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肖姣姣 校对：小新 组版：薇薇
书 香12

品 读 杂 笔品 读 杂 笔 书 界 动 态

近日，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期，中组部、中宣部印发《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
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
通知》。《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一书集中展示了新中国优
秀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先进事迹，展现了知识分
子把个人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融合在一
起，把个人奋斗汇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
史潮流之中的情怀与实干精神。

书中既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的以钱学森、邓稼
先、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和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
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
同行”的家国情怀，也有以黄大年、李保国、南仁东、钟扬
等为代表的新时代优秀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感人事迹，为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汲取强大榜样力量、
树立牢固家国情怀提供了有力参考。 （据人民网）

《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
出版发行

阅读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山
神》，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
对一些问题的思索。

从纪实性特写发展而来的报告文
学，在这些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
就，担当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
瞄准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经济建设与民
生大计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项目、重

点工程和英模人物，以各有千秋的厚重
之作，增大了报告文学的分量与影响，
而且也以与社会同声息，与时代共脉
搏，使得整体文学与时代生活保持了应
有的紧密联系。但用更高的标准来看，
这些纷至沓来的作品，似乎有得又有
失，有重也有轻，比如，在题材的选取与
叙述的方式上，贪大弃小的倾向、重事
轻人的偏向，在一些作品也中屡见不
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报告文学的
文学性都有所损伤。

文学是人学，体现在写作中，就是以
人为主，以事写人，报告文学也不例外。
正是在这样的核心命题上，何建明的报
告文学《山神》，给我们当下的报告文学
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山神》的主角，是贵州省遵义市播
州区平正仡佬族乡草王坝村的老支书黄
大发。这位已80多岁的老党员，几乎用
了毕生的时间与精力，带领乡民在山崖
之间修建了一条蜿蜒 20 多公里的山间
水渠，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草王坝村民
的吃水困难。面对这样一个超凡的“天
渠”，超常的修渠人，一种选择是围绕“天
渠”挥毫泼墨，一种选择是聚焦修渠人精
雕细刻。何建明选择了后者，而且通过
实地踏访“天渠”路，深入采访相关人和
真诚对话当事人，沿波讨源地写出了黄
大发修渠旨在引水，引水是在为民，为民
是在践行共产党人初心的精神境界。由
此，黄大发的“山神”形象，不仅在草王坝

村巍然屹立，而且在读者心中也高大无比。
描写黄大发这个人物，何建明也花

了不少心思，用了不少气力。在全书的
开篇部分，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实地踏访

“挂在”岩壁上的“天渠”的所见与感
受：翻山越岭，攀岩爬壁，提心吊胆，命
悬一线；随行的人纷纷止步了，作者自
己也时时在打着退堂鼓，但在前边引
路的黄大发，在“快到了”“就在前边”
的话语里寄寓的希望、暗含的鼓励，终
于使作者战胜了困难与自我，随着黄
大发坚定不移的脚步，循着水渠构成
的 险 峻 山 路 ，找 到 了 螺 丝 河 的 水 源
地。这些描写，通过自己“走渠”的步
履维艰的体验与险象环生的感受，有
力地折射出“修渠”的格外艰难和异常
不易。由此，黄大发这个人物，布满了
小悬念，也富含了传奇性。

无论是正面描写当事人黄大发，还
是侧面转述见证人眼中的黄大发，作者
在讲述开山修渠的几起几落和坎坎坷坷
时，都格外注重多方面地去探寻黄大发

“执拗”背后的精神因素。从20世纪60
年代提出修建水渠的动议，到30多年艰
苦卓绝的辛勤努力，黄大发遇到的问题
与困难，超乎想象，也难以尽述。他自有
看不见却用得着也靠得住的东西，那就
是独特而丰沛的精气神——不改的初
心，不变的信念，不屈的精神，不懈的追
求。铢积寸累，水滴石穿，终于在历经30
多年后的1995年，水渠在千米高山峻岭

的悬崖峭壁间修成，使草王坝的村民有
清水喝，有白米吃，从此改颜变貌，换了
人间。

黄大发的事迹，看起来只是草王坝
从缺水变有水的“当代愚公”故事，但往深
里看，它是共产党人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的典型个案；往大里看，则是近40年
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一个缩
影。因此，可以说，黄大发的故事，无疑是
最为鲜活、最为生动的中国故事。

毋庸讳言，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何建
明当是最勤奋、最多产的一位。在这

“勤”与“多”的背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使
命感与责任感是最为核心的动因。在某
种意义上说，“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
雄”。只有写作者同样具有英雄素质，怀
有英雄情结，才能慧眼发现英雄，深入理
解英雄，着力写好英雄。这一点至为重
要，这也应是《山神》成为讴歌英雄的成
功之作的真正秘诀。

（据《光明日报》作者：白烨）

无忧无虑、欢声笑语——童年的“关
键词”总是美好又令人怀念的。而在“不
完美”的童年里，孩子会如何成长？曾写
出家喻户晓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
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近日表示，她尝试

去写“丧失”，让孩子们体会“甜”之外的
多种“味道”。

“像‘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样近
乎完美的童年岁月，并不是每个孩子都
能拥有的，一些不可抗拒的命运羁绊，会
让有些孩子瞬间跌入人生谷底。”郑春华
在女儿的校园生活中关注到失去至亲的
孩子，于是就有了新书《米斗的大计划》。

米斗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男孩。在他
读幼儿园大班时，爸爸就去世了，年幼的
米斗并不懂得死亡的真正含义。直到一
年级暑假前夕，米斗听到蟋蟀的叫声，回
想起爸爸带他抓蟋蟀的一幕幕，终于明
白，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故事中的
米斗纯真、阳光，他伤心、难过，但并没有
沉沦在悲伤中，而是积极地制订和实施
一个又一个“大计划”，去做那些和爸爸
一起做过的事，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
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长和友谊。

