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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红
色画卷——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以下简称《红色画卷》）一书面世
了。作为责任编辑之一，我有幸参与了这
本书从策划、组稿到出版上市的全过程。
在跟随社长、总编辑田忠，副总编辑杨智
洁与作者邵维正、张娜、李步前、张艳萍
4位老师深度交往的过程中，我从他们身
上学到了很多，也对他们有了近距离的观
察与思考。

河北美术出版社是一家拥有76年历史
的专业美术出版社，出版有 《人民的艺
术》《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等多部获国
家级大奖的主题出版物，拥有深厚的红色
基因和丰富的作者资源。基于长期的积
累，2020年田忠社长策划了《红色画卷》
一书，初衷是通过此书展现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精神。但作者人选却迟迟不能敲
定，难以推进。原因在于，此次策划的是
一本图文结合的主题类通俗理论读物。既
要有“大而全”的宏观叙事，又要有“小
而精”的微观切口，还要将精神谱系与美
术相结合，涉及多个学术层面。几经辗
转，经专家引荐，同时拜读了邵维正教授
出版的部分著作后，《红色画卷》项目组
认为邵教授非常适合作为这本书的作者。
我们立即联系了邵教授的夫人张娜老师，
并于2020年12月同邵教授团队结缘。

初见邵教授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的家
很简朴，靠墙的书架上满是图书，屋中各
处摆放着张娜老师创作的油画、版画等艺
术作品，这为屋内简朴的陈设增添了许多
艺术的气息，倍感温馨。邵教授满面红

光、精神矍铄地在门前等候我们，张娜老
师早已为我们准备好各色点心水果。在桌
旁落座后，田忠向邵教授汇报了《红色画
卷》选题的初步想法。邵教授对社里的编
辑思路给予了肯定，并且站在更高的层
面、更广的维度从几个方面理清了这本书
的编写思路，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是，将
书名更改为《红色画卷》，以精神谱系的
形式整体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
构建形成的政治优势和宝贵财富；二是，
内容上努力实现“精神谱系+美术经典”
的完美融合；三是，组建作者团队，4位
作者既有党史研究者、大学思政教师，也

有艺术家，能够实现从多个层面生动阐释
革命精神的内涵。邵教授表示：“我已经
是年近90岁的老人，作者团队里最年轻的
李步前也已经50多岁，这样几位老人，为
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出版这样一本书？
实际上是在坚守一份不忘初心的信念，这
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邵教授曾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常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及写作，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仍然
关注着我们的时代和现实需求，把自己深
邃的感悟和超卓的智慧贡献给社会，这是
多么令人钦佩啊！

在此之后，作者编写和出版审校等工
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其间变化很多，故
事也很多，例如中央公布46个第一批纳入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前，
李步前和张艳萍老师已经梳理出60种革命
精神并成稿。出版社与作者团队商议，果
断调整了编写方案，遵照46个伟大精神，
重新编写；为保证录入的作品是能够生动
再现经典瞬间且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经典革
命题材美术作品，张娜老师多次联系艺术
家命题创作；田忠、杨智洁在春节、节假
日，甚至出差期间，带领编辑们认真查
阅、修改、提炼稿件内容。

前辈出版人言传身教指导我们如何
出精品、出好书，对我影响至深；作者
的严谨与担当也让我感悟到什么是责
任。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希望
这样一部把严肃主题通俗化的图书，能
够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读者通过阅
读，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
识、领会和感悟。

精神谱系与美术经典完美融合
□甄玉丽

光阴如海，展卷为舟。汉人曹丕曾自
信地作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的判断，古人所谓“三不朽”中，

“立言”与“立功”“立德”一道，被置于
崇高的位置。思想借文字和书册而传之后
世，精神与生命亦由此绵延，为后人所
读、所知，融于万众，从而超越时光。恰
如佛典举例，问曰如何可令毫端滴水不
枯，答曰持之还入海洋。

