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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
历程》（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是
以中国美学研究的视角，系统性梳
理中国书法三千年历史过程中审美
流变的著作，也是书法教育家、北
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方建勋写给大众的书法“美的历
程”。该书以800余张珍贵的碑帖
实物图片为对照，自殷商甲骨文、
西周金文、秦汉篆书，至行书、楷书，将不同时期不
同字体的形态特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髓拆解。书中通过融合传统审美精髓，以独特理
论与学术视野，赋予书法研究新高度，以简明、扼
要、优美的语言阐述书法何以美、如何美。

方建勋是总台书画频道《一日一印》栏目主讲
人，该书是他在面向大众讲述书法之美的文化课基础
上的新作。

以书法讲述汉字之美

《藏在石头里的马》（新蕾出版
社）是一部幻想小说。一次意外让
两个蒙古族少年跌入岩画世界，变
身两匹骏马，开启了一段奇妙的草
原探险之旅。他们一路跟随动物朋
友领略大自然的生存智慧，也历经
磨炼成长为刚强有力、心中有爱的
草原男子汉。

作品用巧妙的想象力构建了一
个嵌套中国元素与原生态魅力的草原乌托邦，用属于
草原的旷达与幽默精神深刻阐释了尊重与热爱大自
然、珍视并绽放生命力的人生理念。作者将民族特色
与自然科普流畅地融入故事之中，引领青少年感受世
界的宽广与生命的深度，激励他们勇敢面对成长中的
困难，迎接人生中的无限可能。

写给孩子的自然生活之书

当你在超市里被琳琅满目的商
品所吸引，却因为价格标签而犹豫
不决时，是否曾想过，这些价格背
后的经济学原理？当你在职场上权
衡职业发展与进修学习的选择时，
是否意识到，这里也蕴含着经济学
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博士陈永伟新
作《经济学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生动解读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何被经济学影响的，未来经济会
如何发展等问题。

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到凯恩斯的宏观调
控思想，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书中介绍了
30多位经济学大师的生平和思想，涵盖了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前沿等多个领域。作者
希望，以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来帮助读者理解经济现
象背后的规律，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经济问题。

看清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

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辽宁出版的
徐玲新作《橘光》（辽宁少年儿童出版
社），是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儿童
文学长篇小说。主人公曹向阳贪玩任
性，却对发明创造特别感兴趣。无意
中发现妈妈参加志愿服务，关心帮助
别人家的小孩，他感到无法理解，也不
能接受，一次次阻止妈妈去参加结对
帮扶活动。但闪耀着雷锋精神之光的
新时代志愿服务活动，潜移默化地改
变了曹向阳，他不但不再阻止妈妈参
加，最终自己也成了志愿者。《橘光》着
眼当代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构建，通过
书写志愿服务中的动人故事，聚焦新

时代雷锋精神，体现了徐玲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深邃洞察的风格。

《橘光》以志愿服务为视角，闪耀
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之光。如何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既是时代进步的呼唤，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橘光》从曹向
阳在全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的成长蜕
变，放眼少年群体，同时兼顾三代人的
精神成长，广泛而又具象地呈现了新
时代雷锋精神的新勃发。作品在用志
愿服务串起整个故事的同时，还采用
了双线叙事的手法，通过描写曹向阳
参加科创社团发明小组活动，反映新
时代少年勇于创造的精神。

《橘光》高度尊重儿童的自我成
长，闪耀着童年成长之光。作品中的
童真、童趣，以及丰富多样的儿童生
活场景，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世
界、探索自我的窗口。为阻止妈妈参
加志愿服务，曹向阳和妈妈展开了冷
战，其实这仅是他单方面的冷战。此
后，生活中的一系列经历和体验让他

心头的妒火熄灭了，他能快快乐乐地
面对妈妈陪伴别人家的小孩了。特别
是当看到同学肖佩琪也在做义工时，
他开始羡慕那些参加志愿服务的同龄
人。心灵的震动，让少年完成了一
次极为宝贵的自我成长。“我要站出
去，站到人前，用自己的方式帮助
别人，也让大家看到我的光芒。”

《橘光》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活
的人物形象，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学
习到亲情、责任等重要的社会情
感，引导孩子们正确面对成长中的
困惑和挑战。

