响强烈，由
文学理论大家摇身一变，跨界成为“网红
小说家”。他的新书《祝先生的爱情》（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共收录了

《山上来了只小狐狸》《少年行》《猫墙》等八
篇小说，其中《祝先生的爱情》曾入选鲁迅
文学奖得主、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莉主编的

《比时间更久：2022年短篇小说20家》，广
受好评。这些作品均体现了於可训先生

“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姿态——洒脱、随
性、淡然，同时在个体语态的日常描绘中
包含着丰富的生命体验，以长者之心洞察
生活百态，道尽人生况味。

书中收录的小说主要呈现了三种
视角：

一是“我”的见闻。新颖地以动物作
为题眼穿针引线，虽是日常生活的取样，
其中探究人与自然的机趣却耐人寻味：

《山上来了只小狐狸》宛如小津安二郎的
电影，生动而朴素地表现了一对中年学者
夫妇在山上僧侣般的生活，一只富有灵
性的白狐每每午夜造访他们的庭院，为
二人埋首编撰字典的苦闷状态带来一些
变化与慰藉。妻子离世后，丈夫却再也
未能见到白狐的身影……小说从夫妻两
人对白狐态度的变化，让读者体会到人
生的明朗与无奈，并隐含了治学的艰辛
与学人的坚韧。同时，白狐的神秘被涂
染上了浓重的心理色彩，动物成为人物
心理的外化，穿透了现实生活的场景，
更显余味悠长。《猫墙》的书写对象仍是
大学里的教授夫妇，善良的画家老罗和
他教钢琴的夫人，两人爱猫如命，收养
了一大群流浪猫在家中，甚至形成了一
面“猫墙”。遗憾的是，夫人离世后老罗
也因病导致半身不遂，无奈家中群猫只
能重新放归校园。两个“猫门”学子为
了让老罗安心，每天遍寻他最爱的“小
白猫”的踪迹，坚持拍照打卡。猫是老
罗最好的朋友、灵感之源，也承载了他与
爱人共同的美好记忆，当命运将其抛入
最低谷时，他的学生们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接续了这种希望，小说所赞扬的便是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善意。《太阳鱼》则
讲的是“我”在国外为打发时间学习钓
鱼，逐渐掌握技巧之际偶遇一位钓技平

平的单亲母亲，对方虽然鱼获不多且生
活拮据，但与孩子们相处时所表现出的乐
观性情深深感染了“我”，令我对“子非
鱼，安知鱼之乐”这一古老的哲学辩题有
了更深切的领悟。

二是“孩子们”的奇遇。可以说，出
生于湖北黄梅的於可训先生写活了水乡少
年的灵动，从此前发表的《元贞》到这部
书中的《少年行》，循着个体感觉和记忆
的光影展开，林林总总的温情往事，真真
切切地将读者带回了湿润的童年：明晃晃
的阳光下，裸露的湖滩和壮美的草洲，父
辈们奋不顾身的抢滩身影，倒映在细伢崽
清澈的眼睛里；落日后，晚风又从山洞里
捎来了吊诡的传说，还有山匪们宝藏的秘
密，孩子们胸膛里的小心脏因为这些而激
动地起伏不已，时刻等待同龄人的召唤。
这里的天空无限高远，夏天的冒险仿佛永
远不会结束……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流经
岁月长河的生命情怀，也寄存着鄂东老一
辈人对过往的眷恋与追忆。

三是“读书人”的际遇。於可训先生
在武大任教、生活数十年，其间与众多师
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他对各年龄层
的知识分子形象描摹得惟妙惟肖。而且，
他笔下的读书人似乎都带有一些少年锐
气，在人海中明明灭灭，时而清醒，时而
迂拙。比如《祝先生的爱情》中，原本好

