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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一个名叫小凯的男孩，在6岁生
日那一天宣布，他要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睡觉。经历了离开爸妈身
边独自睡觉的孩子都知道，这是一个
多么了不起的宣言。

《我要一个人睡觉》（少年儿童出
版社）是个温暖而浪漫的故事。和千
千万万害怕与父母分离的小孩一样，
小凯的内心同样充满恐惧。但小凯的

经历又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因为他
遇到了助人的精灵提姆。

精灵提姆带着小凯去往侏罗纪
“恐龙时代”，见识各种恐龙；乘着幽
灵火车去往“深夜”，遨游太空；与
纸牌人捉迷藏，尽情游戏；跟矮人国
的孩子畅游乐园……因为有了精灵提
姆，小凯的夜晚不再孤独和恐惧，而
是充满了欢乐与向往。

最后，提姆离开了。提姆当然
会离开。提姆的离开意味着小凯的
长大。

小凯是幸福的，因为他遇到了精
灵提姆。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故
事，是个童话故事，现实不可能像童
话一样美妙。

孩子是天然的幻想家，他们的小

脑袋瓜子里会有无穷无尽神奇的幻
想，有些幻想让他们快乐，有些也会
让他们恐惧。当他们独自面对黑暗的
夜晚时，产生恐惧是自然而然的事。
现实生活中的孩子们会遇到精灵提姆
吗？我想，有幸陪孩子读过这本书的
父母一定会给孩子一个“提姆”。

这个“提姆”会不会就是故事书
呢？书里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曲折
离奇的故事，有充满能量的启示，父
母讲故事的声音是那么温暖和疗愈，
这些都让孩子渐渐远离黑暗和恐惧，
进入甜美的梦乡。

这个“提姆”，也许是一盏灯。
不要让孩子的房间陷入黑暗，尤其是
他们开始挑战一个人睡觉的起始阶
段。给房间保留的一盏灯，就是小小

心房里的一个太阳。
父母又何尝不可以成为“提姆”

呢？不要把孩子粗暴地扔进黑夜，
要倾听孩子，理解孩子，陪伴孩
子，要让他们知道，即使隔着墙
壁，父母永远都在，家就是最安
心、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童
话是再合适不过的读物了，尤其是

《我要一个人睡觉》这样的童话，它
奇幻又浪漫，贴心且温暖，道出了
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要面对的分
离焦虑。小凯是无数孩子的缩影，
小凯的故事一定会引起孩子的共
鸣，小凯从恐惧到勇敢的过程，则
是一种温馨的鼓励，是一个有力的
成长样本。

愿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提姆”
□郭姜燕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哪些中国特
色？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色？湖南大
学副教授彭璐珞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肖伟光合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基因》（中华书局），以强烈的问题意
识对此进行了深入挖掘。

这本书告诉我们：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过程中，文化基因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文化基因如同生命体的基
因，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智慧，是民
族发展的根基，发挥着培根铸魂、价
值引领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华文化的

精髓所在，以其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
生命力，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可以说，这本书让我们读懂了中国式
现代化背后的“文化密码”。

彭 璐 珞 、 肖 伟 光 两 位 学 人 拥
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扎实的研究
功底，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为读者展
现 了 一 个 全 面 而 丰 富 的 文 化 图
景。该书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就
是 开 篇 的 “ 蒋 廷 黻 之 问 ” ——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通过
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
时期的不懈努力，我们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
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有
力证明了我们可以组织近代的民
族国家，实现现代化。该书结合
生动的案例，讲清楚了中国式现

代 化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过
去，阐明其未来，深入浅出，可
读性强，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
因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
的国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始终
坚守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无论是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还是
传统节日的庆祝与传承，都体现了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不
仅让我们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更
让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自己
的文化根基。

其 次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文 化
基因还体现在对现代文明的吸纳
与融合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
进，现代文明已成为各国共同追
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也不例

外。我们积极吸纳现代文明的优
秀 成 果 ， 将 其 与 传 统 文 化 相 融
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例如，在工业化、信息化过
程中，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这种
对现代文明的吸纳与融合，既丰
富了我们的文化内涵，又提升了
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
更体现在对创新与发展的不懈追求
上。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现代化进程
中，我们始终保持着对创新与发展的
热情与追求。无论是科技创新、文化
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我们都以开放的
心态和务实的作风，不断探索前行。
这种对创新与发展的不懈追求，让我
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密码”
□张军强

当我翻开《去北川》（上海文艺
出版社）这本书时，仿佛被一股无形
的力量牵引，走进了一个既熟悉又陌
生的世界。比如，书中开篇便描绘了
刘大先初到北川时的情景，他写道：

“北川的清晨，雾气缭绕在山间，仿
佛是大自然为这片土地披上了一层神
秘的纱幔。我站在废墟之上，心中充
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和哀伤，但更多
的是对未来的期待。”这样的描述，
让我仿佛也置身于那片被灾难洗礼过
的土地，感受到了那份沉重与希望交
织的情感。

