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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子桥畔：乡书乡音乡情》（广东人
民出版社）在体裁上确立为长篇历史文化
散文，融历史真实与诗意叙述为一体，采
用双线并置的写作手法，将潮汕数百年的
历史浓缩于个体的生命轨迹之中，记录远
渡重洋的华侨、投身革命的青年和努力打
拼的企业家等潮人的真实故事。同时，该
书选取“湘子桥”作为潮州文化的核心地
标，结合“红头船”“樟林古港”“牌坊
街”等经典意象构成意象群，埋下叙述的
隐线，在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交织中书
写文化发展的壮阔篇章。

湘子桥形断意连，渡己渡人，是统领
全书的核心意象。湘子桥，又称广济桥，
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由梭船接续，被誉
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在第一
章“湘子桥，渡己渡众之舟”中，作者汪
泉精准把握湘子桥形断意连的形象特征和
渡己渡人的价值功用，在后文叙事的隐喻
线上不断塑造并深化这一意象，形成潮州
文化的核心象征：船船相拥，便是渡己渡
人之桥。湘子桥象征着为民谋利的历任潮
州官员，象征着心系家国的海外潮人，更
象征着历久弥新的潮州文化。

“梦幻般的一座桥，渡平民百姓的梦
想，渡千古流传的官声。”南宋时期，从
太守曾汪的倡议到东西二十三洲的落成，
九任官员接续造桥，如船相连，建起一座
属于百姓的文化殿堂，他们赓续不断的精
神化为潮州特有的文化之一，湘子桥的修
建历史同时也是潮州文化积淀的历程。到

了近代，湘子桥又似“身在异国，心系韩
江”的海外侨胞，他们有着似断实连的乡
音乡情，在革命抗战时期如船相拥，用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连缀成桥。及至
当代，三环集团董事长张万镇将陶瓷应用
到电子材料领域，暗渡新时代潮州文化，
湘子桥孕育的文化血脉仍在当代潮人身上
流淌。

接续湘子桥的渡人使命，红头船承载
着海外潮人团结奋进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沿着以湘子桥为核心的潮州文化脉络，自
第二章始，作者将视点移至“红头船”这
一经典意象，选取多位潮籍侨胞的故事，

再现潮州文化在时代风云之下的赓续。自
樟林古港起航，红头船载着一批又一批潮
人向海外进发，助他们艰苦创业，寻觅新
生，向外传播中华文明和潮汕文化，又运
送乡书“侨批”回乡，传递海外潮人的浓
厚乡情，以侨汇反哺家乡。前有红头船船
主蔡家泰分期租赁船只给同乡，以恤免之
道免去遭厄遇险者的债务，后有水客陈云
腾以信义为本，为同乡运送侨批，创立陈
四合批局，更有抗战期间，暹罗中华总商
会主席蚁光炎办报发声，带头捐赠物资，
呼吁广大侨胞参与抗战救国。乘红头船劈
波斩浪，潮人渡己向外，而后再渡他人。

作为全书最后一个经典意象，“牌坊
街”预示潮州文化的赓续，恰似湘子桥上
梭船的相拥。相传，牌坊街可上溯唐宋。
一代又一代潮人薪火相传，不忘传统，将
韩愈、陈尧佐、林大钦等有突出成就者的
名字镌刻于石牌坊，置于头顶，足以见其
对文化的尊崇。牌坊街承载过去，连接古
今，成为潮人走向未来的指引。

船船相拥，便是桥。梭船的接续，连
成广济百粤之民的湘子桥；红头船的航
行，造就海外潮人与祖国相连的血脉之
桥；牌坊街的相传，高举传统文化旗
帜，筑起继承传统、走向未来的文化之
桥。《湘子桥畔：乡书乡音乡情》再现潮
州文化“输出、归来、反哺”的历史进
程，蕴含着船与桥的辩证哲思，热情褒
扬了团结奋进、敢于担当、赓续创新的
潮州精神。

