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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30日，由桐庐县老年基金会

和县档案馆联合推出的《盛世百岁坊》一

书举行首发仪式。本书真实生动地反映

了 60 多位百岁老人的生活状态，书中呈

现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奇迹，还有对

桐庐县“中国长寿之乡”最权威的诠释，更

有对桐庐这座“宜居县城”的生动解读。

桐庐是“中国长寿之乡”。至2022年

初，桐庐全县户籍人口41.92万，其中90～

99 周岁的老人有 2025 人，占老年人口的

1.9%，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81.87岁，其中

百岁以上的老人有69人，这也是桐庐有史

以来百岁老人最多的一年。山清水秀的桐

庐，自古以来多寿者。翻阅桐庐史料，关于

百岁老人的历史记载、历史故事很多，由历

代君王亲赐名的“百岁坊”牌坊就有多座。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桐庐

百岁老人就更多了，已不再像先人一样给

每位百岁老人设立“百岁坊”，因此把在

“2022百岁老人寻访”中获得的故事编撰而

成的书定名为《盛世百岁坊》。

桐庐的百岁老人有的生活在城里，有

的生活在农村，还有的生活在大山深处，

有几位住在安养医院或福利院。他们中

有百岁老兵、百岁工匠、百岁白衣天使、百

岁“老园丁”，更有百岁老工人、百岁老农

民……虽然人生已跨过长长的一个世纪，

但绝大部分百岁老人健康状况良好，有的

能穿针，有的能健步走，有的能做木雕活，

有的甚至能开小三轮外出吃早点……他

们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不老松”的

魅力！老寿星人生经历各有不同，生活习

性大相径庭。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别，脾气

个性迥异，有的深谙养生之道，有的是“稀

里糊涂”活到百岁，说到“长寿秘诀”四个

字，确实寻觅不到具体统一的答案。不

过，百岁老人的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都有豁达乐观的心态，对生活的得失

想得开、放得下；他们饮食有常，作息有规

律，晚上睡得香；他们偏爱五谷杂粮，喜欢

粗菜淡饭。他们身后都有一群孝子贤孙，

最重要的还有一条，那就是老人们晚年欣

逢盛世，有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爱。

“中国长寿之乡”的高山、河流、空气中

都蕴含着“长寿秘密”。2022年，由县老年

基金会、县档案馆牵头，桐庐县推出寻访百

岁老人行动。此举旨在挖掘百岁老人的生

活阅历、养生之道、生活智慧、家庭和社会

关爱等，以展现生命健康之旅的真谛，推广

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更多人获得启迪。为

了反映桐庐百岁老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

貌，探究百岁老人的长寿之谜，倡导全社会

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县老年

基金会和县档案馆启动了“2022百岁老人

寻访”活动。由于疫情等原因，几番周折，

活动自2021年9月开始筹备，但正式启动

时已是2022年6月。面对时间紧、采访任

务重、天气热、老人耳聋交流困难等诸多困

难，寻访团队没有退缩，大家兵分几路奔赴

桐庐城乡各地，跋山涉水，叩响了一个个

“老寿星”家的大门。

《盛世百岁坊》以采访札记的文字形

式，真实生动地还原了百岁老人的生活原

貌。重点放在了百岁老人居住环境、生活

习惯、衣食住行、生活轨迹和当下身体状

况的真实描述上，努力挖掘并记录“老寿

星”顽强的生命力和长寿的“秘诀”。

美术评论家、中国近现代美

术研究专家陈履生编著的《画卷

中的强国之路》一书已于2023年

3 月由江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

版。

该书以图像见证了新中国

美术的创作走势及审美流变，从

艺术的视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创

建的丰功伟绩，勾勒出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人民奋发前行的强

国之路、走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幸

福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峥嵘

历史，悠悠岁月，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前

行，绘就出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波澜画卷。一代又一代中

国美术家们，挥洒热血，倾尽才

华，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奔涌不

息的时代巨浪，从丰饶悠扬的田

园牧歌，到举世无双的大国重

器，从广袤壮丽的山河沃土，到

奋斗不息的芸芸众生，艺术家们

以千般风格，呈现祖国万类美

景，以画笔铭刻奇迹，让色彩定

格永恒。《画卷中的强国之路》是

陈履生先生继《红旗飘飘》《共和

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等主题图

书之后的又一部精品力作，书中

收录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

诸多著名画家的中国画、油画、

版画等各种表现形式的作品500

余幅，精品荟萃，佳作纷呈。这

些经典作品，继承延安以来“艺

术为人民”的光荣传统，谱写了

新中国从初创到辉煌的沧桑巨

变。

“砥砺之犁”耕耘神州大地，

染红了东方初升的朝阳，撑起了

民族挺拔的脊梁。勤劳而智慧

的中国人民，以万马奔腾般的干

劲，播撒春天，收获希望。他们

是和平建设的主力军，兴修公

路，共筑桥梁，征服了天堑，畅达

了荒野。他们是安定生活的守

卫者，为祖国站岗，为人民奉献，

一心为公，铸炼军魂，巡逻层层

林海，戍卫万里边疆。

“复兴之路”穿越改革开放

的大潮，铺设在希望的田野上，

让国家驶向繁荣富强。市场经

济，百花齐放，打开了人民致富

的大门。千里之途，朝发夕至，未来之旅一片

光明。知识是无价的财富，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无论长江告急，还是汶川地震，人民的子