《橘光》新颖地讲述故事，闪耀
着文学创新之光。作品故事情节曲折
多变，令人出乎意料，绝非一眼就能
窥探到底。错综复杂的故事从曹向阳
捡到一张明信片展开，欧·亨利式的
结尾让读者忍不住拍案称奇。与徐玲
过去的作品相比，《橘光》展现出了
全新的风貌，甚至带有蒙太奇的味
道，使得整部作品更具有艺术性和深

度。这对于孩子的文学启蒙尤为重
要，因为它能够激发想象力和思考能
力。创作时的一切技巧都是为了阅读
中的“好看”服务的，唯有“好看”
的作品才有读者，才有生命，才有价
值。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
是一次文学的探索与体验，它以独特
的方式引领孩子们感受文学的魅力。

整个故事直到结尾才写到了曹向
阳妈妈帮助的孩子，而且只写了一个
小小的背影。这个弱小的背影象征着
生活里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生活的真
谛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创造美好。
雷锋精神至今仍光芒绽放，因为人心
至柔，渴望光亮、渴望纯真。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志愿服
务和雷锋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华
传统美德的弘扬。用生动温暖的故事
引导少年儿童自觉传承美德，正是新
时代儿童文学对成长的最友好关照，
是用文学的力量对思想品德建设的最
有力助推。

一个故事三种光芒
□海飞

从飞沙走石、烈焰灼人的远疆戈
壁，到炎日蒸烤、溽暑难耐的赤道热
土，一位女性科学家用六十余载光
阴，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赞
歌。《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
传》（海南出版社） 不仅是一部科学
家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坚守、奉
献与超越的精神启示录。这本书以
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位杰出科学
家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展现了中国
农业科技发展的壮丽画卷，正如作
家韩少功所言，它“提交了新中国那

一代红色科学家的生命注解”。
舍安就困的赤诚坚守。在吐鲁番

的烈日下，吴明珠的身影与这片土地
融为一体。她不是匆匆过客，而是这
片土地的守望者，是深受维吾尔族人
民爱戴的“阿依木汗”。新中国成立
初期，当大多数人对这片“春风不
度”的“畏途”望而却步时，她却主
动请缨扎根新疆大漠戈壁，用科学的
力量与残酷的自然对话。为了加速育
种，自 1973 年始，她又开启了每年
追光逐日奔波万里，往返新疆、海南

“南繁北育”的艰苦征程。在40余摄
氏度的高温中，她忙碌于田间地头，
仔细观察每一株瓜苗的生长，记录每
一个细微的变化。这种专注，不仅仅
是对科学的执着，更是对大地的热
爱，让她在瓜类育种领域取得了卓越
成就。

甘苦如饴的执着求索。在艰苦的

环境中，吴明珠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技术难关，培育出了 30 多个
优质瓜类品种。这些成果不仅填补了
国内空白，更让中国瓜类育种技术走
在了世界前列，也为中国农业科技的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她用行动证
明：科学没有捷径，唯有坚持才能创
造奇迹。吴明珠的科研人生，是一部
充满挑战与奋斗的史诗。她的科研成
果，不仅提升了中国瓜类产业的竞争
力，也为农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
济收益。她的科研人生，是一部充满
奉献与成就的传奇。

无私忘我的情怀担当。吴明珠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
精神。她放弃申请价值不菲的品种
专利，把科研成果无偿送给同行、
送给瓜农，自己一生甘守清贫。她
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索
取，而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而

在于创造。在吴明珠身上，我们看
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情怀。
她的担当与情怀，不仅赢得了社会
的尊重，也为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
树立了榜样。本书不仅记录了一位
科学家的奋斗历程，更为我们树立
了一座精神的灯塔。

熠熠生辉的科学精神。新时代的
科学精神，不仅需要技术的创新，更
需要精神的传承。吴明珠的故事，不
仅是一部科学家的传记，更是一部关
于科学精神的教科书，将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勇攀科学高
峰。总而言之，《把甘甜献给你——
吴明珠院士传》 是一部科学家的传
记，更是一部关于坚守、奉献与超越
的精神启示录。我们需要更多像吴明
珠院士这样的科学家，用智慧和汗水
浇灌希望的种子，让科学的甘甜滋润
更多人的心田。