为人师、行事练达的祝先生被妻子瞒哄多
年后，意外得知当年初恋的真相，由恍惚
走向偏执，义无反顾地前往西北寻找心目
中的“白月光”，七分性情三分滑稽地诠
释了“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常教授
的韵事》里，对美学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
见解的常教授，无论是参加学术交流还是
文学创作都不囿常规。随着岁数增长，白
内障给他带来了一场美丽的“误会”，也
对其精神世界产生了祛魅的效果；最后是
全书的压轴之作《我的朋友胡知之》，通
篇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惋惜之情：一个才华
横溢、自命不凡的青年，不断地将青春年
华置于实验台上，在情感与理想间来回游
走，最终迷失在难以捉摸的社会风向中，
庸碌地走完了“被嫌弃的一生”。小说读
来发人深省，提醒读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切勿偏离人生的正确轨道，好高骛远
必然“卒无成焉”。

哲学家让娜曾说：“时光流逝，世界
磨蚀，但我的灵魂永远年轻；它在星辰
当中，在时间之夜里守望。”於可训先生
的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一种守望。他以学
者的细致和敏感，整合生活的碎片，让
它们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勾连耦合，成为
最独特的菱镜，这镜中既倒映出你我或
可爱、或狼狈、或赤诚的模样，也折射
出了人性的暖阳。

静观流云 心怀暖阳
——《祝先生的爱情》读札

□程玥

培育一个图书品牌，要有足够的耐心
与智慧。《特种兵学校》出版10年的畅销
之路，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这个由河北
少年儿童出版社打造的原创少儿军事文学
品牌，目前已累计销售 1636 万册，码洋
4.09亿元。

“这10年是砥砺前行的10年，也是厚
积薄发的10年。”在日前于河北石家庄举
行的“十载辉煌路 荣耀新征程——《特
种兵学校》问世纪念分享会”上，河北少
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段建军如此评价这套书
从普通到不凡的升级历程。

从选题求新到销售破局

选题溯源还要从 10 年前少儿图书市
场状况说起。

当时，少儿出版进入每年两位数的高
速增长期。童书出版常销、畅销的选题方
向集中于发生在学校、家庭、补习班等的
故事方面，校园文学颇为热销。是跟风出
版，还是另辟蹊径？河北少儿社果断选择
了后者。

编辑们注意到，当时男孩女性化的现
象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重视，而培养孩子勇
敢、智慧、敢于担当的作品很少，尤其是
少儿军事文学作品在童书市场上更为少
见，于是决定在这方面发力。经过市场调
研，河北少儿社发现了作家八路，那时他已
在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几套军事儿童小说，
虽然市场表现一般，但作家很有潜质，于
是编辑与他取得联系并达成了合作。

2014 年，《特种兵学校》 第一季出
版，2016 年、2017 年又分别推出第二

季、第三季。在这4年里，该系列作品虽
然持续销售，市场表现较好，但没有形成
畅销态势。

销售局面的彻底打开，是在2017年7
月。那时，八路最新作品《超级战舰》即将
上市，河北少儿社与京东童书经过市场调
研，一致确定以这部作品为推广切入点。
双方开了 7 次会，制定精准的营销方案。
2017年9月新书上市，京东给出最好的页
面位置，并推出了秒杀等一系列营销活
动。两个月新书销售近8000 套，同时，购
买链接全部挂上《特种兵学校》各单册及套
装的超链接，不足一个月时间，《特种兵学
校》前三季销售量达2000套。

趁热打铁，河北少儿社立即和天猫沟
通，在天猫平台上线《特种兵学校》聚划算
活动，各大天猫店纷纷热推，使得单册新品
及套装都取得了不斐的销售成绩。由此，

《特种兵学校》销售热度一路走高。
2018 年，《特种兵学校》第四季出版，

当年年底全系列销售码洋就达到了 1 亿
元。2019年1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河
北少儿社又宣布推出第五季。至此，特种
兵学校品牌市场逐渐成熟。2020—2022
年，第六季到第八季分别出版。

从2014—2022年，《特种兵学校》共
出版八季32种，销售超过1000万册，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年的
小军迷如今已经上了大学，一套书影响了
一代中国少年。

