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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胡永红最新作品《万物生长：一
个人的营盘》（新世纪出版社） 以担
杆岛为背景，通过讲述主人公刘永清
的守岛故事，展现了在一个与世隔绝
的小岛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
动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互动，勾
勒出一幅生动的生态图景。作者凭借
细腻的笔触，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
生机与挑战的孤岛世界，展现了生命
原生态状态下的坚韧与活力。

作品开篇显露出典型的诗化书写
特征，其独特的抒情性为叙事增添了

绵软的、湿润的诗性韵味。这种细腻
的、散文化的、情感浓烈的文本，某
种程度上消弭了主题写作中叙事情节
的构建逻辑，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表达
与情感抒发之间的美学张力。每一次
日出日落、每一场风雨变幻，都是自然
生命力的展现，也是生态平衡微妙变
化的见证。孤岛作为一个封闭且脆弱
的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叙事
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类与自
然之间的互动、依存和冲突。

作者在书中融入了大量的生态知
识，这些知识的融入不仅提高了作品
的可信度，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自然地接受了生态教育。岛上的生物
种类繁多，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生
存方式和生态价值。作者通过对这些
生命的细致描写，展现了一个多元共
生、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也体现出
对自然生态的赞美和对生态和谐理念

的生动诠释。
作者用无差别叙事来展开故事，

她没有将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而是
放在同一叙事平面上，让读者可以从
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生命。生
命力哲学是这部长篇儿童文学的核心
主题。作者巧妙地使用象征和隐喻，
将生态主题与人类社会的主题紧密相
连。刘永清，一个普通的守岛人，
他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面对的是
无情的大海、凶猛的风暴和未知的
危险。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他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他不
仅要保护自己和家人，还要守护岛上
的生态，对抗偷猎者，记录新物种。
生活充满了孤独与坎坷，但他从未放
弃，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对生命
力量最深刻的诠释。

作品还通过刘永清与家人的关
系，展现了生命的延续和希望。刘永

清的妻子嘎妹义无反顾地来到小岛，
他们一起迎接儿子聪聪的新生，为孤
岛带来了新的生机。作品不仅仅从人
类的视角出发，还通过猕猴的视角来
观察和体验世界，这种多视角的叙述
方式增强了故事的立体感，也让生态
主题更加全面和深刻。再深入思考，
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作品正是把人物
放置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放置在人
与动物、生态环境密切关联的场景之
中，才会呈现出人在生态中的位置、
价值取向与无限可能性，才会绽放出
人类精神探索的绚丽花朵。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不仅能够感
受到生命的绚烂，也能够获得关于生
命、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启示。或者可
以总结说，这是一部融合了现实主
义、浪漫主义、生态主义的多声部交
响曲，作者力图表达更为复杂的情感
向度和更为深邃的思想意境追求。

生命之歌与生态礼赞
□周长超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是一本面向
大众的理论读物。《习近平文化思想
学习纲要》的推出，为文化领域的研
究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
有了更高的追求，期待更充实的精神
文化生活，这为文化类书籍的创作与
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与受众需求。
江苏拥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考察江苏，“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也是在此首次提出。江苏理论
界人才济济，众多学术大家汇聚于

此，为文化研究和创作营造了良好的
学术环境。该书作者凭借他们扎实
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以
及所带领的优秀团队，在省委宣传
部的指导与支持下保障了书籍的高
质量完成。

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阐释了什么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个新文
化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比
如，它强调我们党的文化领导权。新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关于党
的文化领导权如何具体呈现，以及如
何在党的文化领导权指引下孕育出新
的文化形态，该书均作出了详尽且充
分的阐述。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充分体现了
“两个结合”，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呈
现得极为出色。书中将二者的结合阐
述得十分透彻，并非简单引用传统文
化内容，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深入转化。从马
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坚持和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问题
加以把握，才能赋予新文化以新的生
命力。书中所阐述的新文化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有机融合，催生出新的文化生
命体，这一点在书中体现得很充分，
并具有启发性。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较强的
战斗性。在构建新文化的进程中，廓
清错误思潮是必要前提。书中致力于
驱散虚无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
的思想迷雾，还深入探讨了西方衍
生出的一系列错误思潮。该书清晰
洞察到众多错误思潮，并展开了准
确且深入的剖析，分析鞭辟入里，
切中要害。

