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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是
阎晶明“鲁迅研究”系列全新力作。新
书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独特
视角切入，聚焦诸多中国共产党人与鲁
迅的交往或交集，呈现出鲁迅与众多革
命领袖、仁人志士的“神交”和“同
怀”，从整体上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

国社会的风云跌宕和人性光辉。它的出
版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鲁迅研究的内涵，
对于全面理解鲁迅作品，弘扬鲁迅精
神，重塑鲁迅革命家、思想家形象等有
着重要作用，更为广大普通读者走进鲁
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通道。

周令飞（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
会会长）：“同怀”这两个字道出了鲁迅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追求，非常恰
当。近年来，鲁迅热度提升，已经呈现
出了一个多维的鲁迅，带来了一个全新
的传播鲁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鲁迅
被视为一个灯塔、标杆，给人们指引了
方向，同时也为人们疗愈心灵。

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

长）：《同怀》一书不仅写得好，而且编
得好、出得好，是一部集高度与深度于
一体的高水平佳作。这本书从纷繁复杂
的鲁迅研究资料中跳脱出来，以高屋建
瓴的视角，清晰阐述了鲁迅与中国共产
党人之间的精神联系，真正触及了鲁迅
研究的核心，代表了学术界在鲁迅研究
发展和推进上的最新成果。

郜元宝（鲁迅研究学者、复旦大学
教授）：《同怀》 用文学的方法开展研
究，属于鲁迅的“交友考”，而从“鲁
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角度进行切入有
一定难度，但作者阎晶明通过巧妙的处
理、深入的挖掘，将这一话题阐述得十
分透彻和生动，他立足材料，抽丝剥
茧，使得“神交”和“同怀”有了坚实

的基础。《同怀》中所考察的是鲁迅与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相通，由浅入
深，给读者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收获。

黄德海 （评论家、《思南文学选
刊》副主编）：《同怀》一书在鲁迅研究
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不同历史
时期，鲁迅的形象和地位经历了不同的
变化，这本书不仅重塑了鲁迅作为伟大
革命家的形象，同时也关照了他作为思
想家和文学家的身份，深入探讨鲁迅与
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为理解鲁迅
的思想和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阎晶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8月出版

感悟伟人思想碰撞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
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作为记录者，
我们可曾缺席？这是《吾家吾国》的初衷。

提笔的深夜，我看到微信朋友圈里
《厦门晚报》的头版，95岁的指挥家郑
小瑛手拿话筒，为观众做歌剧演出的导
赏。头版的标题是 《城市名片升级焕
新，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爱乐厅正式启
用，将成为歌剧孵化地！》，我用点赞表
达着喜悦，记忆呼啸，带着7月厦门的
热浪，滚滚而来。

3年前，我对郑小瑛老师的采访，约
在她排练之后。到达现场我才发现，她的
排练厅在一个公交特运培训中心里。闷

热的大厅让我的衬衫瞬间贴在了后背
上。但是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停下来。“我
觉得普及歌剧这件事，需要有人领头来
做。我总是相信，艺术与音乐，对于塑造
人生是重要的！”我蹲在郑老的椅子边，
抬头，望见她眼里有光。

在《吾家吾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
程中，我时常能看到这种光亮。它顺着花
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寻与
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
献过、追求过。

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
梦着、奉献着、追求着。他们从来没有想
过被记住。更多的时候，我们认识他们，
是在数字里。“2021年3月，仅在科学领
域，就有6位院士陨落；此前的两个月，
还有3位院士离开。”这则新闻是《吾家
吾国》的起点。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
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
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
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
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

点儿找到他们，早一点儿记住他们？
101 岁的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

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
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90 岁的
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林
徽因的学生，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
学家、艺术教育家。92 岁的郑小瑛是新
中国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
国指挥家，也是当时唯一的女性指挥家。
81 岁的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
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
就是栾老率先提出的……

