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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阳光很明亮，麦地里的叶子都油亮亮的，风一过，就起了绿浪，前仰后合，一

波波扩散开去。山上的竹林也积极响应，树叶起起伏伏，像一支无比庞大的合唱

团，一起轻轻摇摆着身子，哼唱着伴奏。 ——摘自《小云兜里的梦》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春风
文艺出版社）从追溯代表军队历
史和荣誉的战旗来源出发，铺展
开鲜为人知的战事故事和具有深
度细节的军旅历程，使无数令人
缅怀、激人奋进的钢铁战士形象
逐一涌现。

该书讲述了“铁军”“大渡
河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塔山英雄团”等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功勋部队历经的光荣战役。作者以权威史料
为基础，遵循历史逻辑，秉持实录历史的写作准
则，呈现出一部真实严谨、具有历史品格的纪实作
品，彰显了全军官兵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战斗作
风和优良传统。书中附有二维码，扫码可听“声”
临其境的朗读，仿若聆听历史的回响，还可倾听编者
心语、创建阅读笔记。

用史实和细节写军旅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实
施以来，涌现出《雪山大地》《草木
志》等一大批佳作。儿童文学作家在
这一领域深耕，推出多部广受好评的
作品，“我的美丽乡村”丛书便是其
中代表。丛书最新作品《小云兜里的
梦》（大象出版社） 以“两山论”发
源地浙江安吉余村为背景创作，以孩
童视角，全景式描绘出新时代山乡巨
变的绚丽画卷。

作品深入生活肌理，细节饱满，展
现新时代乡村的美丽蝶变。“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该书以小云兜村
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巨变，呈现出全国
千万个乡村实现美丽生态、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三美融合”的壮美篇章。在

展现乡村振兴、时代变迁方面，《小云
兜里的梦》细致描摹出小云兜村今天
的青山绿水，并且通过鲜明的对比，写
出了小云兜村的蝶变之路：从炸山取
石，到绿色旅游，再到宜居宜业之地，
绿水青山成了幸福靠山。正是当地人
的有远见、有勇气、大胆尝试，小云兜
村才有今天。通过参加学校的“云兜小
导游”演讲比赛，主人公龙小云知道了
小云兜村在成长中经历过哪些阵痛，
又是如何才有美好的今天。作品对生
活精细把握，用儿童视角、儿童叙事方
位讲述新时代山乡巨变。

对如何写出好作品，老舍先生说：
“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正是
作者余闲进行了大量的准备、调研等，

并真正走进乡村中去，去触摸真实的
土地，体验真实的变化，才有了作品中
细致、深入的描写。

书中通过女孩与老师之间的相互
治愈、相互激励，写出了两个人的成
长，给读者以启迪。龙小云兜里经常放
着一个小本子，里面藏着她的三个梦
想：考上大学、让俞老师振作、帮助办
养鸡场的爸爸渡过难关。为完成第三
个梦想，龙小云报名参加演讲比赛，希
望更多人关注到爸爸的困境。想实现
梦想并不容易，她的面前立着好几只
拦路虎，每一只都凶巴巴、张牙舞爪。

俞婉芬老师面对的困难则更大，
她因为救学生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生
活，她希望重新振作起来，能够在残运

会射箭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给自己的
孩子、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

两个人相互约定，一起突破自我。
这使得作品在书写乡村巨变之外，还
对小读者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两位主
要人物的梦想，恰好与小云兜村的梦
想相互交织，展现出作者的巧思。

作品有非常强的文学性、故事性，
文风清丽、情节动人。《小云兜里的梦》
是一部值得慢慢品咂的作品。文章中
大篇幅、细致的风景描写，营造出浓郁
的氛围感。对小读者来说，除享受美的
熏陶、提升文学素养之外，也能体会到
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懂得如何与自
然和谐相处。书中的风景描写，构成作
品中非常亮眼的存在。细致的风景描
写，又赋予作品鲜明的地域特点。

闲笔不闲、闲笔增色，书中的景
物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描绘
出乡村一幅青山绿水的优美画卷。正
是在文学性、故事性等方面的精心打
磨，才使得这部作品散发着泥土和花
草的芬芳。

