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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与王苗相识多年，翻阅其新作
《书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真是惊喜连连。这部作品无论是从选
题、架构还是语言等方面，都称得上
是一部王苗个人儿童文学创作极具代
表性的作品。

选题独特。从《国色天香》《石
上花开》等创作开始，王苗一直致力
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向生活在当下的小
读者们讲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书苗》这部作品中，我们看
到了笔耕不辍的王苗在深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作道路上的突破——为孩
子们创作一部与书相关、与古旧书相
关的儿童文学作品。倡导并深入开展
全民阅读，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群体。近两年，随着北京、上海、南

京等地推出引发反响的旧书市集活
动，古籍旧书在年轻人中“热”了起
来，“让旧书找到新知己，从旧书获
取新知识”。《书苗》将上述火热的现
实生活之景映照到文学创作中，选题
视角独特，其价值将在未来发挥更大
的效用，正如书中所写：“书是有生
命的，比人的生命长久丰厚得多。
当一个人拥有一本书时，他的生命
便和书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把书的
生命据为己有。旧书就更耐人寻味
了。一本旧书可能有过多任主人，
每一任主人都与它发生过有意思的
故事。他们在书上做笔记、写写画
画，这些痕迹就像岁月的密码……这
种感觉真的太神奇了……”

构思精巧。作为一部时间跨度长

达近百年的长篇小说，《书苗》以北
京东城区落花胡同小学学生书苗一家
购买武英殿影刻本《诗经》为开端，
串联起诸如古籍修复师杜爷爷、吴
霏，古旧书店墨香斋店主及伙计海
川、凤山、贵生，燕京大学教授黄之
澄、杜绍庭等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
物，讲述买书人、修书人、卖书人、
写书人的感人故事。作为一部以

“书”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小说每一
篇章以“书”点题，分为买书、补
书、贩书、护书、书缘、著书、书展
等部分，且在每章开篇中引用与书相
关的古诗词，如“买书”一节中引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一段话：

“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
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 《韶》

《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借以释，
忿借以平，病借以起色。”可谓构思
巧，不仅见作者创作之匠心，更可见
作者文学之底蕴。唯有具备扎实的文
学功底，方能提笔创作出这部题材创
新之作。

语言鲜活。合上《书苗》，书中
的情节、人物等依然历历在目，哪怕
是其中着墨不多的配角，如抄书人韩
师傅等，都让人印象深刻，这得益于
作者流畅的文笔、充满生命力的鲜活
的语言，塑造出一个个立得住的人
物。如对护书人黄之澄的出场描写：

“皮肤略黑，额头又宽又鼓，嘴略
凸，略略卷曲的头发三七斜分，全部
用头油梳起来，显得额头更加宽阔。
他戴一副眼镜，气派文雅，灼灼目光
中透着严肃板正。”寥寥数笔，便将
性格耿直的黄教授活灵活现地呈现
于读者面前。此外，书中一些口语
化叠字的使用，更增强了全书语言
的感染力。儿童文学创作的语言要
饱满，要富有生命力，唯有如此，
才能让小读者从中体会到文字之
美、作品之趣。

纸寿千年 童心永恒
□李婧璇

观察文学现场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

的写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的
最新文学笔记，以批评者姿
态 贴 近 、 观 察 文 学 现 场 ，
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表达文
学现场。

该书共分三辑，辑一、辑
二眼光向外，着眼当代，阅
人、阅世、阅文，剖析、解读
同代人的创作，既包括对汪曾
祺、史铁生、张洁等逝者的追
念和回忆，也涵盖对莫言、格非、张炜、梁鸿、何向
阳等同道的赏鉴与评论。辑三回归自身，集中展示了
作者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关于如何读经典、如何
悟文心、如何写自身。书中内容互相观照，保持对
话，置身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空间，与书本之上与笔墨
之外的文与人一起在场。

眺望人工智能未来
当前，人类已经完成了人

工智能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
进入到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时
代。知古而论今，《具身智
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
（中信出版集团）以比较火热
的具身智能话题为引，讨论人
工智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在
物理世界的进一步延伸，这种
智能体不仅拥有物理形态，还
能与物理世界进行互动。该书上篇以人工智能学派的
视角梳理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于“机器可以思考
吗？”的探索，以回答人工智能如何从非具身智能一
步步发展到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最后发展到具身
智能；下篇则从技术的视角出发探讨机器如何通过

“模仿游戏”实现具身智能。

讲述工业制造故事
《从这里爱上实业》（电子

工业出版社）作者多年深耕纪
录片领域，创作了 《大国重
器》《动力澎湃》等一系列工
业纪录片，依托采访中的见闻
与感受创作该书。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
石，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所在。该书关注一个制造强国
需要拥有的数个维度，从叶
片、光伏、钢铁、碳纤维、模
锻压机、数控机床等几个小切口入手，透过材料、核
心零部件、基础装备、高端装备等不同领域的实例，
用轻松的笔触、通俗化的表达、形象的比喻，来呈现
工业制造之美，讲述工业制造故事，以及实业背后演
绎的传奇、美妙、励志故事，以期读者能够欣赏实业
之美，感知实业的魅力。