和时间赛跑，并不容易。许多困难是
始料未及的。陆元九老先生在采访前一
天从床上掉了下来，还好，主要是眼周有
些淤青。等陆老身体恢复，我们才登门拜
访。那一天，陆老戴着眼镜，镜头里看不
出受过伤。但我坐在他身边，还是一眼就
看到了他鼻梁上的伤痕。

采访常沙娜的那个早晨，我们刚到
楼下，便接到了常老的儿子崔老师的电
话，他在抱歉声中取消了采访。原因是常

老醒来突然感觉头疼，想再休息一段日
子。后来我才知道，常老那天之所以头
疼，是因为耳道发炎，需要手术清理。一
个多月后，我们才终于有了再次登门的
机会。

3年了，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等待，也
渐渐发现了等待的美好。因为，所有等待
都值得。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鼓浪屿的海边，我问郑小瑛。她拄

着拐杖，却步履矫健。她说：“我从来没想
过，已经过了80岁的我，会跑到厦门来
再搞个乐团，困难重重，有苦有乐。我也
没有想到厦门这么美，有这海、这天，还
有充满生命力的榕树。”人生的意义，在
于追寻意义的过程。“榕树，是要把根扎
得深一点儿。大海，则能把一切都冲破。”

记录这些，也是《吾家吾国》的追寻。
《吾家吾国》
王宁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6月出版

人生的意义在于追光
□王宁

20 世纪 30 年代，梁思成先生在考
察了山西的一些古建筑后，作出了这样
的评价：“山西庙宇的远景，无论大小
都有两个特征：一是立体的组织，权衡
俊美，各部参差高下，大小相依附，从
任何观点望去均恰到好处；一是在山
西，砖筑或石砌物，斑彩醇和，多带红
黄色，在日光里与山冈、原野同醉，浓
艳夺人，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砖石如
染，远近殷红映照，绮丽特甚。”

山西是中国古建筑的宝库，古建筑
之多、之美令人目不暇接。对于一般游
客来说，面对数量庞大的古建筑，如果

不得欣赏的要领，就犹如雾里看花。
为了帮助游客解决在山西看哪些古建
筑、怎么看精美的古建筑这两大问
题，本书从古建筑艺术的角度切入，
在浩如烟海的山西古建筑中，选择最
具有建筑艺术价值的珍品 100 处，指
出这些古建筑的看点，使游客更好地
欣赏中国的古建筑之美，更深入地领
略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

古建筑之美体现在多个方面。一看
屋顶：漂亮的屋顶具有夺人眼球的效
果，屋顶样式是古建筑等级的象征，庑
殿顶体现的高贵、重檐顶体现的恢宏、
十字歇山顶体现的典雅、卷棚顶呈现的
柔美线条，逐渐升高的屋檐呈现的弧
线、高挑的檐角体现的飘逸，这些都是
古建筑的“顶上功夫”。二看斗拱：斗
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构件，是建筑物
的柱子与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斗拱体
现出建筑美学与建筑力学的交融，它在
建筑中是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构件。

采用榫卯结构、杠杆原理的斗拱成为古
建筑结构层的组成部分，增强了建筑的
稳定性；斗、拱、昂的变化组合增加了
建筑的美感。三看梁架：山西的古建筑
多为抬梁式构架，柱上承梁，梁上承矮
柱或驼峰，矮柱或驼峰之上承平梁，进
深较大的建筑形成多层梁架，大梁或平
梁两侧有叉手、托脚承托檩木，纵横相
交，层层抬起，结构牢固，造型美观。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建筑梁架极富变
化，形成各自的建筑之美。四看天花
板：山西不少古建筑的天花板制作考
究，有五彩斑斓的平棊、制作精巧的藻
井、巧夺天工的天宫楼阁，是古建筑中
的小木作精品，在天花板上构成了绚丽
多彩的立体画面。五看柱网：为了扩大
祭祀空间，在古建筑中的主殿内减去大
殿前部的柱子，一些内柱移开其本应所
处的位置，使殿内的柱网发生变化，即
减柱造、移柱造，在山西的辽、金、元
建筑中最为常见。

