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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山越海，
大国大桥大精神
《跨山越海：新中国70年桥梁成就纪实》出版

随着新中国 70 年桥梁建设伟
大成就的呈现，《跨山越海》不断
开 掘“ 奋 斗 ”内 涵 ，深 化“ 实 干 兴
邦”主题。

“对选定详写的每一座桥，我都
特别介绍桥的特殊地理环境、建桥
需要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即风险
与挑战。围绕风险与挑战着墨奋斗
的作为与精神、展示中国桥的历史
传承与文化血脉，这一切是通过塑
造人物群像来实现的。”喻季欣介
绍，他在书中写了近百位人物，突
出塑造了茅以升、李文骥、彭敏、
梅旸春、李国豪、唐澄寰、刘长元、
董明芳、方秦汉、郑明珠、林荣有、
谭国顺、朱永灵、林鸣、张宝兰等几
代桥梁建设功臣和新时代先锋人物
形象。

随着技术发展，桥梁建设注入
时代文明与智慧，梁桥、拱桥、斜拉
桥和悬索桥需要各克难关。同时，

不同地域环境又有不同复杂情况。
可以说世界各国的桥梁建设都是在
不同的桥型和环境下迎向风险与挑
战。新中国 70 年从建桥大国迈向
建 桥 强 国 ，正 是 在 迎 接 一 个 个 挑
战、化解各种不同风险中闯出的中
国特色之路。新中国一代代桥梁建
设者，或一生情系桥梁事业，或为
桥 梁 建 设 鞠 躬 尽 瘁 ；或 丹 心 凝 匠
心，或舍小家为国家。他们人生的
一 个 共 同 信 念 与 精 神 高 地 都 是 ：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一个

国家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历
史传承，是世界文明的光华绽放；
它闪耀实干兴邦、大国崛起、民族
复 兴 的 时 代 光 辉 。 由 桥 而 人 ，从
信 念 到 精 神 ，该 书 是 以 新 中 国 桥
梁建设成就的一部壮丽史诗礼赞
新中国的。

（据人民网 作者：刘大江）

日前，由广东作家喻季
欣创作、广东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跨山越海：新中国 70
年桥梁成就纪实》（以下简称

《跨山越海》）是首部展示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桥梁建设
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
为什么选择这一题材？作品
以桥礼赞新中国有哪些独特
之处？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8
个字是我多年采访、写作桥梁故
事最难忘的场景和感受。”作者喻
季欣开门见山说道，“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建成大型公路桥梁超
过80万座、大型铁路桥梁超过20
万座，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
的。无疑，新中国70年桥梁建设
成就是一个富有历史与时代内涵
的重大创作题材，是独具魅力的

‘实干兴邦’中国故事，是充满审
美意味的文学画卷。”

喻季欣介绍，从发展与专业
角度观察，新中国 70 年每 10 年
的桥梁建设，从技术发展、时代
进步和对一个环境经济社会发
展产生的强大推动作用，形成了
一种“桥梁形象”：从大江大河向
大山大海、从平原向高原步步推
进，跨山越海，旧貌换新颜，无不
体现中国桥梁建设者的创造、创
新与创举。

作为一本书，它的容量毕竟
有限。在构思时，喻季欣选择了
每10年一座有代表性的、能充分
反映中国桥梁建设发展历程节点
的桥作为重点描写对象，7座桥以
点带面，7章结构有机一体。“七彩
七桥七十年，大国大桥大精神”便
成为揭示本书主题的结构主线。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日前，伊滨区教师陈爱松（笔
名村姑）的魏晋故事随笔《村姑夜话》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发行，为读者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魏晋。

《村姑夜话》是一部读书随笔集，共8个章节，收录了
近百篇文章。该书内容以作者在《洛阳日报》专栏《闲读
世说》发表的文章为主，从《世说新语》故事入手，联系生
活，说人物，谈感悟，每篇1200字左右，语言精练，富于哲
理，发人深思。

书中论及二三百个魏晋人物形象，既有人们熟悉的
“竹林七贤”、王谢俊才，又有下笔千言的袁宏、善于占卜
的郭璞、不信鬼神的阮宣子等，更有女中笔仙郗璿（chī
xuán）、颇具林下之风的谢道韫、貌丑心慧的许允妻、不收
官物的陶侃母、严格教子的王经母等系列女性形象。通
过他们的故事，读者可以窥见魏晋时期社会面貌。读者
可随着作者的漫谈，或会心一笑，或掩卷深思，放下一些
羁绊，豁达看待人生得失。

读《村姑夜话》
窥魏晋社会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项目《云冈石窟全集》已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项浩大
的出版工程历时近7年，共20卷，用图12710张，收录造
像59265身，编号洞窟45个，全景式展现了云冈石窟的
文化特色与艺术精华。

专家表示，该丛书是一套全面展示云冈石窟不同时
期、不同洞窟、不同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的大型视觉档
案，全面反映了云冈石窟的结构之美、造型之美、空间之
美及思想哲学文化之美，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填补了
我国云冈石窟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云冈石窟全集》已被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收藏。 （据新华社）

