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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大美中国人文地理绘本·大江大
河》（湖北美术出版社） 为读者开启
了一扇了解中国大江大河的奇妙之
门。该书由湖北作家李鲁平、插画艺
术家何正礼创作，作品图文交融，既
科普了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水系
专业知识，又描摹了江河沿岸的自然
奇景和风土人情，不仅是一本地理科
普读物，更是一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佳作，让读者在江河源

流中读懂华夏大地的自然密码与人文
基因。

一轴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瑰丽长
卷。该书以简洁明了、生动形象的语
言，将复杂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进
行深入浅出地阐述，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如在描述长江源头的沱
沱河时，作者写到“出发时，沱沱河
是货真价实的涓涓细流，只有 3 米
宽，一直到与当曲相拥前夕，宽度才
达到100米，终于有了大江大河的少
年气象”。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读
者还能通过镌刻在记忆里的古诗名句
来感受江河湖泊的无限魅力：洞庭湖

“衔远山，吞长江”的浩渺，鄱阳湖
“巨浸连吴越”的辽阔，扬子江畔

“万商落日船交尾”的繁华，青铜峡
“万顷腴田凭灌溉”的丰饶……当手
指抚过书页，仿佛闻到渔火的气息，
听见劳动号子的回响。

一场文明与时光的深度对话。作
品深入挖掘了大江大河背后的历史变
迁，串起中华民族与水共生的史诗：
从祖辈治水的智慧到现代水利工程的
建设，从古渡码头的崛起到沿岸城市
的兴盛更迭，从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
到近现代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展现出中华民族与大江大河相依相存
的漫长历程。

一曲生态与艺术的和谐交响。将
细腻的文字表达与写实的水彩绘画相
结合，也是该书的特色之一。书中插

画精细，从江河的水流形态、周边的
地形地貌，到河岸边的生活图景，每
个细节都栩栩如生。透过它，读者能
看到大江大河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域
的独特风貌，真实感受到黄河的奔
腾、淮河的宁静……作者透过画笔，
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
对书名“大美中国”的生动注解。

一座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桥梁。
该书兼具科学性、文化性、艺术性和
教育性，无论是青少年读者，还是对
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成年
人，都能从中收获知识、陶冶情操，
了解祖国的壮丽山河与灿烂文化。当
书页轻合时，那些奔腾的江河已悄然
流入心田。

沿着江河读懂中国
□马豫

展开故宫恢宏画卷
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为何

有片绿顶建筑群？故宫冰窖能
藏多少块冰？《故宫生活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故宫为
叙述主体，采用史料及现场调
查相结合的方法，以起居、饮
食、行乐、节俗为线，结合
300余幅故宫实地建筑摄影和
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图片，
解读明清宫廷生活的种种细
节，描绘恢宏神秘的紫禁城
画卷，全方位还原真实的明清宫廷生活。

该书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的新作，他长期
致力于故宫古建筑及历史文化研究。作者将史料档案
转化为生动凝练的叙述语言，结合珍贵图档，图文并
茂还原百年前皇家生活现场，有趣有料，以此献给故
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讲述科创生态变革
《有为与有效》（中信出

版集团） 讲述了有为政府与
有效市场共振下的发展，呈
现了浙江省在科技创新领域
的独特路径与实践，特别是
杭州“六小龙”企业的崛起
与发展。全书从浙江的历
史、政策、企业及市场等多
个维度出发，解读了政府与
市场如何协同推进创新与转
型，探索了民营经济、产业
融合、科技生态的核心要
素，并结合具体案例，展现了浙江范式在全球竞争中
的优势与潜力。

该书是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省政协原副主席周
国辉亲历浙江科技创新的深入思考与总结。他在数十
年的工作经历中，深刻领悟到浙江如何通过政府引导
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突破传统的创新发展困境，构建了
一个独具特色的科创生态。因此，这是一部从亲历者、
见证者、观察者视角讲述浙江科创生态变革的作品。