鉴于此，经过数十年的酝酿与探索，
2006年，“全民阅读”首次现身于中央文
件。古老的文化为人民所继承、当代的知
识为人民所书写，而促进这些文化知识的
繁荣，平等流向作为它们承载者与创造者
的每一位人民，既是情理之所必然，也是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
义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在经过近20年的努力之后，全民阅读
取得了丰硕成果。“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
微。”回望来路，以为前行者总结，以为
前行者鼓舞，著名作家、出版人聂震宁
先生捧出了这部饱含温情的《有书香的
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安徽教育出
版社）。

这是一部万众瞩目的作品，也是一部

万众一心的作品。“全民阅读”工程的主
体内容即是最广泛、最普遍的阅读，其承
载物即是图书。因此，记录与总结这一工
程的作品可谓是“书中之书”，要写好
它，不仅需要作者雄浑的笔力、宏阔的视
野，更需要深挚的情怀。

可喜的是，作者聂震宁先生既有丰富
的文学创作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还
是全民阅读第一提案人，数十年来，对
全民阅读始终关心不辍，念兹在兹。正
是在这颗赤诚之心的驱动下，一年多
来，他为创作专程南奔北走，考察了一
个又一个“有书香的地方”，采撷各地

“众书香”而作此书“一书香”。既有此
心，复加此行，便让本书的基色天然温
暖，本书的基础天然坚固，充分回应了万
众瞩目的呼唤与期待。

本书所记述的全民阅读，正是以泽被
广布为特质。作品不但记录了常为人所关
注的城市书房建设，更将目光放至偏僻民
族地区、老年群体、残障人士、监狱监区
等常易为人所忽视处，记述了这些区域中
的图书与阅读。而将这些地方的盛景拼
上，全民阅读才有了完整的地图。因此，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亿万读
者之手借于一手，亿万读者之心共为一
心，而一起创作的不朽篇章。

楮纸何足珍，唯以灵心追摹，乃成锦
绣；芸草不必贵，犹待众手开卷，方致馨
香。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愿阅读在
在皆是，愿书香遍布长流。

采撷“众书香”而成“一书香”
□黄晓宇

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
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
纳。同年，布克奖、龚古尔奖也被
非洲作家收入囊中——非洲作家已
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群体性力量，
以“非主流文学”的姿态冲击着所
谓的“主流文学”。

以古尔纳为代表的非洲作家始
终秉持着共同的“流散主题”，并以

“流散书写”隐喻自我身份，凭借全
球化视野消解西方霸权，从而建构
起合理性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
如何理解“流散”？一方面，文化殖
民是政治殖民和经济殖民在文化领
域的延伸和拓展。当西方话语占据
主导地位时，本土文化将被排挤到
边缘，非洲人就处于“失语”状态。另
一方面，非洲人因各种原因到异邦生
活、求学，在跟异质文化龃龉、冲突与
融合中，生发出自我身份认同、边缘化
处境、种族歧视和家园找寻等问题。“流
散主题”聚焦此类问题，“流散书写”关
注身份困境和边缘化处境。

2023 年，由西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的
“非洲文学研究”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该套书是我国首个非洲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
史”的成果。研究团队站在“尊重文明
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制
高点，立足中国文学文化立场，融入非

洲文化腠理，打破西方话语模式、批评
窠臼和认识阈限，重新确立研究目标和
审美标准，建立非洲文学坐标系，揭示
其世界文学文化价值，建构中国学者自
己的文学观、文化观、批评话语和理论
体系，绘制世界文化新版图，建立世界
文学新体系，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尊重
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促进文明互鉴、推动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丛书主编朱振武系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首席专家。丛书
中的“精选文学作品”系列是团队在翻
译大量文本并开展学术研究之后遴选出

来的。非洲文学远不止西方人认定
的那部分作品，其体量和质量都远
远超出西方学界的固有判断。“经典
文学作品”系列则是指世界文学界
已经认可的非洲文学作品。由于相
关研究以西方视角为基础，在文化
认同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一定偏颇。
该套丛书则是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
判断和诠释。可以说，“精选”与

