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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北道，平凉之后，北出

萧关，因出萧关，北道又称“萧

关道”。作者重走萧关道，途经

西北的山川城镇、原野村店，记

录下路途中的见闻与偶遇之

人，寻探此路上故人的踪迹。

过去和未来交织于一处，

古人与今人的命运自成对照。

这是探访古路的游记，也是一窥

历史洪流下普通人命运的入

口。这些走过同样路线的前人

来自不同时代，作者把他们邀请

到自己的旅行中，让他们各自展

示自己的所见所闻，从而让萧关

道之行变得凝重丰富，有了不同

寻常的时间深度。

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

都会有雨水的滋润。禾苗只要

长 在 泥 土 里 ，就 会 被 雨 水 滋

养。人要找到自己的土壤，才

能活出生命本来的样子。

作者用清新活泼的文字和

灵动自然的素描，记录了泥土

和时光，在忙碌的日子里，在细

小事物里得到内心的安宁，收

获生命的力量。作者以朴素、

敬畏、清明的人生态度，带我们

重新打量我们身处的这个纷杂

世界，找回自己的初心和童心，

找回生命最初的感动和生活本

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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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夸夸，一个“90 后”职场

女孩，她从没想过年轻时也可

能会死，直到 27 岁生日那天，

她被送进 ICU 抢救，医生几次

建议家人为她准备后事。

摆脱死亡很难，她历经了

4 次大化疗、8 轮维持治疗。病

情逐渐好转，但人生的难题并

不只有死的威胁，不是活下去

就万事大吉了。她讲述的不仅

是她的“存活奇迹”，更是她的

“重生之旅”。人的一生总会遇

到低谷，当你感到痛苦、绝望的

时候，也许你可以从她的故事

中找到解决困难的勇气。

新书推荐新书推荐G

中餐到底是什么？在作者

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

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

与荒蛮的分界。

三十年来，作者在世界各

地 品 尝 美 食 ，与 当 地 的 食 材

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

籍 和 食 肆 中 体 味 中 餐 的 独

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

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

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

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

餐传统的独有智慧，回应时代

的提问和挑战。

（云外）

文化·开卷文化·开卷 2024年 6月 23日 星期日 3责任编辑：吴丽蓉

E－mail:grrbwhwx@sina.com

本报讯（记者苏墨）6 月 19 日，第三十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在

北京开幕。本届图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

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沙特阿拉伯王国担任本届主宾国。博览会以

“深化文明互鉴，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共吸

引 7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家展商现场参展，

有 22 万种中外图书在图博会亮相。本届图

博会共为期 5日。

本届图博会的国内展商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展商数量达

550 家，集中展示近几年出版的精品力作和

重点“走出去”图书。在 1600家展商中，海外

展商数量达 1050家，较去年增加 150家，占展

商总数的 65.6%，爱思唯尔、培生、威立、施普

林格·自然、学乐、圣智、企鹅兰登等国际知名

的出版公司参展。

作为图博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第十七届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 6月 18日在钓

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由

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纳入国家荣誉框架的

出版业最高涉外奖项。本届颁奖活动共表彰

12 个国家的 15 位获奖者，包括 6 位翻译家、4
位出版家和 5位作家。获奖者包括埃及翻译

家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德国汉学家白

嘉琳、美国作家宇文所安等。

6 月 19 日下午，来自英国、意大利、斯洛

伐克、土耳其、阿联酋、印度、巴西、阿根廷、卢

旺达、乌干达的出版商代表团组团到访北京

展区。在版权输出展台，客商纷纷驻足，目光

在琳琅的精品出版物间穿梭，他们翻阅着书

页，感受着来自中华大地的深厚文化底蕴与

来自北京的开放、包容、友好。来自意大利的

Oriana Conte 对中国当代文学板块抱有浓厚

兴趣，表示通过阅读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能够

更好地了解到当下的中国。印度 CIBF 组展

人 Senthil Nathan 对北京展区的设计赞不绝

口：“国际书展是全球出版业者互相学习交流

互鉴的绝佳机会，感谢北京展区带来了近乎

完美的呈现。”

