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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品力作
回馈伟大时代

书 海 观 潮
我的读书经

读书也莫忘初心

文学史中的汪曾祺，以其清丽淡雅、
生趣通透、隽永高远的精妙文字，将田园
诗风和怀旧温梦的美学风范重树文坛。
他以清明上河图般的风景、风情、风俗的
画面描摹，成为新时期古典诗意和民间美
学的典型文化符号。其文上承京派遗绪，
后启寻根回忆和先锋文学思潮，“汪曾祺
现象”也因此让跨代研究者说不尽，道不

完。王国平的《汪曾祺的味道》是一部充
盈着个人生命体验和思想智慧的书话散
文随笔集，坚韧的文字内蕴着诗韵，锋芒
的思想饱含着温情，丰饶的论说承载着
品格。这是一本品读“味道”的解味之
书，它入于汪曾祺的文字珠玑，出于广博
的群书文化，最终飞扬于高韬而通达的
人生境界。

书分多辑。“汪氏画像”一辑，是作者
对汪文趣味特征的学术归纳，也是对汪氏
为人处世之性情的人文观照。作者读文
赏人的路径有意回避了学院腔的呆板生
硬，而在信马由缰的侃侃畅聊中，坚守以
文字论据和旁征博引来证实对汪氏文本
的判断。作者把学术的言说逻辑置换为
信手拈来的个人生命体验，他对汪曾祺其
人其文的“爱”与“观”的艺术传递打通文
本与生活的界限，自如调动着汪氏的文本
语言、自我的陈述语言、群书的他者语言、
读者的期待语言，引人穿梭于艺术世界与
现实情景的时空通道。

“往昔复萌”一辑，是借汪氏故事的质
朴情感浸润，反观自我记忆与生活体悟的
心灵文字。散文素以见情见性为本，作者
对汪文解读阐释的意图，不仅是对语言华
冠殿堂的瞻仰、穿行与叹服，且借之走入
自己正被湮没的记忆闸门和心灵角落，整

理岁月损蚀的过往，打捞沉入时间的物
事，审思人世沧桑的禅机。在与汪氏文本
的对话中，作者参悟到汪氏精简文字所暗
藏的生活智慧，寻觅到被日常经验所消解
的本真自我，一个背负着地域、时代和历
史普遍性意义的现代生命个体，在汪氏文
本的感召下，开启一次次的心性漫游的记
忆跋涉。

“纸边畅想”一辑，作者从汪氏文字的
吉光片羽中透视国人的生存姿态，提炼民
间的生活哲学。在汪文的诸多生活意象
铺陈中，作者捕捉到了民间生命“艰涩”与

“残酷”的常态，在古今中外的书话穿缀与
文本勾连中，民间的生命压抑与自我的生
活理路得以共鸣，生活洪流下个人的孱弱
无力，以及侥幸之下的欢喜愉悦，言说着
观照凡俗人生和世事生活的“悲悯”与“达
观”情怀。

“漫说杂谈”一辑，作者穿透汪氏温婉
的文字表象，将隐藏在汪文言语深处的暗
语锋芒集中收纳，衍生出对传统人文精神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独立传承的深切忧
虑。作者从汪文的叙事物象和陈述议题
出发，腾挪闪耀于古与今、物与我的各个
场域，感受汪氏箴言的现世处境、探幽生
活经验的突围之径、开掘精神坚守的生命
动力、展示人文精神的艰难存续。无论是

对古的缅怀、今的哀憾，还是对美的求索、
谬的鞭挞，处处彰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文
化思辨。

“文事把玩”一辑，则重塑出一位坚守
中国审美精神的文论大家汪曾祺，但作者
对汪氏的文论论断，始终不失自我审美经
验和生命哲思。无论对汪氏的艺术论辩，
还是对汪氏的文本实践，在肯定其审美先
见之时，亦自觉开启自我与前贤的诗学对
话，认同、补充、辩驳甚至抵牾的多声部话
语共存交织。作者由汪氏的美学观点出
发，在自由发散的艺术鉴赏中，古今中外
的艺海纵览、知人论世的人情澄明，及至
日常生活的艺术诗意，在呈现汪氏文论美
学观恒久生命力的同时，作者一次次完成
由生活感性经验到系统美学体系的个体
建构和确认，对话的共鸣通识也就突破文
本理论的范畴，而跃升为富有中国文化内
涵的人文精神与生命智慧。

《汪曾祺的味道》将学术论证、个体记
忆、知识索引、思想交锋融为一体，是具有
强烈实验色彩的跨文体写作。作者操持
着活色生香的生活化文字，品读汪氏其人
其文，同时也洋溢着属于自己的审美趣
味，试图构建一种充满性情之温、诗性之
美和理性之智的学术体散文。