“经典”互为表里，形成互衬。
文学即人学，以“人”为中

心。人又深受时代、地理、习俗等
因素影响，所以说“文变染乎世
情，兴废系乎时序”。非洲文学以
其独有的口述特色、鲜明的地域特
征和历史文化独领风骚。但因经

济、政治等因素，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
中没有受到足够的认可与重视。以英美
文学为主、德法日俄等国文学为辅的文
学归属“主流文学”，而非洲、中国文学
等被视为“非主流文学”，如此偏激的划
归存在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傲慢与
偏见”。

“二战”后，非洲文学逐渐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态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
作品。今天的非洲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
学界一股强劲的力量，正在以其特有的
方式开辟具有非洲特色的发展之路，成
为全球文化领域的关注热点，进而实现

“主流”回归。

从“流散书写”到“主流”回归
□何雨婷

从朋友那里知道建龙在写一部中
学生题材的作品。真正读到了，却和
原先的想象完全不同。拿到《行走的
月光静悄悄》（山东教育出版社）书
稿，一口气读完。没有想象中绚烂浓
郁的青春纪事，干净得近乎白描的文
字下，却深藏着少年时代的忧郁、刺
痛与温暖。案前灯下，我和那个叫刘
跃龙的男孩一起同行，似乎也路过了
自己的少年时代。掩卷之际，我似乎
感染于这样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忧郁。
如果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

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
的最伟大的馈赠”，那么少年时代的
诗意，其实并未曾消退，只是蒙上了
一层忧郁的色彩。课堂上、宿舍中、
山道上、村庄里，在作者简净、诗意
的叙事中，忧郁的情绪一直在静静流
淌，几乎无处不在。书中少年对朋友
的笨拙与善良，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努
力与担忧，一切情绪仿佛都是浮光掠
影，而又缠绕心头，忧郁情怀是驱之
不去的青春底色。

第二个是：温暖。
虽然少年的故事并不是都美好，

但作者的叙事口吻一直是温和、平静
的，甚至有几分刻意保持的疏离。经记
忆过滤的往事，尤其显得温和，无论身
处何境，好与不好，在月光笼罩之下的
村庄里，都是一程温暖的回溯。作者诗
一般的语言充满张力，让我一直思考
书名“行走的月光”到底象征着什么。
仅仅是少年时代村口的那一抹温柔月
色吗？恐怕是不止的。经过岁月的淘
洗，在记忆中仍然能熠熠生辉的同学
友爱、师长关怀、父子深情……这些真
挚的情感，或许也是抚平人生中所有
伤痛与不安、陪伴人一生成长的温柔
月光吧，正如那日村庄里照拂的一般。

一开始我把这部作品读成了散
文，但最后还是觉得更像小说。我没
有问过作者。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弥

漫着散文气息与笔法的少年成长小
说，群像式的人物描写与糖葫芦串的
结构设置，是这部小说费心费力之所
在；真情意、真性情、真感悟则是贯
穿于这部小说始终的艺术神经，换言
之就是散文之魂。这也是我所欣赏的

“有我”写作——在作品里，站着一
个倾注了自己全部情感思考的作者。
如果能将散文之魂智慧地融于小说之
体，这样的小说必然是能感动人、感
染人的。这正是此书吸引我一口气读
下去的原因。

三亚的风划过椰子树簌簌作响，
月光正洒在海滩与椰梦长廊。在春天
的静夜里读完这部书稿，若有所思。
作者的少年纪事、文中的往日情怀、
人生的稚嫩时代……各种不同的场景
连成一片，都笼罩在了村中胡同里的
那一抹月光下，也笼罩在了我窗口的
那一丛椰树叶中，真不知今夕何夕
了。这是童年记忆的艺术再现？童年
经验的人生升华？童年视角的通感书
写？似乎是，又似乎不是。那就留给
读者诸君去品鉴吧。

青春在眼童心热
□王泉根

说起贵州，你想到的可能是黄果
树的瀑布奇观，可能是遵义会址的红
色精神，可能是西江苗寨的民族风情，
也可能是风靡网络的“村超”“村BA”，
这些都是贵州。贵州生态环境优越、红
色遗产丰富、民族生态多元、全民体育
火爆，如果要阅读贵州，我们不仅需要
阅读树立在贵州大地上的自然人文景
观，我们还要阅读深藏在贵州历史深
处的文化底蕴，阅读后者我们就需要
一套文化地图，“读到贵州”丛书（贵州
教育出版社）无疑就是最佳选择。

