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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榜

有了文学，一个民族的历史便有了
色彩，有了鲜活生动的一面。千百年来，
中国文学与历史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关
系。一个有“野心”的作家，往往寄望于
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活着的历史，而一
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后人则习惯称之为

“史诗”。
陕西作家高建群在上个世纪 90 年

代创作的长篇小说 《最后一个匈奴》，
作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被誉为陕北史诗，后期创作的历史文化
散文《胡马北风大漠传》《统万城》《我
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详细描述了
匈奴民族的最后走向、楼兰王朝的生生
灭灭、西夏王朝的何去何来、成吉思汗
的铁骑纵横……以刚健、雄浑的笔触，
将人带进苍茫的大西北。长篇小说新作

《中亚往事》再次显示了作家对大西北
人文历史的执着追寻，作品主人公马明
轩原是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客，被仇家逼
上绝路后易名马镰刀，成为中亚草原上
劫贪济贫的“草原王”；为民族大义，马镰
刀带领兄弟们戍守边关，成为北湾卡伦
的站长，作品融入了作者几十年来在中
国西部、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意象与创作
思考，既有自然景致的细致呈现，又有人
文历史的独到挖掘，将中亚的辽阔、丝路

的壮美、中国西部的锦绣山河刻画得美
不胜收。

“70 后”代表作家张楚的首部长篇
小说《云落》以“云落”这个北方小县城为
背景，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这些人
物的神奇之处不在于他们的壮举，而在
于他们接受命运和反抗命运的方式。作
者通过细腻的叙事，从一个名叫天青的
青年偶然来到了云落县开启整个故事，
以日常生活的修辞创新为特色，让读者
兴趣盎然地走入这个虚构的小说世界，
结识那些平常而又发着光的人。在“县
城式”叙事方面，张楚展现出了充分的把
握和构建能力。他花费大量功夫构建了
这个虚构世界的特性和饱满度，每个人、
每种动物、每种植物，甚至每种细小的事

物都有确切的名字，这种知根知底的叙
事方式是该小说的魅力所在，同时展现
了作者的笔力和对生活的尊重。

敦煌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标志，这
里浓缩了中国多民族的演变过程，集中
展现了炎黄子孙的生命、自然、人生和
历史，它是见证、薪火和生机，是宗
教、历史、哲学和文化本身。陈继明的
历史题材小说《敦煌》以唐代贞观时期
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祁希
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
廷画师造像；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
景，叙述河西走廊吐谷浑人与汉人的融
合过程。更重要的，小说加入了当代元
素，以一个吐谷浑后裔的奇特人生，打
通历史和现实的联系。

陈崎嵘的《远方的山水——中国式
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以
及和之梦所著、罗建华撰稿的《再会长
江》是近期长篇纪实文学的重要成果。

《远方的山水》刻画了浙广两地干部群
众的生动形象和浙江人大爱奉献、广元
人感恩奋进的精神境界，拓展了全社会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的认知。《再
会长江》是同名纪录片的图书版，通过
讲述长江沿岸民众 10 年前后的人间烟
火和风雨变化，深刻反映了中国 10 年
来的飞速发展。如果说纪录片是以全景
式的画面、一系列的人物故事，来展现
长江两岸的 10 年之变，图书则是一部
让更多人了解长江、热爱长江、保护长
江的纪实作品。

文学与历史的同构
□文学评论家 马季

日子如流水一般，当你学会凝神屏
气感知生活，你的收获就会不同。当你有
意识停顿几秒，观察自己的呼吸，养成这
样的习惯，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宁静而且
强有力的时刻，这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活在当下”的感受。而拥有这样的松弛
感，会让你获得平静，感受清凉。

在《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来自内
心深处的福流》中，关于“如何做到自
己爱自己”，作者的建议是学会原谅自
己，练习自我倾诉，善待自己的感官，
比如闻一闻花香，听一听轻松的音乐，
外出欣赏风景。这些很简单的行为就可
以让我们感知到美好，而我们往往会忽
略这些。

