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现英雄楷模感人事迹
报告文学作品《你退后，让

我来：“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
奋斗实录》（浙江文艺出版社），
真实记录了“八一勋章”获得
者、“最美奋斗者”、“时代楷
模”、“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成
长历程。

英雄是时代的坐标。该书以
精湛的文笔，书写了杜富国从童
年时期到重伤康复后重回战位的
奋斗之路，再现了他参军入伍以血性和汗水练就“雷
神”过硬本领，生死雷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战
友，康复路上不畏艰难勇于追梦的奋斗足迹，诠释了

“你退后，让我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回答了“怎样
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怎样奋斗才能
成为生活的强者、时代的新人”。

讲述国宝背后故事
《国宝有故事：文物保护那

些事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书以深入浅出的语言，介绍了
文物保护中基础、典型的100个
问题，是了解文物保护知识直接、
有效的科普读物，有助于对文物
保护基本概念、原则和制度等专
业知识的理解和学习。

文物保护秉持什么样的科学
理念，文物保护遵从的法律法规
及行业规范有哪些，文物保护的边界在哪里，文物保
护和利用、传承、发展的辩证关系，文物的最佳归宿
在哪里，等等，该书基于以上对文物保护的常见疑
问，希望通过专业性的解答为读者提供一份便捷直
观、生动具体、丰富多彩的答卷。

再现南极科考历程
1989—1990年间，一支由6

个国家6名队员组成的国际探险
队首次徒步穿越了冰封雪覆的南
极。秦大河为探险队中方队员。
《大穿越：秦大河南极科考行
记》（科学出版社）根据秦大河
日记绘制了包含217个宿营地的
穿越南极过程中详细的行进线路
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现了这
一段历时220天，跋涉5896公里
的艰险征程。

该书记录了人类有史以来首次穿越南极的复杂
全过程，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探险科考过程的重要
图文资料。读者可从中领略到南极洲的自然风光和
绮丽的冰雪世界、探险队员们的大无畏气概、科学
精神和友谊。

趣味普及非遗知识
《米粒儿的传统文化之

旅》（语文出版社） 共 6
本，分别是 《奶奶的博物
馆》《泥泥狗》《阿禄的皮影
师傅》《跟着“棋王”学下
棋》《哈哈的礼物》《唢呐的
心事》，由儿童文学作家安
武林主编，非遗知识点涵盖
剪纸、泥塑、皮影、象棋、
相声、唢呐。

丛书以6岁小男孩米粒儿为主人公，每本讲述一
个与相应非遗知识点有关的有趣故事，并将行为规范
的养成和兴趣的培养巧妙融入故事中。此外，绘本还
创设了“米粒儿的非遗知识小课堂”栏目，通过米粒
儿与非遗小精灵对话的形式，对相应的非遗知识点进
行科普。生动的故事与非遗知识点科普相辅相成，力
求最大程度引起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在快乐阅读中
增加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在诗意的蓝天空飞翔
《蓝天空》（长江文艺出版

社） 是梅子涵最新创作的散文
集，作者用清新舒缓的笔调抒写
了自己童年、青年以及考上大学
成为教授的漫长人生经历，深情
回忆了带给自己温暖和感动的普
通人、琐碎事，从平常中悟人生
的道理，感受爱的暖意。

拿着几毛钱的乒乓球拍在小
小的课桌上挥汗如雨是“小欢
喜”；在长满青苔的绿茵地上跑成一只“苍鹰”是

“小快乐”；在敌机的轰鸣中不安地入睡是“小波
折”；爸爸去了远方，“我”被迫长大，下乡当了知青
是“小插曲”。该书记录了作家从少年梅子涵一路走来
成为教授，作家梅子涵遇到的普通人、平凡事以及自
己人生中经历的一些“小欢喜”“小快乐”“小波折”

