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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书事

《中华文化根
脉》（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既是武
汉大学教授郭齐勇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的新成果之集结，
也是作者对有关文
化学思考的延续。
读罢此书，笔者有

如下三点体会。
其一是《中华文化根脉》表现出

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该书各章分别
以五经、礼乐、四书、诸子、儒道、
佛禅、天人、劝学、制度、王道、问
题作为标题，其文字工整，独具匠
心，后接简短字词加以说明，揭示各
章意蕴。作者的概括具有鲜明的学术
个性，又不失客观严谨。借作者自己
的话来说，“中国文化不是过去时，
而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还要面向
未来。”在笔者看来，该书的这一设
计，正是开放包容文化心态的体现。

这种包容性最终体现在“独立品
格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培养上。
作者认为，文化的发展仍是过程，活
生生的“人”的养育与成长才是目
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现代中国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化
在内的世界各大人文传统，对于“提
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
恼，缓冲内心的紧张，超越物欲的执
着，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
过着人的生活”，是大有裨益的。

其二是该书秉持常变统一的原
则。中国文化中有革故鼎新的一面，
但所谓“变通”离不开传统，创新是
建立在中国文化根脉基础之上的。

“变而不失其常”或许是更为健康的
文化心态，是我们更应该做到的。在
这个意义上，传统仍是活生生的存
在。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保持常
与变、动与静的统一。

其三是该书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理
性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作者并非墨
守成规，而是秉持理性的态度。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离不开自我批判
的精神。作者援外于中，与调动自身
文化资源之长一样，也是返本开新的
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对于现代价值，作者也反
对不加分析地简单挪用。正如科技促
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人类带来福
祉，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作者看
来，科技问题最终是个伦理问题，回
到中国传统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
境界，重建生命伦理，对于我们走出
现代性的困境，不无裨益。

《中华文化根脉》
郭齐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

授 谢远笋

以开放包容心态
讲中华文化

“信仰三
部曲”（《血与
骨》《千日旱》
《山桃红》）是
一部主题多元
而 宏 大 的 作
品。作品以20
世纪 30 年代
苦难深重的农

民、新中国成立前舍生忘死的共产党
员、改革开放年代进城青年的命运轨
迹为着眼点，通过细致入微的笔触和
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入探讨了苦难与
希望、信仰与背叛、欲望与救赎，并构
建了独属于安昌河的精神家园。

作品聚焦于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
复杂多变，通过善与恶的纠葛与冲
突，揭示人性的深层本质。这种对人
性的深刻剖析，使得作品具有强烈的
思想性和震撼力。从审美角度而言，

“信仰三部曲”巧妙融合了写实与寓
言元素，作品在呈现具体历史场景与
人物命运的同时，又蕴含着超越时空
的普遍意义。这种写法不仅使得作品
更加丰富多彩，更让读者在阅读过程
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思考。

“信仰三部曲”不仅精准捕捉历
史的沧桑变迁与社会演进，更在主题
挖掘、艺术创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
部蕴含深刻问题意识与反思精神的作
品。安昌河不仅继承了文学前辈的风
骨，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
文学印记。

“信仰三部曲”系列
安昌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推荐人：文学评论家 王春林

形成自我鲜明
文学印记 远方的家确实很远，远在天边的

崇山峻岭之中，远在边防的荒无人烟
之地。

写《远方的家》确实很难，难在人
物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难在孩子
是在另一种状态下的另一种成长。

家是温暖、幸福、亲情与和谐的代名
词。然而，当家以夫妻哨的形式出现时，
家的含义里就融入了更多的国家使命、
军人责任和职业担当。因此，远方陌生的
家已不再是那个熟悉的家，而是只有一
家人的浓缩版军营。在夫妻哨里的孩子
更有一番成长的烦恼和别样的童年。

我曾到过全军多个通信夫妻哨了解
工作，还曾一天徒步 20 多公里山路，
追踪夫妻哨的夫妻巡线维护，通过亲眼
看见和亲身体验，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第

一手素材，为我创作《远方的家》提供
了真实的人物原型和丰富的细节来源。

《远方的家》是一部描写我军通信
夫妻哨的长篇儿童小说。小说中的一家
三口：三级军士长、七号通信维护哨哨
长刘开明，刚刚编入通信夫妻哨序列的
妻子李玉兰，带着6岁的儿子小虎来到
遥远的大山深处的家，从此开始了一家
人的奉献与成长之旅。