人生感悟寓于故事中
《学海漂流记》（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是一本关于如何成
长的书，作者结合自己40多
年的经历，从读书智慧、学问
之道、文无定法、走出象牙
塔、厚积薄发、他山之石、从
教者说等 7 个方面谈所思所
想。例如，怎样读经典与读闲
书，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灵
感等。书中文章短小精悍，将
人生感悟寓于故事之中，无论
在上下班路上，还是种种生活
间隙，都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轻松阅读。

该书作者王东京曾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院）长，讲课风格独树一帜。该书虽是作者的
所思所想，但也是与读者的一次坦诚对话。作者将对
成长的思考与感悟浓缩成一本兼具思维深度与人生智
慧的书，仿如与读者促膝交谈。

科学进步如何影响世界
《改变人类进程的科学理

论》（商务印书馆）是一本通
过深度访谈科学家，揭示科学
的飞跃和进步是如何改变人类
进程的图书。书中回顾了牛顿
力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复
杂性理论以及现代宇宙学等科
学理论曲折的发展历程，以生
动的叙事串联起艰深的科学原
理，并通过与多位科学家、科
学史家的对话探讨其中的关键
之处，让读者在理解科学本质的同时，更能体悟突破
认知边界的智慧与勇气。

该书作者苗千是剑桥大学物理学博士，他采访了
剑桥大学科学史家帕特里夏·法拉、萨顿奖得主约翰·
海尔布伦等名家，让读者在对话中感受理论如何以思
考之力撬动现实。书中内容逐渐深入又通俗易通，诸
多科学和理论问题的阐释中包含鲜为人知的历史细
节，让读者收获一场丰富的科学探索之旅。

从心理学看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多视角审

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是一本与心理学、人工智能相
关的图书，书中论述了有关人
工智能的3个问题，分别探讨
了智能、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
内涵以及为什么要对人工智能
进行反思和如何对人工智能进
行反思，剖析了心理学与人工
智能两个学科的相互促进，提
出了进一步增进人工智能与心理学良性互动的建议。

书中相关论述逐层深入，阐述了当前人工智能研
究中存在的智能风险与化解对策，有助于读者更深入
全面理解技术变化。

张炜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似乎一
直处于文学创作的旺盛期。特别是近
些年，他心系青少年读者，不断奉上
儿童文学的精品力作。在最新儿童文
学作品《狐狸，半蹲半走》（长江文
艺出版社）中，张炜将“记忆中的那
些美好时光拿出来与人分享”。一口
气读完了这本近 10 万字的新书，真
切感受到这部以童年叙事为内容的作
品，既充满了童趣，又体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不只是对青少年读
者，对经历过青少年的中老年读者同
样是一次犒赏。

“我”的视角有代入感，让读者
沉浸式感受那些年代、那个童年。张
炜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让读者透过

“我”这位少年的眼睛、经历和心
理，观察和感受了包括童年内心世界
在内的整个世界，很具代入感。比
如，书中第一篇的第一段对星空的描
写——“小时候的星星最亮，乡村的
星星最亮。”……读到这段文字时，
我瞬间就回到了童年里那个“枕着胳
膊仰望天空”的夏夜。张炜在这本书
里始终以“我”的视角讲故事，读者
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当“我”与狐

狸四目相对时，读者能感受到狐狸
“人类般灵动的双眼”；当“我”偷摘
果园果子被狗追赶时，心跳声仿佛就
在耳边。这种叙事策略消解了读者与
文本的距离，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其
实就是我们在集体回忆童年。

“我”的故事有共鸣点，勾起读
者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共同记忆。
在这本书的封底，张炜写道：“我庆
幸的是，自己也加入过草垛旁的一
伙，也在狗犬中奔跑过，也曾拥有一
片清朗的星空。”读完这本书，再读
这句话，读者们不禁会惊叹：不一样
的个体，不一样的家乡，童年的体验
怎么那么相似，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下
的日记一样。这样的共鸣可以说贯穿
阅读的全过程，作者笔下“林中小
屋”的童年、“倚在草垛旁分食酸
杏”的童年，还有“听外祖母讲故
事”的童年……这些细节都触发了跨
代际的共鸣。书中那个“与黄鼬为
伴、与牧羊人同行”的少年，何尝不是
我们每个人心中未曾远去的自己呢？
所以，读这本书时，有时会心一笑，有
时掩卷沉思，想起曾经的童年。

