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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每当中国芯片有新突破的喜讯登
上热搜，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也深
深感叹这条自主创新之路的艰辛与不
易。由廖慧文、周阳乐编著的《我的
中国心：科学家的故事》（湖南人民
出版社），为读者架起了一座深度了
解中国芯片发展历程的桥梁。该书以
史实为基，融合时代背景，系统梳理
了黄昆、谢希德、沈绪榜、黄令仪、
吴德馨、胡伟武等我国芯片领域先驱
的奋斗历程，讲述了他们如何从零开
始，在封锁与挑战中披荆斩棘，最终
书写了属于中国的芯片传奇。书中6
位科学家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

交织，在那些微小的芯片上，我们看
到的是以“中国心”铸就“中国芯”。

双重叙事，以个人成长历程折射
科技发展。该书突破传统传记的框
架，融合科技发展史与个人生命轨
迹。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突
破，都成为观测国家科技进程最精准
的坐标。黄昆、谢希德、黄令仪等科
学家出生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当世界
科技格局初现端倪，他们怀揣着科技
报国的梦想，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
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道路。20 世纪 40
年代，黄昆在欧洲物理学界声名鹊
起，而他却更关注如何回国以及回国
能为祖国做些什么。新中国成立后，
谢希德不顾家人的劝阻，突破美国的
层层封锁，曲线回国。

这种双线并行的叙事，绝非简单
的“个人经历+时代背景”的拼接，
我们从中能清晰地看到个人选择如何
被时代洪流塑造，个体奋斗如何推动
时代的车轮。

视角创新，用多面呈现塑造立体
人物。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该书不仅关
注科学家的科学成就，也关注他们的
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
哀乐，于烟火尘埃里见大写的“人”。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即使
遇到敌机轰炸，黄昆依然坚持在防空
洞里上课……面对时局动荡、前程未
知，他真正体会到求学与生活的两
难、生存与发展的矛盾、理想与现实
的反差。

书中既有科技前沿的惊心动魄，
也有日常生活的温馨与感动。吴德馨
与丈夫王玗院士在研究所里交流问
题时开始接触和熟悉，两人相濡以
沫、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了一段爱情
传奇；谢希德工作间隙，会听古典音
乐放松心情……该书以“多面呈现”
的视角，使得这些科学家不再是离我
们十分遥远的名字，而是有温度、有
情感的个体。

以小见大，以丰富细节讲述伟大

崇高。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读
懂上一代人厚重而丰富的人生，才是
下一代人最基础的课程。

打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深藏于细
微之处，它不在于宏大的宣言，而在于
黄昆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反复修改的
授课讲义；在于凌晨3点，胡伟武仍然
带领“龙芯”团队坚守在实验室；在于
谢希德身患癌症却还是躬耕一线，主
持筹建国家先进半导体实验室……

通过这些细节，下一代人才真正
看见前辈们如何在平凡的日夜里，以
血肉之躯铸就了不平凡的功业，才能
跨越时空，触摸到那份厚重人生中跳
动着的、滚烫的中国心。读懂这些细
节，才能真正丈量中国芯片从荒原到
高地的艰辛跨越。

作为一本面向青少年的励志读
物，本书不仅能够激发孩子们对科学
的热爱，更能培养他们面对困难时的
勇气与智慧，教会他们如何在逆境中
成长，在困难中寻找希望。

以“中国心”铸就“中国芯”
□古湘渝

20多个人的身上、帽子上，还有背着的铺盖卷和道具箱上，都落满了雪

花，看上去像是行走了月夜里的一队“雪人”。他们踏着清冷的月光，在雪地

上继续赶路。

——摘自《孩子剧团》

勾画中国西部广袤图像
我国的四大盆地、四大高

原、三大水系发源地均位于西
部，这里有高原、山原宽谷、
沼泽、湖泊等各种地貌组合，
这里海拔之高、地形之崎岖、
峡谷之密集，形成了独特的地
貌格局，成为中国美丽风景的
代名词之一。

