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灯调》是
作家刘庆邦的长
篇新作。向家明
已经拥有了令人
艳羡的工作、美满
幸福的家庭、富足
安定的生活。在
检察院跟高远村
之间，她选择了后
者，她走在田间地头，攀在悬崖峭
壁，宿在简陋屋舍，在泥泞跟严峻中
拓荒，在沟壑跟淤堵中楫水。从“走
新路”到“闯新路”再到“致富路”，她
以真心、良心、责任心付诸实际行
动，让人民放心、舒心、开心，与广大
村民齐心协力，共同书写了高远村
这个贫困山村的华丽“变形记”。

一曲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之歌
——读《花灯调》

雷焕（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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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历史深处的声音
——读《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志》

轻木（江苏）

本 书 是 一 本 有
独特人文视角的泛
考古随笔，笔调理性
而细腻，书写了作者
4年间走访多地博物
馆、文保单位的过程
与思考。全书共 36
篇，每篇配以丰富的
文物图片，分“重器
与文玩”“小城一浮
梦”“小技艺大美丽”

“天地玄黄”等章节，记录的实
体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山
西博物院、泸州报恩塔等，也有
地市级博物馆、文保单位如泸
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七星岗金
刚塔等，走访中遇到的一些人
和事，更使作品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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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一个人周末博物志》是强雯
新推出的一部文化历史类随笔集。作者
利用周末或者出差的间隙走访全国各地
的博物馆和古迹遗存，近距离鉴赏历史文
物，探寻、辨析并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让
读者听到历史深处的声音。

本书以类型分辑，分为“重器与文玩”
“小城一浮梦”“受欢迎的石头”“动物皆汹
汹”“小技艺大美丽”和“天地玄黄”六章。
每一章在同一主题下展开对文物或古迹
的书写。作者对所见之物堪称摄像式的
直观描述，加之所配实物图片，让读者亦

有亲眼所见之效果，仿佛置身于现场，和
文物来了一次“零距离”接触。

作者对文物和古迹的描写，并没有局

限于对“物”本身的介绍，更多的是通过笔
下的“物”，钩沉出那一段尘封的岁月，重
新建构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境况与精
神图景。如作者通过重庆铜梁博物馆珍
藏的有“小兵马俑”之称的石俑，以其主人
张文锦沈氏夫妇为例，从吃穿用行及等级
规制演绎推理了明代官宦人家的生活日
常。作者甚至通过铜梁明代石刻中一组
四人女性抬轿俑，认为当时西南地区民风
民俗较为开化。因为彼时中原地区以“三
寸金莲”为美，而西南地区偏于一隅，反而
不强求女性裹足，所以民间出现女轿夫就
不足为奇了。

文物是静止的，但又是鲜活的。一件
堆塑罐，让古人的浪漫流传到了今天。作
者分别介绍了有关博物馆收藏的三国及
元代、清代等不同时期的堆塑罐，上面所
塑之物，往往象征着古人生前的社会地位
和家庭状况，看到这些堆塑罐，似乎能看
见古人俏皮而活泼的一面。在摒弃古人
迷信思想的同时，同时也发掘出了这些文
物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物承载历史、记录文明，阅读文物
是打开历史最正确的方式之一。对文物
近距离的考察，就是对历史最直观的打
量，对文明赓续最深情的礼赞。穿行于作
者的文字丛林，我们看到了尊、爵、玉从皇
家贵族走入寻常百姓人家，我们听到了硝
烟弥漫的古战场上传来的战马嘶鸣声。
一座山花碑，写尽了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
美与哀愁，却又见证了白族与汉族的文化
交融。汉代青铜鼓上的雕像，说明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身处
泸州闹市的报恩塔，揭示了感恩父母、孝
行天下这一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作家强雯“行万里路”之后的
重要收获，它融合了考古学、历史学、地理
学和博物学等诸多知识，为考古博物与文
学书写互相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更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文物、解读历史的
全新视角。作者用灵动的文字拭去时间
覆盖在文物身上的印记与灰尘，让文物之
美、文明之光得以幽微、细腻和广博地呈

现。正是这样的书写，使得《访古记：一个
人周末博物志》与坊间众多的文博类通识
读物区别开来，使之成为一部有内涵、有
情怀的书。

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中，中国农村正经
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脱贫攻
坚、精准扶贫、全面脱贫、步入小康、乡村振
兴……这些关键词不仅勾勒出一幅波澜壮
阔的时代画卷，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
题。在文坛享有“短篇王”美誉的著名作家
刘庆邦，以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深厚的文
学功底，再次将笔触伸向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用其第13部长篇小说《花灯调》，为读者
奏响了一曲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之歌。

《花灯调》的故事发生在贵州偏远山
区的贫困村落——高远村。这个村落如
同“高原孤岛”，百姓生活困苦，年复一年
地重复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模式。然而，随
着一位来自城里的“白天鹅书记”向家明

的到来，这个村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
小说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刘庆邦以

