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讲好科学家故事，弘扬

科学家精神———《礼赞科学

家》图书分享会” 日前在京举

办。

《礼赞科学家》由江西高

校出版社出版，精选科研领域

中具有代表性的 18 位杰出科

学家，钱学森、袁隆平、孙家栋

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生动、立

体地跃然纸上。 江西高校出版

社总经理袁幸园表示，该书以

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图文

并茂地展现了科学家的人物

风采和科学成就，为青少年读

者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 她

期望以《礼赞科学家》一书为

桥梁， 通过讲好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帮助青少年

打好精神底色，引领青少年健

康成长。

图书作者、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副理事长尹传红分享了

《礼赞科学家》 的 创 作 初

衷、创作历程。 他说，正文文

字从人物人生、 事业发展的

关键场景或重要时刻切入，

以一种叙事性风格展开，力

图进行视觉化呈现、 趣味性

表达。

路艳霞

� � � � 现实题材小说《铁骨铮

铮》以大西北高铁建设为背

景，塑造了三代铁路建设者

赓续接力的英雄群像，讲述

了主人 公 刘建 为了 完成 师

傅王忠国的遗愿，历经挫折

坎坷 ，坚守工匠精神，最终

高质量完 成高 铁建 设 工程

的故事。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网

络文学中心、宁夏作家协会主

办的《铁骨铮铮》作品研讨会

上，专家们表示，该作品坚守

人民立场，讴歌中国现代化建

设成就，弘扬理想主义和集体

主义精神，体现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持续努力。

宁夏文联副主席雷忠认

为， 该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读

者广泛的情感共鸣， 原因在

于融入了作者在铁路系统多

年的亲身工作经历和真挚感

情。 作品中的故事大多源自

现实，既保证了专业性，又突

出了艺术性。

“真实触及社会现实和

矛盾 ， 表现社会主流价值和

观念。 ”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中心主任何弘表示， 作家们

应借鉴《铁骨铮铮》的创作

过程，努力打磨好作品，进一

步推 动中 国网 络 文学主流

化、精品化进程。

余俊杰

� � � � 蒋建伟的散文集《水墨色

的麦浪》是一部传承农耕文化

的作品。 该书以字为墨，诗意

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乡

村生活画卷。 这些活色生香的

文字传递出的观念是，乡村其

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这种感

受， 或许只有从乡村到城市，

又从城市到乡村的作家，才有

深刻的体会，他们的文字更能

让人感受到对土地的挚爱和

深情。

该书的 30 篇散文中，有

隐逃的倭瓜， 有被掰碎的土

地，有大地的春潮，有平原的

博大辽阔， 有吃饺子放鞭炮

的乡村年， 也有给长辈拜年

时的恭敬。 书中写 “孩童们

手中的纸灯笼， 就像平原村

落里四处飞奔的梦 ” ， 这些

文字 将生 命与 大地 融 为一

体， 令人觉得作者笔下的每

一条墨线， 都饱含着对土地

的爱。

沈俊峰

《甲骨文绘本》：

让孩子认识“汉字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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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科学家》：