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
所研究员李忠东常年行走在中
国西部，复杂多变的地质构
造，跌宕不羁的地貌景观，不
断给他全新思考。《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
作者手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选择李忠东近年
来创作的最能代表中国西部有趣地质现象、自然地
理、地貌类型的10余篇文章，力图从西北以北、帕
米尔之上、青藏苍茫、横断东西、天造大盆等5个板
块构建个人主观的西部地理“形象”，以专业地质工
作者视角为读者勾画出中国西部广袤迷人的图像。

照见生命深处的豁达
56 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教授朱锐，在被医学宣告
生命仅余数十天的时刻，身体
承受着疼痛与功能丧失的双
重折磨，却毫不畏惧，以文
字直面一步步靠近的死亡。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中
信出版集团）源自作者朱锐在
生命最后的10日对谈，以及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
一门哲学课，汇集了他在哲学
研究领域30余年的思考。全书用哲学的理念和生命
的实践，阐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从多元的生
命视角，解读如何用哲学和艺术的态度来直面生活中
的终极挑战，展现了一位哲学家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
思考，直击生命深处的豁达，帮助读者重新理解生
命、理解生活、理解自己。

讲述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万风和、丁恩川、归霞是

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他们
各自在时代浪潮中启航、坚
守、迷惘与顿悟。由江苏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朱辉创作的《万
川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回溯了“60 后”一代知识分
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共同成长
史，在个体命运与时代记忆交
织中，再现恢宏变革下的集体
共鸣。全书在多线叙事中展现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挣
扎，在万川归海的故事里照见自我。

书中讲述的刻骨之恋、感恩之心，共同构成了一
部悲欣交集的生命之歌。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册与
时代同频，叠奏出民族与家族、时代与个人的多声部
乐章。

多维展示媒体气候传播
《绿色发展理念下的中国

媒体气候传播研究》（中国国
际广播出版社）基于构筑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研究范式，内容涉及媒体气候
传播领域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
题。本书厘清了媒体气候传播
的基本理论问题，力图为建构
中国气候传播理论体系、推动
气候传播社会实践良性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共治提供
理论思考和策略建议。

该书作者韩韶君是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气候变化与环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长年深耕
生态文明传播、气候传播和环境传播等领域，这是他
融合数十年媒体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新作，全方位、多
维度展示了媒体气候传播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再现淮剧百年发展史
悠悠糖河水，承载着淮剧

的百年荣耀。由儿童作家曹文
芳创作的长篇小说《小淮班》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再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淮剧曲折而顽强的发展过程，
以少年的视角阐释了传统艺术
与人民群众的精神连接。

男孩秦小兵自幼喜爱淮
剧，在当地淮剧艺术家的引
领、栽培下，他凭借一手出
众的二胡演奏技艺，被特招进鲁迅艺术学校的淮剧
表演班 （简称小淮班）。在小淮班里，秦小兵目睹
了淮剧艺人对艺术的热爱与坚守，感受到时代对传
统艺术的继任者提出的新要求。小说情节真实感
人，体现了作家对淮剧艺术的长期观察和持久热
爱，精彩再现淮剧百年发展史，奏响了一曲动人的
爱国主义赞歌。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由解振华、林毅
夫、朱民、王昌林、刘世锦等著，长
安街读书会、张斗伟主编的《学思平
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出版社）一书，选取38篇中国
权威学者文章，立足“特征”“改
革”“发展”“保证”四个维度系统阐
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及其实
践路径，擘画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宏伟改革蓝图。

“特征”之维：中国式现代化的

核心特质。“特征篇”阐述中国式现
代化的五大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蔡
昉立足中国人口国情，将现代化实现
路径落脚于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
体系。马国仓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改革”之维：制度创新的关键
领域。“改革篇”立足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统筹经济体制、民主政治、
文化自信、民生福祉、生态转型与安
全稳定等方面，提出构建系统性制度
框架。在经济领域，王昌林、王永
昌、张占斌立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阐释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改革