向家明的驻村经历为主线，将高远村的变
化与她的个人成长紧密相连。通过描绘
向家明在驻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
挑战，以及她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推动村
庄发展的过程，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
艰辛与希望。同时，作者还巧妙地穿插了
高远村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得小说
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富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

与刘庆邦以往的作品相比，《花灯调》
在主题和风格上都有所突破。以往，刘庆
邦的作品多以煤矿生活为背景，关注底层
人物的命运与挣扎。而《花灯调》则将目
光转向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事业，通过描
绘一个贫困村落的蜕变过程，展现了新时
代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和人民公仆的奉
献精神。这种主题上的转变，不仅体现了
刘庆邦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洞察力，也展现
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风格上，《花灯调》更加注重情感的
细腻描绘和人物内心的刻画。刘庆邦以他
擅长的现实主义手法，将向家明等人物的
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们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挣扎与奋斗，都通过作者的笔触得
到了生动的展现。这种对人物内心的深入
挖掘，使得小说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共鸣力。

刘庆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花灯调》
是他必须写的一部书，不写就觉得“过不
去”。他从中感受到了新时代以来，在中
华大地上进行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全
面脱贫、步入小康和乡村振兴所取得的史
无前例的伟大功绩。他愿意用1座丰碑
和3个千年来概括这一历史性变化。这
座丰碑不是石碑，是口碑，它不是建在土
地上，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这种对时
代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入，使得《花灯调》
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花灯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
对新时代中国农村变化的一次深刻记
录。它用艺术的手法展现了一位奇女子

带领山村脱贫致富的故事，但这个“奇女

子”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新时代农村变
革中无数奋斗者的缩影。他们的故事，是
无数农村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共同奋斗
的写照。他们以泪水和汗水，浇灌出了新
时代农村的繁荣之花。

新书上架新书上架新书上架

本报记者苏天整理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庄子释读》
作者：程水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
先秦道家的思想高峰，其
文本及思想的研究仍有
待深入开展。本书所用
《庄子》原文，依郭庆藩
《庄子集释》本，吸收王孝鱼校正本成果，设计解
题、释义、绎文三项：解题，用来释篇名、揭大义、
明统绪、章源流；释义，用来析章句、通故训、解文
法、言章旨；绎文，用来籀古聱、理文势、求雅驯、
便今读。本书以《庄》注《庄》，务求纯粹，力图揭
示庄子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智慧，并阐释其归趣难
求而味之无极文章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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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里的新中国》
作者：张丁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此书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作。家书是
另一种历史记述，与宏大叙事的文体相比，它反映
的是大背景下个体的真情实感。本书精选写于新
中国成立前后的30余封家书，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
事，书写各战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建立新
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鲜活历史。从这些家书中，我
们能看到一个个普通人的家国情怀，这些生动的故
事串联成了关于新中国成立的鲜活记忆。

一纸家书 家国情长
——读《家书里的新中国》

孙功俊（安徽）

读书杂谈 书读到醉是佳境
张宏宇（江苏）

本人素来不善饮，也极少有醉态，但
此生却独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常读书
读到“醉”，醉得酣畅淋漓，好不痛快。

上学时，每有零用钱、压岁钱，我便到
书店疯狂采购一番，权当是给自己的礼
物，家里堆满了书。工作后不嗜烟酒，唯
有买书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以致买
书成瘾。

每遇好书，我便迫不及待，通宵达旦
品味其中的文字，合卷时已是满面红光，
像喝过酒一样。因对书过度痴迷，只要有
书读，对其他的事情我便不怎么放在心
里，并且常常走神。小时候，因为过分投
入读书，对于父母交代的事情或者当时的

安排往往做不好，为此没少挨父母的责
骂。读书进入了一种自我的状态，便会有
醉的感觉，一旦醉了，便像醉酒一样，什么
事也记不得了。父亲时常批评我说，除了
读书，任何事我都心不在焉。但读书醉
书，却让我拥有很多快乐和收获。

闻一多先生读书成瘾。在他结婚的
那天，亲朋好友大清早前来登门贺喜，但
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找不到
新郎，最后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
旧袍，手里捧着一卷书着了迷。怪不得大
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读书能
够读到“醉”，醉得忘记了人生的大事，可
见书的重要。

读大学时，我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图书
馆里度过的。有一次回到宿舍很晚，读书
也读得很累，便倒头大睡。第二天，同寝
室的同学问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喝多了，我
一脸纳闷，辩解说没有喝酒。同学们都很
疑惑，没喝酒，我却说酒话：“盘置青梅，一
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煮酒论英
雄。”我这才想起，昨天苦读《三国演义》，
没想到让我竟然“醉”到这种程度，我说出
了实情，他们都大笑不已。

上学苦读时，“醉”是一种乐趣，让读
书不再有“苦”味。苏东坡有一副对联：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后
半句就好像在说那时的我，对于书的渴望