该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充分体现了
新文化的开放性特质。新文化积极吸

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绝非
故步自封。这深刻呼应了中华文化中
变革与开放的常态化特征，尤其是开
放性和创新性。书中还引用了重要论
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给希腊学者回
信中提及的中希文明所蕴含的价值
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科学
观、文化观。以往谈及中国文化，多
聚焦于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道
德观，而该书对科学观和文化观的阐
释别具一格。这种开放性正是新文化
的显著特点，彰显了新文化海纳百
川、包罗万象、开放发展的品质。

围绕新文化这一课题，我们有着
良好的研究基础，该书内容具备衍生
拓展的空间，值得深入挖掘。毕竟新
文化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我
们完全可以持续丰富研究内容，产出
更多成果。江苏有着极为浓厚的文化
氛围与理论研究氛围，这些都为后续
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部关于新文化的大众理论读物
□辛向阳

中国古典文学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岁月，积攒的史料、涌现的名人佳作
浩若烟海，文学的各类体裁完成了由
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流变。骆玉明在一
本不足 20 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讲
义》（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给读者
交代清楚博大又多元的中国古典文学
内容，且出版后吸睛吸粉的数量不断
飙升，其成功之处不在一点，但最精
彩处要数其评价标准贴近文学本身的
特性，有着与大众读者的共情，写出
了情感的力量。

讲文学，讲解者自己先要投入感
情，读其书，识其人，识其才，识其
情。作者在该书中以文学的姿态、文
学的情感、文学的想象讲过去曾经发
生的、存在的文学，着实感动了我
们。作者的情感不时流动在文学体裁
的变化、作品分析、作家评点中。分

析《诗经》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他带
着对战争的厌恶、对中华民族热爱的
情感说：“好战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
性格。”作者界定《离骚》“是一个崇
高而痛苦的灵魂自传”。

作者的才情也体现在文字的生动
中，阅读中会让人有一种无以言表的
痛快与醉心。他把干巴巴的文学体裁
转化成打动人心、让人过目不忘的文
学化表达。这是一本讲文学史的著
作，但可以当诗性散文读，当小说、
传记读，当心灵小品读。

作者的情感不是拘泥于自己的感
性，而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
叙述、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观照。他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洋溢在字里行
间。他总结说：“一个民族文学演变
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民族精神发展的
历史。”作者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结完

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讲述。因此，
中国古典文学在他笔下是美丽的，动
人的，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是民
族的，也是世界的。

该书中重要的抓手就是古典文学
作品或者古代作者，在此类叙事中，
最后的落脚点，怎一个“情”字了
得。大家都熟知 《逢雪宿芙蓉山主
人》 中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
人”。骆玉明这样分析：“雪夜旅途中
一个温暖的憩息之所，一个温暖等
待，既是生活事件的记录，更是人生
境遇的象征。”《赤壁》虽是在感慨历
史的兴亡由不得人，最终表现的是杜
牧波涛汹涌的自信与自伤的情感……
他精心为读者搭建了一座当下读者与
古代作品、作家情感之间的桥梁，使
共鸣与共情相生。

作为文学理论佐证的选品也是作

者特意安排，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
这些作品要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
经作者的分析又会让我们眼界大开；
要么一些作品故事性很强，读完后难
得的画面感会萦绕心中。

该书讲的是文学，但又彰显着文
学史发展的脉络，且文学史的发展又
不是按照年代顺序布局谋篇的，而是
按文学体裁分类，讲诗歌，会从诗歌讲
到诗余——词，以及词余——散曲。讲
文章，从史家文章讲到诸子散文，又到
晚明小品，戏剧、小说亦然。文字虽少，
但流变发展圆满，脉络不断，环线闭
合。读者对什么感兴趣，需要了解什
么，皆可以按图索骥。