构想。在政治领域，李君如将协商民
主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予以探讨。在文化领域，李捷提出
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社
会领域，褚松燕认为要通过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生态文明领域，高世楫将建设
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突出位置。在安全领域，高祖贵主张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发展”之维：高质量发展的实
践路径。“发展篇”谋划了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探索。一是以新质生产力为
牵引，聚焦产业升级与创新。林毅夫
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角度，王
一鸣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求变视
角，刘世锦聚焦未来产业视角，为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二是聚焦体制机
制创新引领。史育龙提出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指导现代化建设实践，顾海良
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三是强调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的重点。范恒山、魏后凯、黄承伟分
别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作为发展重点。

“保证”之维：党的领导与制度
保障。“保证篇”落脚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政治保证。李洪峰认为，坚持
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
导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做到坚持
人民至上、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
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彭华从深化
党建制度改革层面，着重论述干部担
当作为问题。

多元视角的交融碰撞，使本书成
为一部思想深刻、视野宏阔、对策扎
实的理论力作，为社会各界理解国家
发展大逻辑、把握时代变革大趋势提
供了宝贵思想指引。

思想领航擘画宏伟蓝图
□马艺菲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斟酌、约束这
些词语，都有着生动的实物例证，它们
的含义也在历史中发生了改变。其实，
很多看似平常的日常坐卧、起居饮食，
实则蕴藏深厚的文明密码。

刚刚公布的 5 月中南好书榜单，
《古物说：文物里的古人日常》（湖南美
术出版社）入选。考古学家王仁湘在书
中用 28 个趣味故事生动简述古人日
常，以学者的严谨传授历史知识，以文
学家的笔触描画古代饮食、穿戴、信

仰，探寻千年文明密码。
用细节重述历史，用文物揭示文

明。古人的日常用度，以衣食感受最为
切身。现代考古揭示的许多细节，让我
们透视到真实的历史样貌。比如，为什
么三国故事里曹操迎许攸的“跣足”细
节被反复说到，原来鞋袜关涉礼仪。东
汉说唱俑、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马王堆
丝履等文物，为我们揭示了古人“脱鞋
入室”的细节。

类似值得关注的细节还有很多，
古今一致的，如一只3000多年前的靴
子，这只辛店文化的陶靴像极了今天
的时尚单品雪地靴。也有古今不一致
的：比如“斟酌”一词，最初是表示用勺
子将酒从盛酒器中舀出倒入酒杯再饮
用，后来因为酒具的转变，斟酌的动作
流程变化，再后来留下了“反复思量”
的常用义。

同样传承几千年的，还有中华民族
的精神信仰。二里头的绿松石龙，是中
华民族“龙的传人”的实物例证；妇好墓
出土的商代玉凤，与石家河玉凤工艺一
致，或许揭示了“中国凤”的源头；而对
玉的崇拜，则渗透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今人熟悉的成语“价值连城”“完璧
归赵”“假途灭虢”都与玉璧有关。这些
小器物背后蕴藏着大历史、大智慧。

让历史照进现实，让学术惠及大
众。这些古今一脉的传承，让我们真切
地感受到了历史照进现实。当许多人自
然而然地用右手拿起筷子吃饭，可能不
会意识到这是3000多年前筷子和勺子
分工时决定的习惯。这些现实的日常点
滴，其实都蕴藏久远的历史文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仁湘用他举
重若轻的笔力，将前沿的学术成果和
艰深的考古研究梳理出老百姓关心的