苏东坡是一个有趣的人，只要是他
喜欢的，几乎没有不精通的，琴棋书画茶
艺美食，他都能无师自通，玩出自己的高
度。《和苏东坡吃茶》是一本介绍苏东坡
的茶生活的书，视角很独特，作者通过苏
东坡涉及茶的诗词文章来解读苏东坡的
茶生活，由此让我们看到苏东坡对茶艺
的追求，对茶品的重视。

梭罗曾说：“旅行的真谛，不是运动，
而是带动你的灵魂，寻找到生命的春
光。”翻开这本《跟着音乐大师去旅行》，
我们可以看到伦敦的逍遥音乐节；看到
斯美塔那和他的母亲河；看到德沃夏克

创作“新大陆”时的思念与惆怅；看到生
前不为人知的巴赫，身后百年如何成为
人人景仰的“音乐之父”……这本书对维
也纳、布拉格、伦敦、柏林、慕尼黑、萨尔
茨堡、威尼斯等全世界音乐名城做了梳
理和描述，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众多
音乐大师的故事，并将各地的历史、文
化、建筑和自然风光融入其中，展现出一
幅幅充满艺术魅力的异国风情画。

“中国菜到底是什么？”“中国菜里
有哪些智慧？”《君幸食》作者扶霞·邓洛
普将这些问题视作自己的“人生使命”，
在长达30年的研究和实地探寻之后，用
一本书给出了她的答案。在书中，我们可
以看到作者以中西文化比较分析东西方
美食的眼光，热爱美食、积极阳光的生活
态度以及对于中国美食与文化发自内心

的喜欢与探究，都让人感同身受。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

我国西北戈壁腾空而起。《为国铸盾——
中国原子弹之路》一书，回顾了新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之路。作者从国
际背景、国内环境、中国领导人决策过
程、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努力过程、指战
员和工人等全力配合等多维度，全景式
地展现了中国原子弹的诞生过程。

《奔月：“嫦娥”眼里的中国探月史》
是一本讲述中国人探月历史的科普图
书，作者以“嫦娥”视角讲述中国探月，对
世界探月、中国探月各个方面进行了整
理与总结，让我们感受到了航天事业的
伟大成就。

在中国这片辽阔广袤的土地上，地
质公园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地

质遗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地球的
极美之境。通过阅读《极美之境：中国
的世界地质公园》，我们可以浏览截至
2024 年 3 月底中国获批的 47 个世界地
质公园的魅力。作者全面介绍了这些地
质公园的地质特点、资源优势与历史文
化传说，尽可能地展现中国世界地质公
园的地质遗迹之美、自然生态之美和人
文历史之美。

在《陪父母老去》中，作者细心记录
了陪伴照顾母亲17年的心路历程，其间
还有照顾父亲的辛劳。这本书写得很感
人，人间烟火最宜人，真情真性很动人。
父母的衰老和疾病是子女都要面对的课
题，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应对？作者用亲身
的经历让子女懂得老年失能后的种种困
顿，也让父母理解子女所面对的压力。

活在当下 感知美好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科技创新是一场接力赛，从基础原理研究
开始，到样品、产品、商品，需要经历科学研究突
破、工程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发展等环节，每个环
节的工作任务和成果产出形态都存在差异。《硬
科技2：从实验室到市场》讲述了构建具有自己
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的设想；《科技创新与新质
生产力》从理论、主体、产业、区域、政策5个维
度，深度探讨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创新高地：深圳创新启示录》则是从深圳经验
出发，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案例。

在《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一书中，中
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等
编著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包括新
要素、新技术、新业态；新质生产力的“质”
主要区别于传统发展方式中偏重“数量”的投
入，而是强调高素质人力资本、生产工具的技
术含量以及绿色低碳等高质量发展方式。

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中架起一座
“铁索桥”，是 《硬科技2：从实验室到市场》
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作者米磊等基于长期的硬
科技投资实践，从思想转变、体制机制、新型
研发机构、关键共性平台、金融、人才、生态
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推动实验室中长期积累
起来的大量优秀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提出了
适合我国的可行路径。