“我”的世界有知识点，使读者

了解神秘林野大海、走近动物朋友。
《狐狸，半蹲半走》虽然能引发成年
读者的回忆，但它终究是一部儿童文
学作品，是写给现在的孩子读的。对
现在的孩子而言，城市化的进程让他
们中的大多数远离林野、大海。“我
的世界”对当下的青少年来说，有着
巨大的天然吸引力。在《狐狸，半蹲
半走》中，张炜以文学笔触表现了丰
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读者随着
作者的眼睛，走进大自然，看见了野
林里很多奇特的飞鸟和动物。又从外
祖母的口中知道了“铁青色与深蓝交
织”的大海，是潮汐带的生态分层；

“海鸟埋蛋”的情节，其实是北极狐
储存食物的生存智慧。作为文学读
物，这本书里涉及的很多知识，不是
枯燥的科普，而是融入少年探险的日
常生活中，让读者跟随童年的好奇心
自然延伸，最终找到百科全书上可能
都不会有的答案。

“我”的叙事有哲理性，让读者
阅读并思考富含生态哲思的成长寓
言。刚看到这本新书时，我就被书名
所吸引。带着好奇心了解了书中狐狸

“半蹲半走”的意象后，才慢慢领悟

了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隐喻——既不
是完全驯服，也不是彻底野性。这本
书中有很多类似对童真的告别，对生
态平衡反思的内容，比如猎人的贪婪
与狐狸灵性的对比，外祖母“天空变
成大海”的诗意解释等，这些内容既
是作者的追问，也引发读者的思考，
特别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就像读寓言
故事一样，不经意的故事背后暗含深
意，让读者在作者的引领中深思。当
然，外祖父的故事穿插其中，更像一
条暗藏的线，使读者的感受更丰富，
思考更深入。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纽约大学
教授尼尔·波兹曼在1982年出版了一
部著名的学术著作——《童年的消
逝》，他通过读写能力划分儿童与成
人，认为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模
糊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使儿童过早
接触成人世界的信息。而在互联网传
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影响童年的
因素更多，比如“手机式童年”带来
的心理问题等等。带着这些问题，我
们再看张炜的 《狐狸，半蹲半走》，
写作主题是“回望纯真童年”，是通
过自然与童年的记忆，以星空、大
海、动物等表达对童年的歌颂，这让
我们愈发感慨出版的价值、文学的
力量和作家的深意。我们坚信，只
要出版在，只要文学在，只要作家
在，只要星空在，只要大海在，只要
动物在……即使在智能时代，纯真的
童年也不会消逝，而是会以出版的方
式被记录、被传承……

在记忆的森林里寻找共鸣
□马国仓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日前，在
阅读《人格的魅力——中国共产党人
的家与国》（广西人民出版社） 这本
书的过程中，我的眼眶也屡次为泪水
所润湿。书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
象，他们对祖国的那份挚爱，他们那
伟岸的人格，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人格的魅力》由中国国家博物
馆编著，全书分为“革命理想高于

天”“丹心报国泪思亲”“一生长为国
家忧”“深情皆为民所系”4 个部
分，共 23 篇人物小传，并配以人物
手稿、实物照片等资料，生动讲述
了这些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不负人
民的家国情怀。总体而言，该书前两
部分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
期，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个共产
党人将生命置之度外，谱写了一曲曲
可歌可泣的时代壮歌。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一小辑，
讲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
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的萧楚女、
前仆后继献身革命的王复生三兄弟，
以及我军早期杰出将领方志敏、刘伯
坚、左权为革命理想、为民族大义英
勇牺牲的感人事迹。他们的牺牲精
神和人格魅力，照耀着历史的天

空，引领着无数后来者为国家、为民
族而英勇奋斗。

“丹心报国泪思亲”一辑，则将
目光倾注于那些在各条战线默默奉
献、英勇牺牲的普通共产党人。他
们之中，有创办《新琼崖评论》，动
员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的王器民；有在刑场上举行革命婚
礼的周文雍和陈铁军；有只做了一个
月妈妈就毅然慷慨就义的赵云霄等。
我特地留意了这些烈士牺牲时的年
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23岁，正
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令人痛惜，令人
肃然起敬。

