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是最好的休养生息

《夜的命名术》：

奇幻少年的科幻之旅

新作

述评

在线

作家

� 成君忆：

以文学力量

对接乡村振兴

����“水煮” ，原本是一种川菜的烹饪技法，成君忆却把它演绎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写作技法。

他的首部管理文学著作《水煮三国》于 2003 年出版，而后持续热销。 这部作品实则只是成君忆

先生本职工作———管理咨询的“副产品” ，他 1992 年开始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同时以一位作家

的眼光走入管理学、历史学，于是有了自己独特的发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讲述。 他读《三国

志》，读出了《水煮三国》。他读《西游记》，读出了《孙悟空是个好员工》。 他读《老人与海》，读

出了《渔夫与管理学》。 由此开创了用文学路径研究管理和历史的学术流派。

从 2018 年开始，他从热闹的名利场转身，逆行到人迹罕至的山野，走向了属于他自己的“桃

花源” ———优诗美地。 他旅居于此，并成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其首部自然文学著作《你好，优

诗美地》即蕴含了他对乡村生态的观察和乡村价值的理解，是一次以文学力量对接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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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日 记

� � � � 对我而言，最好的休养生

息就是读书。 不久前整理了一

下 2022 年读的书， 大概有一

百五十多本，搬出来码在一起

吓了一跳， 怎么读了这么多。

事实上， 我不太在意读的数

量，就是一本一本读，有些书

没读完放下了，过一段时间又

拿起来读。 还有些书以前读

过，今年又拿起来读。 不管是

哪种方式的阅读，只要读就有

收获。

我的阅读兴趣以历史为

主，从先秦一直到当代都有所

阅读，这两年比较关注魏晋南

北朝时期，就对这一时期的书

读得较多。 当然，很多中国传

统经典比如 《论语》《诗经》

《左传》《战国策》 等也持续

在读，就没有列入书单。 历史

一类的书大概占我阅读的三

分之二，也就是近百本。此外，

每年有很多师友赠书，也是阅

读很重要的一块， 朋友抬爱，

寄来作品，自然要认真拜读并

给予反馈，以示尊重。

另外， 关于版本目录、文

献、书话、书店一类的作品也

是每年必备读物。 今年这一类

书也读了不少，收获很大。 倒

是文学， 尤其是小说读得很

少，可能是已经过了读小说的

年纪了吧。

还有一批书是为年底的

各个好书榜评选读的，以多年

参加好书榜评选的经验，有些

书一定会进入年终好书评选

书单，提前阅读避免年底时分

配到任务读不过来。 今年有三

本书， 几乎各个榜都入选了，

是扬之水的 《中国金银器》、

罗新的《漫长的余生》和陶亢

德的《陶庵回想录》，我都提

前读了， 的确是特别好的书。

尤其是罗新的 《漫长的余

生》， 读了好几遍， 让我对一

直很难走近的北魏历史，有了

全新的认识。

前段时间参加社科文献

出版社好书评选时，碰到罗新

老师， 向他表达了我的敬意，

并且近水楼台，在社科文献编

辑那里要了一本罗新老师的

新书《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

号研究》， 还找他签了名。 但

连续读了两天，发现这本书太

学术了，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

畴， 书中有大量北族名号，大

量古突厥语、 阿尔泰语等等，

像天书一样。 无奈地把书插入

书架， 同时佩服罗新老师，既

可以做“中古北族名号” 这么

高深的学问，也可以写《漫长

的余生》这样以小见大并文笔

精炼的作品。

除了读过四章后弃读的

《内亚渊源》，新年前半个月，

读了五本书，分别是米沃什的

《站在人这边》、 谢侯之的

《椿树峁》、 赵越胜的 《燃灯

者》、 郭宝平的 《范仲淹》和

江澄波的 《书船长载江南

月》。 这几本书都特别好，开

启了新一年阅读好状态。

米沃什的《站在人这边》

是新年元旦那天开始读的，书

名吸引了我， 这三年来，“站

在人这边” 是多么可贵的选

择；《椿树峁》和《范仲淹》是

去年出版的书，我在好书评选

现场听别的评委推荐，就找来

读一下， 果然是好书；《燃灯

者》 是港版书， 绝好的书；而

苏州文学山房旧书店的江澄

波老先生， 已九十七高龄，还

在守着这家三代传承的书店，

可谓是书店业的奇迹、古书界

的“活化石” ，以后找机会我

们去苏州玩，一定再去文学山

房拜望江老。

� � � � 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在基于

网络文学平台、影视化改编、文

字出版及周边延伸产品的 “文

创产业链” 中崛起，科幻作品也

在网络文学时代迎来了自己的

新面目。 这一新面目，在新出版

