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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名家解读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名家
谈》（福建人民出版社）精
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有关中
国式现代化的 16 篇文章，
从学术角度展示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时代魅力和广阔
前景。

该书以“中国式现代化
通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
的独特‘六观’”“以高质
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编，深入探讨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意蕴、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
等。书中汇聚名家的智慧与洞见，为广大读者全面深
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镜鉴。

敦煌汉简“说”丝路

《“简”读中国：敦煌
汉简里的丝绸之路》（浙江
文艺出版社）通过深度挖掘
简牍背后的历史文化，为大
众走近敦煌汉简、走进丝路
现场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该书运用一枚枚出土简牍，
将湮灭的历史事件、重要的
官方信息、平实的百姓日常
等勾勒出来，用一个个真实
的历史人物及事件构建丝路
历史。

该书以简牍视角探秘丝路发展历程。书中每一个
小节包括“文物简介”“简牍释文”“简文大意”“阅
牍延伸”4个板块，既有对简牍情况的简要说明、对
简牍内容的解读，又有对简牍背后历史文化的挖掘和
讨论。这种叙议结合的写作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大众传播不无裨益。

学人经历映照学术发展

《学林追远录》（人民文
学出版社）是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撰
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书
中追忆了高校名师、前辈师
长、同窗学友和同辈朋友等
师友。

品读这些醇厚典雅、真
挚通透的文字，不仅能清晰
地看到作者个人的成长轨
迹、领略诸多文化名家的嘉
言懿行，也能一览百年来时
代变迁、社会发展、学术进步的斑斓画卷，从而受到
感染和多方面的启发。书中众多珍贵图片定格了作者
及诸多文化名家的精彩瞬间。

阅读与艺术的交织

《艺术中的阅读者》（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部以书
籍和阅读场景为主题的艺术作
品集，收录了来自全球各大博
物馆和私人藏家的近300件艺
术品，涵盖了从古典雕塑、壁
画到当代绘画、雕塑和装置艺
术的广泛领域。

通过精心选择和编排，该
书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作
品间建立了富有意义的视觉联
系，展现了书籍和艺术在历史
上的交织与演变。此外，书中
还探讨了书籍史与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介绍了阅读史
中的阅读者形象，读者可以从中管窥艺术品背后的文
化和价值观，以及书籍在塑造文化、传播价值观中所
起到的重要作用。

经典童书背后故事

《写童书的人》（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 讲述了16位
经典童书作家作品背后的故
事。书中16篇文章，每一
篇写一位童书名家，展现他
们的人生经历、儿童观、创
作方法、日常中的灵感时
刻、在出版领域的合作细
节，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纷
繁变化。该书以16位名家
的人生经历，揭示出创作如
何从具体的人的生活中生长出来、什么样的作品具有
不会被时间磨灭的价值、什么样的人能创作出具有永
恒价值的作品等问题。

16位作家中包括创作了《彼得兔的故事》的毕
翠克丝·波特、写出《长袜子皮皮》的阿斯特丽德·
林格伦、讲述《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罗尔德·达
尔等经典童书作家。

《教育家精神之路》（江苏凤凰教
育出版社） 讲述的陶行知、陈鹤琴、
叶圣陶、斯霞、鲁洁、朱小蔓、李
吉林、于永正等 8 位教育家各有各
的成就，但他们所铸就的精神和形
成的教育家精神之路具有较强的示
范作用。书中不仅介绍了他们的思
想光芒和精神内涵，而且进一步探
究了教育家精神的共有特质、生成
过程、构建要素、潜在规律以及主
要启示。一位教师不一定能够成为

教育家，但弘扬教育家精神是应有
的追求。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与新时代教
育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相结合，形
成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
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
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
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
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
求。该书展示出的8位教育家无不具
有这样的精神。

教育家具有崇高理想，有立德
树人的自觉性、教书育人的引领
力，这是精神的力量，也是师者的
根本。他们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
入未开化的边疆。陶行知的生活教
育思想、陈鹤琴的“活教育”思

想、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的思
想、斯霞的童心母爱思想、鲁洁的
德性教育思想、朱小蔓的情感教育
思想、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思想、于
永正的五重教学思想，都是他们追
求创新的结果。

斯霞说“我为一辈子当小学教
师而自豪”，李吉林说“我是长大的
儿童”。持之以恒、潜心钻研教育是
教育家精神又一内核。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斯霞的“童心母爱”，用她
自己的话说：“与孩子打成一片，这
叫童心，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
样看待，这就是对学生的母爱。”

研讨教育家精神之路，就是要
进一步弘扬教育家精神，激励更多
教师沿着教育家精神之路不断前
行，不断成长。该书可供当代教师
学习、借鉴的是践行教育家精神之

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胸
怀大志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内生动
力。一位教师的成长靠组织培养、
同事帮助、个人努力，而个人努力
是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源于理
想、追求。年轻教师需要胸怀大
志，立志弘扬教育家精神，或者成
为教育家。在方法上，正如孙孔懿
先生在前言中所说，不妨与教育家
交朋友，也不妨与教育家精神交朋
友，与教育家的著作交朋友。其
次，躬耕教坛是教育家精神之路的
不二选择。教育家之所以成为教育
家，是因为他们躬耕于教坛；弘扬
教育家精神，同样必须躬耕于教
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广大教
师要有受得了冷清、耐得住寂寞、
陶醉于教学的境界，才能称得上始
终行走在教育家精神之路上。