父母经常要爬高山、穿密林、涉河
流、跨沟壑，历千险、经万难外出巡线
维护。因为恶劣天气、地质灾难、动物
破坏、人为损毁或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
光缆线路阻断，或者出现通信质量下降
等问题，无论何时，他们必须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紧张排障抢通，经常通宵达
旦。小说中刘开明的老哨长在抢通塌方
中阻断的线路时，为救刘开明而壮烈牺
牲，这都有活生生的原型。

如果说小说中的军人和他的妻子综
合了多个原型，那么那个6岁的孩子小
虎，几乎完全取材自真实夫妻哨中的一
个孩子。

小说中的七号夫妻哨，只有一个 6
岁的男孩小虎，跟着父母翻山越岭，几十

里巡线维护既是拖累，也有危险，留在家
里他面对孤零零的哨所，没有一个小伙
伴，也没有电视可看，因为大山深处根本
没有信号。父母外出巡线维护和抢修的
日日夜夜，小虎都在百无聊赖，惶恐不安
中度过。父母不在的时候，哨所唯一的活
物除了他讨厌的老鼠，大概就只有爸爸
养的一只大公鸡了。于是，小虎决定跟这
只公鸡做朋友，引发了不少童趣故事。

这并非虚构的情节。我曾去过秦岭
深处中的一个夫妻哨，依然是绝大多数
夫妻哨的人员结构，一个孩子虎子，与
小说的男孩小虎名字都差不多。现实中
的虎子与小说中的小虎同岁，都是 6
岁，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形也大致相同。
爸爸妈妈巡线、维护和抢修时，虎子寂寞
难熬，他就把爸爸养的一只大公鸡拴上
一条腿，牵着它到哨所附近的山里遛，亲
手从石头下、草丛中、树枝上找虫子喂
它。鸡后来养成了习惯，都懒得自己刨
土觅食，只吃虎子找来的现成美餐。

小说中的小虎几乎原样借用了现实
中虎子的故事，还有不少细节取材于这
个孩子。正因为有了现实中鲜活的原型
人物虎子，才有了小说中多彩的孩子形

象小虎。
我曾经在一个夫妻哨了解到一个真

实的故事，一对夫妻的孩子从小目睹父
母排除故障的工作。一次在重大通信保
障任务期间，因为暴雨，一块塌方的巨石
将光缆井的井盖重压变形，父母无法进
入光缆井排除故障，在有安全保障的前
提下，这个孩子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代
替父母钻进光缆井，排除了故障。我把
这情节嫁接在小虎身上，给小虎设定了
一个成长的高光时刻，他不仅仅是帮父
母做了一件事情，而是替父母完成了一
个使命，这种喜悦和自豪激荡他的童
心，也照亮了他的未来。

夫妻哨里的孩子因为父母肩负的特
殊使命，在奉献中成长，在成长中奉
献。当孤独和单调成为孩子的常态，必
然要牺牲许多童年的快乐和生活的色
彩，必然会增加成长的苦痛和心灵的滋
养，让这部儿童小说也多了一层书写的
价值和阅读的意义。

《远方的家》
曾有情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

在奉献中成长
□曾有情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60周年，
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100周年。

“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两弹元
勋”邓稼先，这位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人
民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荣耀，是中国
人民的骄傲。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崇高品德，一生践诺、许身国威的爱国
情怀，坚持真理、求实创新的科学精
神，映照出了他科技报国的一片赤子之

心。他隐姓埋名 28 年，自觉将个人情
感升华为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担当，
自觉把个人命运融入到祖国和民族命运
之中，为国防尖端技术奉献出了自己的
一生，书写了忠诚担当的奋斗诗篇。

杨振宁先生曾这样评价邓稼先：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
友。”“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
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是
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
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

纵观“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一生，
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是新中国知识分
子爱国奉献的进步道路。他是参与“两
弹一星”研制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是中
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为
了学习这位人民科学家，为了传承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四川两弹一星干部
学院收集、整理、汇编了邓稼先的家人、
领导、同事以及各界人士所撰写的纪念
文章、诗词，精选编纂了《邓稼先：知识分
子的榜样》一书，以此铭记这位为国防尖
端技术许身国威壮河山的人民科学家，
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榜样》既是
走近邓稼先、认识邓稼先、怀念邓稼
先、学习邓稼先的一本书，也是进行

“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精神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本学习教材。

学习邓稼先，对我们今天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我们要学习他为了祖国的强
盛、为了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身先士
卒、勇担风险、舍生忘死、奋斗不息的献
身精神；要学习他不计名利，任劳任怨，
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的崇高品德；要

