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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空天一体”

书 海 观 潮
书 界 动 态

《陈云年谱》修订后出版

每 日 连 载

书 林 撷 英

我们从一个很好的方面
来看，今天国家高速发展，已
经 日 益 具 有 强 大 的 物 质 基
础。随着发展，我们正在形成
很多全新的利益层面，我们不
仅要维护领空安全，还必须关
注外层空间安全，要在一个更

大的范围内营造中国的安全环境。比如我们空军到南沙
巡航的问题，以前没有过这样的能力，现在可以了，我们
空军可以到祖国南沙，包括曾母暗沙这一带完成空中巡
航，这就是新时期国家战略利益提出的全新要求。

根据我们现在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全新要求，空军
现在要实现的，不仅仅是维护领空安全的问题，还有外层
空间安全的问题。

现在每天有7000个到9000个各种各样的卫星，变
轨经过中国上空，其中有大量的间谍卫星，拍摄、侦察
我们地面目标的举动。如何在新时期维护中国的外层
空间安全，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今天“空天一体”的提
出缘由。

我们过去的空军都是防御型的，就是准备敌人打进
来，我们再进行国土防空，在我们领空上作战。那么我们
今天提出一些全新的要求，就是随着中国要履行国际义
务和跨地区活动，比如中俄联合军演，尤其是2007年军
演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要求我们空军歼轰-7、直
升机执行这种跨境的行动，跨越将近 8000 公里的道路
远程奔袭，挑战很大。

建立一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活动的、信息主导的、空
天一体的、攻防兼备的空军，成为对我们强有力的目标
牵引。

需求提出来了，我们的“空天一体”存在一定差距，要
攻防兼备，但我们长期以来是防御型的，要做到攻击型很
难。比如我们的歼击机就是敌人来了，在高空完成截击
任务，我们的歼-6、歼-7，包括歼-8飞机都是这样的性
能。它的特点是，航程比较短、载油量比较小，而且火控雷
达、扫射雷达距离比较有限，因为它是防御型的，防御型是
完全在地面引导之下，完成空中作战的。这就是差距。

要完成攻防兼备，就必须有足够的作战半径，起码
1000公里以上，当然更远一些到1500公里以上的作战
半径更理想。不依托地面引导，空军卫星结合数据链
系统，完成空中独立作战，同时要求预警机能够在更大
范围内指挥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对预警机的要求、
对数据链的要求、对空中飞行员个人素质的要求，都是
全新的挑战。

按照过去的标准，现在我们的装备、训练好像都可以
了，可按照今天的标准和未来的标准，我们的差距还很
大，我们还要努力。

阅读唐益舟的《伊水秋声》，需要正
襟危坐。这是一部写作、修改 5 年的力
作。

作者唐益舟祖籍嵩县，居住在伊水
河畔，是我的朋友。这本《伊水秋声》，写
的正是伊水河畔的一个家族百年的兴衰
史。时间的跨度很大，但是作者把握起
来很是纯熟，数十个人物一个个展现在
读者面前，通过他们曲折坎坷的人生，来
透视一个时代的民俗风情，来分析不同
的人物和阶层的社会关系。

诚如题目一样，“伊水秋声”贯穿了
小说的始终。“伊水秋声”是这部长篇
小说的魂，贯穿全书、时隐时现的魂，
在其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融入了
人的特殊的感情，其吟唱就有了不同
的变化。伊水的吟唱成为风云变幻的
先知先觉者，每每到了历史的紧要关
头，伊水便为俗民百姓显示出情感不同

的先兆来。当然，这并不是神说，而是
作者小说中借助的一个道具，撬动历史
进程的一个道具。同时，是人们的情感
变化和对自然万物的敬畏而产生出来
的一种莫知的本能，也是具有文学性的
一种表达。

对于人性和人的灵魂，作者“情感零
度”地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很少主观下
结论，是非对错只由读者去判断。但是，
严格地说，“情感零度”不是绝对的，对于
作者而言，情感的表达是“非零度”的，只
是一种表述的方式带给了读者一种价值
的判断。作者，总是钟情于自己的人物，
比如《伊水秋声》里的孙安邦，就是作者
倾注了大量心血塑造出来的一个事事豁
达、勤劳朴实、洞察世事的人物。

孙安邦是从黄河北逃荒到洛阳的
人，流落到了伊水河畔，靠着自己的人格
魅力和能力、机遇，有了立足之地，并日

益发达，繁衍成为子孙一大群的孙氏家
族。对于社会政治，孙安邦自有一套既
定的认识：庄稼人就是靠着一块赖以生
存的土地活人的，俗民百姓就是需要一
个安定的生活环境，需要一个为老百姓
服务的政府。孙安邦看得起读书识字的
人，极为看不起不务正业的人，同时他执
拗于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婚姻关系的价值
取向。可是社会的烽火燃及偏于一隅的
伊渡村，社会潮流也波及了孙氏家族，子
孙们无论是种地的、经商的、读书的，甚
至当土匪的，也都被社会裹挟，并在潮流
中沉沉浮浮。