书中，刘大先从个体体悟入手，

融合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
对北川的历史人文、民族记忆、地理
变迁、风物传统以及现实发展进行了
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刘大先通过个人
体验与观察，生动描绘了北川的重建
历程。他提到，“在新县城的规划中，我
们注重保留羌族文化的元素，让这座
新城既具有现代气息，又不失民族特
色。每当夜幕降临，新县城的灯光与羌
族的篝火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美丽
的画卷。”这样的描述，让我仿佛看到
了北川新县城的繁荣景象，感受到了
北川人民在重建家园的同时，也在努
力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

书中还穿插了许多感人的重建家
园的故事。比如，一位失去家园的老
人，在重建过程中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周围的人；
一位年轻的基层干部，为了推动当地
旅游业的发展，不辞辛劳地走访调
研，最终成功打造了一条具有特色的
旅游线路。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北川

人民的坚韧和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在新时代的奋斗与追求。

《去北川》还通过对北川人文历
史、红色文化、风物传统的深入剖
析，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了这片土
地的独特魅力。书中引用的民歌、史
诗和民间故事片段，不仅增添了作品
的文化底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这
些具体的描述，使得《去北川》这本书
更加生动、立体，让人读后难以忘怀。

经过 10 多年的重建与发展，如
今的北川已经焕然一新，成了一个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新北川县城的
崛起、基础设施的完善、居民生活条件
的改善，都是灾后重建的生动写照。

《去北川》通过记录这一过程，展现了
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团结
奋进的精神风貌。这部作品告诉我们，
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坚定
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挑战，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保护
和发展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
时代课题。这部作品提醒我们，只有
坚守自己的文化根脉，才能在世界的
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风采。在
北川重建过程中，羌族文化得到了有
效保护和传承。新北川县城在规划建
设中注重融入羌族文化元素，使得这
座新城既具有现代气息又不失民族特
色。同时，当地还通过举办各种文化
活动、推广羌族手工艺等方式，进一
步弘扬了羌族文化。

北川当地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政
策措施，推动了教育、医疗、就业等公
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和提升。《去北川》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剖析和展示，
揭示了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内
在联系。《去北川》还通过对北川人文
历史、红色文化、风物传统的生动书
写，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
地的独特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李志石

《荷花荷花几时开》（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是“启发精选
童谣绘本”中的一本，这是一
本让孩子同时接触童谣、方
言、刺绣三大中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小小的童书。它可以帮
助孩子从小了解自己的文化，
形成文化上的自我认知。

童谣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方言
的关系如同花草与泥土。我们熟悉的那些代代相传
的优秀经典童谣，无一不是植根于当地方言之中。
若要领略纯正的童谣之美，就一定要读一读方言童
谣，品一品乡音的新鲜味道。《荷花荷花几时开》
饱含着童谣、方言、刺绣这三大中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深厚底蕴，又契合现在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和审
美品位。

认知童谣与刺绣之美
在徐鲁的儿童长篇小说《青春灯

火》（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闪
闪发光的是一种责无旁贷、义无反顾
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们
为自己的成长挑起必然的重担，为国
家的强大与民族的复兴创造最大可
能。他们是谁？他们是青春精神的代
言人。

孙嘉良对好友潘伟桦讲的“要像
钢铁一样顽强地生存”的一番话，振
奋人心。他到采石场推半个多月石
头，挣下学期上学的费用，饿了就蹲
坐在石头上吃点从家里带来的干粮。
为听名师的远程课，在屋顶上捕捉邻
居家信号，一坐就是两个半小时。后
来，他研究生毕业后到很远很远的远
方，执行特殊任务。家庭的困境，不
会成为他勇毅前行的羁绊。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一，潘伟桦
一直陪伴着哈雷、鼓励着哈雷、紧拽
着哈雷，生怕他因为腿疾而掉队。在
保送滨大物理系的诱惑面前，他冷静
退出，为的是考进星大学习量子物理
学，更为践行与哈雷许下的约定。毅
然前行的同时，潘伟桦不忘修炼自我
心性，期待自我达至才德兼修的更高
境界。

在这部小说中，青春精神有着
不同的表现方式。青春之定义，因
人而异，亦因时而异。不同人有不
同人的青春，时代不同，青春精神
也就有不同内涵。最重要的是，不
管哪个时代，青春精神都有它当仁
不让的代言人。

通过回忆，小说家把镜头拉回战
争岁月，再现为创建共和国抛头颅、

洒热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小说
中人物是虚构的，如小说中人物那样
义无反顾的奉献是真实存在过的。加
入支前队伍的柱子爷爷，在敌机空袭
中满脸血迹，任凭柱子如何呼唤再也
无法醒来；柱子的爹当上排长后没多
久就牺牲在战场上；柱子终于在渡江
战役打响前，如愿穿上军装，成为光
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徐鲁笔下，青春不仅是人生的
一个阶段，也是一条壮阔又奔腾的历
史长河，还是一种不因时光淘洗而消
失的精神境界。从当年到当下，青春
灯火不是转瞬即逝，而是一代代接续
传承而至。前有周爷爷、葛爷爷，后
有孙云霄、张帆帆等新一代少年。对
周爷爷与葛爷爷来讲，潘伟桦们是希
望是朝气；对孙云霄、张帆帆等人来