（据《人民日报》作者：金春平）

——读《汪曾祺的味道》

读文品人见智情

偶然间读到一篇文章，竟是几年前在图书馆结
识的书友写的，看他的笔力，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
语。通过杂志社，我和书友又重新联系上了。当得
知书友即将出版新书，顿时既惊讶又羡慕，当年认识
书友的时候他的写作水平很是一般，怎么几年间竟
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进步？

我笑问书友这些年是不是博览群书，所以才有
今天的成绩。可是书友意外地告诉我，他在阅读上
是求质不求量，平均一个月才能读完一两本书，但每
本书都能做到精读，并将年少时做笔记的习惯一直
保持了下来，并把他的书单和读书笔记都发给了我。

书友的笔记让我大开眼界，从文章的结构到好
词好句，从随时的感悟到章节的小结不一而足。看
得出来，书友将每一本书都融会贯通在心里了。相
较书友，我的书单比他的长，却只不过是匆匆浏览，
读书的初心早已忘记。

曾经我也像书友那样，拿到一本书会慢慢品读，
不仅摘抄句子，背诵其中大段的文字，甚至会反复去
体验和理解一句话、一段文。后来觉得自己读书的
速度太慢了，再加上做读书笔记的时间，何时才能阅
览群书呢？为了提高自己的阅读量，也是为了加快
速度，我加入了一个读书小组。希望在快节奏的读
书计划中实现自己饱览群书的愿望。

可是随着书单的不断增加，自己读书的情绪在
慢慢发生变化。一本书拿到手，便想着多长时间内
可以把它读完，甚至有些情节、字句都不甚明白，便
囫囵吞枣地越过了。争强好胜的我在读书小组里稳
稳地排在了前三名，获得了不少称赞，只是回头想
起，有些书连书名都不记得了，更别提内容了。渐
渐，我一想到阅读便会莫名其妙地烦躁，再也找不到
之前靠阅读来静心的状态。

痛定思痛，我果断地退出了读书小组，又重新筛
选了庞大的书单，不再强迫自己定任务，每一本书每
一页纸都细细阅过。当读书的焦虑感消失了以后，
读书又成了我业余时间最惬意的爱好。我很感谢书
友，是他让我找回了读书的初心，能够继续在读书的
世界里丰富自己、感悟人生。

天界地界，时界空界，物界意界，生界死界，灵界
肉界，善界恶界，神界俗界……两两对应，相辅相
成。作为一部哲理含义丰富的虚拟文学叙事作品，
该书作者以中国元素为核心，融合东西方神话、寓
言、传说、民歌，配以百余幅插图，尝试着以新的文体
和语言修辞表达自己多年的文化思考。

《两界书》的故事贯通古今神话传说，归纳出“敬天
帝（天地）”“孝父母”“善他人”“守自己”“淡得失”“行道
义”等要义精粹，蕴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敬孝之
道”“仁者爱人”“修齐治平”“知行合一”“四海一家”等传
统文化内涵，采以跨界思维，力图突破历史、神话、哲学
等传统叙事范式，对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
系以及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等问题，进行理性辨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该书作者
寻找正风反腐议题和国民热点话题的最佳结合点，用
其独树一帜的文风，讲述中国反腐故事，观点输出的
角度出新、深度出彩。通过这部著作，读者可以了解
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完整思路和趋势。

讲好中国反腐故事，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一样，也是“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本书的出版能够催生更多有力度、有温度和
传得开、叫得响的新闻作品，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中式建筑”夯实地基，添砖加瓦。

“好的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能看到多
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理论是灰
色的，而故事色彩斑斓。”人民日报社社长
杨振武在《习近平讲故事》（人民出版社）一
书序言中这样表述讲好故事的巨大魅力。
无论是在会议上的发言、调研时的谈话，还
是出访时的演讲、报刊上的文章，作为普通
大众的我们都能明确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
是讲故事的大家，他善于用故事来传达深
意、感染他人。比如，在2013年、2014年五
四青年节上，习近平总书记与青年代表谈
话时，分别讲了自己上山看羊、下田锄地时
坚持看书，走30里路只为借书的故事，勉励
青年抓紧时光多学习。这种用自己切身经
历的讲述，远比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努力学
习的例子来得更真切、生动、富有感染力。
在《习近平讲故事》一书中，这样鲜活的故
事、生动的例子还有很多。书中通过故事，
讲述中国历史文化之“道”、讲述中国改革
发展之“道”、讲述中国大国外交之“道”。该
书上市短短不到半年，销量突破150万册，
成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通俗读本、生动教材。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束之
高阁，它不被广为人知或实践，那便失去
了理论的真正意义。从抽象到具体，从深
奥到通俗，《理论自信：做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者》（以下简称《理论自信》，吉林人
民出版社）就是这样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优秀通俗读物。