学习他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负责，处处
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要
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入实际、
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伟大的事业孕育
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引领伟大的事
业。我们要从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
科学家的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以与时
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韧不拔
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榜样》
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书写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
□杜祥琬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在被算法影响和塑造。越发强大
的算法在不断突破极限，甚至借助大语
言模型与人类对话。然而，算法并非新
近才开始影响人类社会，人类受益于算

法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 《算法简
史：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人工智能时代》
中，作者以算法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和经典算法为主线，勾勒出了一部近
4000 年的算法发展简史。书中丰富的
实例让读者充分感受到算法中蕴含的数
学之美以及算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
大力量。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算法简
史：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人工智能时代》聚
焦许多读者“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的算
法，既适合缺乏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了
解算法的来龙去脉，也适合专业人士回
味算法研究中发人深省的历史。在一切

皆可计算，算法塑造世界的新时代，阅
读这本书可以获得有益的启发。

马少平(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教授）：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已经
离不开电脑，而电脑之所以能为我们提
供这么大的帮助，其背后的“动力”无
疑是算法，可以说电脑上完成的一切都
是按照算法一步步计算的结果。然而什
么是算法呢？这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了解
算法的大门，从算法发展史的角度，非
常详尽而又通俗易懂地介绍了什么是算
法，描绘出了一部近 4000 年的算法发
展简史。

周晓锋(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研究员）：该书以时间为序，从算
法的雏形讲起，逐步深入，全面展现了
算法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它不仅梳理
了算法发展的脉络，还总结了计算机科
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式事件和成果，以
及这些成果背后那些行业大咖的贡献和
故事。作者以平实的语言将复杂的算法
概念阐述得清晰易懂，使这本书成为一
本适合初学者入门的算法书籍。

《算法简史：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人
工智能时代》

〔英〕克里斯·布利克利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0月出版

勾勒算法发展简史

■众评

从 2021 年河南春晚 《唐宫夜宴》
开始，河南广播电视台带着“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与大家见面，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河南卫视。网友说，这是河
南台的“文化破圈”。但更令人惊喜的
是，年轻人因此开始关注、探寻中国传
统文化与中国传统节日本身。

事实上，河南卫视并不是突然打通
了“任督二脉”，找到了传统文化现代
化表达的流量密码。它的背后是河南广
电人对弘扬传统文化痴心不改的执念，
是在逆境中踏破铁鞋的不懈追寻，是在

创作中抓铁留痕的坚韧不悔，是在工作
中用心用情的夕惕朝乾。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场媒体人和观众关于热爱和宠爱
的双向奔赴。

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中原孕育了博大精深、灿若星河
的中华文化，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
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守着
这份独一无二的文化富矿，河南台从互
联网发力，选择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力量，用文化创新拓展新的发展空
间，以3年之力持续深挖中国节日，提
出“新时代 新文化”的立台口号，终
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由文化内容做
成文化品牌。

文化传承需要一个支撑的锚点，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就是中国人一代代
传承有序的时间之锚。每个节日独有的
仪式感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不同的情感
寄托，情感和文化背后蕴含的则是一个

民族生生不息的信仰，是中国人几千年
来被一代代复刻进精神 DNA 里的存
在。所以，对中国节日的弘扬是一件让
中华民族知其所来、知其所往的大事。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每期的时间
并不长，平均分配到每一个节目的时间
不过几分钟。这几分钟就是一个契机，
我们用精彩的节目去打开一扇门，推开
一扇窗。让喜欢的人通过这扇门、这扇
窗，看到更辽阔和深远的中国文化。至
于最后是走进去，还是看过就离开，这
是观众自己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已经播出 24 期，全网点击量累计达
到 1800 亿次。也就是说，我们与观众
产生了 1800 亿次链接。文化作为一种
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无论是在传统
媒体中，还是在新媒体中，都是最核心
的存在。因为文化是生动的、活泼的，
它不是束之高阁的宝藏，而是融合在我

们的一饮一食、一言一行中的。纵然时
代会变，人们的交流方式会变，传统节
日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始终不变。因此，
我们坚信大家在看节目时，能在文化习
俗中跟随节目去穿梭时光，去共情先
辈，去链接传统。

中国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传
承有序的，只要文化不断，中国节日就
会像流向远方的河流一样，最终汇聚到
人类文明的精神之海中。但是，我们在
尽力创造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所以“中
国节日”系列节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本《中国节日奇妙游》是通往星辰大
海的一个路标，它告诉世人我们曾经走
过，此刻，我们已经又在路上。

《中国节日奇妙游》
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

节目》栏目组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8月出版

推开中国节日的门
□王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