壁画、彩塑、雕刻是中国古代建筑
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建筑中不只起
装饰作用，而且对古建筑观赏性、艺术
性、灵动性都有极大的提升，是中国古
建筑民族风格的体现，是每个时代艺术
水平的呈现。正像赵朴初先生所说：

“无佛不成庙，无画不成古。”壁画、彩
塑、雕刻让古建筑充满活力，具有了浓
郁的生活气息，装饰之美与结构之美共
同构成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为了全面呈
现山西古建筑之美，本书对各处古建筑
的壁画、彩塑、雕刻艺术都进行了简明
扼要的赏析。

到山西看古建——
来一次跨越千年的古建品赏之旅。
领略美不胜收的古建筑艺术盛宴。
《来山西看中国古建筑》
李广洁 谢琛香 编著
李广洁 王俊彦 等 摄影
三晋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跨越千年的古建品赏之旅

儿童成长是一个对社会认知不断接
纳又持续与之博弈的过程，而任何一种
社会认知的形成，大都是人群基于特定
时空历史积淀的结果。作为在世界各个
群体的日常交流与文化传续中都承担着
重任的口头叙事文学，民间文学是这种
积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文学中
登场的各类形象，无论神异抑或妖魔，无
论智慧抑或憨钝，都是人类自身及其身
后所体现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态度、道德

观念和伦理标准。我们编纂这套以中国
民间文学各文类经典故事为主的“中国
传统故事”，是希望孩子们在文化多元的
当代，去认知社会与世界时，能够直观地
看到来自传统文化的民间经典，能够开
始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由何处而来，为
何以如此多变的面貌在一代又一代民众
的记忆中留下无法磨灭的，源自祖先、源
自群裔、源自地方的文化印记……这些
与民族、国家文化根脉相关联的问题，
牵涉着过去、驻足于当下、远眺着未
来。我们编纂这套丛书是真诚地期待我
们的孩子能够在文化根脉的伴随下与世
界交流。

编委会在设计丛书卷目与筛选各卷
篇目时所秉持的原则，即兼顾了传统经
典、中国特色与文化多样性。

首先，这里强调的经典有两层文化

含义：一是指民间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具
有类型性的经典文类。比如《天物奇觚·
中国民间神话卷》中，就包含了创世神
话、洪水再生神话等具有世界意义的神
话类型。二是在经典文类中，选取对中国
民众具有文化认同意义的经典文本。比
如在创世神话中，我们会选取诸如《盘古
开天地》《女娲造人》《夸父逐日》等文本，
这些文本在反映中国故事的独特与精彩
的同时，因其所属类型的经典性，而能够
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

其次，文化多样性，也是择选篇目时
特别予以关注的原则之一。如上所述，民
间文学的类型性，使得同类型的民间文
学文本会有均质性的情节结构，但不同
社区、民族独特的文化表达，会赋予这些
均质结构以异彩纷呈的展现形式。因此，
编委会在进行各卷本的篇目选择时，特

别兼顾了不同民族民间文学文本的多样
形态。

最后，民间文学不同文类在传续文
化根脉的过程中还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
能。比如神话传达的是人类童年对世界
的好奇、对自身所处时空的畏惧以及对
上述情绪的诠释与解决之道；被称为“口
述历史”的传说讲述的是民众对古人、古
事、地域山川的历史记忆；而民间故事则
表达了国人传承已久的伦理观念与道德
原则。我们希望择选出能够准确传达不
同文类社会功能的文本。

我们真诚地盼望本书能传承经典与
民间精华，为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传统故事”系列
康丽 陈晖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

传承经典与民间精华
□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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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

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打造

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本榜、

月度科普榜，为读者推荐近期精品新

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互

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能为读者带

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推荐，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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