“小插曲”。
在《蓝天空》中，作家真诚地赞美庸常的生活，平凡

的好人，微小的梦想，温暖、美好、诗意。“怀念和重温的
天空，怎么阴雨也是晴朗呢？诗难道只是写出来的
吗？诗又是什么呢？什么又是诗？”作家用一连串的疑
问句告诉读者：“对生活，对周围一切进行诗意的理解，
生活就会成为诗，诗也就是生活。领会了它，将是童年
和少年时代留给一个人的最伟大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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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歌声、笑声一路而上，在山顶聚集。山顶开阔、平坦，矗立着一排教室，屋顶上
树立着红彤彤的标语——“让山村学校成为一个有梦想的地方”，这就是位于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境内的瓦吾小学。“瓦吾”在彝语中的意思是高山脚
下的一块平地。云远远而来，聚集在山顶，低低地压下来，触手可及。蓝天、白云、
青山、秀水、红字……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画卷。从画卷里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在蓝
天、白云间谱出天籁之曲。 ——摘自《云端有个足球场》

作家许廷旺作品《云端有个足球
场》（浙江教育出版社） 以发生在四
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瓦吾小学的真实故
事为蓝本，讲述了彝乡孩子们奋力拼
搏、追求梦想的故事。阅读之后，我
有如下感想。

这是一个主题写作成功的尝试，
《云端有个足球场》有一个真实故事
的基础，主题写作往往都依托真实的
事件、人物或者故事，材料的选择是
作品成功的重要保证，这是一个有基
础的好故事，许廷旺又是写故事的好
手，这就有了作品成功的基本保证。
这个作品的成功，应该说是出版社和
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以真实的故事写一个作品，是特

别考验作者功力的，一个好故事虽然
为作品成功奠定了基础，但并不意味
着能使作品最终达到高水平，现在非
虚构作品很多，成功的也不少，我以
为，在成人文学作品里，这相对好解
决一些。但在儿童文学中，读者的趋
同性比较大，知识、年龄、环境的差
异没那么大，他们更喜欢能吸引他们
的故事，喜欢他们熟悉的作家，如何
使具有真实故事基础的作品摆脱非虚
构的拘束，用有趣和具有文学意味的
人物和语言、细节来打造作品，是更
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在这方面做了
很好的尝试，他在不违背真实的情况
下，打通了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
限，使作品通过文学的方式讲述了一

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出版的题

材，涉及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地区脱
贫，大山里的孩子放飞梦想，来自四
面八方的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乃至
足球这个令国人关注的热点问题，等
等。其实，题材涉及的方面越是广
泛，越是被关注，就越难表现，越难
写。作者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写作
上，无论是结构还是细节和语言，都
下足了功夫。

作者在结构方面，为故事设计了
两条线，虽然是双线结构，两条线丝
毫不游离，不脱节，它们互相缠绕，
彼此融合，又各自生长，盘根错节，
最后自然地把乡村振兴和孩子成长合

为一体，推动故事到高潮，小苗长成
了大树。

好的文学作品需要细节，许廷旺
本身是成熟的作家，知道细节运用的
重要，他做了大量的功课，对彝岭的风
土人情、自然风光乃至农业常识和家
庭结构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对风光的
描写非常准确而入微，提升了作品的
氛围感和可信度。他做过老师，对学
生和学校的描写信手拈来，甚至对于
足球话语都有内行的表述。

作者对人物的刻画也很独到。这
是一部人物众多的作品，人物多对于
写小说是双刃剑，好处是容易结构故
事，但往往也使线索杂乱，人物扁平、
符号化。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
错，主要人物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
很有特点，有的通过行为，有的通过动
作表情或者语言，有的浓墨重彩，有的
寥寥几笔，都栩栩如生，这是功力的
体现。

作者对于作品语言的运用也很老
练，语言贴住人物，自然流畅，作者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很有功力，训练有
素，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体现。

以文学方式讲述真实故事
□刘海栖

李燕燕、张洪波两位作家创作
的长篇报告文学《创作之伞——中
国文字著作权保护纪事》（重庆出版
社） 出版后，在文学界和版权界产
生了广泛影响。作品对于学习推广
现行《著作权法》，增强作家和各类
著作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都起到
重要作用。就作品本身而言，在多
方面都有创新。

拓展了报告文学的外延。传统报
告文学通常围绕某重大事件或者重要

人物展开叙述，属于以“有形”传主
为中心，内涵与外延相对明确固定，
且有较多成功案例可以学习借鉴。

《创作之伞》的传主却是无形的，它
不是人物，亦非事件，而是一部法
律。《创作之伞》 围绕 《著作权法》
的三次修订，特别是新版 《著作权
法》的重点与亮点，以文学形式阐释
法律精神，让 《著作权法》 形象具
体，作品本身也具有了著作权性质。