船船相拥 连缀成桥
□黄佳纯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
实验区，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连续35
年居全国首位。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
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广东必须面对和解
决的重大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2022
年12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启动实施“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

“百千万工程”）。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头号工程，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推动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起
来，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百千万工
程”各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涌现出一大
批先进典型。2023年11月召开的全省推
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场会上，发布了广东
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镇村名单，
共有22个县（市、区）、110个镇、1062
个村（社区）入选。这些先进典型，是广
东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实现全
面突破的鲜活案例和生动样板，在广东实
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广东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实践丛书”

（广东经济出版社）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刘伟带领团队，在《乡村振兴启示
录》、《广东乡村振兴蓝皮书》、“广东区
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丛书等系列研
究的基础上，以上述典型县镇村为研究
样本，经过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形成
的最新研究成果。

丛书从1000多个研究样本中精选出
10个县、10个镇和100个村，对其发展

模式、创新举措、特色思路等进行提炼和
总结，对实现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和农村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进行梳
理和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县域经
济、镇域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理
论，真实记录了广东推进“百千万工
程”“再造一个新广东”的恢宏肇始及其
珍贵历程。

丛书的出版正当其时，通过对过去一
年多以来“百千万工程”推进的系统调
研，全面反映了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更深层次上解决

“三农”问题的新举措、新模式、新成
就，展示了新时代广东人民奋发图强、勇
于探索的新作为，积极为“再造一个新广
东”鼓与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
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丛书的出版，正是
我们响应党中央号召，围绕广东省在城乡
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上的全新探索，
多角度、全方位地撰写这一时代的辉煌
篇章，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崭新面貌和
深刻印记。我们也希望，丛书的出版能
将广东这些先进典型的生动实践更广泛
地传播出去，为广东其他地区乃至全国
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

为“再造一个新广东”鼓与呼
□李宜航

2018年5月，在长沙的一场读者见面
会现场，一位上了年纪的读者主动要求为
大家朗诵一段我的文字，说那是他最喜欢
的一篇。令我吃惊的是，他选择的居然是
我 20 多年前的处女作 《九篇雪》 中的
《蝴蝶路》一文。这篇文章内容混乱而激
动，隐晦又不安。不知是哪里触动了他，
不知当年写这篇文章时的那个青涩中二的
我和此刻这位已经退休的读者之间有什么
神秘的共鸣。我感到，虽然这些文字的生
命由我赋予，可我不一定了解它们，它们
的命运远不受我的掌控。

尤其没想到，《九篇雪》（花城出版
社） 会一版再版直至五版，从20多年前
一直走到了今天。

是的，这是我的处女作。大约写于
1998 年至 2001 年。坦率地说，和我之
后越渐稳定、从容的创作相比，我之前
一直都不满意这部作品。或者说，我不满
意写出这部作品的当年的那个自己——
她潦倒、狼狈、无知、轻佻，是笼中之鸟、
井底之蛙；空有大把的青春与自信，盲目
任性，横冲直撞，不停摔倒，但是从来
不怕疼。

我悔耻少作，羞于多谈，却阻止不了
这本书在世上走过了这么多年仍没能停下
脚步，没能熄灭火苗。它青涩造作，却仍
然为许多陌生人所需，仍然能打动各种陌
生人的心。我想，可能曾经那个糟糕的自

己，那段难堪的青春，也正是许多人曾有
过的或正在经历的真实的生命状态吧？可
能我那些不自然的尖锐的讲诉，恰好击中
了他们情感的靶心。20多年前的我只顾
着自己宣泄，却无意中打开了千万淤滞心
灵的阀门。

况且，我虽然不认同过去的那个自
己，却无法剥离她。我如今的一切都蜕
自她辛苦形成的那枚死茧。我源于她，
我羡慕她。她可要比我勇敢多了。她从
童年和青春中赤手空拳闯了出来，还顺