该书的后两部分，聚焦于新中国
成立之后。在和平时期，把新中国建
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是新的历史时
期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一

生长为国家忧”一辑所写到的“铁人”
王进喜、“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心
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等时代
榜样；“深情皆为民所系”一辑所写到
的中国航天“大总师”孙家栋、青蒿素
发现者屠呦呦、“人民艺术家”郭兰英
等，他们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
光辉榜样。

总览全书，一个个共产党人的鲜
明形象跃然纸上。掩卷沉思，我扪心
自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够
历经几千年而巍然屹立？我从这本书
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无论在哪个时
代，我们的民族，总会有一大批仁人志
士，为着国家和未来，勇于追求真理，
舍小家为大家。他们那高尚的人格所
散发的光芒，照亮着历史的天空，启迪
现在，指引未来。

高尚人格照亮历史与未来
□黄孝纪

北宋元丰七年 （1084年），被贬
黄州的苏轼在定慧院写下“人间有味
是清欢”的诗句。这个看似简单的句
子，却在千年后成为解读中国传统生
活美学的密钥。当我们在《人间有味
是清欢——苏东坡的生活美学》（河
南大学出版社） 中感受松间煮茶、
夜游赤壁，恍然发现这正是一个超
越时空的生命美学范式。

从茶酒美食看苏东坡的雅俗之
辩。书中用一定的篇幅探讨苏东坡的
饮食之道，这并非简单记录，而是一
场关于生命态度的哲学思辨。在黄州
发明的“东坡肉”，不仅是“慢着
火，少着水”的烹饪秘诀，更是将贬
谪之苦转化为味觉欢愉的生存智慧。
当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时，
他早已在粗茶淡饭间品出生命的本真
滋味。

作者特别揭示苏东坡对茶食搭配
的讲究：梅子蜜饯的酸甜中和茶的
清苦，栗子糕的糯软温暖冬日的
寒夜……唯有诗与美食不可辜负的苏
东坡用舌尖上的酸甜苦辣，演绎着

“九死南荒吾不恨”的生命韧性。
从雪堂到赤壁的心灵栖居。黄州

雪堂的简朴、临皋亭的幽雅、白鹤峰
的野趣，这些被贬谪路上的栖身之
地，经过苏东坡的妙手布置，都成了
承载精神自由的容器。苏轼在《赤壁
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
然”的描写，更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
无限宇宙的审美体验。

从笔墨丹青到生命磨炼。苏东坡
的艺术修养是生命能量的外化。他在

《题西林壁》 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的感悟，实则是与表现对象的美学对
话。书中特别提到苏东坡“以书会
友”的雅集场景，与米芾研墨挥毫时
的默契等。我们在《黄州寒食诗帖》
的笔墨飞白间，看到的不仅是书法技
艺，更是一个历经沧桑依然保持赤诚
的灵魂。

从古典清欢到当代治愈。书中揭
示的“清欢”理念，恰能缓解现代人
的焦虑，当都市人在钢铁丛林里失去
方向，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的
步态，是指引心灵归途的灯。作者用
扎实的学术研究证明：真正的传统美
学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掩卷沉思，苏东坡用生命演绎的
美学启示录仍在耳畔回响。真正的清
欢不在山林隐逸，而在以审美之心观
照日常的勇气；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
复制古人生活形式，而在激活其精神
内核的智慧。这或许就是《人间有味
是清欢——苏东坡的生活美学》给予
现代人的最珍贵的馈赠：让我们在喧
嚣中听见内心的松涛，在困顿里望见
生命的月光。

超越时空的生命美学
□陈炜

我用眼角瞥着它，缓缓迈步。我停下来，它也不再移动。我停的时间稍

长，它就再次把前爪提到胸前，弓着腿走起来。我们分隔在柳丛两边，都在看

着对方，走走停停。

——摘自《狐狸，半蹲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