创新了报告文学的结构模式。
通常的报告文学写作模式以史带
论，以事实的记述为基础，间杂议
论。《创作之伞》 却反其道而行之，
以论带史。构成其基本脉络的，是

《著作权法》制定、修订等过程，是
法律文本的形成与变迁，是专业
的、平面的。但这一“藤”上的

“瓜”，却是具体的、生动的，穿插

了大量侵权、维权等方面的案例。
从中既可窥视 《著作权法》 一路走
来的艰辛与必要，又起到了“以案
说法”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重构了“传主”与“作者”之
关系。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既有文学
性，同时又具备明显新闻性的文
体，作者通常并未参与事件的发展
过程，或者传主的生活经历，秉持
着“第三者”超然的调查立场。《创
作之伞》 的两位作者李燕燕、张洪
波，却是 《著作权法》 修订、运用
以及维权等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
参与者，甚至是重要推动者。李燕
燕曾有多次作品被抄袭等著作权受
到侵害的经历，其中痛楚，非亲历
者不可知。张洪波更是著作权领域
的一员老将。他具体负责的中国文
字著作权协会自 2008 年下半年成立

以来，至今已 16 年，始终活跃在或者
说战斗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等版权保护
工作的第一线。以《著作权法》为武
器，维护作家的多方面权益，每年替作
家收取和转交的稿费、版税就是不小
的数字。许多事例，都非常感人。

引入了涉案剧的写作技巧。《创
作之伞》 原发的 《啄木鸟》 杂志，
以发表情节惊险的公安题材文学作
品为特色，一部报告文学能写出情
节惊险曲折的效果，比较少见，而

《创作之伞》做到了。打开红色的封
面，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个著作
权保护的生动案例与精彩故事。不
过，与其他案件相比，更多是静水
流深，暗处用力。李燕燕具有丰富
的政法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经验，深
厚的积累与熟练的技巧，大大提高
了作品的可读性。

将版权保护故事娓娓道来
□李晓东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历
来是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也是作
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道义两大
重任在知识分子（作家）身上是如何
体现的？或曰，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
分子该如何将自己的责任化为具体行
动？笔者以为，在这方面，“梁晓声
谈中国系列”（大有书局） 体现出极
好的示范作用。

“梁晓声谈中国系列”以 100 多
篇文章从中国人、中国故事、中国智

慧三个维度深度解读中国社会，堪称
作家的时代回忆录，也是充满人文理
性的社会观察实录。通过对“梁晓声
谈中国系列”特征鲜明的平凡、时
代、智慧等关键词的解读，笔者认
为，论及责任担当，知识分子至少应
具备如下三种素养。

第一，发现之眼。现实生活中，
平凡人物的温暖与尊严，年轻一代面
对新环境、新选择，这些是中国任何
时代和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
作家需具备如鹰隼般锐利的眼神，
去发现，去捕捉，凭着职业嗅觉去
找到自己能感知到的一切敏感信
息。梁晓声若不敏锐，便发现不了
身为外乡人的打工女人内在之美，
文坛便少了一篇可与鲁迅的描写人
力车夫佳作 《一件小事》 相媲美的

《看自行车的女人》。作家在多年前就
有察觉并将之细致地诉诸笔端，与此
同时，他还颇有预见似的将视野扩大
到彼时尚未被重视和热议，今日已然
成为社会焦点的中国女性群体、中国
中产阶级群体……

第二，表现之手。于作家而言，
仅有发现之眼是不够的，将所见所闻
所观所感以一种易于让人接受的有效
方式表达出来，是作家写作功力和各
自的看家本领之所在。“梁晓声谈中
国系列”有大时代的小人物、大中国
的小故事、大文化的小批判、大命运
的小智慧，有“人间烟火气，最抚凡
人心”的宽容平和，有路见不平拔刀
相助的怒目相向，有写给迷茫青年的
谆谆教导，有献给大学老师的新年贺
信。凡此种种，林林总总，题材很难