世间甜蜜半缘君
□熊果

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禀赋与中西
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文化底蕴，孕育
了哈尔滨冷到极致、美到极致、愈冷
愈燃的现代冰雪文化基因，推动哈尔
滨演绎出一座城市与冰雪和谐共生、
激情互燃的精彩篇章。《遇见冰雪》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专为哈尔
滨第九届亚冬会举办立项编撰，由黑
龙江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海等
6位专家共同创作，是一本冰雪文化
全景图书。该书根植于哈尔滨丰富
的天然冰雪资源，不仅深刻探索了
这座冰雪童话之城的独特魅力，还
精彩呈现了冰雪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无穷力量。

《遇见冰雪》是对哈尔滨这座冰
雪童话之城冰雪文化力量的一次深刻
探索与精彩呈现，同时，也是对这座极
寒北境之城旺盛生命力的致敬。时间
回溯到 1963 年 2 月 7 日晚，由百姓水
桶自制“冰灯”受到启发，哈尔滨第一
届冰灯游园会在兆麟公园举办。这一
天，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冰灯展览游园
活动，也让哈尔滨多了一个“冰城”
的称号，从此走上了冰雪艺术之路，
成为中国冰灯艺术、冰雪文化的发祥
地。从一盏小冰灯发展至今，“冰天
下、雪世界”成为哈尔滨城市 IP，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发展为世界最大的
冰雪主题乐园，太阳岛雪博会成为大
型冰雪雕塑文化创意交流平台，哈尔
滨冰雪节成为享誉世界的冰雪盛会，
冬季的冰冻松花江成为最大的冰雪嘉

年华游乐场。“冷资源”在这里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热动力”，进而带动
了全国冰雪经济产业链的发展。取意
于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发展历程，第九
届亚冬会开幕式以一个小女孩手拎一
盏冰灯映照新春开场，讲述从启梦、
追梦到圆梦的冰雪之旅，生动展现了
东道主哈尔滨化“极寒”为“极美”“极
燃”“极暖”的冰雪文化意蕴。

《遇见冰雪》把目光聚焦到冰雪
雕塑艺术家身上，发掘人与冰雪的深
邃对话。冰雪与哈尔滨的城市性格相
遇，催生出一群极富想象力、创造力
的冰雪雕塑艺术家，他们把对美与浪
漫的追求刻入晶莹剔透的冰雪之中，
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冰雪雕塑艺术。从
最初的精雕细琢到现在超大体量创
作，冰雪雕塑艺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

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众多冰雪
艺术家把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贯注到冰刀雪铲上，不断探索并融入
新元素，创造了丰富的艺术瑰宝。或
细腻精致、或粗犷豪放，纯净美丽的
冰雪，在艺术家手中变成了充满生命
张力的艺术品，从中，我们看到了艺
术家通过冰雪这一媒介所传达出的情
感、思想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冰雪文化融合了自然之美、人文
之韵和艺术之魅，在传承和创新中，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
中国、亚洲与世界的桥梁。《遇见冰
雪》提供了一个基于冰雪文化的文明
互鉴平台，不仅为读者带来关于冰雪
的文化盛宴，还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和全新的视角。蛇年新春的哈
尔滨，在奉上一场“冰雪同梦、亚洲
同心”的体育盛会的同时，也留下关
于冰雪文化在推动和平、发展、友谊
的深刻启示。期待更多读者阅过《遇
见冰雪》，携手畅享冰雪盛宴，共鉴
冰雪独特魅力。

冰雪逐梦 共赴亚冬
□张云艳

“魔法师”们以冰雪为绢，执精巧之具，挥就艺术华章。铁铲勾勒，如凤

舞九天；刻刀细琢，似龙游四海。冰雪雕塑，是他们的智慧与热情在严寒中的

绝美绽放，熠熠生辉。 ——摘自《遇见冰雪》

《轨道》（中译出版社）讲述了
6名宇航员远离地球，来到太空，
在一天24小时内环绕地球盘旋16
圈，每一圈发生的所思、所见、所
感，以及他们对地球、对人类、对
自己的诸多思考。该书是布克奖历
史上第一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小说。

6位宇航员来自不同国家，有
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和背景，空间
站中的生活使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这6
位宇航员24小时绕地球16圈的航行，也是一种对
自然的观察。在太空看到的地球非常完美，但实际
上人类生活的地球存在着很多不完美。该书从另一
种高度看待地球，让读者在另一种时间维度、空间
维度、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书中讨论
了一个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即人和他人的关
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地球的关系以及地球和
宇宙的关系。