话题，转化为轻松活泼的日常故事，在
一器一物间将生活的烟火融进历史的
温度，在衣食起居里将文明的根脉注
入文化的传承。

这番将冰冷器物解构为“烟火人
间录”的功力，源自于作者几十年的积
累与探索。本书中，王仁湘运用了更多
接地气的表达，让读者在熟悉的故事
中融入新知识，在习以为常的物件中
感受文化的根脉。诚如微信公众号智
远书舍一篇文章中所说“这或许就是
考古最美的模样——它让千年器物化
作春雨，让龟甲兽骨凝成琥珀，在铅字
与实景的起落间，我们触摸到了文明
最真实的温度。那些未说破的生活密
码，终将在某个晨光熹微时，化作穿透
时空的文化基因。”本书细说古人，带
读者慢赏古物，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让
生活绽放新光彩。

用文物揭示文明
□杜作波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
中，人小志气大的孩子剧团，在战火中
成长，用他们稚嫩的歌声和表演，为中
国抗战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徐鲁最新
创作的长篇小说《孩子剧团》（少年儿
童出版社），对孩子剧团的抗战事迹，
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全景式书写。作品
除书写团长吴新稼如何从“少年雪莱”
成长为革命者，还刻画了小雅、阿祖、
阿桃等多位小团员。同时，呈现出抗
日救亡的洪流中，中国人民的同仇敌
忾、顽强不屈与英勇奋战。

对于在抗战史上留下壮丽篇章的
孩子剧团，相关儿童文学作品并不
多。从30多年前创作纪实散文《遥远

的星空——郭沫若与孩子剧团》，到4
年前创作图画书《孩子剧团》，徐鲁和
孩子剧团结下不解之缘。多年前，徐
鲁就开始留心收集与孩子剧团相关的
史料，甚至一有机会就沿着孩子剧团
当年的转移路线行走。

本书分火线、征途两部分，采用文
学创作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
一批少年奋斗者的成长经历，武汉、上
海两座英雄城市的独特精神，革命家
和文化界名人对孩子剧团的指引、关
心、照顾，剧团创建和辗转行程两万里
的艰辛跋涉和惊心动魄，他们用表演
和歌声作为武器，宣传抗战的英勇事
迹，以及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民族气
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

徐鲁的语言具有诗意与抒情性，

在情感上非常有穿透力和感染力，这
种风格在《孩子剧团》里发挥到极致，
读起来激情洋溢，令人热血沸腾。首
先，《孩子剧团》的语言具有抒情诗特
点，就像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和穆旦
的《赞美》。对祖国深沉的爱，对日本
侵略者刻骨的仇恨，都像汹涌的河流
滔滔流淌，相信读者会被打动并产生
共鸣。另外，语言具有镜头感，带读者
走进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例如小说
开头，那细腻鲜活的语言，就像电影中
的长镜头一样，在很短的篇幅内呈现出
上海人的生活，以及面对日本侵略者的
罪行，他们的愤慨与反抗。同时，语言具
有舞台剧的效果，大量对话，再加上插
入的独幕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街头
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作品的片段，读起

来铿锵有力，读者宛如坐在剧场里，那
些孩子就在面前，没有任何距离感，被
他们的事迹、精神所点燃。

孩子剧团被茅盾誉为“抗战血泊
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茅盾在《记孩子
剧团》中写道：“在洪流中，他们这小小
的单位跳跃着、滚腾着，他们的天真、
坚决、勇敢、青春的吼声，报告了民族
前途的光明！”在徐鲁的笔下，孩子剧
团像风雪中绽放的小小迎春花，不怕
寒冷和任何困难，跟踏着刺骨的冰雪，
去向人们预告春天的小姑娘一样；他
们也像星星点点散布在大地上的荠菜
花，给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向人们传
递着春天的希望。

在长期写作中，徐鲁的一部部作
品对于孩子们来说，就像一粒粒有营
养的坚果，在孩子成长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孩子剧团所体现出来的精神，
会穿越时间形成传承，令小读者学习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面对困
难时的坚韧不拔，从而树立“强国有
我”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谱写属于自
己的成长篇章。

一朵奇花 一部史诗
□杨雅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