经历两任编辑陪伴

《特种兵学校》系列的成长，经历了

两任编辑的陪伴。
现任河北青年报社社长高瞻主持了

《特种兵学校》 系列早期作品的编辑工
作。她说，10 年前童书市场军事读物凤
毛麟角，军人出身的作家八路正是抓住了
这一机遇，创作出了这套图书。而做出一
本小读者喜欢的畅销书，是每一位编辑的
梦想。这套书是出版社所有环节人员共同
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共同的梦想。

2018 年，魏洁接过了编辑这套书的
接力棒。魏洁介绍，在每一季新书出版
前，都与八路保持高频沟通，故事大纲数
次修改，只为找到最切合少儿阅读的表达
方式，一个个新鲜有趣的主题也陆续浮出
水面。在尊重作者创作思路和语言风格的
前提下，对文稿进行修改和优化，做到主
线更突出、情感更丰富、人物刻画更饱满
细腻，使小读者在阅读中真实地感受到少
年特种兵们在成长、在蜕变。

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小读者的阅读需
求，基于品牌定位和发展需要，河北少儿
社建立起《特种兵学校》全品类的品牌结
构，陆续推出了更多符合低龄儿童阅读的

“漫画版”“注音版”“原创绘本”，开发了
提升儿童综合素养、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和
热爱、满足科学思维发展需求的“AR科
普”“地理科普”“星际探索”等品类。

延伸品牌产业链

在融合出版新形势下，2023 年，河
北少儿社专门成立了 《特种兵学校》 图
书品牌提升拓展项目工作专班，延伸

《特种兵学校》品牌产业链和价值链。

该社推出了 《特种兵学校星际探索
系列》《贝雷虎漫游古城》等新书，进一
步夯实品牌内容基础；围绕宣传推广作
家八路及其作品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并
在杂志开设专栏、在网络平台开设作家
专属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进一步扩大
作家和图书的影响力。在全国22家书城
打造图书专属空间、优化升级国防知识
问答擂台赛、与其他单位携手举办了两
期军事夏令营研学活动。依托漫画版图
书的内容和形象制作动画、开发“特种
兵学校”微信小程序、利用抖音平台进
行了90场直播、开发文创产品等，有效
提升了图书销量。

在总结 《特种兵学校》 营销亮点
时，魏洁认为，扎实开展线上线下活
动，尝试打造全媒体的营销体系，始终
坚持与读者面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据
统计，每次线下活动会带来现场人数3倍
左右的销量，而每次线上活动后，京东、
当当等电商平台的图书销量会同比增长
20%左右。“正是这一次次的面向读者的
营销尝试，为《特种兵学校》系列图书打
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也为新选题的开发
提供了数据支持。”魏洁如此说。

在营销思路上，改变传统方式，从
“让产品说话”转变为“让人说话”。比
如，开展的《特种兵学校》 系列人物角
色征集、表情包设计征集、小小书模
征集、少年特种兵短视频小演员海选
等系列活动，小读者反馈热烈，参与
积极性极高。这些参与到创作中的孩
子们，无形中成了图书最有力的推广
代言人。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特种兵学校》10年累计销售1600余万册、4亿多码洋——

一套军事儿童文学从普通到不凡的进阶
□本报记者 刘蓓蓓

《祝先生的爱情》
作者：於可训 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内容简介：《祝先生的爱情》

是一部充满温情的原创小说集，共
收录了於可训先生八篇新作，以童
年与乡愁、人与自然、知识青年对
命运的抗争等为切入口，以灵动细
腻的笔触描绘了秉节持重的中年学
者夫妇、天真烂漫的水乡少年、壮
志未酬的文学青年等一批面孔生
动、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的故事
大多源自作者真实的生活见闻——
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呈现出於可
训先生对普通人生活本质和生命处
境的思考与关怀。

作者简介：於可训，1947年
出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人文
社科资深教授，著有《於可训文
集》（10卷），已出版中短篇小说
集《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娲》《鱼
庐记》等，现居武汉。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实习生王
鹤湘） 5 月 15 日上午，“品味阅读之
美，共沐书香大兴”暨亦庄镇首届亦花
园图书文创市集在北京市大兴区亦花园
创意产业生态园启幕。