解析中国电影文学演变
《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

（湖南文艺出版社）在20世纪
中国历史和中国电影发展变革
的复杂进程中，着重对中国电
影文学，包括电影故事、电影
小说、电影剧本等在每一个历
史阶段的创作发展情况作了系
统的梳理和论析。该书点面结
合、观点鲜明，具有显著的创
新性。

该书作者、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周斌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宏观上对
每一个历史时期电影文学创作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与
电影运动、电影思潮、电影产业等的关系进行论述，同时
也选择了每一个历史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电影剧作家
和电影文学作品进行具体评析。书中还论述了中国电影
的发展变革与中外文化的渊源关系。

读经典学写作
写作的灵感从哪里来，脑

袋空空怎么办？如何让表达精
准、细节触动人心、故事鲜活
有趣？这些问题是很多人作文
或创作的困惑。《跟着名家学
写作》（中国青年出版社）作
者闫晗有多年写作和教学经
验，了解写作新手的“痛
点”。书中认为，写作就要

“取法乎上”，向名家学习。
经典的价值与作用，并非

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经典提供
一种路径，通过观察他者内视自己，读经典的最终
目的，是寻找到自己的表达技巧。《跟着名家学写
作》从经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百年孤独》
到名家鲁迅、汪曾祺、史铁生，再到新闻事件、影
视剧叙事方法，总结出一套独特又有温度的写作方
法，帮助读者学会隐性学习，让写作像吃饭喝水一样
信手拈来。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也。”（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
序》）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被意外发现时，数万件被誉为中国中
古社会“百科全书”的敦煌文献和大
量绢画被运出了国门，也有小部分落
入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手中。由浙江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编著的《流
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甘肃人民出版
社），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起点，
通过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辨与鲜活
生动的叙事，系统梳理了流失海外的
敦煌文物，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
化巡礼。

敦煌文物的发现，是我国学术文
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文物的外
流，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一个缩影。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 基于史实，
以“档案史料—学术研究—文化意
义”为脉络构建叙事体系，突破传统
学术著作的框架，揭示了这一文化
劫难背后的复杂背景：既有清末民
初中国社会的动荡与文物保护的缺
失，也有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掠夺
本质。如今，加强对这一段历史的
深入研究和系统考证，不仅是敦煌
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内容之
一，对于进一步认识敦煌文物的流
散及敦煌学发展的历程也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作者
所言：“在目前文物实物还无法回归
的情况下，研究探讨敦煌文物流散的
原因、背景、过程，并指出目前在世
界各地的收藏情况，弄清历史的本来
面目，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对
未来的认识。”

作为 202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 运用

“以档证史”的方法，以实地考察的
第一手资料以及相关考古和历史文献
为基础，通过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
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分别对英
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
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俄国人奥登
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对敦煌文献劫
夺和敦煌文物破坏的历史进行了客
观、翔实的梳理，在个案探讨的基础
上，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向读者
展现100多年来敦煌文物流散以及敦
煌学发展的历程。例如，书中通过对
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与王道士
的收支账簿，揭露了文物劫夺的细
节。特别是附录中“流失海外敦煌文
献数量一览表”“流失海外敦煌文物
数量一览表”以数据直观呈现文物损
失之巨。

敦煌学，既需要文献整理和专题
研究著作，也需要材料翔实、文字通

俗易懂、面向大众的普及读本。《流
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就是这样一部通
俗作品，既避免过度学术化的语言，
又通过“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

“斯坦因的探险骗局”等一个个生动
案例的引入，将复杂的历史线索转化
为可感知的故事，加之大量的文物图
版与线描图，更使抽象的文献描述具
象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是对
历史的记录，更以“文明互鉴”为视
角，深入探讨了敦煌文献对世界文化
的贡献，是对文化自信的重塑，对于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推动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各国文明对话
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以书为
镜，照见文明守护之路。这本书提醒
我们：人类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需要历史的警醒、学术的理性与
全人类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让人
类文明之光永远照耀人类文明交流互
鉴的星空。

昭昭前事 惕惕后人
□田野

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
战、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科学
普及能为科技创新提供广泛的社会基
础，它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提升公众的科学认知，从而推动
技术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可见，科
学普及与科学教育在创新型国家建设
和创新驱动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走近科学：科学家带你探究科

学前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正
是一部助力读者深入了解我国科技前
沿的“元科普”图书。该书汇聚了众
多领域的院士、科学家，从医学与健
康、生命科学、化学与材料、天文与
物理、智能与信息、生态与环境等6
个领域，对基本的科学知识、相关研
究进展以及科技对社会和生活产生的
影响等进行科学普及。

2005 年 《科学》 杂志为纪念创
刊125周年提出的125 个仍待破解的
科学问题，在全球激起长时间的科
学热。对前沿科学问题的思考与回
答，不仅对科学家探索未知非常重
要，而且对于激发公众热爱科学、
理解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
此，《走近科学》 选择从6 个不同的
领域对科学前沿进行清晰阐释，但