对于一切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作者
很少将感情色彩流露于笔端去臧否，而
是把自己的意图隐藏于语言的背后，通
过社会价值取向或是让小说里面的人物
说话，来达到作者的感情取向。我认为，

“情感零度”于作者，其实是一种态度、技

巧，而在书中是作者以及书中人物对家
乡故土的热爱和深深的感激，无论走得
多远，回到故乡伊渡村则完成了感情的
寄托。孙家二代人物孙文韶因为建设水
库而远离了故土，当他再次回到新的伊
渡村时，“杨木森得知孙文韶回来，赶忙
来到村东头，他扶起坐在石头上的孙文
韶，说：‘叔，你回来了？’千言万语，有这
一句话就够了。这就是家乡。孙文韶顷
刻之间老泪纵横……”这些感情，岂能是

“零度”，简直就是触目可及的温热滚烫
的乡情。以“情感零度”写起，达到情感
的“非零度”，这就是新现实主义的一种
写作态度和技巧。

阅读着，愉悦。一个个人物陆续从
眼前走过，好像一幕幕戏剧，上场了，卸
妆了……人性之光在此流淌，它高于因
为社会动荡而产生的阶级和政治，使人
咂味再三、掩卷沉思。

2009 年写完《明朝那些事儿》之
后，当年明月就再也没有出过新书，
但他创下的2000万册的销售数字难
以超越。在出版商的推荐语中，《明
朝那些事儿》甚至还被冠以“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美名。

开卷监测数据表明，《明朝那些
事儿》持续多年进入非虚构类图书畅

销书榜单中，在今年2月的畅销书榜
单中，居第18位，而其他同类通俗历
史读物无一上榜。

当当网最新提供的历史类畅销
书榜，《明朝那些事儿》位居第四。而
在亚马逊中国的历史畅销书排行榜
中，这本书更是傲视群雄，位列榜首。

“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大家都

被当年明月带到沟里去了。”读客图
书责任编辑薛亮说，当年明月掀起通
俗写史的风潮，但《春秋那些事儿》

《秦朝那些事儿》《明末那些事儿》《明
朝其实挺有趣儿》《南明那些事儿》

《清朝很有趣儿》等，虽然书名“有趣
儿”，却早已被冷落在一旁。

（据京报网）

为纪念陈云同志110周年诞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陈云年谱（修订本）》，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 2000 年出版的《陈云年谱》基础上，增补了
近年来发现的有关陈云同志思想生平的许多新史料、新
文献，全面反映了陈云同志的革命生涯、历史贡献、重要
思想观点和崇高风范。全书新增加了26万字，仍为三卷
本。增补后的年谱内容更加丰富、翔实，融资料性、学术
性、思想性、传记性于一体，是研究陈云同志的基础著作，
也是研究党史国史特别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历程的重
要参考书籍。这本年谱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陈
云同志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品格，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孩子读

游走在百年历史的边缘
——读唐益舟长篇小说《伊水秋声》

庄学

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9年前一面世就迅速火爆起来，直到
现在依然牢牢盘踞于畅销书榜。而很难想象的是，近些年，孩子们的阅
读对这套超级畅销书做了不小贡献。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像这样的书是一种娱乐化写作，要培养孩子
们的历史观，还应读经典文本。

《明朝那些事儿》刚面世的那些
年，主力读者群是青年读者，但近年
来，读者群越来越呈低龄化趋势。《这
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作者、《收获》
杂志副编审叶开就发现了一个令他大
跌眼镜的现象：在多所学校，《明朝那
些事儿》是借阅率较高的图书之一。

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二层，
《明朝那些事儿》并没有摆在显眼位
置，不少小读者会通过电脑搜索系统
找到它的准确位置，然后毫不迟疑地
买下。中关村图书大厦历史组营业
员王伟说，来买这套书的很多都是孩
子，初中生、小学生都有，“不少孩子
说，这本书是老师推荐的”。

许多孩子甚至写下了读后感。
六年级学生过子建说，看《明朝那些
事儿》原本是解闷的，“没想到，这本
书竟然如此好看，我觉得它比漫画书
要好看一百倍！”他在读后感中写道，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成了他生活中
的“老师”，教会他果断、冷静、坚持、
自信等品质。