首届亦花园图书文创市集由北京市
大兴区委宣传部主办。本次文创市集为
期5天，汇聚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王
府井书店等 30 家单位参展，涵盖图书
展销、阅读文化互动、文创潮玩、儿童
跳蚤市场及艺术展等多个板块。市集还
邀请作家、阅读推广人等进行主题分享
和签售活动。

市集开幕当天上午，一群来逛市集
的小读者就吸引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的注意。这群来自托马斯儿童
成长中心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逛
市集、选图书。“我们是想培养孩子自
主阅读，让他们选自己想看的图书。”
陪同孩子来逛市集的老师廉雪对记者

说。“我喜欢阅读立体书，可以参与互
动。”站在廉雪身旁的一名学生津津有
味地翻看着《古人的智慧：天工开物立
体书》，并请老师拍下图书封面。

市集上成套的连环画，如《史记故
事》《红楼梦》《水浒传》 等，一套 20
元便可带回家。“我们希望通过连环画
倡导经典阅读。”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
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新业务发展中心
主任柏燕婷告诉记者。

大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孟伟表示，
举办“品味阅读之美，共沐书香大兴”
主题活动，旨在进一步引领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生活风尚，为
书香大兴建设贡献力量。

图为“品味阅读之美，共沐书香大
兴”暨亦庄镇首届亦花园图书文创市集
受到小读者欢迎。

本报记者 李婧璇 摄

北京亦花园，书香飘满园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湖北省宜昌监
狱和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宜昌
市分公司近日联合开展“沐浴书香 启迪新
生”主题活动，通过开展名家讲座、举办帮
教图书展、捐赠图书等形式，为服刑人员送
去精神滋养。

活动中，《特别关注》杂志采编中心主
编刘斌以“如何从一名炉前工到百万大刊的
编辑”为题，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成长经历，
强调学习知识与坚持梦想的重要性；刘斌
还向服刑人员介绍了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
读物、如何深入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等经
验。在帮教图书展上，涵盖文学、历史、
哲学，以及职业技能培训和心理健康指导
等多个类别的图书，吸引了众多服刑人员
驻足浏览阅读。

宜昌监狱相关负责人表示，名家讲座
和帮教图书展，不仅为服刑人员提供了学习
交流的平台，更成为他们重塑自我、走向新
生的重要桥梁。

湖北宜昌新华书店
送书进监区

本报讯 （记者杨雯）谁说年纪大了只
能含饴弄孙？5月14日起在江苏卫视幸福剧
场开播的电视剧《老家伙》，带你领略不一
样的老年生活。剧中，张国立、王刚、张铁
林“铁三角”再度聚首，合力续写人生下半
场的精彩。

该剧讲述肖长庆、孙前程、陈新城
三位性格迥异的“老家伙”，在各自的人
生中操劳打拼了一辈子，退休后终于凑
在一起，克服各自困难，直面人生下半
场，共同创办了一个温暖的养老社区。
社区里，有形形色色的老人和千姿百态
的人生，也有啼笑皆非的情境和温暖感
人的故事。

老人的晚年生活是当今人人关注的社会
热点，《老家伙》通过三人的故事，诠释着
积极健康的老龄观，反映出中国银发一族从

“老有所养”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的精神转变。

“铁三角”再聚首
合力演绎《老家伙》

本报讯 （记者徐平） 长篇小说 《归
潮》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广州举办。该书作者
陈崇正与多位嘉宾对谈，畅聊《归潮》创作
背后的心路与故事。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归潮》围绕潮州碧
河镇梅花村陈氏与林厝围林氏两大家族的历
史情谊展开，讲述了从民国到当下四代潮州
人的奋斗历程。该书以四代人的不同境遇，
折射海内外潮商的奋斗史，呈现潮州人积极
向上、重情重义、守望相助、回馈家乡的精
神。小说还通过两个家族的百年历史，表达
了潮州人的家国情怀。

“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强攻’，直面家乡
潮州的厚重历史。”陈崇正坦言，过往关于
家乡的写作，更多是以虚构的、碎片的方式
展开，他一直渴望有机会真正全面、深入地
书写自己的“文学故乡”。

长篇小说《归潮》展现
四代潮州人奋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