书中讲到了很多的“第一”与“首
次”，在对“第一”的分析中，作者又把思
绪拉得很长，想到了现代、当代文学史
中的很多例证。这些都使这本“小书”丰
富且生动。作者自谦说，因篇幅的局限
不能全面介绍中国文学之全貌，但他
确实带我们在中国文学的世界中进行
了一次简短轻松又不乏机趣的游览，
让我们领略了古典文学的各种美、丰
富的情感、无际的想象……闲暇时不
妨拿起这本书来阅读，它或许会让你
的人生不那么乏味，精神也得到慰藉。

带读者与古典文学共情
□杨光 冯景莹

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复杂组合？读
完沈烨的小说集《在晚风冷峻处》（浙
江文艺出版社），脑海中不禁浮现这一
问。在她笔下，故事斑斓若棱镜折射
下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此间
聚散、分合，那些不断苦苦追索的
人，被过去困住的人，也许他们已不
再年轻，却依然经历着催生矛盾的内
热和内裂，在不同生命阶段上艰难跋

涉。作者用手术刀般的冷静笔法，引
领我们逐层剥离纷繁的故事外壳，将
目光投向人类心灵中最为幽微曲折的
部分。

这显然不是可以用轻松愉快的
姿态来展开的阅读，相反，小说中充
满了意识和潜意识的暗流，感觉、知
觉、想象、心理和情节交织在一起，在
碎片化的不确定性中拼贴成迷宫般
的叙事空间。更多时候，它是在对阅
读者发出挑战：来吧，看你能否跟上
节奏和步调。

比如，在《我欲乘风归去》一篇中，
作者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显得尤为引
人注目。小说以侦探小说的骨架为入
口，当读者循着线索深入，期待在推理
的逻辑链条中抵达真相时，作者最后

却毫不犹豫地抽去了所有稳固的砖
块，以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
的终局，呈现了一记回声悠长的叩问。

在作品中，缠绕于迷宫叙述间的
还有种种不断隐现的“出走—回归”意
象。远离原环境，去重新适应和构建
自我，是“出走”的原初动机；而“回归”
则象征着这一成长的完成或阶段性成
果，带着更为清晰的认知回到原点，
实现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和整合。在
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不得不面对自
身痛苦、迷茫、挣扎等身心失衡的
状态，选择被动离开或主动出走成
为疗愈的契机，而最终所有的回归
本质上都是对其人生“存在之重”
的再审视。或许这也正是作者赋予
笔下人物的隐秘救赎：永远在出走的

路上寻找归途，又在归途的镜像里看
清出走的意义。

这部小说集中流露出的独特魅
力，还源自篇目间那种若隐若现的呼
应——许多篇目中有意无意地布设了
如同命运暗线的潜笔。具体来说，就
是某个故事里匆匆一瞥的浮光掠影，
在另一故事中也许正被不断地放大、
再放大，成为作者试图展现给读者的
新聚焦点。在一些故事留白式的对照
中，也许能感受作者试图编织文本宇
宙的小小野心。

一个好作家，是凿开习惯思维的
坚壁，让新风涌入的开创者。从这一
角度出发，对沈烨和她的小说，我们也
许可以抱有更多期待——她已握着文
字的探针，向人性矿脉的更深处掘进。

感受自我解困的力量
□钱益清

少年故事映成长
《弹弓之上》（希望出版社）是

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的一部小说
集，共收录了5部中短篇小说。该书
就像是一幅温暖而深刻的乡村儿童
生活图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绘
了农村少年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在
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中，感受到亲情
的厚度、友情的温度和个体成长的
挑战。