展现 18 位科学家的故事

新书

速递

� � �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

版纸质版首批图书亮相 2024

北京图书订货会。

本次集中发布的纸质版

首批图书共计 18 个学科 19

卷：《心理学》《影视学》《戏

曲学》《戏剧学》《图书馆学》

《情报学》《档案学》《天文

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渔

业》《兽医学》《园艺学》《交

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

《矿冶工程》《核技术》《力

学》《物理学》（I、II）。

据介绍，“百科三版” 根

植于一版、二版，汇聚各方面

专家， 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各

领域科学文化最新成果，力求

打造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

力的权威知识宝库。“百科三

版” 与时俱进， 首创纸网协

同、网络优先的出版模式，可

以为读者提供便捷化、 体系

化的知识服务。

专家表示，盛世修典彰显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百科

三版” 是一部兼具科学性、知

识性、时代性、文献性、艺术性

和可读性的国家知识大典。

据悉，“百科三版” 更多

学科纸质版图书还将陆续出

版发行。

史竞男

“百科三版” 纸质版

首批图书面市

《铁骨铮铮》：

致敬大国工匠精神

《水墨色的麦浪》：

抒发对土地的朴素情感

� � � � 绘本是用图文结合的形式传达

故事、知识、趣味和情感的艺术。 在

家庭中，父母与孩子共同阅读绘本，

叫“亲子共读” ；到了小学，绘本进

入课堂， 成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好帮

手。 用绘本形式讲述甲骨文故事，是

让当代儿童了解华夏文明之源的绝

佳方式。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根脉。 这种 3000 多年前的

文字，既是图，又是文，如果单纯给

今天的孩子讲解文字， 未免显得艰

深、晦涩。 而绘本图文结合的艺术特

色恰恰契合甲骨文图文一体的表意

本旨。

但甲骨文绘本并不好做。 作为大

众，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甲骨文普及读

物， 多是从过去的文字怎样对应今天

的文字来解读， 就像对着一个成年人

去辨认他小时候的照片，觉得“真像”

时，皆大欢喜；感觉“不像” 时，就只能

感慨时间的力量。 但文字的发展演变

要复杂得多，这种“古今对照法” 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甲骨文的认知，

更何况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本身就有

大量尚未解读， 难以与今天的汉字相

对照。甲骨文的有趣，就在于它不仅是

“汉字小时候” 的模样，更是一个自洽

的文字体系。字之道在于用，辨认一个

甲骨文怎么写、怎么读，要了解它背后

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这

些都在《甲骨文绘本》（青岛出版社）

中显现出来。 这套书如同

一幅徐徐展开的殷人生

活“浮世长卷 ” ，给我们

或惊艳、或喜悦、或震撼

的感受。

绘本是视觉艺术，在

绘制《甲骨文绘本》的过

程中，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

的师生要将每个甲骨文字的解读文

稿变为绘本画面，工作量非常大。 为

生动表现殷商时代人们的生活面貌，

从宫殿屋宇的规格、制式，到服装服

饰的款型、搭配，再到器物用品的形

制 、样貌 ，师生们查找资料 、求教专

家。 殷人留下的视觉资料太少了，大

到隆重的祭祀场面的重现，小到一饮

一酌的细节表现，甚至人物的面貌和

精神气质，都不得不在有限的考据材

料之外再加上理解与想象，反反复复

进行推敲。 相信小读者能从书中感受

到绘制的用心。

《甲骨文绘本》让孩子认识甲骨

文，探究文字之妙、了解文字之用、体

察文字之美。

向华

新作

推介

� � � � ■ 是忆旧也是创新，

有回忆也有梦境

“一个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你自

己就是一支合唱队，一个交响乐团，一

眼诗歌与梦的涌泉……” 这是王蒙在

最新中篇《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的抒

怀。 已经走过 70 年创作历程，王蒙创

作热情与创造力的持久构成中国当

代文学中独特的存在。 他风趣地说：

“自己的书房是车间 ， 在这个车间

里 ， 我仍是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

力。 ” 他已入鲐背之年，依然不失创

作的春天， 继 2022 年发表中篇小说

《霞满天》后，王蒙又完成了这部中

篇。 小说以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切

入口，以一个访问欧洲的作家团成员

组成人物群像，他们中有作家、诗人、

剧作家等，他们的个性与命运，他们

的追求与人生是作家在回忆中伸展

的故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由

鲜明的个性标识着，在不同年代之间

跨越，在回忆与梦境中构成小说丰厚

的叙事场域。

“这是一部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的回望之书、深情之书，一位革命者、

文艺组织者、艺术家、可爱的人的精神

之书， 一部跨越两个世纪的当代文学

与文化的私人笔记本、 记忆档案。 ”

《十月》 执行主编季亚娅不仅对小说

内容饶有兴趣地肯定， 对小说结构也

很赞赏：“作家于密度巨大的往事细

节里添加进梦境结构， 邀约读者一起

做梦中梦，访身外身，自如切换八十年

代文学舞台的众神镜像。 ”

