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东北全面振兴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在

2024年底推出的10集纪录片
《大东北》，聚焦东北全面振兴，
以恢宏的视角全面展现中国东
北地区的历史、人文、经济和自
然风貌。

同名图书《大东北》（辽宁
人民出版社）以纪录片为蓝本，
涵盖东北的历史变迁、文化传
承、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多个
方面。本书深刻反映东北的悠
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东北在工业、农业领域的科技创
新、绿色转型以及新时代东北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作
为一部融媒体图书，《大东北》为读者提供文本之外的
视听感受和知识体验，帮助读者沉浸式了解东北的历
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器物角度展现人类文明
从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器

物中，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文明的温度，看到隐藏在文字
背后的历史的真实样貌。《伟
大的世界文明：1000个物件
里的世界史》（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一书汇集了世界上
众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是从
器物的角度展现人类文明发
展史的图文百科全书。

它收录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
同文明的代表性物件，以类似博物馆展览的方式（一
物配一图）讲述出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中既有工
具、武器、器皿，也有雕塑、绘画、书籍、文件、服饰和装
饰品，从生活、习俗、艺术、思想、文化等多角度展示了
人类文明的成就。书中选取的物件遍布在世界各地，
从各个角度发现和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时刻，可谓一
座的“人类文明博物馆”。

生命力蓬勃生长
北漂清洁工、画家王柳云

的首部长篇小说《风吹起了月
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讲
述了一个名为陈月华的留守女
童饱含艰辛的成长史。故事的
背景设定在一个充满乡土气息
的地方，陈月华在年幼时被迫
留在乡下，孤独地辗转于寄养
家庭与学校之间。在这段成长
历程中，她过早接触到了成人
世界的复杂与无奈。陈月华的
生命力如蒲草般蓬勃生长，一
直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渴望。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将读者带入陈月华的
内心世界。“她生活贫苦，却在富养精神”，那些看似平
凡的日常，却在她的眼中变得充满诗意和哲思。

讲述爱的丰富与深刻
一场意外让掌心小象离开

了妈妈，独自踏上跨越山海的
奇妙旅程。这场充满奇幻与冒
险的旅程，究竟藏着多少等待
揭晓的温暖秘密？掌心小象能
否在爱与勇气的指引下，找到
回家的路？

儿童文学作家葛竞的新书
《掌心小象》（明天出版社），以
细腻的文字、精巧的构思，引导
孩子在深蕴生命哲理的成长童
话中，踏上温暖动人的寻爱之旅。书中，掌心小象在
这段寻找妈妈的波折旅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孩
子，接触了多种多样的家庭氛围，也感受到了爱的多
种形式：无私与奉献、理解与尊重、包容与等待……掌
心小象理解了爱，懂得了爱，也学会了表达爱，同时本
书也向小读者们传递了一个道理：每个人对爱的理解
与表达方式都是不同的，也正是有了这种多元性，才
能让爱变得丰富和深刻，成为人类追寻的永恒主题。

诠释“俭以养德”内涵
《饺子犄角》（方圆

电子音像出版社）是一
部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为核心的绘本，讲述了
富家子弟王壮生活挥霍
无度，后来家道中落，张
妈用节省下来的饺子犄
角帮助他成长为有责
任、有担当的人，作品生
动诠释了“俭以养德”的
深刻内涵。

作为融媒体出版物，该绘本巧妙地融合了精美动
画视频，辅以AR等融媒体出版新技术，立体化、沉浸式
地展示了故事场景，为民间故事注入新的生命力，使
经典民间故事“动”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
来。封面设有识别功能，读者通过手机扫码后即可观
看动画预告，激发阅读兴趣；绘本内的AR动画引导读
者在看、听、玩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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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
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藏。
100年前，故宫从皇家宫殿变成面向
全民开放的博物院，在中国从传统帝
制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章宏伟的专著《故宫掌门
人1925—1949》（中华书局），用扎
实的史料、翔实的考证和客观的表
述，带领读者一起回看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
本书以严谨考求，让真实的历

史浮出水面。与中华书局出版的很
多高质量学术大众图书一样，《故宫
掌门人 1925—1949》 最大的亮点是
厚重的学术底色。章宏伟深入故宫
学研究 20 余年，充分利用故宫档
案、民国报刊、人物传记等一手史
料和海内外研究成果，兼采多位历
史亲历者、见证者的记录，以严谨
考据为底色，精彩还原了故宫博物
院的发展历史，展现了当代学人深
厚的学养和卓越的史见。