文学精品是北京展区吸引客商的重要亮

点之一。《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上》《平凡的世

界》《穆斯林的葬礼》《人生》等名家作品已被翻

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如英文、韩文、俄文、德文、

法文、塞尔维亚文、阿拉伯文等等，这些外文版

作品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北京文学的发展成就，

助力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

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

承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

也在图博会期间举办。

“出版工作通过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儿

童读物在各国人民心中架起一座认知和相互

理解的桥梁，只有文化认同了，友谊才有基

础，而在青少年当中做好这项工作尤为重

要。”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表示，要使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世代友好，需要孩子们从小深知世

界和平是所有人要参与和贡献的，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做

的是播种工作、有远见的工作。

自 1986 年创办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已成为国际第二大书展，是我国目前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也是亚洲国际化程

度最高的书展。

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海外展商数量达 1050家，较去年增加 150家

全球1600家出版商“阅读”中国

梅杰

近期，陈继华推出《黄梅戏传播形态研

究》（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书，以传播学为视

角，提出一系列的黄梅戏传播中心，丰富并

完善了黄梅戏的历史研究，让世人见到一

幅相对客观、完整的黄梅戏历史画卷。这

本书融通了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和桂遇秋

《黄梅采茶戏志》，代表着中国黄梅戏历史

研究的最新高度，甚至展露出经典之作的

气象。

在《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一书中，陈继

华先后提出以下黄梅戏传播中心：

第一，黄梅戏起源并初步形成于湖北黄

梅，1949 年以前，黄梅戏的对外传播以湖北

黄梅为中心。在第一章《黄梅戏早期名称演

变与水路传播》中，陈继华创造性地总结出

“水路即戏路”一语，并绘制出早期黄梅戏对

外传播的线路图。陈继华将早期黄梅戏的对

外传播分为东向皖江传播区、西路传播区、南

向环鄱湖区，形成一个以湖北黄梅为中心的

传播圈，甚至远及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同

时，陈继华对陆洪非提出的“黄梅采茶调”有

着更科学的理解，认为它不只是民间歌舞，明

确指出黄梅戏在湖北黄梅已经完成二小戏、

三小戏和串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三打七唱

的高级形态。

第二，黄梅戏完善并定型于安徽，“十七

年”期间，随着电影《天仙配》上映，陈继华认

为“上海这座城市俨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黄梅戏的传播重镇，并催生了享誉海内外的