王蒙的小说叙事充满岁月的韵味

与自我的性情， 每个人物都在小说中

充分显露自己的性情， 他们的性情形

成了与作家的重要关联， 成为他人生

不同阶段的重要参照， 也酿成了他的

记忆发生地壳运动的诱因， 构成这部

中篇耐人寻味的形态。 王蒙对记者表

示， 自己写成的作品就是对时光的报

答：“我对《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首流

行歌曲的学唱， 已经过去了 85 年，与

一批作家一起出访已经 39 年，改革开

放的八面来风已经 46 年。 一些名人

的黄昏与凋谢，陆陆续续，已经 10 余

年。 《蔷薇蔷薇处处开》小说稿已经

写了 1、2 年。 写作中有回忆，有想象

与深情，有遗憾与叹息，也有勉励与

发愤，也有紧紧地把握，有凝聚与塑

造，有对于遗忘与误解的抵抗，有对

于浑浑噩噩与诈骗的揭穿，更有写家

的深爱。 ”

■ 以“生活流”的叙事

演绎人物命运

王蒙的 《蔷薇蔷薇处处开》“回

访” 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舞台上的

人物,董立勃的长篇《尚青》叙写了上

个世纪三十年代西部边陲青年知识女

性的曲折命运。 女主人公尚青与相恋

的同学刚从省立师范毕业， 他就被军

阀盛世才的特务关进大牢， 她就在监

狱对面的山村， 做教导穷苦孩子读书

的教师， 同时她又侠肝义胆地奔波营

救着身陷囹圄的恋人。 董立勃很欣慰

自己写下这个关于爱情、 复仇与救赎

的故事， 是一段丝绸之路上人们血泪

交织的生存写照， 也是一首献给坚强

勇敢善良人性的颂歌。

《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对《尚青》

有着精要的评价：“小说在充满独特

世俗风情的新疆地域背景中， 描摹了

一个时代剧烈变幻的历史时期， 一个

普通女生历尽波澜与曲折， 勇敢而坚

韧地成长为乡村教育启蒙者的历

程。 ”