《云冈石窟全集》
填补研究领域空白

好 书 推 介

★作 者 程青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湖边》

本书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南方乡村的日
常旧器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细腻而深情的描述，并配
以具有艺术价值的彩色插图和极美的版式设计，立体化
展示了几代人历经的南方农耕岁月，是一部别样的南方
农村生活史、中国乡村文化传。

小说事关一张扑朔迷离的保单，一个逐渐浮出水面
的阴谋。在叙述中，作者以不同人物各自的视角进行回
溯，随着案件悬念的渐次铺陈，透过忠诚与背叛的博弈，
重见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相，犹如穿越湖面弥漫的烟
云，望向对岸尚存的微光。

★作 者 黄孝纪
★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瓦檐下的旧器物》

《跨山越海》是喻季欣近年来创
作的第二部有关桥梁题材的报告文
学。“港珠澳大桥建成后，我创作出版
了《心桥永恒——中国港珠澳大桥启
示录》。”喻季欣说，“正是这本书的深
入采访给我了极大震动：中国的桥梁
建设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明乎此，喻季欣迅即制订采写计
划。他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曾从事文学创作8年、做记者10年、
在暨南大学当教授 12 年，11 次进西
藏、新疆调研广东援藏援疆工作，走
遍了全国，并多方面写过桥梁建设。
去年退休后他又自费去欧美、日本等
一些国家和地区考察桥梁，今年年初
专门对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大型
桥梁作广泛深入采访，向几代桥梁建
设者和专家、学者登门拜访求教。长
期的生活积累和采写港珠澳大桥的
经历，使他很快进入创作状态，思考
和感悟也随之而来。

喻季欣坦承：“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
大桥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拜师
学艺’开始的。”他介绍，这座桥是前
苏联20世纪50年代援建中国的 156
个项目之一，并派来一批专家，建
设单位由此提出“建成学会”的口
号。但大桥建设者发挥善于建设一
个新中国的创造与拼搏精神，不仅

“建成学会”，在紧接的长江第二座
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时，建设者
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
发愤图强以 8 年时间建成，而被称
为“争气桥”，誉为“自力更生的典
范”。当然这期间也有曲折，如九
江长江大桥建设前期正处“文革”，
前后21年才建成。

“这正可看出桥梁建设系国运。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桥梁建设一
路高歌猛进，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更以‘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
大桥让世界惊艳。”回顾多年的采访，
喻季欣感悟颇深，“从武汉长江大桥
标志我国大型桥梁建设‘起宏图’，到
港珠澳大桥推出桥梁建设的‘中国标
准’，新中国一代代桥梁建设者从接
续奋斗到改写世界桥梁建设格局，迈
向世界建桥强国。由此看奋斗，实干
兴邦；察国运，民族复兴；观世界，大
国崛起。”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
任李炳银在该书封底的推荐语中这
样写道：“作者的军人、记者和教授经
历、学养，呈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
此书思考深邃、文字优美、真情感人，
叙述一气呵成；是一部集思想性、文
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优秀纪实文学
作品、主题创作精品。”

近日，《心桥永恒——
中国港珠澳大桥启示录》
新书首发式在广州举行。
该书由暨南大学教授喻季
欣历经 3 年深入采访、精心
创作而成，是记录讴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又一匠
心力作。

《心桥永恒——中国港
珠澳大桥启示录》属于长篇
纪实文学，由生动纪实与深
度思考有机结合，通过六大
篇章，围绕这座大桥是在怎
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背景
下建成的。它通过攻克了
哪些世界性难题，两万多名
建设者是如何实现从制造
向“智造”、从传统工艺向现
代工业文明的大跨越，它创
建了怎样的中国标准并获
得世界建桥业界的认可与
钦佩等主题展开。

喻季欣表示，为了写这
本书，他前后去了港珠澳大
桥工地 8 次，采访了七八十
个人物，积累了大量的一手
素材。此外，他还看了几十
本与大桥相关的书，积累材
料。谈及创作动机，他说：

“港珠澳大桥是一国之重
器，对国家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同时，港珠澳大桥也是
我多年关注和关心的题材，
于是我怀着创作的想法，开
始全力准备。”

“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
了一群普通建设者在港珠
澳大桥砥砺奋斗的不普通
的故事。”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党委书记朱永灵回顾从
接受作者采访到读这本书
的过程，他表示，作者从匠
心、人心深刻揭示‘心桥永
恒’真谛，显示了这部作品
的鲜明特色和深刻主题，是
这一题材创作的新突破和
重要收获。
（据新华网 作者：余旺鸿）

再现港珠澳大桥
建设幕后
——读《心桥永恒——
中国港珠澳大桥启示录》

延 伸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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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兴邦
“七彩七桥七十年，
大国大桥大精神”

从“起宏图”到“中国标准”
看奋斗、察国运、观世界

审美追求 作品主题与人物形象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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