黄梅调电影热潮”，推动了八九十年代大陆黄

梅戏电影的接续发展。陈继华破天荒地指出

上海和港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成为黄梅戏的

传播中心，令人耳目一新。

第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随着新

世纪多媒体兴起以来，黄梅戏传播朝着多元

化形式发展，标志着黄梅戏走向音响化、音像

化的深入发展阶段，并推动了黄梅戏歌曲化，

表明黄梅戏的传播已经脱离地域化，走向多

元化、全国化，进一步为黄梅戏走向世界化奠

定了基础。

个人认为，本书的不足或缺憾之处在

于，忽视了安徽合肥作为现代黄梅戏诞生地

的历史事实。另外，为何安庆一直没有成为

黄梅戏的传播中心？我认为，安徽安庆是湖

北黄梅和安徽合肥这两大传播中心之间的

一座桥梁。

可以说，陈继华的《黄梅戏传播形态研

究》梳理了两百多年的黄梅戏播衍史，描述

了传统黄梅戏如何走向现代黄梅戏，指出了

黄梅戏的传播从地域化走向全国化、世界

化，新媒体时代的黄梅戏传播呈现多元化的

特征，充分地向世人展示了黄梅戏丰富的前

世与今生。

传播学视角下的黄梅戏历史画卷
——陈继华《黄梅戏传播形态研究》读后

李琼

江峡博士的《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行：范

源廉传》今年年初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并于今

年世界读书日之际在湖南长沙举办了首场新

书分享会。分享会会场座无虚席，人群甚至站

满了过道，其中有不少在湘的南开大学校友自

发前来参加，因为江峡为之立著的范源廉先生

与南开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

范源廉是生于湘长于湘的近代著名教育

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 1918 年与张伯

苓、严修一同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共同

筹建了南开大学并担任校董。江峡的史学研

究之路正是从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南开大学

历史学系开启的。“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

行”，是范源廉做事的方法论，也是南开人融

入血脉的精神底色。

《范源廉传》以五章的内容讲述了范源

廉的生平故事，一个童年丧父的湖湘寒门

少年艰辛求学、立志报国，从一名乡村私塾

先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民国教

育总长。

《范 源 廉 传》首 先 是 一 名 教 育 家 的 传

记。范源廉在“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

湖湘名人中并不“著名”，但教育家是他当之

无愧的身份。20岁任私塾先生，30岁任清廷

学部主官，34 岁创办尚志学校，37 岁开始三

次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多次参与创建教育社

团组织和教育文化基金会，参与筹建南开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担任北京师

范大学首任校长。教育家范源廉更体现在

其改革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上，提倡将义务教

育写入宪法，推行军事体育教育，重视男女

教育平权、推动女童教育，倡导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等承担社会教育功能等等，并通过调

查报告、制度改革、颁发法令等将其理念践

行于社会。

《范源廉传》也是一名慈善家的传记。

范源廉本人即是慈善的受益者，家道中落的

他和母亲、弟弟曾受慈善机构保节堂救助，

后形成了“以济人利物为己任”的光辉人

格。1918 年发电为湖南请赈，1920 年倡议华

侨为华北五省旱灾募捐，1924 年湖南水灾、

1925 年湖南旱灾捐银募款、呈文民国政府请

求赈灾……身处内忧外患的时代，范源廉一

直积极倡导慈善公益，进行爱国救助活动。

真正的慈善是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洞察，

是对未来的长远规划。缘于对当时社会的洞

察和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教育的深入考察，范

源廉认识到慈善不止于捐赠资金、提供物资，

而是教育人、改变人。在所有的慈善领域中，

教育才是最大的慈善，因为它不仅能改变个

体命运，更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行。正是这

种深刻的觉醒，坚定了范源廉对于教育的重

视和持续推动，形成了他将教育与慈善相结

合的终身实践。

江峡以“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行”为书

名，是对范源廉务实笃行的一生最好的概括，

又何尝不是给今日之我们的最佳启示。传记

不只是为了把某人一生的琐碎记录，而是为

了传承其精神以启迪后人。大时代背景下的

教育家范源廉的多面人生，就能给我们带来

许多启示。

以铁人精神书写新时代“铁人”
——读崔英春报告文学集《在铁人身边的我们》

找回生活的意义

成为理想的自己

近日，到北京城市图书馆看书、借书、学习的读者络绎不绝。馆内宽敞明亮、清凉静谧，
在炎炎夏日，是市民“充电蓄能”、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视觉中国供图
到北京城市图书馆“充电”

金钢

崔英春多年来扎根油田，坚持书写大庆

石油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报告文学集

《在铁人身边的我们》（石油工业出版社）是她

今年推出的新作，也是她书写大庆石油人的

一个阶段性总结。

书的封面上，“铁人”王进喜的剪影如山

般矗立，其脚下是翻滚的鲜红色油浪。对于

新中国来说，大庆油田是一个不寻常的地

方。1959 年 9 月 26 日，松辽盆地第三口基准

井——“松基 3 井”喜获工业油，因恰逢建国

十周年大庆前夕，这片油田被命名为“大

庆”。几十年来，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为内涵的大庆精神已深入一代代石油人的

血脉。值得注意的是，大庆精神不仅属于大

庆石油人，其中还蕴含着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和中国力量，是我国石油工人风貌的集中

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具体化、典型化和

人格化，“铁人”王进喜和他的继承者们是大

庆精神的实践者和弘扬者。《在铁人身边的

我们》中一百多位不同岗位、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的大庆石油人的事迹，就是铁人精神广