践行教育家精神
□朱卫国

《白夜梦想家》（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的创作起源于作者诺亚生活中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前些年，诺亚
的父亲罹患一场大病，幸而通过医治
最终痊愈，她沉思很久后，决定开始
创作这个故事。诺亚说：“父亲现在
能够看到我写的书了，我可以在虚幻
的世界里描摹他的一生，而他也能够
在我的字里行间读出女儿的心事，这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儿童文学的存在，是为了点亮孩

子的精神家园，引领孩子的心灵成
长，这是共识。然而，儿童文学的属
性与意义虽没有变，但儿童的心理、
情感和精神需求是随着时代在变化
的。在《白夜梦想家》这个童话中，
诺亚将一个孤独的孩子变为一位梦想
家，不动声色地进行了精神抚慰和价
值引导。例如，她通过想要成为一条
鱼的球藻表现孩子对自我的不认同，
通过洋娃娃的镜像世界呼应孩子对于
永恒友情的渴望。她看到这些或许并
不起眼的成长的苦恼，然后用一段冒
险般的旅程将它们悄悄抚平。梦想家
并不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梦想和多么强
劲的目标，她只需要喜欢自己、喜欢

不一样的人、喜欢这个世界就好。这
是健康快乐成长的要义，也是这本书
带给孩子的力量。

《白夜梦想家》在第十二回之前
一直是一个幻想色彩十足的冒险故
事，作者巧妙地用梦境的形式来讲述
幻想的故事。这种创作手法让作者的
想象肆意流动，也与当下儿童灵动而
不受拘束的思维方式高度契合。作品
以一种儿童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引
导着读者一路尽情享受沿途的风景，
耐心等待一个故事的结局，这正是一
部当代童话的意义和价值。

在《白夜梦想家》中，诺亚汲取
《西游记》等中国经典名著中的文化
内核，如团结友爱、不畏险阻，甚至
是反叛和斗争精神，但她也观照当下

的孩子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她在故
事中运用了很多对话来塑造新的角色
形象，十分符合当下的孩子勾勒人物
与事物的方式，能让他们很快领会到
角色的个性特质和故事的价值内核。

《白夜梦想家》 是一部童话作
品，而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载
体，根植于现实人文关怀，又拥有超
越现实的表达，这种表达因为符合儿
童的思维方式，尤其具有触达儿童心
灵的力量。诺亚曾说：“我所做的尝
试是，如何让自己的童话变得更年
轻，更现代。我希望童话能够走在时
代前沿，我希望在孩子讨论游戏、动
漫、电影的时候，能够加上‘童话’
这个标签。”《白夜梦想家》很好地践
行了这种尝试。

用梦境讲述幻想故事
□胡隽宓

不久前，我拿到《有书香的地
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安徽教育
出版社）这本书。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作品的作者是聂震宁，他和我是北大
作家班的同学，所以我们几十年前就
已经非常熟悉了。聂震宁的成名作叫
做《长乐》，上世纪80年代就在《人民
文学》发表。

认真看完这本书，我想起自己曾
经对不同类型作家的比喻。我把文学
批评家叫做“啄木鸟”，把诗人叫做

“高蹈的仙鹤”，散文家有点像“梅
花鹿”，小说家更像“猎豹”——非
常迅捷地捕捉生活中的细节。报告
文 学 作 家 被 我 称 为 “ 西 伯 利 亚
狼”——他要有非常强的耐力、追踪
力才能完成作品。报告文学作家不仅
需要脑力，还需要体力，这是我的趣
味联想。

读过《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
阅读纪事》，我有四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这部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
作品是一部充满作家职业情怀、具
有出版家专业视角的独特作品。这
部作品再次证实了“西伯利亚狼
式”的写作，它需要多大的耐力才
能完成。聂震宁走遍了祖国的山山
水水，包括他在缺氧的情况下，到西
藏、青海调研。我俩是同龄人，我也
知道他的身体情况。所以，这本书让
我看到了老同学的一种崭新面貌。聂
震宁在书中列举了众多作家的名字，
来自湖南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宋庆莲是
一位基层作家，作家办书屋就会格
外不同。聂震宁走过天南地北、城
镇乡村，遇到了不同地区、不同年
龄段的阅读人群，记录了印象最深
刻的阅读场景。所以，这部作品的

视角非常独特。
其次，这是一部年逾古稀的出版

人对全民阅读这一国家文化战略的深
度观察报告。现在，我们国家进入新
时代，特别是近 20 年，几十位全国
政协委员共同提出并大力倡导，推动
全民阅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连
续参加了3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场
面让我非常感动。