的科幻小说《夜的命名术》一书

中，有着较为典型的呈现。

网络文学和科幻

小说的糅合

首先是作者的署名，“会说

话的肘子” ，熟悉网络文学的读

者不难发现， 这是一个网络文

学作者很典型的网名，不仅长，

而且带着些无厘头感。 这位作

者是某网络文学平台的白金作

家， 荣获过中华文学基金会第

四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

第六届阅文原创 IP 盛典“年度

荣耀作家” 。 著有《大王饶命》

《第一序列》等多部畅销作品，

擅长以幽默、 玩梗的方式讲述

故事， 使他在创作伊始就以鲜

明的辨识度赢得众多读者喜

爱。 他笔下的主角永远充满少

年感， 并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和

视角， 向读者展示一个个充满

想象力、温暖动情的世界。 更可

贵的是，他在幽默的底色上，不

断加入新的文学元素， 使其作

品因引人入胜的情感节奏、富

有悬念的剧情和极具亲和力的

人物而具有更为丰盈的蕴含，

广获读者好评。

和作者以往的网络文学作

品不同，《夜的命名术》是其首

部科幻题材作品。 故事从一个

倒计时电子时钟开始： 当手臂

上突然出现电子数字倒计时

时，世界被打破重组，高中生庆

尘孤身降临赛博朋克世界中的

钢铁牢笼中。 凭借过目不忘的

超强记忆力， 庆尘在险象环生

的狱中轻松破解了困扰众人的

象棋残局， 也因此受到高人的

青睐。 高中生、时间行者、继承

人、骑士……庆尘背负着多重身

份， 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

来回穿梭。

在故事情节上，作者大胆构

想了一个处于数据洪流前端 、

科技化程度极高的“里世界” 。

在这里，机械与人体、过去与未

来、现实与虚幻和谐共融。 “这

里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 抬

头仰望天空， 看到的不是蓝天

白云，而是高耸入云、参差错落

的钢铁森林，还有五彩缤纷、令

人眼花缭乱的全息霓虹。 ” 与

“里世界” 相对应的，还有一个

基于人体感官的“表世界” 。 通

过在“里世界” 和“表世界” 之

间的“穿越” ，现实人生的社会

身份与阶层在 “里世界” 发生

了质的变化： 贫民少女一跃成

为财阀千金， 豪门阔少反而变

成无业游民……这种变化为小

说的故事带来了强大的张力，

牵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

永远少年 永远赤诚

在读者喜闻乐见的热血战

斗与 精彩 奇 幻的 故事 之 外 ，

《夜的命名术》紧扣“梦想” 和

“无畏” 的核心主题，通过多个

主要人物身上各自不同的故

事， 让读者在热血和感动中亦

有所收获。

故事开篇， 穿越前的庆尘

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母亲再婚生子，父亲酗酒赌博，

两人都从不关心他的教育 ，一

切生活技能全凭自己独立摸

索。 穿越之后，庆尘身处被称为

“里世界最恐怖” 的 18 号监狱

之中，在这里生存，踏错一步都

有可能赔上性命。 尽管环境如

此艰险， 庆尘还是依靠过人的

头脑、 坚韧的品格和少年的无

畏之心，通过了梦魇、禁闭、水

刑等严酷的考验， 踏上成为骑

士之路。

那是 “一条人世间所有捷

径里最远的路” 。 在恩师李叔

同的引领和帮助下， 庆尘学会

了呼吸术、 近身偷袭等格斗技

巧，锻炼出惊人的身体素质，并

开始接触真正的战斗。书中，庆

尘独自一人凭借超强的体能、

娴熟的格斗手法和精巧的策

略， 用一把匕首团灭整个杀手

团的情节， 令无数读者热血沸

腾、印象深刻。

对于庆尘来说， 在 “里世

界” 生存与成为骑士，不仅需要

强大的勇气与信念感，更少不了

良师益友的扶持与帮助。 随着

故事的发展，庆尘在磨砺中逐渐

敞开心胸， 接纳了身边的伙伴，

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同桌南庚辰

的江湖义气，邻居江雪、李彤云

母女的雪中送炭，同门师兄林小

笑、叶晚的惺惺相惜，校友胡小

牛的化敌为友……曾经需要一

个人对抗世界、背负所有走完那

段漫漫长路的庆尘，在经历生死

考验之后，拥有了真正可以交付

性命的朋友，也收获了真正的勇

气与力量。

“永远少年，永远赤诚，永

远渴望踏上新的征程。 ” 是始终

贯穿作品的内核。 正如《夜的命

名术》 中庆尘的师傅李叔同教

给他的， 人生逆旅里的每次冒

险，都是对过去的告别，对未知

世界的探索。 人是由时间支配

的，但在有限的时间中活成什么

样子，由自己决定。

“当你看不到未来的时候，

只需要努力就好了，时间会给你

答案。 ” 正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们

相互扶持、始终朝着梦想无畏前

进，铸就了他们的热血青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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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地命名