在太空观地球

理解大脑的工作机理，了解学
习与大脑之间有趣的关系，有助于
学得更好更快，黄翔博士的《大脑喜
欢这样学》（中信出版集团）可谓一
本大脑使用手册，作者用流畅有趣
的语言阐明了几个关键问题。

驱动力决定学习的效果，带着
目的去学，把大目标拆解为一系列
小的目标，是顺应大脑，犒赏大脑，
形成主动学习的基本办法。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
根本，孩子们在专注学习一段时间后及时运动放松，是
下一段专注学习的良好准备。边学边巩固，一旦形成良
好的大脑内部模型，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大脑就会
游刃有余。

睡觉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大脑是高耗能的器官，
睡眠是大脑自我调节的重要环节，这个调节不仅仅是
给大脑一个休息时间，让大脑在睡眠的时候有个清洗
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睡眠的时候是把短期记忆向长期
记忆转换的主要时机。压缩了睡眠时间，实际上是在
压缩大脑自我学习的时间。

这本书有理有据，故事有趣，方法清晰。阅读该书，
可以做一个懂大脑的家长、教育者和学习者。

读懂大脑让学习更高效

宋安群做事执着，执着的人往往
专一。近 10 年来，他在民歌研究上
就十分专一。2018 年他出版 《天籁
地声——广西情歌之旅》,获得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文艺最高奖——铜
鼓奖。2020 年他又出版了 《天歌地
唱——广西当代山歌笔记》，书中所
引述的 1000 多首山歌均来自田野调
查，提出了不少独立的见解和某些大
胆突破，因之再次获得了铜鼓奖。然
而，我们不曾料到，现在他又拿出了
一部厚达500多页的民间文学研究的

新著《天魅地香——〈诗经·风〉与
新民歌的古今交响》（漓江出版社），
而这次对民歌的研究，他可是直抵中
华诗歌最早的经典《诗经》。

自先秦以降，在诗无达诂的旗帜
下，解读 《诗经》 经典名著层出不
穷。这些著作涵盖了从古代到当代的
多种学术视角，体现了《诗经》解读
的多样性、丰富性、时代性、训诂
性、自由性、文学性……远古历史留
存下来的文学经典，上述种种“性”
必然会越来越多。可是，我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宋安群的《天魅地香》
是用中国传统的“七字四句头”的民
歌体来翻译《诗经》的《国风》160首诗
歌。尽管郭沫若先生说过，《诗经》“最
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风》的价
值高于《雅》，《雅》高于《颂》”，而最具
生活气息的是《风》，最具青春气息的
是《风》，因而最能让读者感到愉悦

亲和的也应当是 《风》，可迄今为
止，还没有人用民歌体来翻译全部

《风》。
《天魅地香》 里的民歌体译作，

似乎更具歌咏的特点。绝大多数专家
都认为《诗经》是远古时期用来歌唱
的诗歌，那么，《天魅地香》用民歌
体来翻译《风》诗，实在是一次很有
意义的古今对接的尝试。

宋安群从民歌研究的角度发现，
《风》诗的生成与相关吟唱有关，因
而提出不要拘泥 《诗经》 所有篇什
都是“一人所唱的诗歌”之陈说格
局。他主张细化分辨出某些篇什实
系多人演唱，确定演唱的主体及演
唱分工，以此相应做出新的段落分
截。如 《风》 中的 《卷耳》《汉广》

《匏有苦叶》等一些诗，作者以民歌
创制、演唱特性及田野调查来推
演，得出了演唱分工的结论，独具

创见。这实在是在 《风》 诗研究
中，经过田野调查，通过还原民歌所
获新的发现。

《天魅地香》的出彩之处，不仅
在于160首诗歌的民歌体译作生机盎
然，为每首诗所作的“笔记”亦内涵
丰富。这些“笔记”见重记叙作者个
人阅读《风》诗的审美感知和心得体
会，其中包括对原著做简要分析评
点，交流阅读感受和翻译心得，探讨
另种解读的可能，引述快意阅读的相
关文字，全书共引用古今中外研究专
家、学者、作家、艺术家近300人的
文字，还引述了许多民歌，共同印
证、阐释 《诗经·风》 的意义和趣
味，这使得该书成为一部面向青年读
者的普及型文史通俗读物，也称得上
是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很有意义的
实践。

田野读诗无止境
□聂震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