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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兰德华

“今天我分享的作品是《我的乐园》，希望

大家喜欢。”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凤凰小学

的学生周治宸在《花城小作家》小作者分享会

上，与现场的小读者们一同分享写作心得。

“我想问一下小菜园怎么变成你笔下的描

写对象了呢？”“这篇文章你想表达怎样的情

感？”……听众席上，小嘉宾们纷纷举手互动。

像这样孩子们主场的写作分享会，从今

年 6 月第一期开始，至今办了 4 期，几乎场场

爆满。作为幕后“推手”，矿山诗人温馨和《花

城小作家》杂志的同事们很欣慰。

“他们的诗纯真，想象力丰富，让人眼前

一亮。”温馨说。

在石头间写诗

作为攀枝花市少年儿童文学刊物《花城小

作家》的发起人之一，温馨其实是名地地道道

的矿山焊工，供职于攀钢矿业公司朱兰铁矿检

修作业区采修大班，在采场已工作 25 年。

粗粝的矿山，素来是糙老爷们儿的“天

地”，温馨这样每天顶着烈日、穿着厚厚防护

服的“弱女子”，显得特立独行。

“父亲说‘天干三年也饿不死手艺人’，于

是我就学了焊工。”“手艺人”温馨除了耍得一手

好焊枪，还在石头间练就了一手写诗的绝活。

焊枪是生活，诗歌是生命。在风沙与石

头间行走 25 年，她的矿山生活，滋养了她的

诗歌生命。

作为一名焊工，她将身心沉浸到矿山的每

一个角落，用心感受矿山的点点滴滴，还原采

场真实的劳动场景，还原真实的矿山人、事、

物，矿石、厂房、焊枪、路边的喇叭花、电铲上的

蜻蜓、吹过采场的风、汗流浃背的工友……

一首首诗歌，从她拿着焊枪的手中，流淌

而出。

“一根焊条、两根焊条……/当体内的汗

水，汹涌而出/活泛成一勺、一瓢、一桶水时。”

从 2008 年写诗至今，温馨的作品《那条

通往采场的路》《采场上的菊花》等先后在《星

星》《中国诗歌》等刊物上发表，入选多个诗歌

选本。她还出版了诗集《采石场》。今年春，

她的作品荣登国家级诗歌刊物《诗刊》，她成

为《诗刊》改版后第 1期的“头条诗人”。

今年“五一”劳动节，温馨专门应邀为《工

人日报》的读者创作了一首《采场上，制作一

个踏板》。

为孩子们做点事情

9 月上旬，温馨刚刚参加在新疆石河子

举办的“绿风诗会”。如今，她因诗歌，被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成了矿山女工里的传奇人物。