让孩子去读“悲伤”“失去”是否太
早、太残酷？

“‘不圆满’客观存在，不是回避了
就不存在了。”在郑春华看来，在现实
生活中，孩子的成长过程不可能总是
一帆风顺的，他们终将面临各种困难
和挫折，甚至是巨大的失去。

“在传统观念里给孩子看的书应该

满是欢乐的爱，但儿童文学题材不应该
死板，有时候你超越了一些‘世俗’的东
西，能带孩子发现人生的许多意义。”郑
春华说。

但给孩子呈现“悲伤”也不能单单
是“罗列痛苦”。郑春华说，写作品的
目的不是让孩子、家长掉过眼泪就结
束了，而是提供一个体验的过程。“孩
子最初面对挫折和悲伤可能感到迷
茫，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而郑春华想
用作品给孩子一个解释：“一本书未必
能找到最完美的解释，也未必能回答
孩子所有的疑问，但它能让孩子打开
情感的出口和入口。”

因为是给儿童看的书，所以郑春华
在表达方式上也力求有生命力和童
真。“我希望让孩子们看到，有欢乐就
有悲伤。”在郑春华看来，这些阅读中
体验到的悲伤和对悲伤的化解，可以
成为一种“力量的储备”，给孩子一种
积极的思维——万一将来自己也遭遇了
一些不幸的事情，能够知道该怎么去化
解情绪。

郑春华感到，现在的儿童文学太单
一了，有些作品更是单纯地停留在表面
上，以“搞笑”博眼球。“而真实生活是丰
富的，儿童文学应该带孩子们去认识。

消防员、快递员、24小时便利店里的工作
人员，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人生有
什么故事？他们是社会运转的支撑，他
们应该被了解。”郑春华也将目光投向这
些普通人及他们所从事的普通职业，试
图通过接下来的作品，以儿童视角来讲
他们的故事。

“我希望孩子读了之后能够对这些
普通职业产生一种敬重感，那就足够
了。”郑春华说。

对儿童文学，郑春华反复谈到“责
任”。“给孩子看的东西、为孩子做事的
人，都必须有责任感。”郑春华说，儿童文
学不能去迎合，而要去引领，能够引领的
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

（据新华社）

前段时间去书店闲逛，几番筛选，买了11本书。性
价比最高的一本书，48万字，700多页，超厚的一本，39.8
元。价格最高的一本书，31万字，500多页，58元，但内
容丰富，且硬面精装、装帧典雅，实在不忍放下。老伴说：

“58块钱到菜场一眨眼就没了，书却不会消失，你还心疼
啊？”我乐了：“对对对，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40年前买书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时“文革”刚
结束，出版业迎来春天，中外名著的书讯纷至沓来，却供
不应求。不少部门、单位的图书室都在扩充，许多书还没
上架就被买走。

经人指点，我找到新华书店的书库，在一条偏僻的巷
子里。书库里设有该店的流动股，股长、股员每人一间办
公室，里面全是书，有装在书架上的，有堆在地上的，还有
挑好打了包的。不仅书多，人也多，都是来买书的。

流动股负责派送各单位要的书，便有了调配权。我因
为经常去，很快就与他们熟了。他们有时会把“躲”在柜子
里的紧俏书拿给我一本，还提前告知哪一天会有新书上架。

他们按城区的几个片分工，我属于小李管的那个
片，麻烦他最多，在他手上买到的文学名著有几十本。
他把好书留给我，并及时向我透露一些信息。有一次
他告诉我，店里来了《红与黑》，数量很少。书是上海译
文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的版本，繁体竖排，44 万字，684
页，1.95 元。书的封面设计尤见匠心，就红和黑两个色
彩，中间留白三个大字——“红与黑”。我爱不释手，通
过我的一位老领导买到这本书。再去书库的时候，首
先向小李报喜和道谢。

靠熟人买书的情况持续了四五年，接下来的日子就
省事多了，图书产量越来越大，买书渠道越来越多，很快
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对我来说，书库去得少了，转
向门市部。每次出差到外地，一些专业书店、民营书店也
成了我的驻足之处。住宿的旅馆往往辟有售书点，我也
会常去转转，很少空手而回。

后来，女儿买书则多在网上。我曾向她推荐过一本
新书，过了两天发短信问她买到没有，她回了3个字：“看
过了。”有一次，我说曾在南京买过一本书，非常好，可作
者接着出的两本书，在泰州买不到。她笑了起来，边吃午
饭边用手机为我下了单，七折，免运费，第二天下午快递
就送来了。见我对快递员千恩万谢的样子，她又笑了，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后买书也上网吧，很方便。

从此，我便成了网上书店的顾客，确实既方便又便
宜，而且可以价比三家。今年3月，同学给我发来推荐一
本新书的微信链接，200万字，厚厚三大本，标价195元，
微信直销128元。正准备购买，又顺手点开手机上的“当
当网”搜了一下，最后选中97.5元的一家下了单。前不
久我又点开微信看，直销价已是158元。再看网上书店，
100元以下的也已绝迹。说明这套书确实好，买的人多，
而微信的影响力也功不可没。

虽然图书购销多元化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已成趋势，
但还是难以完全取代。我依然还会去书店逛逛，我喜欢
在一排排书架间细细翻、慢慢挑的从容，喜欢在书架旁随
意地坐下来，读上几页，再决定取舍的自由，这种感觉真
的很棒。 （据《人民日报》作者：陈社）

买书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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