图文并茂地呈现人和事件的交织
故事，是本书的第二大亮点。书如其
名，本书以7位掌门人为主线，以他
们的事迹和相互的勾连，串接起自推

翻帝制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社会
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是
如何演变为代表现代文明的博物院
的；在演变过程中，是谁在为它谋划
未来；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体现了这
一代人在中西文化思想碰撞的大势
下，怎样的文化心路；100年前这段
历史给今人怎样的启示，我们该怎样
不遗余力地传承中华文明——全书始
终贯穿着的这些强有力、发人深省的
问题意识，既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
观照，也让这本书充满话题和思想的
活力。

生动呈现掌门人抉择和担当。
《故宫掌门人1925—1949》全书的主
体有八章内容，第一章是序章，讲述

从皇宫到博物院的成立过程；其后七
章，按时间顺序，每章书写一位掌门
人的事迹：拨云见日的开拓者李煜
瀛，岿然不动的守护者庄蕴宽，时运
不济的接管者赵尔巽，临危受命的担
当者江瀚，心无旁骛的维持者王士
珍，奋发蹈厉的贡献者易培基，晨兢
夕厉的典守者马衡。章宏伟以 30 万
字的细致考证，秉持“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的治学原则，书写了一部
独特时期的中华文明守护史。

7位掌门人视国宝为生命，将国
宝文物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
连，为保卫国宝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
斗和大公无私的接力，充分体现了以
故宫人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
的坚守精神。

回顾波澜壮阔故宫守护史
□贾雪飞

如果说终南山山势雄伟、苍松翠柏、气象万千，那么渭北塬地则又是另

外一番自然景象。它犹如一条气势磅礴的黄龙，首饮黄河，尾衔西天。

——摘自《盛世长安》

自林语堂以来，现当代中外作
家、学者笔下关于苏东坡的生平传
记、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可谓汗牛
充栋。在当今5G、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时代，在亿万读者和青少年人群
中，借助纸质出版与阅读，叠加移
动互联网及网剧、短视频等传播介
质与传播手段，在城市与乡村、线
上与线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

“东坡文化热”。
在这股热潮之中，作家郭宝平于

今年6月推出近54万字、上下两卷本
的历史小说 《苏东坡》（凤凰出版
社）。说实话，打开此书之前，还是
为作者捏一把汗的。在诸多宗师大家
的名篇巨制之后，从故纸堆中还能翻
出多少新意？

带着疑问读此书，连读两遍之
后，不仅把心放回了肚子里，还真的
可以说，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苏东
坡”。一言以蔽之，可用7 个字来概
括：亦真亦侠亦温文。

亦真：在史料与虚构的
经纬中重塑血肉灵魂

以人性审视人物，剖析人物的
内心，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活生
生的人，一个血肉丰满、灵魂充盈
的生命个体——这是阅读此书后的
第一印象。

郭宝平在《苏东坡》中，借助对
历史场景、事件、人物和细节的严谨
考据与勾连，结合对史料留白处的合
理想象和逻辑推理，以深刻的心理洞
察和细腻的文学叙事，重新复原了一
位个性鲜明、浑身充满着矛盾与纠
结、并不完美，然而生动鲜活、复杂
立体的主人公苏东坡。

何为“东坡”、何以“东坡”？那
个英姿勃发的少年天才，是如何从一
心“致君尧舜上”的苏轼，蜕变为了
只求“江海寄余生”的苏东坡？时代
环境、家风家教、人物性格等诸多内
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少年苏轼
的成长：从眉山出发，到东京汴梁，
进士及第、制科高中；从任职杭州、

密州、徐州、湖州，到乌台诗案，先
后贬谪黄州、惠州、儋州，脱下士大
夫长衫的苏学士由外而内变身为了躬
耕陇亩的东坡居士；最后，遇赦北归
路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
舟”的东坡先生，老病缠身，客死于
常州。他一生奔波劳碌，大起大落，
悲喜交加，艰难困苦，曲折坎坷。

郭宝平追根溯源，把苏东坡终其
一生都不曾改变的赤子之心和烂漫天
真的性格本色，归结于其眉山家风和
时代风气的双重滋养。生在家道殷实
的耕读之家，祖父苏序的乐善好施、
敢作敢为，父亲苏洵的快意恩仇与浪
子回头、发奋苦读，母亲程夫人的坚
忍担当、慈悲正直与言传身教……如
此这般的家风家教熏陶之下，少年
苏轼真诚、率直的性格底色得以涵
养；而北宋开国以来推崇文治、奖
励读书求仕以及士大夫“以天下为
己任”的精神土壤，更让这位天分
高而勉于学的读书种子，可以恣意
地自由生长。