孩童视角书写山乡巨变
□杨雅莲

《当代小说六家》（湖南文艺出版
社） 是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特聘

“长江学者”张新颖的文学评论集，
收录了作者研究史铁生、张炜、王安
忆、莫言、余华、黄永玉等六位当代小
说家的文章。这六位小说家的文风、
小说叙事模式、创作历程不同，更不论
生命形态、个人境遇的迥异。在开篇
的小引中，张新颖谈到将其归入同一
个选集的缘起：“我给自己定的选择

标准，是所谈的作品、现象、问题，
与自己的生命发生过深切关联。”

这样的遴选标准既是一位当代文
学研究者“主体性”与“有情”生命
的彰显，亦是一位学者、批评家对读
者的责任感。“有情”来自沈从文对

《史记》的讨论，《当代小说六家》一
以贯之的正是对沈从文“有情”传统
的延续。这种延续一方面体现在张新
颖对小说家生命中超越文本的“一些
特别东西”的关注；另一方面体现在
作者对研究对象感情的倾注以及在此
基础上对文学文本与时代经验共振的
把握。

20 多年来，沈从文、黄永玉等
的创作经历、文学“养分”、生命境
遇甚至人生选择早已内化成张新颖的
课堂讲稿、研究文字与生命经验。读

者不仅可以从张新颖的文字中寻觅到
沈从文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转化，亦
能由人论文、由文及人，经由作者独
特的专业视角、广阔的视野与“有
情”的笔触探寻六位小说家之于当代
文学的意义。全书的 20 篇文章各有
侧重、论述往往打破学科壁垒，甚至
横跨流行音乐；或“一说再说”《无
愁河的浪荡子》；或引用李宗盛《你
走你的路》的歌词展开对史铁生的讨
论；或从小说的“发生学”入手谈论
王安忆的独特之作《匿名》；或讨论
张炜“少年时代的流浪”与“野地里
的游荡”。王安忆研究、莫言研究、
余华研究等均属当代文学研究的“显
学”，张新颖却总能另辟蹊径，从文
本内部生发出独特的经验。《中国当
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将看似

并无直接关系的三个文本放置在一
起：余华《活着》、贾平凹《秦腔》、
王安忆《天香》。作者并未拘泥于三
位作者与沈从文的直接关系，而是着
重分析三部作品对沈从文传统的“毫
无刻意地”回应与激活。现有的史铁
生学术研究或多或少绕不开史铁生瘫
痪的残酷事实，但 《平常心和非常
心》 一文却引导读者“分散”注意
力，“淡化”上述意识，像“看一个
普通人的作品一样看史铁生的作
品”。文章从史铁生的“平常心”说
开去，分析短篇 《我之舞》 和中篇

《礼拜日》，进而引申到人生境界、精
神境界与艺术境界。

整体来看，《当代小说六家》语
言平实，巧妙地“在词语中间”勾勒
出文学的褶皱。

“有情”的文学研究
□陈思宇

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以“我是
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赤子之心，将毕
生精力投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邓小平一生留有许多文物，位于
邓小平家乡四川省广安市的邓小平故
里管理局就珍藏了170件，此外还珍
藏有200多件档案文献资料和400多
幅图片。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见证
了邓小平一生伟大辉煌的历程，记录
了他崇高的品德风范，是弘扬革命文
化、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
生动教材。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

年，由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邓小
平故里管理局编著的《我是中国人民
的儿子——邓小平文物故事》（中共
党史出版社）出版。书中从邓小平留
下的诸多文物中，选取了反映不同历
史时期的极具代表性的文物 50 件，
包括来往信札、电文手稿、电报批
示、办公用品、出行工具、生活用品
等，勾勒出邓小平伟大辉煌又富有传
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以物叙史，让历史说话，是这部
书的亮点。书中把邓小平留下的文物
作为叙史的切入点，将人物故事放在
特定情景中呈现，以独特的写作手法
多方面、多层次刻画了邓小平作为伟
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
家的思想品格，同时又细腻地表现了
他的生活志趣。例如，一根距今已保
存近百年的藤制马鞭，铭刻着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
历史印记；一双黑色皮鞋，跟随着邓
小平“过千山”“涉万水”，见证着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担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时最忙碌的十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记述着改革
开放时期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道路的开端；一个普通的粉
色饼干盒，是邓小平办公室中为数不
多的日用品，诉说着他对孙辈们的满
满爱意。这一件件珍贵文物就是一扇
扇走近邓小平精神世界的窗口，一个
个动人故事就是一幅幅再现邓小平工
作生活场景的历史画卷。书中新的视
角和表达方式，契合读者特别是青年
一代的需求，做到“有物可看、有史
可讲、有理可明”，充分激活了革命
文物传史育人、铸魂育人的功能。

