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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日》（广西美术出版社）是当代中
国美术大家、水墨人物画巨擘冯远先生的
自传，既是他的个人史，也是一部艺术史。
当我们透过文字与作者的记忆和际遇、与
那些过往岁月不期而遇，仿佛穿越历史的
烟尘，看到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滚滚洪流或
交织碰撞或同频共振，仿佛一曲铿锵有力
的命运交响乐。在作者笔下，他的生活经
历、艺术追求、人生理想、个体情感在读者
面前一一展开。

冯远1952年生于上海，有着“其乐融
融”的温馨家庭和幸福童年。1969年，刚
满17岁的冯远穿着黄棉袄，随上山下乡的
洪流，与千万知青一道，坐了三天三夜绿皮
火车，到了黑龙江一个叫拉哈的小站，在低
矮破旧的农村土屋里度过了8年“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时光。他在书中“荒原纪
事”的题记中写道，“如果说生命是一次偶
然，那么生活就是一场无法逃避的修为过
程。”虽然作者对那段漫长岁月的苦难未作
过多描摹，然其中艰辛可想而知。“能够在
苦累中聊以自慰，自我作乐的，就是一支铅
笔、圆珠笔或毛笔可以画画”，这点慰藉驱
动着他劳动之余不停地作画，画劳作中的
人和景，画刨粪沤肥，画北大荒晨起炊烟、
血色黄昏……唯有“那一刻，我能够放下一
切，获得全身心的释放和精神的自由”。

因为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更因为热
爱、坚持和不懈努力，冯远绘画技艺愈见臻
纯，不仅在《黑龙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美
术作品，还不断受到各个层级的创作邀约，
并被借调创作了《苹果树下》等一批在当时
产生极大影响的连环画，在美术界崭露头
角。1977年3月，几经周折，冯远离开北大

荒调入辽宁省文艺创作美术摄影组工作。
1977年年底，冯远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中国画专业研究生班，接受系统而严格的
浙派体系培养。离开辽宁时，他立下初心：
学好本事，画好中国人，画好中国历史，画
好世界。从浙江美院毕业后冯远留校任教
从事人物画教学、科研、创作，陆续在诸多
美术大展上获奖，并以学者和画家双重身
份调任原文化部科技教育司司长、艺术司
司长。后来他又相继担任中国美术馆馆
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名誉院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正如他
在章节题记中所写，“无法设计人生，你所
能做的，只能是不负当下。”正因为不忘初
心、“不负当下”，冯远在每个岗位上都潜心
笃行、尽善尽美：从事教育工作，他执笔起
草《高等美术教育方案》与《艺术教育评估

指标体系》，使我国高等院校美术教育有了
完整的培养和评估体系；在原文化部期间，
他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高度，倡议
促成“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

“国家美术收藏工程”立项；任职中国美术
馆馆长期间，他聘请馆内外专家组成艺术
委员会及藏品评鉴、策展和展览资格审核
小组，严把展览、藏品质量关；就任中国文
联领导期间，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华文
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艺术形式呈
现中华文明史、重构文化记忆，为新世纪美
术创作积累了大批优秀成果，也见证了大
批中青年美术家的成长。

工作之余，冯远始终坚持以艺术家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中国人物画语言和范
式创新进行探索与实践。《灼日》里配有
大量冯远不同阶段代表作，这些作品或崇
仰前贤，或俯悯苍生，向现实的广度和历
史的纵深、向精神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处拓
展。翻阅这些图片，能感受到作品兼具感
性与学理双重表达，坦荡深沉、大气磅
礴。他笔下的人物造型严谨传神，笔墨苍
涩遒劲、通透老辣，线条简洁浑厚、舒畅
有力，呈现出深邃的思想内涵、深远的历
史视野和悲悯的人文关怀。透过这些画
作，更能看到随着人生阅历的积淀与丰
厚，他的人物画笔墨和意趣都渐入一种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给观者以视
觉震撼与回味。