再次，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同时又
注重细部特征和地域民族特色的报告
文学力作。聂震宁在采访中说“我
没有亲自到过的地方，我不写；我
自己如果不感动，我不写”。报告文
学特别强调纪实性、在场感，还有
情感投入的力度和情感的温度，这
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报告文
学的这个要求和纯粹靠想象力写的
虚构文学是不一样的，和写诗、写

小说都不一样，和写幻想小说更不
一样。这本书中不仅体现了作者的
开阔视野，而且对地域特色和民族
特色抓得特别准。

最后，作品用扎实的资料、翔
实的考据、朴实的文字、真实的情
感，对全民阅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
了展示和剖析。聂震宁是从广西走
出来的作家，他的采写是从乡村到
厂矿、从军营到商场，甚至写到了
盲文阅读。据我所知，写全民阅读
的文章甚少写到盲文阅读，聂震宁
写到了，这一笔是非常重要的，是
一种深度的人文关怀，这些都是实
实在在的全民阅读案例与探索。从
这种细致中能看出他的拳拳之心。
此外，作品中还反复用到一个词叫
书籍，书中以鲜活生动的案例印证
了莎士比亚、高尔基等对书籍的杰
出论断。所以，这部作品有点有
面、有人有景、有画面有情感，非
常真实。

这部作品是难得的对全民阅读的
深情见证。读完之后，我在这本书的
扉页上写了四句小诗以作纪念：“踏
遍青山走四方，古稀学兄觅书香；耕
读传家今传国，一册在手乐未央。”

全民阅读的深情见证
□高洪波

《先生向北》（长春出版社）系鲍
盛华的长篇力作，该书是一部深具学
术价值的历史文化随笔集。鲍盛华凭
借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文化视
角，精心书写了这部集历史沉思与文
化剖析于一体的散文随笔，为读者呈
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飨宴。此书
不仅是对吉林文脉遽然隆起过程的一
次历史挖掘、系统梳理和详尽解读，
更是对先哲贤达高尚人格和精神风骨
的崇高礼赞和展示。

《先生向北》以新中国成立后百
废俱兴为背景，开篇即以张伯驹、潘
素夫妇北上长春的壮举为锚，缓缓铺

陈开一幅幅细致生动的生活画卷。用
这对夫妇的足迹，引领我们穿越时空
的隧道，钩沉出1945年至1965年间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彼时，无
数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怀揣着对
国家的无限忠诚与热爱，毅然决然踏
上了北上的征途，支援长春的建设与
发展。透过张伯驹、潘素夫妇的视
角，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革命家如何在
过去的年代坚守信仰，如何在逆境中
寻求光明。

鲍盛华以其细腻的笔触，将历史
的厚重与人物的鲜活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使得这段历史不是一段冰冷的文
字记载，而是一部充满温度与情感的
史诗。他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时
代，与伟大的灵魂并肩前行，让我们
记住了不计个人得失、具有家国情怀
的一代名士张伯驹，为吉林高等教育
勃兴鞠躬尽瘁、礼贤下士的老校长匡
亚明，为吉林文化事业殚精竭虑、招
贤纳士的文官宋振庭，堪称“化学领

域定海神针”、被誉为“中国量子化
学之父”的唐敖庆……正是这些先
生，以“拓荒者”的坚韧与勇气，深
耕于吉林这片沃土，才铸就了文化园
中的百花齐放、群英荟萃。他们不仅
以渊博的学识改变了吉林的面貌，更
将文化的根脉深深植入了这片土地。
虽然先生们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那
大国之士的风骨、探索未知的勇气以
及兼容并蓄的气度，却如同璀璨星辰，
永远照亮吾辈后学的前行之路，成为
我们心中永远的景仰与追寻。

在2024年11月15日召开的吉林
省教育科技人才大会上，吉林省委书
记黄强向与会代表推荐 《先生向
北》。黄强强调，“他们把昔日人文气
息不盛的吉林变成了全国人才纷至沓
来的集聚地。新时代，要继续发扬这
种精神，赓续文脉努力再现这种盛
况。”诚然，吉林文脉，作为中华民
族多元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承载着这
片广袤土地上各民族历经千载所积淀

与传承的文化精髓与精神血脉。此脉
络之中，既蕴藏着古代先民智慧的火
花，亦映照出近现代以来无数仁人志
士的精神风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
桥梁，是维系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的
纽带。《先生向北》这部著作，让我
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并珍视这份先辈
遗留下的文化瑰宝，要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与自信，精心培育那些由先
贤播撒的文化种子，使其在新时代
的沃土上生根发芽，绽放出最为繁茂
的生命之花。故而，让吉林文脉得以
永久赓续，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
承，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与责任，这也
是《先生向北》这一著述所要表述的
内容之一。

我们应当通过学术研究、文化创
新等多种途径，深入挖掘吉林文脉的
丰富内涵，弘扬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使之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璀璨
的光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吉
林智慧与力量。

赓续传统文脉
□戚萌

全民阅读的主角是“全民”，是人民群众，是普通百姓。除了大咖名流，

“红沙发”也邀请那些真正通过阅读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摘自《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