如何将红色文化故事变为生动的
素材，让历史叙事还原真实的场景，
是该书编写中独具匠心的设计。书中
一些故事的开篇有二维码，扫码便可
收看来自邓小平故里管理局讲解员的
现场讲解。这种生动可感的解读方

式，不仅有效拓展了故事内容，而且
还带有当代青年爱看、愿听、易懂的

“时代味”。深入挖掘的文物故事，图
文并茂的细节设计，细腻厚重的情感
表达，新颖有趣的媒体运用，丰富了
整本书的内容构成，是红色文化传播
的一种新视野、新思路、新形态，让
读者得以在历史的钩沉中感受伟人力
量、接受精神洗礼、得到人生滋养。

《邓小平文物故事》的作者团队
对如何写好这部讲述伟人生平的书稿
有着独特的思考。他们坚持理论研
究和资政育人相结合的写作原则，
不仅用丰富的创作手法写出了伟人
事迹的温度，而且用扎实的学术功
底写出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在讲述
主人公光辉业绩的同时，还对邓小
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对历史上
的关键节点、重大事件进行了由表
及里的剖析，呈现了不少独到的学
术研究成果。

用红色文物传史育人
□姜淑萍

老北京话里“虫儿”有行家
里手之意，作家刘一达在“虫儿
系列”小说（作家出版社）中用
地道的京味儿语言，演绎出各种

“虫儿”的人生经历，讲述他们
的传奇故事。

“虫儿”系列小说共三册，
其中《人虫儿》讲述了五个领域
里孙老头儿、罗银水、霍爷等

“虫儿”的故事。小人物曲折跌宕的传奇故事中折射
出百味人生，同时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以
及普通百姓的心理历程。《画虫儿》以当代书画市场
的起伏和真假博弈为背景，以民间收藏家冯爷与“学
院派”教授钱大江的恩怨情仇为线索，描写了“画虫
儿”冯爷的传奇人生。《酒虫儿》描写了“盖板杨”
的錾刻绝技和工匠精神，多角度展现了北京城的市井
风情。

京味语言写京味故事

《给孩子的中国智慧》（中信
出版集团）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中
国智慧书。书中以生动的故事与
细节，描摹老子、孔子、墨子、
庄子、惠子、孟子，张载、朱
熹、王阳明、顾炎武，以及严
复、王国维等84位中国思想家
生活的时代，再现他们的人生故
事，剖析他们的思想体系。

书中将著名的历史人物还
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讲述他们面对人生困境时的
处世智慧，再现他们的责任、思考、诚信，用中
国智慧滋养童心。这些富有思辨的内容能够启发
思考，让孩子们拥有更宏观的视角，理解中囯的
历史与当下。

带小读者走近思想家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
教、家风，“齐家”是联系“修
身”与“治国”的纽带，在历朝
历代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名臣家风》（党建读物出版社）
汇集了司马迁、杨震、诸葛亮、
苏轼、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
20位古代名臣的齐家故事和庭
训言论，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
价值观念，承载了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智慧美德，是当今社会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
神财富。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传统风尚，体现着家庭的价值
观。良好家风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引领社会风气，凝聚强大正能量。《名臣家风》集
中展现 20 位古代名臣在家风家教方面的智慧和心
得，向读者传递重视家庭文明建设、锤炼个人品德
的理念。

