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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
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

“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
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
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
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嫣然思语

2024年7月15日，是个平常的星期一，
我和年长 4 岁的同是退休老人的陈廷一又
像从前上班时那样相约出访，来到位于
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他
对这里熟门熟路。我怀着久仰的心情第
一次走进这个成立于 1950 年的出版行业
的“老字号”。从编辑手中接过尚未进入
发行渠道的 《屠呦呦传》，先睹为快。廷
一兄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与梁守德合
著的 《屠呦呦传》，以 33 万字的长篇带领
读者走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屠呦呦……

那是 94 年前，屠呦呦的父亲用 《诗
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给她取名，
这种奇妙的联系仿佛是一种预言。许多年
后，因为这株叫“青蒿”的小草，她实现了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本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零”的突破。
《屠呦呦传》运用除虚构以外的多种文

学艺术手法，再现屠呦呦的非凡经历和敬业
奉献的精神风貌。以“青蒿之荣”开篇，接
着从屠呦呦的“战乱童年”写起……共写了
12章，章章精彩。

当我阅读到 《屠呦呦传》 的尾章——
“十二章 造福全球”时，在多处字里行间
乃至整个自然段画上了重点线：“青蒿素
在全球共治疗了两亿多人，古老的‘中国
神药’正释放着令世界惊叹的力量。”“屠
呦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药学家，她
和团队成员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国内完成
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在宇宙中遨
游的第 31230 号小行星命名为屠呦呦星，
在 北 京 钓 鱼 台 国 宾 馆 举 行 命 名 仪 式 。”

“屠呦呦从发现青蒿素到获奖，耗时 44
年，整个过程漫长而曲折，反反复复。你
不静下心来，急功近利能行吗？”“就屠呦
呦个人来说，干事专注痴迷，也是青蒿素
成功的关键因素。专注痴迷，也是有成就
科学家的基本特质。”

1930 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屠呦
呦，16岁那年不幸染上肺结核病，被迫休
学两年。《屠呦呦传》这样评述她当时的所
思所想：“这段经历也正是她对医学产生兴
趣的最早起源。当她躺在病床上忍受疾病
折磨开始思考未来的时候，她似乎就下定
了决心——‘我学医学，救死扶伤，贡献
社会。’”《屠呦呦传》 接着详写她填写高
考志愿时的思考与选择：“她心中，依然有
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生大境界。
治愈病痛，挽救生命靠‘良医’，‘良医’
靠什么？药物！”“她拿起笔，在志愿一栏
里中规中矩地写上——北京大学医学院药
学系。”

高考如愿。经历4年寒窗苦读，屠呦呦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工作。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中医研
究机构。她从这里迈开了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的脚步……

为了攻克抗疟难关，屠呦呦埋头中医
古籍，收集 2000 多种方药、编纂 《疟疾
单秘验方剂》。受东晋名医葛洪 《肘后
备急方》 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的启发，屠呦呦创建了低
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成分的方法，191 号
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
达 到 100% 。 数 千 年 来 ， 国 内 外 无 数 医
生、科学家苦苦寻找的消灭疟疾的武器终
于找到了！

这个后来被誉为“中国神药”的抗疟
药，在取名字时，屠呦呦的提议得到研究
团队的高度赞同和主管部门的积极采纳：
青蒿素。它的问世，不同于英国人发明的
青霉素、美国人发明的链霉素，而是在中
国本土孕育而生、代表中国医药创新能力
的“中国创造”。《屠呦呦传》 深情地写
道：“如果屠呦呦没有发现青蒿素，人类与
疟疾已持续千年的战争，也许依旧一眼望
不到尽头。屠呦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科学家之一。”

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编辑室里，作
者、编者、读者都手捧一部 《屠呦呦传》，
津津乐道。5 个月后——12 月 23 日，媒体
纷纷报道：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
传记作品名单公布，《屠呦呦传》出现在长
篇类作品获奖名单中，这是中国传记文学
学会的最高荣誉。作为读者，我更加敬仰

《屠呦呦传》的传主和作者，他们在不同领
域荣获大奖，都是因为专注，所以才专业
和成功。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
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屠呦呦：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和成功
□单守庆