我曾问过冯远先生为何书名为《灼
日》，他回复说，《灼日》之灼，延展自诗经

“灼灼其华”之意：灿烂、辉耀、明煌、炫目、
暖热、炙烤、磨折……“日”：太阳、生命之
源、毒日头、日子、人生、过程……

《灼日》

一曲铿锵有力的命运交响乐
□颜慧

在海瑞身后，以他为写作中心的各类
著述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依然，何氏《海
瑞传》（海南出版社）正是此中最新的成
果，此书问世，或昭示着作者选题写作
时所怀抱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
与使命感。

何氏《海瑞传》的写作口吻、行文方
式与具体论点都令我产生一种印象：他不
仅想描述海瑞“刚直”“清廉”的面相，
还想树立一位怀抱忠君爱国之心、以家国
天下为己任、以“淑世”为理想目标的典
型儒士形象。在此书中，作者把关于海瑞
这一历史人物的叙事重点，由传统的“性
格中心”转至“行为中心”，将对海瑞生
平事迹的论述纳入儒家“经世”的宏大命
题之中。在这个维度上对海瑞进行书写，
更利于凸显海瑞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海瑞传》读后，我看到的不仅是传
统叙事中那个性格刚烈的海瑞，还看到一
个道直如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
海瑞。此书勾绘的不是刻板的、扁平化、
标签化的海瑞，而是一个言行合一，始终
在履践道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海瑞。个性
独特、爱憎分明、不畏权贵的海瑞，给予
我们的是阅读的快感，是闲聊历史的谈

资；而一直在行动的海瑞，一直在追求儒
家“价值观落地”的海瑞，才能给予我们
更多的精神力量，驱动我们去反思、寻溯
在当代社会中每个自我的个体价值何在。
即使是在该著的《后记》中，作者捻出儒
家“乡原”这一古老命题借以申论，其目
的仍在于借海瑞之事迹，弘扬“士行”与

“淑世”之当代意义。以刚直、清廉之性

格去敦促规范个人行为，以持续的“行
己”去完成“淑世”这一宏伟目标——这
或许是何氏《海瑞传》的中心论点之一。

此外，这部《海瑞传》在传统史传的
整体叙事（全国性）之基础上，有意地加
入了适度的“海南叙事”（区域性）——
以“海瑞”为中心巧妙地绘制出一幅海南
文化名人关系图。可以说，此著在一定程
度上呈现了中华历史文化谱系中的“海南
脉络”，也体现出作者扎实而深邃的海南
史观。总的来看，对海南的关注，是这部
《海瑞传》独特于其他同类传记之处，这
也表明作者欲从常规的史传写作传统中另
辟蹊径，以为《海瑞传》著一家之特色。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无论是我们想表达对海瑞的敬
意，还是想寻绎海瑞精神的当代价值，
或是想与海瑞神交、与作者对话，细读
这部《海瑞传》，都不失为一个有效且有
益的方法。

最后，饾饤一首小诗，聊致敬意：
无闻生母梦非熊，名埒相侯绩亦丰。
职守廉明怀耿介，疏参权贵斥愚忠。
笔干造化功堪见，迹入丹青义未穷。
五百年来新立传，中原海外泽犹同。

《海瑞传》

“五百年来新立传，中原海外泽犹同”
□吴春秋

在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献记载中，对红一
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描述
较为丰富，相比之下，对红二十五军的叙述
则显得较为有限。因此，尹霞所著的《三千儿
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河南文艺出版社）
在文学层面填补了这一空白。

第一，本书是红色题材书写的佼佼者。
近年来，红色题材写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蓬勃发展态势，且日益精细化。红二十五军
作为历史上一支英勇的部队，过去在宣传
上确实相对不足。例如，吴焕先同志曾在程
子华和徐海东同志负伤之际，一人身兼政
委、军长、副军长之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现今人们对吴
焕先的记忆并不深刻。倘若吴焕先能够见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光，他很可能位列
大将，其名字也将更为人们所熟知。

第二，本书深刻描绘了红二十五军的
革命精神。这支英勇的部队，人数仅有三
千，受到敌人强大的兵力与先进的装备的
围攻，但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一次
次突破重围，令敌人束手无策。更为不易的
是，在缺乏通讯设备的条件下，红二十五军
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然而他们并未因此气
馁，而是坚定信念，并在长征途中成功开辟
了新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