传递家风中的智慧与美德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
出版社） 以中国经济的真实轨
迹为叙述主轴，系统地回顾中
国在改革发展中取得的各项成
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
题，并探讨其原因与解决问题
的办法。

书中分析了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产生和加速演进的原
因，聚焦于未来中国应如何保持
定力，以成功驾驭百年变局，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解读了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质
生产力等关键词，探讨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
径和方向。全书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为
支撑，从最浅显的经济现象逐渐过渡到背后的道
理、学理、哲理，内容通俗易懂，适合关心中国经
济的大众读者阅读。

从现象入手为大众讲经济趋势

徐剑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高手。所
谓“高”，在我看来除去内容的真实
性与文字呈现的文学性这两条最基本
的标准外，至少还要有如下专属自己
的鲜明个性，诸如对生活观察的敏锐
感、对表现对象理解的深厚度以及最
终呈现于具体作品时文学表现的丰满
度与专属度。

综观徐剑过往的报告文学创作，
总体上显然符合笔者心目中这样的

“高”。但现在这部《强国记：中国知
识产权的力量》（海燕出版社 电子
工业出版社） 对徐剑而言却又不无

“特殊性”。除去是与另一作者李玉梅

的合著外，据作品“序”中披露，在
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篇“命题作文”。
不过引发我对这部新作最大兴趣的恰
是作品副题中“知识产权”四个字。
截至2024年10月底，国内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高达466万件，位居全球
范围申请量前列。这部《强国记》从
具体案例着手，聚焦知识产权的开发
运用与保护这一特定视角，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对我国相关历史进程的一次
聚焦与回望。

《强国记》采写对象被限定在“获
得中国专利金奖、蜚声世界的企业及
发明人”这个特定范围。而迄今为止
享有这个殊荣的个人与企业只有陈昆
鹏、李建斌等人发明的“隧道盾构机”
等8个。无独有偶的是这8个项目及
其所属企业竟然全都是“依水而居”，
仿佛应验了“有水则灵”这句俗语。于
是，徐剑和李玉梅便顺势将整部作品
切分成上卷“黄河清”（“隧道盾构
机”），中卷“潇湘（江）情”（“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和“株洲中车”）以及下卷
“珠江风”（华为、科大讯飞、腾讯和大
亚湾核电站），以分别对应8个项目及
所属企业。而每卷结尾处又分别以

“黄河之水天上来”“湘江好风景”和
“珠江烟水碧蒙蒙”为题抒写由采访而
引发的联想与感慨。这样的结构与升
发也恰是文学特有的功能、独有的魅
力之所在。

尽管有了如此匠心独具的巧妙结
构，欲将这些专利及它们的研发者写
透写活依旧不易。不难想象：每项专
利的获取，抵达成功彼岸的过程必然
曲折而艰难、枯燥而琐碎。徐剑和李
玉梅则充分发扬文学以人为中心之
长，巧妙而合理避开专利研发过程中
的种种艰涩，紧紧盯住那些置身于其
中的鲜活人物，包括但不限于科学
家、工程师等不同岗位的参与者与奉
献者，如中铁高级专家李建斌、中联
重科总工程师付玲……在这些人物身
上，虽既有胸怀报国之志、敢为人

先、锲而不舍、勇攀高峰的信念与追
求的共性，但更有年龄不同、经历有
异、个性鲜明的差异。徐剑和李玉梅
正是紧紧抓住这样的差异与个性，用
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精气神和高
光时刻，近乎速写和特写，令人难以
忘怀。

《强国记》 所涉项目虽只有 8
个，但其所跨越的时间却长达数十
年，空间亦从黄河、长江到珠江。如
此广阔的时空被两位作家浓缩进不足
30 万字的篇幅，其背后所凝聚的是
他们对自己所涉领域的深刻理解。看
似是展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但真
正聚焦的是当下中国从事科学创
新、创造的科技人，透视他们的成
长，从他们的情感、命运、奋斗中
寻找强国密码。这虽是一个漫长而
崎岖的过程，但只要瞄准既定目标
不动摇不折腾，“中国知识产权的力
量”就会不断释放，我们的强国梦也
一定会实现。

八朵浪花激起的巨大涟漪
□潘凯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