统一，梁晓声熟练地操起小说手法，
巧妙地用讲故事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
和态度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读者，读来
不曾有说教之沉重，甚至有嘴角微
扬、忍俊不禁之处。与作家其他篇章
凝重深厚、层理分明、谆谆教诲的论
述相得益彰。一张一弛，可雅可俗，
写作的松弛感彰显出作家娴熟卓越的
语言表现和写作节奏驾驭能力。

第三，反思之脑。当代作家梁晓
声虽然关注凡人凡事，但他一直未曾
忘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
非虚构作品体现最多的便是批判精神
和智慧营养。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
的立场，关注民众良知，深怀家国情
怀，反思文学、反思文化、反思人
生，进而为大众读者提供一些解决现
实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彰显知识分子责任与担当
□淡霞

一只猫在城市的街心公园走丢，
欧小桃、艾扬、豆瓣、浅草、灰树5
个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孩子，自此产
生了难忘又动人的命运交集。吴洲星
的新作《幸福里》（安徽少年儿童出
版社）聚焦城市更新和基层综合治理
成果主题，承载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弘扬与传承，也在故事的字里行间
润物无声般传递给读者。

日子平平凡凡，生活普普通通，
却让人感受到细碎烟火中的安稳与美
好。吴洲星笔下的市井百态、寻常生
活、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充满着浓郁
的人间烟火气息。

作品以小城市安城为背景，故事
从女孩欧小桃的猫走丢写起。孩子之
间真挚纯真的友情，父母与孩子之间
温馨无私的亲情，以及政府对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关切之情，
通过吴洲星细腻、精妙的语言，刻画
得感人至深。5个孩子相遇在幸福里
社区，并在年轻基层干部的支持下，
积极救助流浪猫、关怀孤独老人、保
护历史古迹……作品展现出孩子们的
智慧与力量。

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传承书院
文脉。古代文人讲究以书养德，通过
读书修养自己的心性和德行。作为古
代特有的教育机构，书院承载着“传
道、授业、解惑”的功能，是文化传
承的重要场所，是一个地方的文脉。
保护书院，也就意味着对读书的重
视，对文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幸福里》 描摹了一个 600 年的
古迹白麓书院。这座古书院距离幸福
里社区不远，始建于明代，藏有很多
古籍，是当地的文化地标，据说曾培

养了不少人才。它从历史中走来，承
载着安城人的记忆。安城人很喜欢这
座书院，一踏进去心里就有一种说不
出的安然，仿佛时间在这里变慢。历
经几百年的沧桑，白麓书院依然矗立
在那里，得到了有效保护，仿佛有了
全新的生命力。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崭
新的幸福家园，还有涵养人心的精神
家园。

书写老年人的日常点滴，观照老
年人的精神世界。随着我国老龄化程
度加深，如何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
安至关重要。

幸福里要动迁，几乎所有居民都
搬走了，只有不多的几户人家还在坚
守，这其中就有独自生活的“猫奶
奶”。为了照顾社区附近的流浪猫，

“猫奶奶”整日忙碌。“猫奶奶”之所
以不愿意搬走，与想念已经去世的老
伴、担心流浪猫没人照顾，以及对白
麓书院很不舍有关。“猫奶奶”的老

伴生前是一位做活儿精细的木匠，书
院修缮时总离不了他。“老头子虽然
不在了，可是书院还在，他修缮过的
窗子、门也都还在。我每次去书院，
摸摸那些窗子和门，就觉得老头子还
在。回到书院，我就是回家了。”作
品最后，“猫奶奶”担心的问题得到
解决。白麓书院重新开放，不仅完好
无损，还焕发了新的生机；至于流浪
猫的问题，一家公司研发了“智能流
浪猫管理猫屋”，每个猫屋配有猫咪
饮水机和储粮箱；新小区除了商场、
学校、公园，甚至还有一座整洁优美
的养老院，叫“幸福里老年之家”，
里面有许多猫，老人怀里抱着猫，悠
闲地在院子里晒太阳。

“一砖一瓦，筑起遮风挡雨的
家园；一门一窗，连通幸福安居的
未来。”作品通过文字致敬人性光
辉和生活中那些默默无闻却以微小
之力温暖世界的个体，并深刻描绘
出社会发展下人们和谐、稳稳的幸
福图景。

细碎烟火中的美好
□杨雅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