然而，走出眉山后的苏轼就没那
么幸运了。每一次命运的转折，都伴
随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与挣扎，他会在
暗夜里默念“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
凉”，也会在风雨中吟唱“竹杖芒鞋
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宝平
的笔，生动书写了苏东坡斑斓宏阔的
内心世界，所有平凡普通人都会拥有
的恐惧、落寞、孤独、幽怨、怀疑、
犹豫、执着，连同他的坦荡、旷达、
豪迈、幽默、诙谐、淡定，一样地袒
露无遗。

如果说，林语堂以浪漫主义的散
文笔调塑造了一位近乎完美、符合个
人理想的文化巨人苏东坡、一位“月
下的漫步者”，那么，郭宝平更注重
历史的真实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兼具
文学性，他以考据为经，想象为纬，
编织了一位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人
间东坡”，作者无意放大东坡的旷达
与坚韧，也无意掩饰东坡的脆弱、纠
结与局限，让烂漫天真的苏东坡重回
人间，从眉山一路走来，至死依旧是
少年。

这样的东坡，是月夜踏雪的飞
鸿，是寒冬逆风的旅人，是“倚杖听
江声”的幽人。在郭宝平笔下，在
9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中，苏东坡得
以重新复活，他的血肉与灵魂，他的
脆弱与伟大，唯其真实恳切，更能永
驻人心。

亦侠：在儒释道精义的
融会中锻造精神风骨

在还原历史真实、剖析复杂人
性的同时，仔细梳理苏东坡精神风
骨和思想境界的锻造与构成，是笔
者在阅读郭宝平小说过程中的第二
个深刻印象。

贬谪黄州以来，东坡以“此心安处
是吾乡”来回应贬谪生涯的漂泊无常，
既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庄子“安时
处顺”之意，又暗含禅宗“境由心造”的
顿悟思想；在黄州作《赤壁赋》曰：“逝
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
莫消长也”，表达了道家看待时间和宇
宙变化的智慧；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
亭赠张偓佺》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
哉风”，凸显儒家“内圣外王”的入世情
怀。儒释道精义的融合互济，让“乌台
诗案”之后的苏东坡走出至暗的生命困
境，实现了他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回首
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入仕以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苏轼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经世济民的
践行机会。王安石变法初期，苏轼目
睹新法实施中的弊端，顶着“非议新
政”的压力，写下《上神宗皇帝书》，面
奏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
锐”；在密州，遭遇旱灾、蝗灾，苏轼上
书宰相痛陈新法之弊，吁请朝廷改弦
易辙，为民请命；在徐州，黄河决堤，他
与百姓一起筑堤抗洪，在城墙上搭起
帐篷，坚守在现场……

如此种种，在苏东坡的人生旅途
上，在郭宝平的细腻笔触下，桩桩件
件，不胜枚举，已经成为苏轼生平事迹
的日常，在他的从政以及贬谪生涯中，
这些习以为常的言行举止背后，有儒
者的担当与浩然正气，有佛家的慈悲
与生命关怀，还有道家的抛却个人荣
辱得失，无为而无不为的潇洒与超然
之气。此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亦温文：在道德文章与
人间烟火中彰显君子人格

如果说，“真”是苏东坡的性格底
色，“侠”是他的精神脊梁，那么，“温
文”二字，便贯穿了他一生一世的为
人、为文和生活日常。无论居庙堂之
高，或者处江湖之远，无论峨冠博带，
或者草鞋布衣，苏东坡永远不改其温
文尔雅的君子气度。郭宝平在小说中
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苏东坡平日里的

待人接物、生活起居，在平凡、琐碎中，
得以窥见苏东坡的文人本色。苏东坡
的伟大，接着地气，因为温厚亲切，更
显崇高。这是笔者对《苏东坡》的第三
个深刻印象。

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写
道：“其文如其为人”——高度赞扬了
苏辙、张耒的为文与为人，曰其文风如
人品，淡泊深远、含蓄蕴藉而难掩才华
横溢。同样如此，东坡先生的为文，既
豪放，又深情，如朗月入怀；他的为人，
既随和，又温文，更似春风拂面；他的
生活，在柴米油盐中透着浓浓诗意。