风衣不单是一件服装，更是一个时代
的风尚，是衣着的风格和时尚。一件精制
适体的风衣，可以完美地展现人的风度和
风采。从年轻时起，我就钟情于这个风
尚。但准确地说，我的第一件风衣其实只
能算是工装作时装，“伪装”了一次时尚。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安徽
龙子湖畔的一所高校供职，具体岗位是校
宣传部的干事兼做校刊（报）的编采。宣
传工作特别是报刊工作，摄影是一个必不
可少的项目。因岗位职数的限制，部里没
有配备专职摄影师，就由一位稍通摄影及
暗房洗印技术的秘书带着我兼顾了这个工
作。我还算灵巧，很快就掌握了显影、定
影、曝光等技术，在那位秘书升职后我也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校报的负责人，独揽了
写、编、拍、印一条龙的工作。

做过同类工作的人都知道，洗印照片
的暗房里，显影、定影液是极具腐蚀性
的，一旦沾上衣服，不仅会留下难看的斑
痕，而且也会使衣服的纤维受损，毁掉衣
服。这也就成为了工作上的一只拦路虎，
颇让我伤脑筋。

有一天，我去一个理科系采访实验室
的几位老师，他们身上穿着的白大褂引起
了我的注意。我心想，如果能有件这样的
白大褂当工作服，不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衣
服在暗房工作时受损了吗？

于是，我找到了校总务处后勤科，申
请发一件白大褂工作服，理由是暗房工作
需要。后勤科科长断然拒绝，说只有实验
室人员才配发白大褂，宣传部又不属于实
验室，怎么能有这个待遇呢？我向他解释
暗房工作的特殊性，他也不听，最后撂下

一句“要不你去找领导”。那年月我刚二
十郎当岁，年轻气盛，不达目的不罢休。
你既然让我找领导，我就去找！于是我给
学校分管后勤的副书记面呈了一份报告，
细数暗房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其隐藏
的危害，给报告最后提出的“需配发工作
服”的申请做了详细完整的铺垫。这位副
书记是位能够体恤下级的好领导，边看报
告边听我解释。听完、看完，他大笔一
挥，批准了我的申请，要求后勤科按实验
室配置尽快发给我工作服。

我拿着领导的批示找到后勤科。那科
长没再多话，打开柜子为我拿衣服。我瞟
了一眼柜子，发现里面不仅有白大褂，还
有蓝色大褂和卡其色大褂。我便说，暗房
工作最怕透光，白衣服不合适，给我那种
卡其色的吧。科长看看我，似乎不太想满
足我的要求。我说那我再找书记去批吧。
他听我这样说，沉吟片刻，便拿出那件卡
其色工作服给了我，还叮嘱一句：“两年
换一次，你节约点穿。”

从此，我便享受了实验室的待遇，有
了一件卡其色的大褂工作服。待我穿上它
一看，感觉用它做工作服实在有点可惜，
怎么看这都像电影《追捕》里杜丘和矢村
穿的那种风衣呀！只是少一条腰带的装饰
而已。那段时间正想买一件那样的风衣，
可一来缺钱，二来在商场里也很少见到，
没想到歪打正着，申请来的工作服竟胜任
了这个角色，圆了我的风衣梦。更有意思
的是，我穿在身上，同事和朋友们怎么也
不相信这是一件工作服，非要说我是为了
风度赶时髦买的风衣，批我“烧包”。我
索性也不去解释了，就把它当风衣穿着，

行走春秋，自得其乐。
拥有一件真正的风衣则是在我离开龙

子湖北漂京城之后的事了。上世纪90年
代中期，我参与了一份行业报的创刊工
作。没日没夜地持续奋战近3个月之后，
在那年10月初，捧出了散发着油墨香味
的创刊号。报社领导为激励大家，按照创
刊工作期间每个人的贡献大小，评出了一
批优秀员工，颁发奖状和奖金。我原先乐
观地估计自己应当在一等奖之列，能有较
高的奖金改善生活。可结果出来之后，我
只获得了二等奖。我虽然心有不甘，但也
欣然接受了。庆功会上，我喜笑颜开地从
领导手中接过了一张奖状和一个装有300
元奖金的信封。

