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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青少
年版）》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
资源研究中心 编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第五辑）
徐鲁 等 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

《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
朱虹 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溯源中华文明》
王巍 等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
李蕤 著 宋致新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天才亦全才：文豪苏轼》
崔铭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之瑰宝——宋庆龄的故事》
秦文君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猴子老曹》
叶广芩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雨燕飞越中轴线》
张之路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的名字叫啊吨》
周晓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斗牵着我的手》
叶梅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寻找林木森书店》
汤素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
中国编辑学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主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画解科学图景：100位科学人物的探
索创新》

刘夕庆 编著/绘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京城绘·山川风物》
帝都绘工作室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上北京博物馆》
丁海秀 主编
北京出版社

《大脑环游记：漫画神经科学的奇妙世界》
冯军峰 三折人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古建筑里的中国智慧》
李华东 著 田野 吴聪 绘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太空一日》
中国力量编辑部 编 金星 绘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文物修复与文化传承”系列
朱振彬 兰德省 等 著
张云开 等 绘
天天出版社

《鄂伦春的熊》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九儿 绘
接力出版社

《图书馆之夜》
高洪波 文 李海燕 图
中国和平出版社

《作物起源》
陈桂权 主编
唐靖 芦苇 著 于洪燕 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火热的年代 火红的青春》
梁斌 等 原著 王怀骐 等 绘画
人民美术出版社
连环画出版社

京华好书
2024年“六一”专题书单

有人问我，怎么突然想起要写北京
书院？说起来也不突然。很多年来，我
们谈到北京文化，说得最多的，为故
宫、天桥、胡同、会馆之类。细想起
来，有一个群体，人们似乎很少提到，
即生活于北京地区的士子和士大夫。究
其原因，我以为，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
言说这个群体存在价值的社会载体。就
像人们说皇家文化有故宫，说市民文化
有天桥，说京味文化有胡同，说名家文
化有会馆，说士子和士大夫文化，也需
有个依托和承载物。于是，我就想到了

书院。
士子和士大夫与书院有一种天然的

联系。书院是士子读书的地方，在书院
里，士子既要完成一般的课业，也要研
读经传典籍，与老师一起探讨经传的学
理和传承。而士大夫不仅以山长、讲师
的身份承担着教学的使命，他们往往还
是书院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这种带有鲜
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教学活动，背后隐含
着一个深远的意义，也即教育、读书的
终极目的，即对人格、人性与文化的塑
造，由此对社会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
达到社会进步、移风易俗的效果。这自
然也是儒家历来对理想教育和教育理想
的想象和追求。

由此可见，由士子和士大夫所体现
的书院文化，不同于故宫、天桥、胡同
和会馆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又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
的联系，至少书院的创办者希望通过对

士子人格的培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因而我想，对书院的书写，或
许可以成为我们窥视这个群体私密生活
的一种方式，从而揭示其文化价值的深
刻意义和源远流长的内在原因。

北京的书院，只有三所开办在都城
之内，即元代的太极书院，在金中都
内；明代的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清
代的金台书院，在前门外金鱼池；其余
的，都建在城郊州县。这种现象为我们
思考书院在厚民风、兴教化方面的功能
和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州县地方
官员表示一种敬意。他们努力办学的结
果，是把学者看重的道学、理学、儒
学，简化为人人可以理解的伦理规范，
传至民间。儒学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他们是传播中的最后一棒。他们创办书
院最看重两个方面，一是移风易俗，教
化民众，一是明经取士，为国选才，故

有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豪
迈。而说到底，二者在儒家的教育理念
中其实是一回事，或曰一事而两面。前
者讲的是，受到“明伦”教育的士君
子，以德化人，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
推己及人，造福乡里，形成知书达礼的
乡风。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
濡染熏陶的过程，难收立竿见影之效。
而后者讲的就是如何造就一个明义理，
修其德，心系天下苍生，具有先忧后乐
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士君子。而化民成俗
就内化为他们的使命。他们也许未有如
陆九渊、朱熹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
位和影响力，但其思想和作为，还是会
影响到当地的士风学风、民风民俗，从
而深刻影响到北京文脉的构成。

《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
解玺璋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探寻北京文脉
□解玺璋

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尹志勇向我约
稿，说他们有一个策划，想在我的所有散
文里选出一部分，出一本有主题的散文
集。我问是什么主题？他说：慢生活。