他们抵达陕北时，人数竟然有所增长。在与
中央红军会师时，红二十五军的整齐枪支
与严明纪律给中央红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整齐划一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歌声嘹亮，步伐坚定，充分展现了严明
的组织纪律与高昂的革命斗志。

第三，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令人印象
深刻。在作品中，主要人物伴随着战事的
跌宕起伏，时而隐现于叙述之中，然而每

个人物形象皆被精心雕琢，显得丰满而立
体。除了吴焕先之外，徐海东与程子华两
位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尤为鲜明。徐海东以
其卓越的指挥作战能力而著称，被誉为

“徐老虎”，他性格急躁且脾气火爆。尽管
比吴焕先年长7岁，但在关键时刻，徐海
东能够放下身段，虚心听取吴焕先的建
议，展现出其灵活变通的一面。当程子华
加入队伍后，徐海东更是主动让出军长一
职，表现出其无私的品质和对于革命的纯
粹追求。程子华同样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
信念，即使在战斗中双手受伤无法活动，
他依然坚守阵地，毫不退缩。

第四，本书行文凝练，不肆意渲染，
亦不滥施笔墨，文字表述清晰扼要，读来
流畅舒适，且极具信赖感。以书中描绘徐
海东与周少兰二人的爱情为例，周少兰身
为护士，于徐海东负伤之际，帮他吸痰，
二人情感由此悄然萌发。若换作浅薄之
笔，或会对他们情感生发的过程进行详尽
铺陈，然而本书作者却未采取此道，仅以
一句“说来也怪，爱发火的徐海东，在这
个瘦弱的小姑娘面前，渐渐变得没了一点
儿脾气”便将二人情感的转变描绘得入木
三分。作者恪守史实，不无据妄言，这点
尤为值得嘉许。

《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

填补历史空白，展现革命英雄风采
□熊丰

2021年，全面部署开展“双减”工作
以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确保学生在

“双减”背景下高效学习，使“双减”政策
落地见效，成为一线教师的重要使命。在
此背景下，作业成为老师落实“双减”政
策的重要抓手之一。但一线老师要想设
计出符合新时代教育要求的作业实属不
易，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种种困惑，张逸红
老师主编的《中学历史作业设计》（教育
科学出版社）正好满足了老师的需求。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版）》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确定为课程目
标，通过核心素养的培育，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教师通过设计高质
量的作业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
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领会了新课标精
神，但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以生为本”、有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的作业。针对这一困扰着一线教师的难
题，本书从培育唯物史观素养、强化时
空观念素养、提升史料实证素养、发展
历史解释素养、涵养家国情怀素养，以
及历史跨学科作业等6个角度，结合优
秀作业案例对作业设计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案例，极
大地帮助了老师深入理解核心素养的内
涵和要求，并通过作业设计得以实施和
落地。以涵养家国情怀素养的作业设计
对我的启发为例，作者首先概述了家国
情怀的内涵、具体表现，结合《义务教
育历史课程标准》分析了家国情怀的课
程标准和学业质量要求。涵养家国情怀
素养的作业设计可分为校内实践类作业
设计和校外实践类作业设计。可以采取
故事会、研讨会、报告会、讨论会、辩
论会、历史手抄报、思维导图、地图绘
制等方式展开。在阅读学习了本书内容
后，我深受启发。

作为亳州人，我们在学习七年级上
册中国古代史时，历史书上出现家乡的
名人华佗、曹操等，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
被激发了出来。在学习华佗的贡献时，同
学们踊跃上台表演“五禽戏”；在讲解官
渡之战时，有个学生手举得老高，“老师，
我知道曹操是亳州人，亳州还有曹氏公
园、曹操运兵道……”他如数家珍般把与
曹操有关的历史遗址说了个遍，很多学生
露出了羡慕的神情。于是我趁热打铁，布
置了一项以“我爱我的家乡”为主题的活
动作业，要求学生访问家人或身边的老
人，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看看家乡的特

色是什么，有哪些著名的历史遗迹或历史
名人，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一份手抄报。