李修文在近年来完成 《山河袈

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非

虚构作品后，又一次以长篇小说《猛

虎下山》回到虚构领域。 小说起始就

揭开镇虎山下的炼钢厂面临山上老虎

出没的危险， 山下生产线上的工人们

遭遇下岗的风险， 人到中年的炉前工

刘丰收绝地反击主动请缨上山打虎，

以抵御下岗危机……李修文以富有想

象力的文字描述人与虎的周旋， 以环

环相扣的情节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工人与同事的

关系、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等，最终揭

示在不同境遇中的复杂人性。

董立勃、 李修文都注重贴近普通

人的生存现实，以“生活流” 的叙事语

态演绎人物的命运转折， 从人物的伤

痛与救赎来拷问人性， 找寻日常凡俗

中的光亮，照见人物的精神成长。以下

两部作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姚鄂梅的《不会飞的海燕》讲述

的故事发生时间与路遥的 《平凡的

世界》相近，女主人公海燕是一个即

便擦肩而过也难以让人留意的普通

人，她面对人生的茫茫大海，不怕吃

苦也不惧付出， 希望凭借修炼来的

一身本领飞过大海。 小说的戏剧性

来源于一起银行抢劫案， 姚鄂梅以

戏剧性来打破日常性的沉闷， 又以

日常性的沉静来调和戏剧性的波

澜。 评论家岳雯指出：“作家有意将

海燕放置在离英雄最近的地方 ，观

察一个普通人的心灵对于戏剧性事

件的波动与震颤， 又以戏剧性事件

进一步推动她的命运。 ” 原来无声走

过的路，处处是惊雷，寻常小人物同

样活得惊心动魄。 海燕仍然要飞翔，

但不只飞在天空与浪尖上。

小人物的生活虽然平常而琐碎，

却也在真实的日常中充满温馨而散发

着动人的光芒。 何立伟的中篇《乃至

一念》让读者遇见一位无条件心疼女

儿的父亲朱大福。 他是一个其貌不扬

的勤劳鱼贩， 他的生活重心是让女儿

开心幸福。 他的人生中唯一有传奇色

彩的事情是与桃妹的雨夜相遇， 他们

共同生活一年后， 让他难料的是生下

女儿的桃妹离家出走……

《芙蓉》编辑张文爽读完《乃至

一念》后尤为欣赏三点：一是标题及

故事的推进，标题突出“一念” ，整个

故事推进也是靠人物内心的念头，朱

大福得到桃妹是人世的一念之间，女

儿颖子的情感经历也是一念之间，小

说的情节是让人物念头带着走， 而不

是作家主题先行。 二是南方地域的气

息和人物情绪的完美统一， 卖鱼的心

情与卖鱼的门店、街巷的风情、人物的

腔调、叙事的节奏，让这个小说有水的

柔软和气息。 三是细节的刻画和时代

的结合， 整个小说从人物内心到人物

行为，人物命运和时代风云的关系，都

有不少精彩的细节设计。

■ 非虚构写作与时代

对话的鲜活生命力

在媒体融合的当下， 非虚构写作

以直面现实的精神、 文体融合的写作

手法生动表现社会的快速发展， 叙写

当代人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 获得与

时代对话的鲜活生命力。《人民文学》

以 “光的赞歌” 专栏呈现报告文学

《脉动大湾》， 赵川以开阔的视野、写

实的笔触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标志性项

目， 引西江水折转向东的重大水利工

程， 经过近十万名建设者四年多的辛

勤挥汗工作， 开启润泽大湾区的历史

征程。

《当代》2024 年推出了新栏目

“山河卷 ” ， 由散文名家陆春祥的

《三沙九章》开篇。 他从历史与现实

的不同层面呈现了中国历来对南海

的主权， 以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

陆春祥创作了由 “九章” 组成的长

文，书写南海岛屿的万物生长、大海

洋流中的灵魂，思考我们与这片海域

的关系。

“东船西舫” 是《收获》专设的文

学与艺术跨界的专栏，《收获》主编程

永新对记者表示：“我们希望文学和其

他艺术门类是有交集的，触类旁通、相

互延展。 开‘东船西舫’ 栏目，就是想

打通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通道， 我们

也相信这是有必要的。 ” 2024 年专栏

开篇是画家冷冰川的随笔《无尽心》。

“全球首发” 是《十月》的特色栏

目，邀请世界各地著名作家，将他们未

发表的新作以中文在全球首发。 第一

期首发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伊巴涅

斯的全新短篇《一种更高的生活》，这

是一部关于音乐和通感的小说， 也是

对当代生活的寓言和探索。

王雪瑛

各大文学刊物上文坛名家走笔“上新”

2024我们如何邂逅文学的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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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大河流过高山平原，流过我们的心田，流过更替的四季，流向 2024 新岁的沃野，各大文学刊

物的开年“首册” 如期而至，犹如带来文学繁花日盛的消息：《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头条《在旷野里》分

外醒目，柳青长篇佚作越过 70 个春秋走向读者；《十月》为读者安排的头条是王蒙的中篇新作《蔷薇蔷

薇处处开》；《收获》头条推出董立勃的长篇小说《尚青》；《花城》首推李修文时隔十多年的长篇小说

回归之作《猛虎下山》；《当代》以头条揭幕姚鄂梅的长篇小说《不会飞的海燕》；《芙蓉》以头条呈现何

立伟的中篇小说《乃至一念》；《中国作家》发表的网络长篇小说《我的黄河我的城》，传递传统文学期

刊与网络文学的亲密“互动” ；还有文学名刊为读者准备的多种专栏和随笔……

当代文学正在接受来自短视频等新媒体文艺、人工智能写作、文学接受方式拓展等多方面的影响，

作家们以更深邃的目光凝望人物的内心世界，描摹时代嬗变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历史与现实的开阔题

材展开人间万象的丰富剧情，读者们沿着虚构与非虚构的不同路径，相遇繁花生长，丰富而又博杂的文

学场域。

在媒体融合时代，文学给读者带来信息纷扰后的沉淀，审视自我和现实的镜子，也给读者带来回望

自我与历史现场的细节，文学让现实有了纵深感，也让历史有了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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