近乎痴狂。读书且为书所醉，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痴迷、一种深入，让我从书中收
获了更多的知识和思想。每每醉于书间，
我往往容光焕发，心旷神怡，书中的深情
美景、哲理情思让我的心灵为之激荡，真
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好的书，其实就是陈年老酒，醇香悠
长，百读不厌。醉书是读书的一种佳境，
读到忘我，文字就有了麻醉的作用。我常
常会拥书而眠，沉醉在那泛黄的书页中。
很多时候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梦里的事情
都与书有关，我仿佛和书融合在了一起，
亦真亦幻，似梦非梦，妙不可言。醉书不
醒，或许就是读书最高的境界了吧。

家书是亲人之间交往的一种载体，历
代以来，中国人都有写家书的习惯。很多
家书经过岁月的积淀，成为一个时代、一
个社会或者一种思想的重要见证。

本书精选了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
30余封家书，通过一封封直指心灵的家
书、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张张朴实
生动的老照片，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
生动历史。

在家书里，我们读到了1948年9月
27日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许英烈士
战前写给母亲还没寄出的家书：“为着
母亲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情
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
荣，全家的光荣。”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
华野第九纵队25师75团侦察员牟明亮
给父母的信中说：“我们日前攻到济南，
活捉王耀武，歼敌10余万人，胜（战）利
品很多。但我在战斗中右肩负伤，现已
痊愈，我又回到本单位，各方面也特别
快乐，希大人勿念。”1949年 6月3日在
咸阳阻击战中牺牲的解放军第 61 军
181师战士郭天栋在写给父母还没寄出
的家书中说：“儿为祖国不能敬（尽）孝，
儿为人民不顾己事。儿虽没入党，而
（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今日站

在革命队（伍）里，一定非把敌人消灭
完，牺牲到底才回去侍奉大人。”1949年
1月 24日参与接管天津的第四野战军
罗士烈给父亲的信中说：“只要再有一
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希
望您保重身体，支援前线，以助我们早
日完成全国解放的胜利。”许英、牟明
亮、郭天栋、罗士烈，都是军队里成长起
来的坚强战士，他们信仰坚定，用自己的

牺牲精神换来了革命胜利。
在家书里，我们读到了共产党人的

柔情似水。从宋云亮给恋人胡玉华信中
“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我们看
到恋人之间互相勉励、坚守信仰；从王
振乾给弟弟写信说“要长久保持内心的
火热”中，我们看到兄弟之间棠棣情深，
共同努力建设国家；从谢觉哉拒绝两个
儿子来京的信中说“因为任何人坐车都

要买票”，我们看到先辈以实际行动为后
辈树立“公而忘私”的正确价值观；从毛
岸英写给表舅向立三的信中“外祖母现
在也许骂我不照顾杨家向家，但我绝不
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们看到共
产党人着眼大局、自我革命的勇气……
这些生动的语句和背后的故事串联成了
一本关于新中国成立的鲜活记忆，它们
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族在逆境
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深刻体会到“家
国情怀”四个字的分量。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
数家庭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家书则成为他们表
达爱国情感、传递革命理想的重要载
体。每一封家书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故事，讲述着一个个普通人如
何在国家的召唤下挺身而出。这种家国
情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
强而努力奋斗。

一纸家书，蕴藏历史风云。我们捧读
这一封封浸满岁月沧桑的家书，不仅能体
会到新中国成立背后的热血与激情，更能
感受到先辈们的家国情长。

《乡村纪事 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
作者：严海蓉 高明 丁玲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作者用数年时间深
入乡村走访调研，足迹遍
布大江南北，形成了对当
前中国乡村新型集体经
济实践的基本认识。所
谓“新型集体经济”，其关键在于明确谁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谁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如
何真正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讲述7
个真实的乡村故事，作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农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力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
体，以整体的角色投身到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的潮
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兴发展的主动性。

《他自人间疏狂》
作者：夏葳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本书讲述了30位古
代诗人在人生至暗时刻
的自我救赎，从他们的代
表诗作说起，涵盖了从古
至今上百首古诗。从魏
晋到明清，从诗歌到词
曲，李白、王维、苏轼、柳
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
人从诗句中缓缓走出，我
们既能看到年少天真的硬核浪漫，也能看到苍凉
破碎的逆境自渡，更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潇洒豁
达。翻开本书，如同转动古代诗人的人生万花
筒，解锁一幕幕或飞扬或落寞的真实人生故事。

《祝勇散文》
作者：祝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祝勇是20世纪90年
代“新散文”流派中最具
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家
之一。他是文字的高手，
是历史的侦探，他站在时
间长河的此岸遥望彼岸，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
史的纵深。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散文传统
加诸在他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
世界中调兵遣将。本书收集了祝勇的部分代表
作品，涵盖了他散文创作的各个方面，其中包含
着几个不同的祝勇侧影——读书的祝勇、观察的
祝勇、思考的祝勇和行走的祝勇。

《中国文学史》
作者：张隆溪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中国文学史》是张
隆溪教授的一部文学史
力作。作者力图通过这
部著作，立足文学性，突
出经典作家作品，融文学历史之叙述与文学作品
之鉴赏于一体，重建文学史写作的整体性和系统
性传统，为全球读者描绘中国文学的恢宏画卷。
同时，张隆溪教授力求借助跨越不同语言不同文
化的国际化新视角，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
力，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