学生们积极行动起来，实地考察、参
观，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如万佛塔的修建
时间，主要的用途；中国原始第一村——
尉迟寺遗址的概况，并走进蒙城县博物
馆，了解了遗址中的火烧土排房及远古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有的同学走进
庄子祠，了解蒙城籍古代思想家庄子的
思想，以及和庄子有关的成语典故等；家
住篱笆镇的同学则把篱笆三花——花
生、黄花梨、菊花在手抄报上呈现出来，
通过她的作品也让我开了眼界，了解了
皇子湖公园的历史……

作业收上来之后如何处理才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促进学生学习的功能？张
老师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给大家支了招，
如依据事先制定的评价标准客观进行评
价，设计交流活动让学生展示作品。同学
们在分享成果时，不再是背书时的苦瓜
脸，一个个神采飞扬、站在台上滔滔不
绝，自信和骄傲地讲述自己的发现，分享
背后的故事和收获，这或许就是历史课
的魅力吧。在学校的展示栏展出，不仅小
作者欢喜，其他同学也学习了此类作业创
作的方法。这样一份作业能够引导学生从
生活中学习历史、感悟历史，了解家乡、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从小树立

“爱祖国，爱家乡”的家国情怀，这或许就
是历史教师的职责所在吧。

《中学历史作业设计》一书，为我们
创新作业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指导，相信
老师们也能像我这样在本书的指导下设
计出更好的作业。

《中学历史作业设计》

以生为本 提升学生历史核心素养
□冯晓对

深入探讨东西部协作制度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由广州市乡村振兴
研究会会长、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
长撰写的专著《国家的力量：东西部协作
与乡村振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深
入剖析了东西部协作的制度演化、制度
逻辑、制度类型及关键机制，并从现实角
度分析了该制度的未来面向，对于学界
推动东西部协作机制、协作理念、协作内
容、协作关系进一步优化，推动东西部协
作效能进一步提升有重要帮助。该专著
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紧扣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乡
村振兴战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权益和福
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后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
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缩小城乡差距、持续促进农民增
收，推进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而东
西部协作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制度引
擎，利用国家的制度强力将发达地区的
先进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优势技术、
高质人才、雄厚资本等要素向欠发达地
区输送，同时将欠发达地区的丰富劳动
力、自然资源、低成本土地等向发达地
区补足，可有效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该专著对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的关
系进行系统思考，深度剖析东西部协
作助推乡村振兴的运作机理与关键机
制，并以独到的眼光探讨了东西部协
作的未来发展。

二是独到而宏大的叙事眼界。一方
面，该专著希望系统诠释东西部协作的
重大理论问题。具体来说，结合“组织
领导、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
强区域协作、促进乡村振兴”等东西部
协作实践，围绕东西部协作体制机制，
紧扣东西部协作热点、难点与痛点，研
究东西部协作理论价值、制度逻辑、实
践经验、国际贡献、现实困难与改革转
向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该专著尝试
创新性建构中国特色的结对治理体系。
结对帮扶从其具体实践而言，可以认为

是基于均衡发展和公平性理念，以国家
政治权威为媒介，促成利益相关主体在
互利互惠、发展共赢的基础上缔结互助
关系的资源协调和跨域协作治理工具，
我国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出现的诸如对口
支援、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定点帮
扶等一系列的帮扶模式构成了极具中国
特色的帮扶体系。该专著将以东西部协
作为代表的对口帮扶提升至结对治理的
高度，对比分析横向结对治理、纵向结
对治理、纵横交叉结对治理的特点，尝
试构建以东西部协作为代表的中国特色
结对治理体系。

三是系统梳理了东西部协作的类
型。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东西部协作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内容，涉及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维度。但就学界而言，
对东西部协作内容的研究更倾向于进行
单类别研究，缺乏一个从整体性视角出
发的系统划分。该专著从政策导向、考
核要求和实际运作的角度，将东西部协
作的主要内容分为产业协作、消费协
作、劳务协作、社会帮扶、教育帮扶五
种，并就每部分协作的发展过程、政策
变迁、类型划分、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进行系统分析。这填补了学界对东西部
协作类型划分系统性研究方面的空白，
贡献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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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协作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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