《理论自信》一书责任编辑杨兴煜说，
这本通俗理论读物受到读者青睐，在于作
者对人们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
行接地气的解疑释惑，对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
析和论述，有助于广大群众真切理解马克
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自
信》让读者想看爱读，还在于作者清新的
文风和生动的写作手法。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张立波认为，该书作者陈先达先生的著
述是“熔文史哲于一炉，富有哲学的崇高、
史学的深邃和文学的优美”，说他的“阐述
是历史的，论证是哲学的，语言是文学
的”，这也是《理论自信》作为通俗理论读
物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

此次入选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
读毛泽东》（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是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的第二部。用孩子
听得懂的语言生动讲述伟人的故事，是这
本书的一大特色。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总编辑张晓楠介绍，此前将作品确定
为17个篇章，每个篇章2000多字。2000多
字的结构要有故事、有思想、有历史与当下
的有机结合，就这样，韩毓海教授完成了

“一起来读毛泽东”的抒写特点：深入浅出、
有声有色。从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
涌现出来一篇又一篇跌宕起伏的文字，因
此而融合为一种神奇的力量，让读者从毛
泽东人格的最深处汲取必需的力量。

贴近大众 彰显主流思想价值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无数的优秀作品都是真正有温度、
有力度、有厚度的精品力作，都是从人民生
活的沃土中汲取充沛的地气和营养的。

对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
相信很多读者并不陌生。其《长征》《朝鲜战
争》《解放战争》等均收获良好口碑。“战争系
列”中的《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
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有数据为证：该作品销量
已经突破80万册。荣耀背后是创作者艰辛的
努力。这部全景式描写抗战的厚重之作，从史
料收集和研读开始算起，王树增一共写了 6
年。王树增曾坦言：“英雄主义还是要讲一讲
的。国外处处是纪念碑、博物馆，一直在提醒自
己不要忘记前辈。我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唤起国
人的集体记忆，对民族精神进行一次集体补
钙；希望我们的民族精神越来越强大，维护尊
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精神上唤醒民心，如此
而已。也可以说，这就是作家写历史的目的。”

同为抗战题材，与全景式写作不同，长篇
小说《血梅花》（山东文艺出版社）侧重挖掘战
争裹挟下小人物的命运与选择。“这部作品我
侧重写抗战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平常
的日子，但这一切因战争而改变，我想写出
他们的选择及为何选择。”《血梅花》作者、河
北作协副主席胡学文认为，他们不是英雄人
物，但身上有光亮，有对命运的不屈，他们的
坚韧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底色和精神核心。

书写边疆故事，讴歌军人担当。长篇小
说《雪祭》（长江文艺出版社）真实再现了藏
地军人为国家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精神。

“藏地是军人党益民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也
是作家党益民灵魂的栖息地，他19岁就参军
到了藏地，参加修筑青藏公路，在那里一待
就是几十年，作家整个的青春时代都是在藏
地度过的，《雪祭》书写的生活就是他亲历
的，那个激动人心的筑路现场就是作家的真
实生活。”责任编辑李东辉认为，“作家不是
一般地体验生活、反映生活，而是几十年如
一日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生活到精神
都融入时代的熔炉之中，这样写出来的作品
才是充溢着生命温度和时代气息的高品质
之作。”《雪祭》一书给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
了许多启示，印证了好的作品需要扎根人
民、源自丰厚的生活积淀。

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生活，用心、用
情写好中国故事，这正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
在。《谷文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福建人
民出版社）让读者看到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党的好干部，《中国机器人》（辽宁人
民出版社）生动记录了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
的历史进程。在写作过程中，《谷文昌》作者
吴玉辉采访了谷文昌身边的工作人员、南下
的老同志、当年参加植树造林的干部和村
民、谷文昌的亲属。同样的，《中国机器人》的
两位作者王鸿鹏、马娜采访沈阳新松公司中
心研究院院长徐方时，座谈了两个小时，采
访结束后，徐方却说：“我第一次遇到没有说
外行话的采访者。”这缘于在创作前，王鸿鹏
和马娜阅读了大量机器人方面的专业书籍，
并通过考察，变外行为懂行，为采访、写作打
开通道。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范燕莹）

扎根生活
书写中国真实故事

书 林 撷 英

作者：王国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张展

★作者：士尔
★出版社：商务出版社

《两界书》

好 书 推 介

★作者：陈治治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讲好中国反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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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
呼唤伟大的作品。近
日，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
设“ 五 个 一 工 程 ”
（2014-2017）67部入选作
品公布，成为 2014 年文
艺工作座谈会以来，我国
文艺创作的一次重要检
阅，它集中反映了近年我
国文艺创作繁荣的整体
态势。其中《习近平讲故
事》荣获“特别奖”，《理论
自信：做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者》《伟大也要有
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
等 10 部图书荣获“优秀
作品奖”。这批双效俱佳
的精品力作，彰显时代
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犹

如一座座人生灯塔，烛
照我们砥砺前行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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