“读到贵州”丛书由贵州文化耆宿
戴明贤、顾久担任顾问、主编，他们带
领贵州文化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精心
编选，分为《梓里旧痕》《黔尘往事》《风
物民俗》《游履行踪》4册，每册围绕一
个核心展开，串联起来可以用4个字
概括，即人、事、物、游，《梓里旧痕》为
贵州人物，《黔尘往事》为贵州史事，
《风物民俗》为贵州民物，《游履行踪》
为贵州山水游记，分类主题明确，资料
去取得当，内容古今并用。4册在手，
读者对贵州历史文化当有较为全面而
深入的了解。该书之文化学术价值，约
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读到贵州”丛书展现出贵
州多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
展的民族大团结大繁荣局面，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案例。贵
州是多民族共居共处的省份，省内共
有民族成分 56 个，其中世居民族有
18个，数千年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协
同奋进，共同谱写了多姿多彩的贵州
民族文化。《风物民俗》册中的《侗族礼
俗与〈礼俗歌〉》《傩面》《背篼》《刀梯上
的生命》等，描写了贵州苗族、布依族、
侗族等少数民族生活风俗、丰富物产，
以及蕴含其中的艰苦奋斗、乐观进取
等民族精神。

第二，“读到贵州”丛书展现出贵
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同频共振、互
相成就的特点。贵州地处西部，明朝永
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承宣布政使
司，正式建省，以贵州为省名。因建省
时间较晚，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对古代贵州的影响力不及东部省份。
不过贵州又是朝廷贬谪流放文官的重
要之地，众所周知，诗仙李白就曾被贬
夜郎，虽遇赦放还，依然留下了《流夜
郎赠辛判官》等名篇诗作。贬谪流寓贵
州的中原文官如王阳明等在贵州大兴
文教之风，促进了贵州文化的发展。贵
州地域文化也安顿涵养了贬谪流寓文
官的身心，因此我们在强调王阳明龙

场悟道的时候，不能仅谈“悟道”，而忽
视了“龙场”。“龙场”为王阳明悟道提
供了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悟道”也
激活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儒学因子。因
此，贵州毫无疑问是王学之圣地，龙冈
书院也是“阳明学祖庭”。《游履行踪》
册中的《王阳明诗文选》《记阳明洞》足
以佐证丘养浩《叙居夷集》所言“先生
（王阳明）之资，明睿澄彻，于天下实
理，固已实见而实体之，而养熟道凝，
则于贵阳时独得为多”。

第三，“读到贵州”丛书展现出贵
州跨越式发展的山乡巨变。古代贵州
受限于交通等条件制约，经济较为薄
弱，《梓里旧痕》所选清代郑珍《母教
录》记载了清贫之家贤母持家教子之
艰难，郑母典卖首饰为郑珍购书之举，
令人动容。郑珍成为西南巨儒、清诗王
气，植基之处，乃是其贤母之教；近现
代贵州依然相对落后，《游履行踪》所
选闻一多《致父母亲》记载了抗战时期
贵阳的民生凋敝、交通闭塞；新中国成
立以后，贵州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
《梓里旧痕》所选葛兆光《35年前的高
考记忆》记载了高考使一代人的命运
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贵州守住了发
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真正实现了全省
脱贫、山乡巨变，全省县县通高速，天
堑变通途，多彩贵州以崭新的姿态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游履行踪》所选卢
惠龙《又到青岩》，以生花妙笔把新时
代的青岩古镇喻作“心灵的出口”“清
幽的梦”。

总之，“读到贵州”丛书是一套好
书，是阅读贵州的文化地图。读完《读
到贵州》，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流寓
的身影，那些奇异的风物，那些秀美的
山水，都会以文字的形式映入眼帘，深
入脑海，留在心间。

阅读贵州的文化地图
□赵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