便把我也带了出来——好像从一场大火
中把我救了出来。假如非要让我指认一
个这个世界上对我帮助最大的人，那我
就坚定地选她。这个世界上，我最感谢
的就是她。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许多自己看到的
故事和听来的故事。和我后来的所有文字
一样，视野统统局限于个人经历。其中，
有一部分篇章显然是小说的结构。但并非
虚构，是我把从我妈或其他人那里听来的
故事融入了自己的胡思乱想。对于当时还
没有什么人生经历的我来说，那些故事奇
异尖刻，令人莫名激动。在青春期所有不
眠的长夜里，我反复幻想它们的一切细
节，仿佛它们是未知的前方命运的巨大隐
喻。越晦涩越阴郁，我就越迷恋，仿佛越
黑暗越逼仄的出口，才是我释放渴望的唯
一途径。

当年确实嫌弃这本书。2003年首次
出版后，甚至都不打算再版了。但10年
后，也就是2013年左右，市面上渐渐有
了盗版，只好出了第二版。接下来，一路
出到了第五版。心态也越来越好。尤其
20多年后的今天，我再看这些文字，再
也不会觉得：“年轻时候写得真差劲！”反
而有些沾沾自喜：“起点还是蛮高的
嘛！”——年龄增加带来的福利之一，就
是总算没那么别扭了，总算认同了自己
的一切。

总算认同了自己的一切
□李娟

《大湾风起恰少年》（广东教育
出版社）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背景，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和大湾区少年的
成长。作品背景独特，人物真实鲜
活，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
当代儿童文学的佳作。

《大湾风起恰少年》的灵感源自
西西的双城生活。西西是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2022 年，她在香港陪读
时攻读了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同时
兼顾深圳的工作和儿子的学业。这
种“双城记”生活让她对大湾区少
年儿童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西西的儿子墨墨喜欢做手工，
家里的电器、沙发几乎都被他拆装
过，还喜欢研究各种小发明。一
次，墨墨在课堂上叠纸飞机，被老
师推荐参加第二届香港纸飞机创意
大赛，这让他有了展示自己的机
会，也启发了西西写一本以大湾区
少年为题材的儿童小说。

故事的主角有李洋、程子涵、
陈然然、李楠等大湾区少年，他们
有的是老家在全国各地的“深二
代”，有的是每天往返深港的跨境学
童，有的是刚回国的混血华裔，一
起在大湾区学习、成长、逐梦。

阅读《大湾风起恰少年》，读者
似吹着大湾区的风，跟随这群少年
逐梦“童”行，感受大湾区城市的
开放、包容、活力、创新，字里行
间充分彰显大湾区少年的气质。

写作是一场冒险，尤其是少年
儿童题材小说。它需要纯真和灵
动，富有想象力而不落俗套，人物
要有辨识度和个性，还要兼具知识
性和文学性，这种兼容并蓄非常不
易。令人欣喜的是，《大湾风起恰少
年》做到了这些。

《大湾风起恰少年》在主题上将
大湾区少年的成长故事与建设美丽
中国、追逐中国梦紧密结合，自然
引导和陪伴少年儿童读者走进大湾
区的故事。小说打破了常规儿童文
学的创作格局，将校园生活和家庭
日常与非遗文化、科创精神、生态
文明等元素有机融合，展现了大湾
区人民同心同梦的企盼，使小说的
时代意义更为深刻。

西西常年生活在深圳和香港，
她在创作中融入了对大湾区的深厚
情感，用轻快的语言和调皮的风
格，生动勾勒出新时代少年群像，
记录新时代中国之美的动人故事。
这些故事充分体现了大湾区的重要
标签——科技创新，如孩子们设计
机器人并利用 3D 打印机将其变为现
实，让大湾区少年的“科创风暴”
变得有趣且吸引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儿童
文学创作的富矿。《大湾风起恰少
年》 在融入时代气息的同时，也以
传统文化为底，融入剪纸手艺、北
京胡同、岭南醒狮等元素，使少年
儿童读者厚植家国情怀，播下家国
认同、民族自豪、文化自信的种子。