泛流传的例证。

这是一部颂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报

告文学集，具有一种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

这部作品展现了大庆油田工人群像，“铁人”

不是孤单的，在王进喜的身后，站着第二代

“铁人”王启民、第三代“铁人”李新民、1205
钻井队的张晶等新时代的“铁人”。恰如崔英

春为文集所做《自序》的标题：铁人就在身边，

我们都是“铁人”。大庆从荒原变成现在国家

重要的产油基地、美丽的石油城，是以“铁人”

王进喜为代表的模范个人与大庆油田模范集

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因涉及人物众多，书中的故事非常密集，

书中人物的年龄从“30 后”一直延伸到“00
后”，勾连起大庆油田创业初期至当下的发展

历程。崔英春在大量采访和长期关注的基础

上，进行了沙中淘金式的分析和整理。书中

第一辑“风展红卷美如画”，对党代表方阵、劳

模方阵、科研方阵、海外市场方阵、基层方阵

进行了全面扫描，后三辑则由面到点，聚焦

“石油之子王启民”、张晶与 1205 钻井队、曲

晗与采油 206队等感人至深的故事。

与创业初期的“铁人”王进喜不同，书中

描写的大多数后来者没有“人拉肩扛”“端水

打井”“带伤跳泥浆池压井喷”那样的故事，也

没有“宁肯少活 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那样的豪言壮语。发展时期大庆油田人的铁

人精神，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点一滴培

养和积累起来的。正是从一点一滴抓起，才

成就了大庆油田的众多英模，才成就了 1205
钻井队、采油 206队等模范团队，才成就了大

庆油田如今的辉煌。

从《在铁人身边的我们》中，我们能够读

到崔英春对油田、对石油人的真挚热爱。她

挤出所有能利用的时间，深入井队、厂矿、油

站、家属区……与石油工人们同呼吸、心连

心，写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写出

了他们与油田的深厚情谊，写出了他们全心

全意为祖国石油工业做贡献的崇高品质。深

入基层，以铁人精神书写新时代的“铁人”，是

这部报告文学集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家范源廉

谢有顺

中国人热爱山水、向往自然，渴望在天地间行走、立心。在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山水”不仅是自然万物，更是心性与物象之

间的象征关系。理解了山水，才能理解中国文明的核心要义。

山河即为天下，看到“山河”这个词，马上就会有辽阔壮美

的感受。所以这些年来，中国人几乎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

写了传记。任林举的《江如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是

漓江的传记，是人与漓江和谐互动的另一幅图画。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是中国大地上最著名的水系之

一。《江如练》既从空间地理上写了漓江流经各地时的景观，从

猫儿山，经兴安、临桂、桂林、兴坪、阳朔、平乐，这是一个作家

眼中的山水，优美、独异、气象万千，陶然其间，真是可以忘掉

俗物、俗心，寄情于此。但《江如练》不停步于此，它还从时间

轴线上追溯到《山海经》，经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一直到现

代中国，写了其间发生的人与江的各种故事。

时空交错处，总是藏着最为动情、动人的片段，作者在书

中发掘出了很多这样的片段，这些既是山水自然的真实记录，

也是人文自然的深刻思考。

百里漓江，有千万人与之生命相依。多少人为着这条江，

付出血汗，付出深情。生态的保护，文明的流传，背后的支撑

往往是那些渺小的个体、那些不起眼的日日夜夜。或许，在我

们眼中，只是一段山水，但在任林举笔下那些护卫、治理漓江

的人眼中，这条江就是他们的全部人生、全部梦想。他们的故

事，和这条江融汇在了一起。

《江如练》写出了这种人与江共生、共荣的精神景观。这

是现代中国语境里，人与自然的新图景、新希望。阅读它，能

进一步激发人对这片河山的热爱。宗白华说，中国人“向外发

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正是这种“自然”与“深

情”，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从一滴水里可以看见大海，从一条江里更是可以看见中

国、理解中国。

从一条江里看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