《弹弓之上》不仅展现了儿童世界的独特视角和对
生活的深度体验，更展现了作者对童年记忆的致敬。作
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在于穿透少儿生活的表
象，触及心灵深处的童真和成长的痛点。作者用文字绘就
了一幅幅富有情感色彩的画面，让读者在回味中体验生
活，感受成长。恐惧与勇气、孤独与理解、友情与变迁，这
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如同一首引人沉思的生命之歌，吸引
着每位读者去追忆和重塑自己的童年时光。

书写师范教育发展之路
《师范生》（北岳文艺出版社）

是第五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李燕
燕创作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记录
了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
代，我国师范生群像的变迁，还原
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脉络以及
教育事业成就。

本书以杨大萍、杨小萍、刘丽
荣等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
代的大量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的
人生经历为切入点，在他们怀揣梦想投身教育、扎根乡
村的人生故事中，再现了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广大乡村
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时，作者通过对大量“80后”“90后”
师范大学生的采访，在展示他们多样人生的同时，也反
映了他们面临的人生理想与生活境遇、职业生涯之间的
矛盾。每一位教师，都在自己的时代传道授业解惑，成为
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抹微光。该书意图唤起全社会对教师
的关注，书中人物也激励着当下的师范生努力向前。

对话生命科学研究者
《高深可测 生命可测：华大

“登峰者”深度访谈录》（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以深度访谈形式，详细
记录了华大科学家群体向包括珠
峰在内的雪山、包括马里亚纳海沟
在内的深海深渊等极端环境进军，
攀登生命科学高峰的科考、科研乃
至心路历程。

该书打破了人们对科学研究
“实验室封闭作业”的刻板印象，展
示了科学家如何携带自主可控的生命科学工具，在雪
域高原、珠峰之巅，在千米深海、万米深渊，完成生命数
据采集与设备验证的经历。书中还将“科研登峰”的努力
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健康议题紧密相连，在极地实验等
场景中，将生命科学知识娓娓道来。在与17位“登峰者”
的访谈中，该书展示了他们以平凡之身、非凡之心，把一
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创造生命奇迹、科研奇迹的过程。

院长带你游云冈
《探知无界：云冈石窟艺术与

历史探秘》（北京大学出版社）探
讨了云冈石窟这一中国古代艺术
瑰宝的壮丽与辉煌。该书通过对
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浮雕等进行
详细解读，展现了云冈石窟在艺
术风格和技术手法上的独特之
处。同时，书中还梳理了云冈石
窟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建造的时
代、文化交流的影响等。读者可
以在书中领略到云冈石窟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与文化价
值，以及它对中国艺术研究的深远意义。

该书作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
究院院长。全书以文图相得益彰的方式展开讲解，将
学术研究转化为科普语言，从历史和艺术价值双重视
角解读云冈石窟的价值，带读者感受中华文明。书中
配有知识链接、延伸阅读等，帮助读者在历史语境中理
解艺术，引导深入思考、培养跨学科思维。

跟着名家读童诗
《回声：金波朗诵诗100首》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是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儿童
朗诵诗自选集。作者从事儿童文学
创作70余年，创作了大量优美的
童诗。该书精选了100首适合诵读
的趣味童诗，将之分为写景、记事、
描摹四季三辑。书中诗歌涉及广泛
的主题，既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万物
的赞美与喜爱，也反映了他对个体
生命的观察与思考。

百首诗歌写景或叙事，在丰富的主题里，融合富有
节奏的音乐性，让孩子们在朗诵中感受自然之美、生命
之美，也品味文字之美、韵律之美。该书还特邀插画师
朱成梁手绘插图。朱成梁根据诗歌内容，绘制了两种
风格的插图：版画风格的黑白插图，精致灵动，置于诗
尾，增添韵味；水彩大图，以细腻的笔触、鲜亮的水彩晕
染，唯美展现诗中意境。

大赋是一种非常耗费精力的文体，尽管它广泛描写人类生活中的事物与景

象，引发了许多新的文学主题，但由于缺乏情感的兴奋，很容易导致审美疲

劳，难免盛极而衰。

——摘自《中国古典文学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