名气越来越大，她对文学与诗歌的热爱，

也越来越深沉。在工作、写作之外，她开始思

考，如何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诗歌、爱上文学。

作为受益者，温馨常常觉得，写作是非常

好的培养孩子观察、感受与表达的方式。“想

为孩子们做点事。”青少年文学刊物《花城小

作家》的发起，初衷很简单。

2022年，作为“金沙流韵”诗歌大赛的核心

成员和攀枝花市东区青少年作协副主席，温馨

和几个业界人士开始筹划这本刊物。

“我负责起栏目的名称，这可把我愁坏

了。”“登高岩”“清音阁”“小溪流”“小城堡”……

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思冥想，当温馨把这些栏目

名称发到编辑部群里时，大家一致通过。

“‘登高岩’，希望孩子们能一步一步勇攀

文学的山峰；‘小溪流’，寓意孩子们的写作能

像涓涓溪水一样，灵动、流淌；‘小城堡’，是童

话栏目，城堡是梦幻与童话的隐喻……”温馨

和同事们，将这份刊物的作者与阅读群体，定

位在高中及以下的青少年儿童。散文、诗歌、

小说、童话等等，栏目涵盖各种体裁。

2022 年 7 月，《花城小作家》杂志正式创

刊。“我把征稿启事发到各种作家群、学校群，

和我的诗人朋友群里。”准备阶段，温馨和同事

们心里也没底，做了大量工作。可令他们意想

不到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非常支

持，投稿除了攀枝花市，还有四川各地，乃至全

国各地。“第一期，我们收到全国各地 1000多

个作品投稿！”投稿小作者有高中生、初中生，

甚至还有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如今，这份 90 多页的季刊，已经刊发 11

期，投稿群体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和地区，甚

至有海外华裔读者小朋友投稿。

种下爱与希望

这份刊物是公益性的，经费不多。随着

刊物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不少作家、文学

爱好者、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我的一个朋

友，看到这份刊物后，看着孩子们的作品很感

动，当即掏出两万元来支持我们。”温馨说。

虽然钱不多，他们会给每个小作者发稿费。

“一首诗歌 30元，一篇散文 50元，短篇小

说 50 元……”温馨说，当孩子们收到人生第

一笔稿费时，那高兴的程度，是成年人无法想

象的。“我的作品被刊发了！”“妈妈，我赚到稿

费了！”一个个幼小的心灵，被这样一份孩子

们自己的文学刊物激励着。

“除了给孩子们寄去样刊，发放稿费，我

们还会让合作学校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

由校长将作品荣誉证书，当着全校师生，发给

小作者们。”这样一份荣誉对孩子们的鼓舞，

可想而知。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中，种下梦想，

种下了爱——对文学的热爱。

最开始，每篇作品的指导老师也会有指

导费，知道刊物经费情况后，指导老师纷纷放

弃了这份钱。“能看到自己学生的作品被刊

登，这本身就足够了。”老师们这样说。编辑

部十几个人的团队，都是志愿者、兼职编辑。

除了办刊物，温馨和同事们从今年 6 月

开始，举办线下小作者分享会，进一步激发和

培养孩子们的文学梦。如今，《花城小作家》

已不仅仅属于“花城”，更属于全国的青少年

儿童文学爱好者。

矿山诗人温馨写过很多关于采石场的诗，还发起了一份专为孩子们“定制”的文学刊物——

在石头间写诗，在孩子心里种爱

一部独特的明代政治制度史
——读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阅 读 提 示
矿山诗人温馨在采场工作了 25 年，写下一首首诗歌。她还发起成立了一本儿童文

学刊物，举办小作者线下创作分享会，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对文学的爱。

《迷宫》
[法] 本·阿尔冈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只小老鼠被抛到迷宫中，

它每日醒来，要做的就是追逐奶

酪。有一天，它开始思考，为什么

必须追逐奶酪？还有什么别的

选择？它开始追问什么是生，什

么是死，以及生命的意义……最

终，它以一个非常存在主义的方

式走出了迷宫：它画了一道门，为

自己创造了一个迷宫出口。

本书以老鼠在迷宫里的视

角，通俗地阐释了萨特的重要

思想，比如何为“存在决定本

质”，“意识是对对象的意识（意

向性）”，何为自由、责任，何为

人生的意义等话题。

本书以苏东坡关于美食的

诗文记录为线索，循着他为官、

游历的足迹，从美食角度还原

作为“吃货”的苏东坡的一生。

从 眉 州 到 黄 州 、惠 州 等

地，从猪肉、河豚到荔枝、羊蝎

子……通过苏东坡在 30 多地

所遇、所尝的 70 余种食物，勾

勒出一条美食路线，从中窥探

苏东坡如何把眼前的苟且变

成味蕾盛宴，呈现其苦中作乐、

笑中带泪的人生，探寻其对饮

食、生活的态度，呈现其以食

物疗愈身心、拒绝内耗的人生

哲学。

《此生有味》
林卫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逆风跑者》
刘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一到无穷大》
[美]乔治·伽莫夫 著

商务印书馆

长跑选手曹关天，出生于

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两岁时被

误打了一针抗生素，导致终身

聋哑，成长时饱受冷眼和各种

欺凌，逃跑成了他唯一的抗争

武器……七年级时，他的跑步

天赋被一位叫“蔫蛤蟆”的体育

老师发现，后者对他进行了魔

鬼式的训练。他从山间小路，

一路奔跑，跑出大山，跑出县城、

省城，跑出了人生的“围城”。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长跑的

小说，更是一曲对生命的赞歌，

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就没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新书推荐G