居茅屋草棚，处野岭荒郊，苏东坡
一样可以在暗淡无光的岁月里找到亮
点。在黄州，苏东坡发明“东坡肉”烹
饪之法，赋《猪肉颂》，又作《东坡羹
颂》，纪念他的创新饮食“东坡羹”；在
惠州，研究出“东坡烤羊脊”的吃法，还
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在儋州，他写下劝农诗，教当地黎
人从事农耕，他发明“玉糁羹”和生蚝
去腥的新吃法，把粗茶淡饭吃出了“人
间至味”。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
华。”深情款款的文与温文尔雅的人、
柴米油盐的烟火与琴棋书画的诗意，
大雅与大俗，就这么自然而神奇地融
合统一在这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
二”的东坡居士身上，一诗一文、一餐
一饭，一滴水足可以见太阳，行走在人
间烟火里的苏东坡，依旧是彬彬君子，
风华绝代。

总而言之，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苏
东坡》，重史料，去神话，立人格。作者
以史家笔墨、文学想象加人性洞察，复
活了一位真实、真诚并且烂漫天真的
历史人物形象；借助剖析儒释道三种
文化对东坡侠义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影
响与熔铸，诠释了东坡精神风骨的内
在支撑；关注如同邻家大叔一样的苏
东坡，在平凡普通岁月里的待人接物、
生活起居、为人为文，描摹他的夫妻
情、手足情、师生情、朋友情……以及
他对于人世间一往情深的热爱。东坡
先生的温文尔雅，已然融入了人间烟
火，温暖了世道人心。通篇而言，小说
完整揭示出了人间东坡的可爱、可敬
与可亲。

可爱的是那份天真未泯的赤子
心，可敬的是那份为民请命的侠骨
义，可亲的是那份穿越苦难的温文
气，可传承的，是人间东坡“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君子人格。

亦真亦侠亦温文
□李忠

长安，不止于城。更是一个朝代的
中枢，是一种制度的展演，是万邦归心
的象征。它也是一种深植于土地的时
间观念——在这里，历史从未远去，而
是以砖石、夯土、街市与城墙的形式，
一直呼吸着，等待被重新唤醒。刘庆柱
的《盛世长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正是一部将尘封于地下的汉唐盛世重
新召唤出来的作品，也是一部讲述文
明演化与国家理念的文化叙事。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长期主持汉唐长安城考古发
掘的资深研究者，刘庆柱在这部书中

不仅以翔实考据和科学思辨构建出汉
唐长安的空间格局，更以独特的文化
视角诠释了这座城市与“何以中国”之
间的深刻联系。

考古与文献的双重注脚，照见真
实的盛世长安。全书根植于60余年的
考古实地研究，辅以传世文献与图像
材料，用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实
物细节，复原了长安这座古代超级城
市的全貌。

此外，书中还特别强调汉唐长安
在国家认同建构上的象征意义。唐长
安城正门由“一门三道”演变为“一

门五道”，空间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中
央集权的加强与“国家文化”理念的
扩展。这类分析既基于实地遗址，也
借助于对《汉书》《唐律》等典籍的
解读，使城市不再只是砖石构筑的空
间，更是理念生成与制度演化的实体
体现。

700 年盛世缩影，城市作为文明
的镜像。《盛世长安》的核心结构，不只
是对长安城的地理与建筑考察，更是
一次对“盛世”概念的多维度重建。在
刘庆柱笔下，长安不是静态的“古都”，
而是处在动态“治理—演化—传承”链

条上的文明中枢。
图像还原与史实叙述相辅相成，

让历史“活”起来。《盛世长安》还有一
个突出优势：视觉性强、信息量大、沉
浸感强。全书收录大量遗址航拍图、出
土文物照片、建筑复原图与地图，几乎
每个叙述节点都有配图支持。这样的
图文并茂，不仅使阅读更加直观，也在
某种意义上突破了纸面史学的限制，
让历史真正“看得见”。

从长安回望“何以中国”，从城市
认知走向文明自觉。作者在序言中指
出，汉唐盛世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
它的疆域与经济达到了顶峰，更因为
它在城市制度、礼制精神与文化包容
性上的建构，体现了中华文明最重要
的几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长安就是这
些特性的空间承载体。《盛世长安》通
过历史城市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一
把理解“何以中国”的钥匙。

再现汉唐盛世的城与魂
□程墨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