在《超级制造》中，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
克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戴维尼，展示了3D打印
带来的巨大生活变革，从“隐适美”、关节植
入物，到自动驾驶电动公交车……同时，他还
介绍了 3D 打印已经取得的惊人突破性进展，
提供了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超级制造时代”行
动路线图。

硬科技向新质生产力的成功转化，需要对
应的“新质生产关系”。在《创新高地：深圳
创新启示录》中，经营管理专家宋志平等作者
展示了深圳政府、市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
业之间的互动，进而形成一套运作高效、协调
的社会系统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培育创新文
化，政府的制度建设很重要，政府为创新主体
做好服务，让企业集中力量做创新。

在《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挑战》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
认为，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
高收入经济体水平，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要
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
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
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高
水平进步。这需要满足3个条件：拥有能够从
事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能够将基础科研转
化为发展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以及支撑这
些转化所需的金融支持。

最后，看看意大利经济学家卢西亚诺·卡
诺瓦的《看不见的大象：如何用长远思维预测
未来》。卡诺瓦提出临界值的观点，即只要有
足够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努力能带来改变，他们
就会选择加入行善（遵从自身对于公平和正义
的朴素认知）的事业中，由此，公共政策中的

“集体行动”就能获得推动，全球变暖与人口
老龄化等“看不见的大象”，才会真正引起人
们的重视并获得解决。

科技创新引领
超级制造
□书评人 李杰

人在读书的时候，有意或无意，会
去寻找书与书之间的联系，这个举动特
别有趣。很多时候，一本书会指向另一
本书，甚至指向另一堆书。阅读，其实
就是这样展开的。

《中华文化公开课》是一本了解中
国文明进程和中国文化的重磅新作，作
者包括“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故宫博物
院院长王旭东、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
王巍、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等8位
文化领域名家，他们在敦煌、故宫、云
冈、大运河、红山、良渚、二里头、国
家图书馆8个历史文化地标举办现场讲
座，出版单位再将讲座内容拓展成这本
书，对于阅读的拓展由此达成。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的著
作《满世界寻找敦煌》同样来源于他在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座，还有他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课堂上的两次课程，
所以文字明白晓畅。在《满世界寻找敦
煌》 中，他系统梳理了 40 年来他走遍
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考察经历，当然也
少不了对敦煌的学术研究内容，因此是
故事与知识的融合。

《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
故事》和《满世界寻找敦煌》最为相像
的就是能让人想起中国的文物文献流失
到海外的状况。《望长安》在从不同年

代、不同角度、不同形式诠释中国古代
物质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博大精深的同
时，也让读者看到，在一段特殊历史时
期中，文物保护者和盗掘者、贩卖者之
间的博弈。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
的中法交往》是今年4月到6月在故宫
博物院文华殿举办的同名展览的配展图
录。之所以在今天要关注或研究这段历
史，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客观评价中国在
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增加我
们的民族自豪感。当然，文化的交流从
来都不是单向的，《紫禁城与凡尔赛
宫》 里也有绚丽而独特的“法国风
景”。我建议把这本图录和《欧洲十八
世纪中国热》《审物：18世纪之前欧洲
对中华诸物的描述与想象》一起读，收

获一定会更多。
《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和

《望长安》《紫禁城与凡尔赛宫》一样，内
容都与博物馆藏品相关。书中甄选了国
内外大约 50 家博物馆跨越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时空的200 余件代表性文物，
作者方阵则集合了十几位来自中国国家
博物馆的多学科专家。有趣的是，这本
书把严肃的史实和严谨的学术转化成了
一个个历史故事，均以文物为主角。这
种故事化和《中华文化公开课》《满世界
寻找敦煌》讲座文字的生动如出一辙。

介绍完用博物馆藏品串起的3本书
后，转向评论家解玺璋先生的新作《隐
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书院这种
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教学活动，背
后隐含着一个深远意义，就是对人格、

人性与文化的塑造，由此对社会人心产
生积极的影响。由书院延伸至家风，榜
单上的《名门家风》于是跃然而出。这
本书再现名门世家风华，王国维、李叔
同、朱生豪、陆费逵、蒋百里等名家的
后人，在深度访谈中分别介绍了家族中
先贤所持的家风。