无穷大到底有多大？空间

有内外之分吗？原子是如何构

成的？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

哪里？

《从一到无穷大》以生动有

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及天文学

的基本概念与前沿知识。从基

础的数学概念如大数与无穷

大，到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深奥

理论，再到生物遗传、宇宙结构

等宏大议题，通过一个个故事

串联，将复杂的科学概念变得

易于理解，让我们领略自然科

学的魅力。 （云外）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吃饱

马小起回忆“我的文俊老爸”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我要赶紧用文字记下与老爸一起

度过的这段生命。也让更多人知道我这个可爱的老爸爸走到

人生边上，面对生命最后关头的从容安宁。”2023 年 1 月 27
日，我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福克纳译者李文俊倏

然逝世，享年 93 岁。他的儿媳、书法家马小起以至纯至性的

笔触，写下对他的怀念，以普通人的视角，记述了“老爸”李文

俊及其家人作为普通人的宁静日常。

怀念文章《独留明月照江南——怀念我的李文俊老爸爸》

刊载于《收获》，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这篇长篇非虚构作品被

认为以理性的姿态对李文俊这一代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命

运，及其坚定的思想价值立场与精神操守进行了透彻的观照

与剖析。今年 7月，这篇文章以“我的文俊老爸”为名，由上海

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在 9 月初关于该书的一场对谈中，作家鲁敏问马小起：

“与李文俊老先生的这一场交集，他带给你的是什么？”马小起

回答：“是心灵蜕变。从学术上来说，还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

我们从来都是家常聊天。”马小起进一步讲道，有时候她想要

扩大一下社交圈子，多认识点人，于是就硬着头皮出去混一

下，但每一次都恨不得连滚带爬地逃回来，“回来以后，看老爸

穿着件破破的白衬衫，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翻书。好像能够

看到一块古玉，散发着光泽，那样温润。”

“他一生清贫、寂寞，但既然解决了温饱问题，就没有必要

再让自己那么为难，他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笃定地随着自己的

意愿去生活。”马小起说。

《北京繁华录》勾勒北京历史画卷
本报讯（记者吴丽蓉）近日，青年作家侯磊携新书《北京

繁华录》（中国工人出版社）与读者见面。侯磊是位年轻的“老

北京”，他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另一方面研究北京史地或掌

故、民俗、戏曲，点校整理北京古籍文献。这本书延续了侯磊

对北京这座城市深情的书写。

北京这座有着 3000 年建城史，800 年建都史的古城，有

着说不完的往事与人情。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学者，侯磊以其

对北京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细致地勾勒出一幅幅生

动的北京历史画卷。读者见面会上，通过展示多张北京历史

地图和珍贵的家族老照片，侯磊探讨了这些变化对北京传统

文化的影响，包括胡同文化的逐渐消失和现代生活方式的

兴起。

朱延嵩

明史研究专家、知名学者方志远所著的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一书，以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

构和运行法则为切入点，勾勒出明代从中央

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层层制衡的庞大

国家机器。通过明代权力结构初创、定型、调

整、再定型的全过程，展现明代国家权力结构

演变的双轨制轨迹，展示国家权力“内廷机构

外廷化、中央机构地方化、监察机构行政化”