书中的“优诗美地” 本是

一块野地，位于湖北省恩施州

一个被称为“湖北西藏” 的所

在。 这里有高山和峡谷，林木

和河流，曾是元明清时期湖广

土司———容美土司的一块辖

地。 320 年前，一位名叫顾彩

的戏曲家曾前来造访， 著有

《容美纪游》。

2018 年夏天， 成君忆和

亲友第一次来到这里，320 年

后的容美土司故地依旧如故，

美得如此妖娆多姿、 丰富多

彩，“站在野三关火车站的站

台上东张西望，快乐得好像被

春风吹拂的花朵。 ” 在书中，

作者如是描绘着他们的探访

见闻：“我们走到了野花谷的

尽头，开始向高处的野花坪攀

登。 随着海拔不断增高，天空

越来越开阔，阳光也越来越灿

烂。 妻子走在我的前面，她脱

了外套， 露出里面的红衬衫，

红艳艳的，分明就是一棵会行

走的杜鹃花。 ”

“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写

道：‘做一棵植物， 记得用自

己的根 部 ， 紧紧 地抓 住生

活。 ’ ” 随着妻子变成了一朵

杜鹃花， 成君忆看到了 “生

活” 。 这时候， 象征着现代文

明的野三关火车站，就如同一

道门，门外是伴随着现代文明

而生的名利、奋斗、生存的世

界，从这里进入门内，才能看

到里面隐藏的另一个世界。 成

君忆将这个 “隐藏的世界” ，

命名为“优诗美地” 。

这个名字刚刚问世的时

候，人们对它是陌生的，因此

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 但它

最终还是以它的天生丽质，给

人们带来了惊喜。 2021 年 7

月 2 日，“优诗美地大峡谷”

得到官方命名。随后，“优诗美

地” 的意义又从大峡谷延伸到

整个野三关镇和周边地区，成

了这一片山水的美称和别名。

从字面上讲，所谓“优诗

美地” 就是优美如诗的地方。

但成君忆更倾向于认为“优诗

美地” 是一种哲学， 或者说，

是一种生活的境界。 “我们可

以把人世间的生活分为两种：

一种是‘北上广’ ，另一种就

是‘优诗美地’ 。 如果说‘北

上广’ 象征着理想、 奋斗、繁

华和因此而来的各种焦虑，那

么‘优诗美地’ 就是现代版的

桃花源和 忘 情于 山水 的幸

福。 ” 在他的理解中，人们生

活在一个世俗的经济学社会，

却又在内心深处盼望着一个

纯美的桃花源，“对于忙碌和

焦虑的现代人来说，优诗美地

无疑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

一个疗愈的避难所。 ”

用文学作品打造

一个地名品牌

成君忆是武汉市东西湖

区文化馆的文学专干。 因为爱

上“优诗美地” 成为一名乡村

振兴志愿者。 他连续多年行走

在险峻的高山峡谷之间，开始

了对这块地方的重新发现。

通过对地质学、地球史和

生物多样化的研究， 他发现

“优诗美地” 可以从 4.8 亿年

前的寒武纪说起，接着是地壳

运动频繁和发生大面积海侵

的奥陶纪。 他和伙伴们找到了

许多化石，包括奥陶纪的震旦

角、志留纪的三叶虫、二叠纪

的石燕贝和菊石。 在成君忆看

来，“沧海桑田” 不足以形容地

球史的剧烈变化， 他发明了一

个新词，叫作“沧海崇山” 。 在

地球史上， 中国南方曾经多次

经历这种“沧海崇山” 的剧变，

并最终形成了湖北恩施这片造

型奇特的高山喀斯特景观。

从 2021 年 4 月开始，成

君忆作为一名对口帮扶的乡

村振兴干部，被外派到“优诗

美地” 所在的恩施州进行对口

帮扶。 几年下来，他在“优诗

美地” 的高山与峡谷之间行

走， 进入了人与自然的对话，

也进入了对生态、文化史和旅

游资源等诸多课题的关联性

研究。

每一天，成君忆都会在朋

友圈推送优诗美地的美图和

视频，这不仅为创作他的首部

自然文学作品作准备，同时也

想通过这部文学作品打造一

个地名品牌，让“优诗美地”

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风景名胜

地。 2022 年 3 月 28 日，成君

忆完成了《你好，优诗美地》

的初稿并提交给出版社。 随后

便立即着手编制“优诗美地风

景地图” 和“优诗美地十景” 。

“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

是为了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同

时也想通过这部文学作品打

造一个地名品牌，让‘优诗美

地’ 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风景名

胜地。 ” 成君忆说。 他所从事

的工作，也被众多媒体认为是

一次“以文学力量对接乡村振

兴” 的新尝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特约撰稿人 绿茶

■人物名片

成君忆， 诗人，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2

年从业管理咨询，开创了用

文学路径研究管理和历史

的学术流派，代表作有《水

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

工》《渔夫与管理学》《像

园丁那样管理》《管理三国

志》《千里走三国》《爱情

经济学》《世界上最珍贵的

宝藏》《洗澡———危机时代

的组织变革》等。自 2018 年

开始旅居优诗美地，并因此

成为一名乡村振兴战略的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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