讲，他们则是榜样是引领。身为承上
启下、接续前后的一代人，他们是中
坚力量，是挺立的脊梁。国家的强大
与民族之未来，仅仅拥有一代人的青
春是不够的，它需要的是永不枯竭的
青春力量，需要的是永不退缩的青春
斗志。更重要的是，从葛庭燧到潘伟
桦再到孙云霄，投身科学研究的热爱
从未消失，投身科学研究的接力从未
断层。

作为一部以青春和理想为主题的
小说，《青春灯火》涉及的话题有责
无旁贷的重量与价值，然而，读来不
仅不沉重，反而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种
引人入胜的趣味，让阅读之境不断柳
暗花明、不断辟出全新的景象来。

《青春灯火》是一首既饱含历史
沧桑又充满时代朝气、既回望过往又
展望未来的青春交响曲。在这部作品
中，青春是一个符号、一种信念、一
种斗志、一个标签，它属于所有人，
又属于小说中包括葛庭燧、潘伟桦、
孙云霄在内的每一个人。徐鲁通过赤
诚之书写最想告诉读者的是，青春，
归根到底是一种精神，一种永不气
馁、永不过时的精神。

一首青春交响曲
□张家鸿

《消逝的风景》（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从南京这一极具符号特征
的城市出发，写南京今时、旧日人
文风貌，又有作者丁帆亲历的南京
变迁历史，全书将记载里的、高阁
中的南京，放在生活中予以端详。

该书分四辑，作者笔力触及
文化史，诸多文化、历史、艺术
典故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融入
生活，又打通同一时代下的东西
方文明，让读者在散步般轻松的阅读中汲取大量知
识，对生活的新与旧、时代的纷繁发展、地理意义
上令人迷惑又新鲜的多样色彩有新的感触。《消逝
的风景》 并非传统的城市记录，而是一部时代随
笔。作者试图透过南京这座城市极具象征意义的历
史文脉和城市风景，探寻生活记忆与时代变迁的深
厚关系。同时，作者也在书中展现了其非凡的文化
视角和深邃的思考力。

穿越时光的文化漫步

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艺术的
建造时期主要是在唐代。小说《敦
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基本史
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作品以初唐
时期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
画师为主人公，书写凡人开窟、宫
廷画师造像；以瓜州、沙州为空间
背景，书写吐谷浑人与汉人融合；
以贯穿古今的历史为人间道场，书
写人心满壁风动、天衣飞扬。它在时空穿梭中雄浑博
大，在爱恨情仇中细腻婉转。它以生灵万物为名，写
敦煌的魂：原创、盛大、自在、永恒。作品富有敦煌
气象、浓郁西部气息，兼具历史、美学、知识、趣味
等特征。

铺展敦煌绚丽气象

《走进国之大道：G219高原
篇》（中国地图出版社）聚焦G219
西藏段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发展，
是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和
西藏地区发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和科学知识普及而编制出版的一部
自然科普图书。该书聚焦G219西
藏段，以广阔的地理视角，通过精
美的摄影作品、充满故事性的科普文本、生动形象的
科学解析图以及丰富实用的科学旅游导引信息，行走
精品旅游路线，充分呈现这条景观大道、科学大道、
文明大道和旅游大道的独特魅力。

书中精选展示了G219西藏段沿线“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代表性地理景观，包括边疆之路、大道巅
峰、高山、冰川、河流、湖泊、沙土、粮田、生态、
旅游发展等主体内容。从地球系统科学视角讲述了地
理景观背后的科学知识，创新性地阐释国之大道科学
旅游的内涵和资源优势，对沿线自然地理景观进行科
学知识普及和旅游信息导引。

畅游国之大道

随着气候变化等跨国性挑战愈
加严峻，地缘政治局势愈加紧张，
交流和对话的重要性更胜从前。
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冷静和理性的讨论来分享观点，
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找到
合作之道。全球化智库发起“CCG
对话全球”项目恰好契合了时代的
需求。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辑录了近年来“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
的思想成果，旨在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今世界面临的
重要议题，包括全球化进程、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世
界经济发展等。该书收录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为读者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21世纪
塑造世界的关键趋势，理解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以
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探讨新时代全球化

“潘叔叔跟我讲过的一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他说：‘瞄准星星，总比瞄

准树梢要打得高些！’”云霄把目光掠过远处那些落羽杉的树梢，望向了科创

岛上那深邃的、闪烁着晶亮光芒的星空，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的目标是更远

的远方，是星辰大海！” ——摘自《青春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