的普遍规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

君主制度的本质特征。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的事必躬亲，

到明朝中后期的垂拱而治，国家权力结构及

运行机制有一个逐步完善发展演进的过程。

明代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大明律》

的不容更改，只能以“例”的形式加以补充引

用，更将明太祖关于政治架构的基本原则“彼

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发挥得淋

漓尽致。这就使得在嘉靖朝中后期，皇帝长

期不临朝听政，大臣连见君主的面都是奢望

的情况下，国家机器仍旧正常运转。

明朝废中书省，行六部九卿之责，更是因

政权巩固和管理的需要，设内阁立首辅，与内

廷司礼监“对柄机要”，形成上下相维、以内制

外、相互掣肘的治理格局。而这种格局又要

有监察系统的纠偏与干预，从而形成三方牵

制的局面。而六科十三道作为言官系统的组

合体系，它的作用又是如何发挥的，在这本书

中都有详细的阐释。

在该书中，不仅介绍了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等“二十四衙门”的具体分

工和职责，更以轻松的笔调，介绍了如懒惰之

宪宗、儿戏如武宗的趣闻故事；不仅介绍了

“勘合”“讼牒”“勾提”等古代术语，更深入研

究了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和意义；不仅详

细介绍了明代的科举制度，而且对从中央到

地方的军队建制有深入细致的解读。作者对

内阁、司礼监等具有鲜明特色的机构条分缕

析，尤其是将宦官视为明代官员队伍组成部

分的倾向和对宦官活动、作用的公允态度，有

利于对明代宦官政治定位的重新审视。可以

说，这是一部明代政治生态的全景图。

把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看成是一个动态形

成的过程，将特定时期“阴差阳错”发生而后来

被证明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推动这些事件发

生发展的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纳入研究的视

野，是该书的重要特色。正是通过对历史细节

和标志事件的盘点和梳理，才进一步厘清君主

集权专制统治下政治运行的逻辑和规律。

这本书其实是方志远在 15 年前出版的

一部著作，在绝版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今又

隆重推出，可见其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在

这本书的《后记》中，方志远谈到，他在再版之

初，曾经想对书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完善和补

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以原汁

原味的状态呈现给读者。这本书从独特的研

究角度出发，以上、中、下三编，对明代国家权

力结构及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梳理，是作者在

深入研究总结诸多专家学者明史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独辟蹊径推出的精品力作，从当前的

眼光看，仍有其叙述的逻辑和权威的依据，因

而没有修改的必要。这本书完全可作为历

史、制度史爱好者、研究者的案头之选，为他

们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我与地坛”
北京书市开启

作为 2024 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
动之一，“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 9 月
13 日~9 月 23 日在地坛公园开启。
本届书市展销总面积约 1.8 万平方
米，较 2023年增加了 3000平方米，设
10个展区、3个活动区及多处配套服
务点，汇集来自全国的出版机构、实
体书店、特色展商超 330 家，图书展
销达 40 万种，规模再创新高。书市
还将开展地坛文化讲堂、书香中秋之
夜等160余场文化活动。

图为9月13日，“我与地坛”北京
书市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梅杰

曾维惠的长篇儿童小说《中国妈妈》（希

望出版社）是一部具有国际性的儿童文学作

品。这本书的读者，不只包括国内的小读

者。这样的小说，也应该输出到国外，让世界

小读者了解这个爱心接力的故事。

这是一部饱含两代人之间精神对话的成

长小说。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一个主要功

用，就是能够促进小读者的精神成长，让他们

从现实中获得教育，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思想

的升华。曾维惠深深懂得儿童本位是儿童文

学的灵魂。在这本书中，主人公之一高楠是

通过阅读妈妈的《援非日记》，才一步步走进

妈妈隐秘的灵魂深处，理解了妈妈何以成为

非洲孩子心目中伟大的“妈妈程”，从而决定

将妈妈的大爱传承下去。“她多么想让妈妈知

道，自己来到妈妈献出生命的地方，也成了一

名援非医生。”最后她也成为了“妈妈高”。

当然，这种精神互动并非总是顺理成章，

也是从一开始的误会、埋怨，经过亲身经历，

才一步步转变过来的。《中国妈妈》就是这样

一部细致讲述各种关系转变的作品。不只是

高楠有这种精神成长，在小说中，林思齐和两

个非洲小孩程中、程华也都有，一切都是在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下完成的。国际人道主义精

神在不经意间已深深厚植在这个与中非医疗

援助行动有关的群体当中，一经曾维惠抽丝

剥茧般的讲述，也就打动了无数读者。

这本书非常善于将中华文化元素植入其

中。中非之间的医疗援助，不只有医疗救助

本身，也是中非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

流的方式。在书中，两个非洲小孩有着中国

名字，能讲中文，也向往着中国文化。像传统

诗词、传统节日、饮食等标志性的中国文化元

素，都在无形中融入小说的故事情节里。讲

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儿童

文学责无旁贷。像《中国妈妈》这样将讲好中

国故事进行在地化、国际化创作的方式，值得

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入探索。

本书语言流畅，表达生动，形象地讲述了

具有代表性的 60 年来一代代中国援非医务

工作人员默默奉献、医者仁心的感人故事，诠

释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是一曲中国妈妈的

赞歌，同时也将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观

播撒到了全世界。

写 给 中 国 妈 妈 的 赞 歌
——评曾维惠长篇儿童小说《中国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