历朝历代，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历
史发展的关键。榜单上，葛剑雄先生的

《中国人口三千年》是从人口角度看中
国历史；《京华万象：一百年前的北
京》是以“清明上河图”式的《清末民
初北京万象图》为蓝本，辅以VR这种
沉浸式数字化手段，讲述画作背后的历
史故事；叶舒宪的著作《世界神话二十
五讲》主要侧重中国神话和跨学科的新
角度——文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

寻找书与书之间的联系
□阅读推广人 启航

在一个绿色未来再次相逢，这是陈
楸帆的少儿科幻小说《山歌海谣》里的
来自东部沿海城市的女孩素素和贵州大
山深处的侗族女孩阿美的深情约定，两
个出生地域不同、生存境遇不同的女
孩，一起经历了天眼观星、抢救染缸、
溶洞奇遇、喊天节狂欢等一系列冒险故
事，获得了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认
识到了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
义。这是一部以饱满新颖的科幻叙事聚
焦“山海协作”的作品，以超越性的技
术想象力，展现了人类对于和谐美好的
未来的永恒渴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写给孩子们
的好书，都有着构建一个绿色未来的理
想主义情怀。但是朝向未来飞奔的人
类，常常会在历史之河中回溯，汲取不
断前行的精神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少儿绘本大系”是对我们的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次深深回眸，岳飞精忠报国的
忠贞、精卫填海的执着、孔子孟子的思
想启迪、二十四节气的古老智慧……这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耳熟能详的珍
宝，历经时间的淘洗依旧熠熠生辉，其
永远闪耀的光芒不但照亮了过去和现
在，也照亮了未来。儿童小说《茶乡少

年》在对传统制茶技艺传承与创新的书
写中，寄寓了培育时代新人的厚望。少
儿科幻小说《猛犸女王》奇幻的情节与
古生物学、古地理学等知识勾勒出

“史前科幻”的动人图画，它与传统科
幻向未来的模式逆向而行，最终又达
到了殊途同归的艺术效果。儿童散文
集 《蓝天空》 是梅子涵先生从自身经
历中凝练出的人生感悟，是前浪和后
浪的诗意对话，是过去与未来的喃喃
细语。

如果统计一下哪个词在儿童读物中
出现的频率最高，相信“梦想”肯定会
名列前茅，“梦想”一词蕴含着强烈的
未来性，就像把目光投向太空的儿童小

说《宇宙的梦想》，掩饰不住人类向着
宇宙深处进发的激情。“闪光少年”体
育绘本系列以细腻简洁的文字、精准精
彩的图画，在图文的相互激发下，完美
呈现了体育与少年儿童成长的关系，这
些短小精悍但曲折动人的故事，让人们
信服地看到，体育不但能强健其体魄，
也能强健其精神。儿童小说《幸福里》
以儿童视角触及了老城改造，这自然免
不了写到“拆迁”，而“拆迁”总是意
味着“重建”，那些古老的建筑焕发出
新的活力，传统的社区走向了现代智慧
社区。《人体简史 （少儿彩绘版）》是

《万物简史 （少儿彩绘版）》 姊妹篇，
作者从“万物大宇宙”回归“人体小宇

宙”，引领读者开启一段别开生面的人
体之旅。什么是世间我们最熟悉却又最
陌生的？也许就是我们的身体了，我们
从生命的起点就与它日夜相伴，但可能
终其一生，当所有明天都变成了今天和
昨天，当所有未来都变成了现在与过
去，我们也不一定明了身体所有的奥
秘。儿童小说《金色日出》涉猎了儿童
文学较少涉及的地质勘探的领域，在
地质寻金队的大背景中嵌入了儿童的
成长故事，“寻金”既是实在的，也是
象征性的，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可以
说是一个朝向未来“寻金”的故事。
每一次与好书相遇，也是为抵达美好
未来积蓄能量。

在一个绿色未来再次相逢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李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