儿童小说应具备对少年儿童的
阅读吸引力。《大湾风起恰少年》聚
焦当代生活和时代新风，更有 《中
国日报》 高级编辑、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李旻的插画加持，精选的 40
幅绚丽画作使整部书籍兼具主题
性、文学性、儿童性和艺术性，成
为传播中国审美、创造世界影响的
作品。

大湾风起，恰同学少年。西西
以笔为旗，以大湾区为坐标，聚焦
大湾区少年，呈现他们的如歌征
程，让可期待的未来在字里行间闪
闪发光。

以匠心文字呈现
大湾区少年如歌征程
□无香

“成长不怕慢半拍”系列
（新世纪出版社）由总有奇思
妙想的图画书创作者奇伟的4
部作品构成：《慢半拍》《奔
跑的小鸟》《青蛙不二》《不
倒鸡》 ——虽然这 4 本书独
立成篇，各有主题侧重，但
不妨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

读者可留意 《不倒鸡》
收尾部分的连续两幅对开页
图，在那里集合了以上作品
中的主要动物角色，还以竖
立的图书封面加以展示并强
调，封面上的小锡兵也许是在暗示
这几个故事中最核心的精神是来自
《小锡兵》 的启示，而小锡兵背后
那个破壳而出的小鸡，分明在告诉
读者，这些故事都是在讨论成长话
题 ， 孩子终将在恰当的时机破壳
（独立）。

在《慢半拍》中，小兔子和忙碌
的父亲真实而亲切的互动场景，可能
就来自生活日常。故事后半段树上突
然出现的“时光门”，显然代入了
《爱丽丝漫游奇境》 中兔子洞的联
想，而在时光中倒行的兔爸爸在情节
上实现了反转，在视觉上充满动态，
通过画面的奇幻效果给读者带来强烈
的印象，也将亲情、陪伴和时间的主
题表达得淋漓尽致。

《奔跑的小鸟》有相当夸张的反
转设计，小鸟在面对危机时先是学会
奔跑，最后学会飞翔，逆袭成功，给
读者带来惊喜。故事中各种猛兽的凶
狠举动制造了相当紧张、激烈的冲突
效果，这也很像是小男孩在日常游戏
中的偏好。

在《不倒鸡》中，激烈的冲突还
在继续，却被各种出人意料的反弹冲
淡了危险效果，甚至夸张到有些滑稽
搞笑的程度，直至最后揭秘，原来不
过是小家伙自导自演的想象游戏——
同样也是可以带来惊喜的反转。

最出乎意料的反转当属《青蛙不
二》。青蛙的名字“不二”本来有着
很特别的寓意——强调某种独特性和

坚定性，而顶着大家的负面议论却坚
持爬出井口的冒险，本来可以说相当
励志，但最后却发现只是一场误会的
结果。也许不管是否基于误会，对于
那些负面评价充耳不闻，应该更有助
于成功克服困难吧。

总体而言，“成长不怕慢半拍”
系列探索了成长过程中不同的挑战与
应对方式。它们彼此呼应，有着某种
内在的关联——《慢半拍》重点探讨
陪伴与理解，强调对儿童成长节奏的
尊重；《奔跑的小鸟》继续展现了对
个性特点与成长特定节奏的尊重，
同时展示了在逆境中不放弃的重要
性；《青蛙不二》则以某种近乎搞笑
的方式再次聚焦不畏困难、勇敢追
梦的精神状态；《不倒鸡》中套娃鸡
的不倒状态则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在轻松玩笑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乐
观和坚韧的意义。这4本书在不同的
情境中展现了成长的多种面貌，大
致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成长教育
体系。

比较难得的是，这4本书富有教
育意义，很适合开展相关的话题讨
论，且奇伟努力赋予故事游戏性与
幽默感，不仅在情节上充分设计了
惊奇与反转，更是在叙事手法上体
现了他与孩子的共鸣。他的故事通
过夸张的手法、幽默的表达和生动
的插画，让小读者获得乐趣和启
发，并在阅读中感受成长的惊喜与
美好。

成长总会有惊喜
□阿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