该书不是对深奥科学知识的晦涩陈
述，而是各位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对各自领域前沿热点进行解
读分析，直观呈现科学家亲身沉浸其
中的独特感悟。该书作者团队既有中
国科学院院士，也有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
授、研究员。这些科技大家不仅具有
深厚的学术造诣，更具备将复杂科学
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语言的能力。在
他们的引领下，读者会在那些激动人
心的科学发现过程中，感受科学探索
的喜悦与艰辛。

如今，AI 大模型仿佛无所不
知，但读者依然迫切需要由一线科学
家创作的“元科普”精品。《走近科
学》的作者团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
及第一手研究成果，他们能够将科学

知识的精髓原原本本、准确无误地传
播给大众。《走近科学》的魅力在于它
的前沿性和对科学发展新现象、新概
念、新认知的引入。它涵盖对科学前沿
的清晰阐释、对知识由来的系统梳理
和对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在传播科
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同时，让读者知
道科学发现的来龙去脉及曲折过程。

《走近科学》通过对一些前沿科学
技术问题深入浅出的解读，使公众可
以更好地了解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
复杂性、趣味性、新颖性，以及科学
家在面临科技严峻挑战时的睿智、果
决、坚毅与大无畏精神。阅读《走近
科学》或有助于公众提升对科学研究
的认知，促进全社会对科技创新的关
注和支持，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筑建更
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部解读前沿科技的“元科普”书
□徐唯

故乡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蔡
崇达的《皮囊》《命运》《草民》均取
材于闽南小镇，新作《我人生最开始
的好朋友》（作家出版社） 同样是东
石镇上长出的故事，只是这一次作者
笔下不只有阿太等故乡人物，还有鸭
子小白、小猫黑咪、兔子佐罗等6个
小动物。它们从男孩黑狗达 5 岁开
始，相继走进他的生活，完成一段段
出人意料又充满温情的陪伴。

故事里，异于寻常之处在于“我
们”，而非孩童和宠物。阿太以神奇

又魔幻的方式赠予黑狗达一群鸭子，
还宣称要教他带鸭子去散步。出门
前，阿太会在得到鸭子们嘎嘎的回应
后，才宣布“咱们出发”。走在乡间
小路上，黑狗达在阿太和邻居的攀谈
中感受到，话语中的“我们”包括阿
太、他、姐姐和鸭子们，他喜欢这样
的称呼。那之后，曾经望着夜空，说
出星星好多但它们一颗一颗都好孤单
的黑狗达有了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他也懂得了阿太说的“所有的动物、
植物都是可以交朋友的。这世界有太
多朋友可以交了”。

从“我们”的称呼出发，蔡崇达
笔下的故事始终是平视的视角，不论
是老人、成人与孩童，还是人与动物，
他们都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彼此看
见也互相理解。书中的小动物都是

“我们”中的一员，让黑狗达体验了友
谊与善意，也学会接受多样与包容，比

如老母鸡阿花招一众邻居上门告状，
阿太一边道歉，一边善待老朋友。某
一夜，这个招惹是非的阿花神奇地看
护了邻居家的大白猪，使其免遭小偷
的黑手。在与动物朋友的交往中，黑
狗达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他渐渐平
复了失去外婆的悲伤，也学会了爱与
告别。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延续着
蔡崇达前作中的故事线索。返乡的父
亲遭遇了一连串创业的失败，慢慢长
大的黑狗达眼见饭桌上的肉一天天减
少，听到父母压低声音商议去邻村做
清洁工，愁云爬上了少年的脸庞。他
在老师说尽量参加游学活动时低下
头、在同学讨论热门故事的新情节时
低下头。内疚又无奈的父亲送给儿子
一对鸽子，它们吸引着忧郁的少年眺
望广阔的天空。

故事的“代后记”中最出人意料的

部分，是成年后的黑狗达返乡安葬父
亲的悲伤中，他早已不认识的邻家大
黄狗阿黄热情地奔向他、默默陪伴
他。阿黄让他感受到，爱的记忆可以
如此长久，那些记忆可以帮助人走出
悲伤。《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是对
童年、爱与成长的记述，但这份记述不
是成人式的感悟，更像成人与孩童的
对视与对话。这场对话充满爱与理
解，而非说教，让我们看见一个孩童的
孤单、悲伤，也看见他与小动物交往中
获得爱与快乐的能力。

该书写作的缘起是作者上小学的
女儿希望他写一本大朋友、小朋友都
可以读的书，于是作者写下了他和6
个小动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孩子读
得懂，成人同样会被打动。因为孩子
不知道而大人有时会忘记：其实在感
觉孤独难挨的日子里，这世界永远在
以某种方式陪伴你，和你交朋友。

成人与孩童的对视
□抒舒

“他们是真正的爱书人、护书人！在那么艰难的处境下，他们想方设法点

亮一株株读书的小火苗，每株小火苗或许是微弱的，容易被风吹灭，但一株株

小火苗的光和热汇聚在一起，就成了一支支火把。他们手持火把，在黑暗中照

出一片巨大的光亮。说他们是烛照我们的文明的人，也丝毫不为过！”爸爸慷

慨振奋，越说越激动。 ——摘自《书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