觉得这个主题有意思，就答应了。
尹社长又提出篇目由他们选，我觉得为
了更好地执行出版意图，这样更好，也答
应了。所以这不是一本自选集，是一本

“他选”集。书中篇目大部分选自我的
《茶可道》《看诗不分明》《如一》《茶生涯》
《梅边消息》等书，也有几篇新作，是第一
次收入集子。不论新旧，总之都是和“慢
生活”有关的文字。

后来责任编辑说，她们认为我的文

章中有意无意地倡导了一种“极简慢生
活”。我不太清楚是否如此，不过我觉得

“慢生活”是好的，“极简”也是好的。
什么叫“极简”？我的理解是减少物

质的欲望，降低物质在生活中的地位，更
注重精神性，在有限的心理空间里释放
出一些内存。有了这些心理内存，人哪
怕不脱离日常生活的框架，也可以追求
更富有精神性和艺术性的生活，过得更
好、更舒缓，甚至——自在。

说到“慢生活”，我会想起两个月夜。
一个月夜属于明末的张岱。我很喜

欢他的一篇《庞公池》。那个夜晚，张岱
在庞公池的船上看月亮。船里面铺着竹
席，还带了酒。仆人在船头唱曲，张岱有
点喝醉了，半醉半梦之中，唱曲音越来越
远，月亮也越来越淡，然后他睡着了。仆
人唱完的时候，他突然又醒过来，含糊地
夸两句，然后接着睡。最后这个仆人也
睡着了，大家就这样在船上睡了一觉，直
到船夫把船划回岸边，叫他们起来回家
去睡，他们才醒。

这个月夜很有意思，充满了“无中生
有”的快乐。庞公池一直在那儿，天上一
轮月亮也人人可看，但作者设法坐船赏
月，其中就有一种精神性的探寻，这种探
求也得到了极大满足：在一种随意的状
态中享受了一夜的好月、好醉和好眠。这
无异于让心灵彻底放空了一次。这样的
一个月夜，是一个松弛之旅，舒缓之夜。

另一个月夜属于苏东坡。就是元丰
六年十月十二日的那个夜晚。那个晚上
苏东坡刚要睡觉，突然看到月色照进来，
特别美，令他起了兴致，他就起来了，去
承天寺找他的朋友张怀明，两个人一起
在寺里的中庭散步。当时苏轼被贬黄
州，身处挫折困顿之中，黄州也是荒僻贫
瘠之地，他却依然能在月光的召唤下这
样赏月。

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里留给我
们的，除了一片月色，还有对生活的这样
一种态度：不论自身处境如何，一个人可
以在局限之中找到自己的安顿，还可以
于看似平凡的日常中寻求美感和诗性时

刻，并由此让自己的性灵得到舒展。
极简慢生活，苏东坡是这样为我们

示范的。
这两个月夜让我看到，苏轼和张岱

的高明之处，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他
们注重精神性远远多于物质性，因此能
不为外物所拘地生活。第二，他们对美
保持了敏感，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全天候
地发现美和全方位地欣赏美。第三，他
们能放下很多欲望和现实计较，不论处
境是否如意，皆能趋于自在从容地生活，
活出一种通透之美。

今天的人若借鉴他们，也许可以离
舒缓自在的“慢生活”近一大步了吧。

愿我们在自己的生涯里得到安顿，
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里找到美感，愿我
们在俗世的烟火气中体会清欢，一寸寸
光阴，一寸寸活出从容滋味。

《清香的日常》
潘向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一寸寸活出从容滋味
□潘向黎

11 岁少女苏小依因为一场意外，
被误会为导致堂妹阿贝溺水死亡的“元
凶”，在深深的自责和刺激之下，不得
不休学一年，来到美呀村的外婆家休
养。美呀村如诗如画，宛若世外桃源，
外婆慈爱恬淡、善解人意，土狗大黄活
泼好动，花猫阿呜慵懒可爱……阿依的
状态固然一天天向好，却丝毫没有要回
到父母身边的意思。与此同时，小说的
另一个主角——黎锦也渐渐浮出水面。
于是阿依不出所料地迷上了织锦，纺、
染、织、绣一一学起，于是安总出现，

于是有了壁锦《永远的阿贝》，于是阿
依重回美呀村……于是种种。最后，小
说在阿依对黎锦《永远的阿贝》、对自
然、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感悟中结束。
整部小说温情缭绕、野趣氤氲，人与
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在生命与文化
生生不息的传承中融会贯通，呈现出一
种圆融之美、自然之气。