此前，报社有位年轻同事穿了件“伦
敦雾”牌的黑色长款风衣，让我很是眼
热，也想着哪天买上一件。这笔奖金的落
袋，让我有了实现愿望的资本。拿到奖金
的次日，我便专程去了时常路过的城乡贸
易中心，在男装部一眼就瞥见了一款咖啡
色的长风衣，版型修长、质地挺括，宽大
的衣领上还镶了刻出纹理的一层薄薄的羊
皮，肩扣、腰带、斜插口袋，正是我喜欢
的样子。我试了试，正合身。看品牌叫“望
族”，没有“伦敦雾”有名，320 元的标价也
比“伦敦雾”少了不少。略一迟疑，我拿出
奖金，又加上20元，把这件风衣穿在了身
上。从此，这件风衣成了那些年里春秋季
节我的着装标配。在南来北往采访、调研
的日子里，它虽挡不住惊涛骇浪，却也陪伴
着我经历了春风秋雨、晓霜轻寒。

这些年，收入增加了，生活条件也改
善了，和大多数人一样，买件心仪的衣

服，在我已不是一件需要多费心思的事
了，只要不是天价类的，大多数时候还是
能够出手将看中的衣物收入囊中的。而我
又对风衣情有独钟，陆续又买了几件不同
款式、不同材质的风衣。有羊皮的，有仿
皮的，有毛料的，也有混纺的，都剪裁得
体、设计大方考究，价格都不是很贵，只
图穿个乐和开心。当然，得体的衣物穿在
身上能引来别人的赞许，心中自然也有爽
爽的感觉。人嘛，就这点爱听好话的虚荣
心，我一个凡夫俗子也难免如此。其中有
一件短款的风衣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品牌，
叫“过客”。以前我能看上的都是下摆超
过膝盖的长款风衣，对短款的兴趣不大。
之所以看中这款，主要还是它整体的设计
得体而又紧凑，不同于翻领的立领设计有
一种向上的坚硬感，腰带回束到身后，使
整件衣服呈现节制感强烈的造型，穿着它
下乡走村，采访采风，也是利索大方，提
振精神。

衣食住行是人生须臾不可或缺的，也
基本上是人生的全部内容。吃什么、穿什
么既和经济条件相关，又反映了特定时期
的社会文化风貌。尤其是服装，更是时代
的立体写照。在21世纪的当下，风衣类
的服装似乎被归入了传统老旧的派别，不
再为年轻人所喜爱了。更加新潮甚至怪异
的服装层出不穷，把人们的生活装点得五
彩斑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服装的生命期大大
缩短。那一件件或因破旧或因款式过时的
衣服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实物见证。而我却
仍然乐意继续穿着风衣，至于还有没有风
度，就不去管它了。

风衣是时代的风尚
□查理森

漓江之美，青绿叠翠，蜿蜒于群山万壑
之间。奇峰夹岸、碧水萦回，令人神往。前
不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
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广西
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
大型纪录片《漓江》上线播出，引起热议，网
友惊呼“每一帧都可以作桌面”“放假就去
看漓江”，取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

纪录片 《漓江》 聚焦并生动阐释
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精美的画面、
精准的笔触、精细的制作，将漓江绝美、
人文之盛、物我和合表现得淋漓尽致，为
观众描绘了一幅流淌在人们心中的山水画
卷，吟诵了一卷贯穿古今的文化诗篇，唱
响了一曲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幸福旋
律。从制作的角度看，这部纪录片篇幅不
长，但调研深入、逻辑贯通，画面极致、
细节精致，文本华美、音乐浑然，以短短
6集、150分钟左右的体量，讲述了漓江自
然天成、万籁一体、古今咏叹、和谐共生
的生命律动，令人品味出中国传统中

“天、地、人”的文化底色，彰显了高品
质纪录片的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时
代性，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
国际传播价值，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文明、
文旅、现实题材等主题类纪录片的影像图
景，是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过程
中，广西广电为全国观众奉献的又一部高
水准的纪录片作品。

打开纪录片之前曾以为，《漓江》将
是一部采用传统手法创作的作品，突出展
示漓江的美和人文，构建起超然物外的秀
美山河。但这部作品的突破在于，不仅突

出了美和人文，还通过展示现代人与漓江
的关系，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漓江
成果，进而传递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
过实践，带给当地人认知层面的改变。纪
录片要体现出思想的穿透力，从入眼入耳
到入脑入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特别是
在保证艺术品质的基础上，让作品能够自
然流淌出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真正
让观众在艺术欣赏之余、在心灵共鸣之上，
能够实现思想认同，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