眼见孩子们抱着大部头历史书
看得废寝忘食，许多家长喜不自禁。
一位家长说，一套《明朝那些事儿》共
七本，“本担心孩子看不了这么多，没
想到孩子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和
他爸交流起书中的故事情节那叫一
个眉飞色舞”。

对于《明朝那些事儿》在孩子们中
间流行，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
庚并不意外。他认为，孩子们还不是
心理成熟的读者，缺乏阅读鉴别力，很
容易受老师、同学影响，也容易被误
导，“所以他们的阅读常常被太多畅销
书占据”。

而叶开对此有些担忧：“娱乐和培
养正确的历史判断是两回事。这本书
作为娱乐书可以读，但当成历史书读，

会带来误导，副作用会非常大。”在他
看来，《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书，主要
是以趣闻方式写历史，大多数不外乎
帝王将相，“这会使我们的历史观变得
狭隘化，无助于我们对历史更为宏观
的判断”。

国家博物馆志愿者张鹏给孩子们
讲历史讲了12年，他也不赞成孩子们
看《明朝那些事儿》这类书，“我不主张
孩子们沉浸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我觉

得孩子们从小应该培养一种大的历史
观”。他认为，给孩子们讲历史，应有
一个宏大、广阔的背景，要把中国历史
放在世界的背景下，把世界历史放在
人类的背景下。另外，他觉得现在很
多历史书、历史剧都强调权谋，而孩子
们过早接触这些是个很大的问题，“还
是应该从人性美好的立足点出发讲历
史。给孩子们种下美好的、善良的种
子，这一点很重要”。

孩子们痴迷历史，史学家却无法
贡献更多新作，从某种程度上助推了
孩子们选择《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畅
销书。

“《上下五千年》虽然图文并茂，但
仅是提纲式的简介，缺乏情节。《二十
四史》又显得艰深乏味，孩子们根本看
不懂。”学生家长杜宇说，少儿历史普
及读物数量很少，符合孩子们阅读口
味的更是稀少。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
藏，印证了这位家长的说法——该馆
馆藏 8 万册图书，其中文学类 4 万册，
历史类仅3000册。

历史学家写不了孩子书是个问

题。《重读中国近代史》作者、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张鸣直言，他多年前曾给孩
子们写过历史普及读物，那和给成人
写东西相比完全是另一个路数，要解
释的东西特别多，一本书写下来非常
繁杂，他因此多年不再写了，“更麻烦
的是，现在史学家文字功夫不算好，不
是不写，而是不能写，很多人除了写学
术文章，根本写不了通俗文章，更别说
给孩子们写普及读物了”。

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孙瑜认
为，市面上通俗历史读物太多了，但读
历史首先要读可信的，“如果让小孩子
自己选，他们肯定要选好看好玩的，在

这个过程中，家长、老师、阅读推广人
要替他们把关”。

叶开也给出了建议：“还是要尽力
挑选经典文本，认识到故事和读历史
之间的差别，不能把好玩的东西当历
史看。”他很推崇台湾傅乐成教授专门
为中小学生编写的《中国通史》，其直
白、通俗的语言、不偏不倚的中性态
度，很难得。他认为，对历史有了宏观
把握后，再进行细化阅读才更有方向，

“可以选择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吕
世安的《二十四史演义》、黄仁宇的《万
历十五年》等”。

（据《北京日报》）

“比漫画书
好看一百倍” “以趣闻方式写历史”对历史教育有副作用

“史学家写不了孩子书”是个问题

增补近年发现的新史料

文艺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庆炳于14
日18时左右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文艺学界，童庆炳堪
称泰斗级人物，不仅门下弟子众多，目前多数高校使用的

《文学理论教程》亦由其主编。
据其弟子赵勇回忆，当年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开办作家研究生班，莫言、严歌苓、余华、刘震云、迟子建
等知名作家均在此就读，“童老师还指导过莫言的硕士毕
业论文”。 （据人民网）

16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的故事》近日在
中央电视台开播。

该片每集集中反映一个主题。其中，有全面反映
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思想内容的，如《中组部长》《红色
掌柜》《青浦调研》《转折年代》《共创伟业》《有错必纠》

《从严治党》《晚年情怀》等；有重点讲述陈云丰富传奇革
命经历的，如《走出青浦》《特科风云》《特殊使命》《东北
争锋》等；还有集中展现陈云情趣、亲情、品格风范的，
如《人民公仆》《淳朴家风》《一往情深》等。（据新华社）

书 人 书 事

文艺学泰斗童庆炳辞世
曾指导莫言硕士毕业论文

纪录片《陈云的故事》开播

慎重娱乐历史书

《明朝那些事儿》9年售出2000万册

忧赞

叹

延 伸 阅 读

《明朝那些事儿》读者群愈加低龄化，业内人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