小说读毕，我对邓西的“儿童文学”
写作便多了一层认识，将自然之美、人文
风物融入少年儿童心灵蜕变的过程，让

“成长”这一概念获得扎实的现实根基，
原比凌空蹈虚的“顿悟”、“升华”式成长
更具说服力。也因此，《永远的阿贝》在意
蕴上更加开阔。

《永远的阿贝》无疑是一部治愈系小
说。相比堂妹阿贝的灵动跳脱，阿依心思
细腻，情感丰富，因此在被误解时造成的
伤痛更深。小说里有一段阿依的内心独
白，读来格外让人心疼。是美呀村的和风

细雨涤荡尽了笼罩在阿依心头的阴霾；
是外婆、芸阿婆和阿峰等人的故事让阿
依知道，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有埋在
心底不为人知的秘密；是雨林中那些叫
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生灵让阿依明白，
生命本就是生老病死、循环往复的，而生
活总是要继续，最终，阿依不仅“像在山
里寻到宝一样寻回了自己”，也借着黎锦
技艺找到了灵魂寄托之所和人生价值所
在。小说在“治愈”这一关键主题上的
处理是润物无声的，从外婆的“不
问”、阿依的“不说”到祖孙之间无话
不说、相互慰藉的过程，点染穿插于一
粥一饭的生活细节之中，真真是人间烟
火气，最抚凡人心。

《永远的阿贝》又是一部儿童成长小
说。小说的故事从阿依休学回到美呀村
开始，在外婆、大山和黎锦的陪伴下，阿
依不但走出了心灵的困局，更收获了内
心的丰富与宁定。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作者对人物成长的思考没有停
留在单一维度上，而是充分赋予其多样
性和现实性，这样的考虑恰恰是真正把
儿童当作了“人”，当作了“现实”中的人。

《永远的阿贝》还是一部民俗风情小
说。小说将叙事重点落脚在黎族传统织
造技艺——黎锦上，将其自然而然地融
入主人公阿依的生命中，赋予黎锦民族
文化基因的天然疗愈性，传达了守护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于继承中创新发展的
时代内涵。小说对黎锦的织造技法描述
尤为细腻，通过阿依《永远的阿贝》这一
创新性构思，从纺、染、织、绣四道工艺程
序入手，全面展示了黎锦这一传统技艺
的艺术价值，及其背后深藏的黎族文化
内涵。

《永远的阿贝》
邓西 著
晨光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山海之间织锦绣
□张俊平

《亲爱的人们》 是“西海固女儿”
马金莲浸透多年心血写就的作品。在
她笔下，骨肉亲情于日常烟火温润下
熠熠生辉，作品讲述了西北人民如何
走向美好生活，描绘中国改革发展惠
及人民、共同富裕进展明显的蓬勃盛

景，呈现出一幅鲜活的中国西部山乡
巨变图。

陈新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芙蓉杂志社社长、主编）：《亲爱的人
们》 写的是作者亲爱的家人、故乡，
是向上逐梦、奋勇向前的亲爱的中华
儿女，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韧
与温良。小说有丰厚的现实依托、熟
稔的地域生活，塑造了马一山、祖
祖、舍娃等乡土文学新形象，充分说
明了“80 后”青年作家也能创作出大
作品的决心和实力。

杨玉梅（《民族文学》杂志副主
编）：马金莲 24 年的文学创作，是坚
持文学理想，不断超越自我的优秀代

表，也是少数民族作家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的优秀代表。马金莲笔下的人
物是善良的，是包容的，是宽厚的，
是顽强的，是坚韧的，这些不仅塑造
了西海固人的形象，也塑造了中国人
的形象。马金莲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展现时代风云变幻中的芸芸众
生，书写鲜活的人生，描绘动人的人
物形象。作品人物语言生动、情节绵
密，读来特别感动。

程绍武 （《中国作家》 杂志主
编）：马金莲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乡
村基层、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书写乡
村故事、有着很高辨识度的作家，在
艰苦环境下坚持写作。在这部作品

里，每一个人都是亲爱的人，都是芸
芸众生、乡亲百姓，也可以说里面的
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自己，作者对他
们的悲悯、同情和爱贯穿始终。

作者成功书写出了时代之变，真
实客观地记录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乡村、城市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作品着力描写普通百姓对
未来的希望、期盼，因此这是一部描
绘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作品，也是一
部真正的心灵史。

《亲爱的人们》
马金莲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书写西海固乡村巨变

■众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