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纪录片，除了要
有较高的思想性，往往还需要4个特质，
它们分别是“知识含金量、极致画面感、
生活烟火气、心灵抚慰力”，要实现这 4
个特质，只在制作上下功夫是不够的，必
须在策划之初，对漓江的前世今生有深刻
的洞察，不仅知其美、知其气质，更对何
以美、何以精神、何以抚慰有独到的理
解。在我看来，纪录片《漓江》正是通过
这样的谋篇设计，将自然之美与人文内涵
巧妙地融合起来，从漓江流域的绝美景色
到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四季变换的绝
美风光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全方位地
展现了漓江的独特魅力。

知识含金量。本片片名为“漓江”，
如果不能清晰地回答观众对漓江的未知与
好奇，不能提供有关漓江前世今生的基础
知识，就对不起这个片名。片中清晰地讲
述了漓江水系的形成，以及漓江流域地貌
和气候的成因，既讲漓江之“独秀”，也
讲何以独秀，让这部片子有了重要的文献
价值。片子当中还对漓江流域崇尚“龙文
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有效构建起了山

水与人文之间相互影响形成的内在逻辑。
极致画面感。打开纪录片 《漓江》，

第一印象一定是画面之美。通过航拍、水
下以及4K超高清等新技术的应用，该片
色彩鲜艳夺目、画面构图精美绝伦，每一
帧都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拍摄角度匠心
独运，高空俯瞰之下壮阔全景尽收眼底。

生活烟火气。为了介绍当下漓江流域
人们的生活场景，镜头对准百姓人家，从三
餐四季、春种秋收、时令民俗多个维度，呈
现了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让观众在美丽的
景致之外，看到漓江人的生活态度。

心灵抚慰力。在自然风光之外，纪录
片还深入挖掘了漓江流域的人文内涵，拥
有一种淡定的心之共鸣。在《心画》和《共
生》等集中，我们看到了漓江沿岸百姓对母
亲河的眷恋之情，以及他们通过传统技艺
和民俗文化传承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血脉。
舞龙、划龙舟等传统民俗活动的热闹上演，
不仅展示了漓江沿岸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
方式，更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团结协作的精神。

《漓江》不仅在视觉上美轮美奂，也
在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让秀美山川与
人的安居乐业、精神丰盈联系起来，让观
众一边欣赏漓江绝美风光，一边感悟其
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环保理念，引导
人们重新思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引导
人们成为守护这片美丽土地的使者，共
同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
的新篇章。

（作者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院副
院长）

在漓江亲近山水人间
□滕勇

书籍
是记载知识的扁舟
是传承文明的种子
它如高悬的明月，照亮前路
也如夜空的北辰，指引方向

也许有的书
只是拍照打卡的景深
只是博古架上的装点
只是招揽人气、吸引流量的道具
而这恰是书香四溢的魅力
阅读之未读的样子

阅读
是与友人的邂逅
是与智者的对话
可以启迪智慧
可以充盈精神

阅读
是消弭寂寞的旅程
是平心静气的良方
可以摆脱俗气
可以润泽心灵

阅读
是精神上的探险
是穿越时空的遨游
可以拨云见日
可以抵御风暴

那阅读的你我
无论端坐书桌前展卷精读
还是匆匆在地铁、公交捧书泛读
抑或漫步街头巷尾“听读”
阅读，常无处不在

那阅读的你我
有专心致志，有漫不经心
有慈眉善目，有横眉冷对
有眉飞色舞，有眉头紧锁
这都是阅读之你我的样子

有人在书本的字里行间探寻珠玑
有人在书本的开合中求索真知
书香氤氲下
轻柔的风，有了悠扬的味道
热烈的海，变得温和许多

流光易逝的韶华岁月中
熙熙攘攘的城市脚步中
日新月异的时代浪潮中
阅读让我们的思想插上了翅膀
如飞翔的雨燕，永不停歇
阅读让我们的行动充满活力
如攀缘的青藤，扶摇而上

爱读书，如鸟儿在山花烂漫间自由飞翔
读好书，如长虹拥抱大海更加绚烂多彩
善读书，如晨光熹微之时希望如约而至

（作者单位：山东青岛市委宣传部）

阅读的样子
□杜世星

自贡灯会 新华社发（兰自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