弟兵坚忍卓绝，不负重托，生死挺进，他们是

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他们，让雨后的香港、

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复兴华夏的荣光。

“图强之梦”绘就时代奇迹，自信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悠悠原野，漫漫古道，华夏春风吹又

生。逐梦太空，相聚大洋，大国工程圆梦来。

征服珠峰，奥运崛起，万众一心筑起强国之

路。“当代毕昇”王选，活化了汉字印刷术；“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哺育繁盛了新一代中国

人。回首七十余载风雨，历尽人间沧桑正道，

《画卷中的强国之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凝聚

成时代精神的画卷，涌动着澎湃深邃的家国

情怀，富有生活气息，饱含时代风貌，尽显时

代特色。

画卷里体现的，是国家的脊梁；画卷中展

示的，是文化的自信。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砥砺前行，筑起强国的明天！

（转载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3年
7月25日T44版）

《
画
卷
中
的
强
国
之
路
》
：
回
望
美
术
经
典

与
新
时
代
同
行

“宜居县城”的生动解读
郑昊

这是一次致敬英雄的写作。中华民

族不缺少英雄，我们需要更多更精彩地书

写这些英雄，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砥

砺我们的奋斗之志。

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有机会书写

那些仰望星空的奋斗者，是一件令人憧憬

的事情。《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

正是这样的一次写作。

2020年1月6日，北京迎来新年第一

场大雪，我冒雪前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开始了第一轮采访。在研究院办公

楼门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科学巨匠钱学森

的塑像。他目光炯炯、神情坚毅，仿佛带

领着中国航天人向太空挺进——一种使

命感油然而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被誉为“中

国火箭的摇篮”，行走其间，我仿佛穿越时

间隧道，走进中国航天事业初创时期，被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震动。如同后来在

采访孙家栋院士时他告诉我的那样：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就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和

科研储备而言，并不具备搞“两弹一星”的

基本条件。正是因为党和国家下了铁的决

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赤胆忠心、殚精竭

虑地奋斗，第一代航天人兢兢业业、攻坚克

难，才有了导弹升空、卫星上天。

爱国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这一点在中国航天人身上得到充分体

现。为了建设新中国，钱学森和“航天四

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冲

破种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孙家栋一参

加工作，便在钱学森和“航天四老”的领导

下，他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

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他后来常说的“国

家需要，我就去做”，便是由此升华而来。

这让我一下子抓住了人物的魂脉。我将

书稿第一章定为“归来”，集中笔墨书写钱

学森和“航天四老”归国。孙家栋与航天

老前辈一脉相承，正是有了他们的言传身

教，才有了孙家栋丰富灿烂的人生。

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深入生活，贴近人

物。接下来，我又紧锣密鼓地采访了范本

尧、欧阳自远、叶培建、龙乐豪、杨长风、吴

伟仁、姜杰等院士，李祖洪、谢军、张荣桥、

孙泽洲等航天界专家。这些大忙人一听说

我要写孙家栋，没有一人推辞，都挤出时间

与我交谈。他们给我讲“东方红一号”、讲

“嫦娥”、讲“北斗”、讲“天问”。那些感人的

故事，那些精彩的细节，那些飞扬的激情，

一次次打动我。于是，一个孜孜不倦、脚踏

实地的孙家栋，一个勇挑重担、奋发图强的

孙家栋，一个无怨无悔、航天报国的孙家

栋，一个气壮山河、问鼎九天的孙家栋，在

我的脑海中慢慢丰满生动起来。

孙家栋是坐着轮椅与我交谈的。这

位成就卓著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朴素、随和、谦虚、

慈祥，如同一位可亲的邻家老人，或是一

位普通的退休工程师。他一再强调：“航

天事业是集体创造的事业，首先是党中央

正确决策，全国大力支持，你一定要多写

写航天群体，多反映航天精神。至于我个

人，就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采访内容极其丰富，但写作过程仍然

充满挑战。面对陌生深奥的航天科技、错

综复杂的航天工程，我一时不知如何下

手。只有老老实实、心无旁骛地阅读五六

百万字的资料，最大限度地去消化吸收。

当然，最终将中国航天几大工程梳理清

楚，多亏几位航天界专家指点迷津，谢军、

张荣桥、孙泽洲像帮小学生解题一样，为

我讲解航天科技ABC。

写孙家栋，必须要写“1059”导弹、“东

方红一号”“嫦娥”“北斗”“天问”五大工程，

必须向读者们阐述清楚这五大工程的科技

含量、工程难度、科研成果。这些阐述专业

性太强，甚至非常枯燥，但只有将这些问题

讲清楚了，才能体现出孙家栋所作的贡

献。所以，在部分章节中，我宁可牺牲一点

儿文学性，也要将科技问题讲明白。

这是一次致敬英雄的写作。我非常

清楚，对于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对于中国

航天的丰功伟绩，拙作只能算是一次简略

的叙说。中华民族不缺少英雄，我们需要

更多更精彩地书写这些英雄，让他们的故

事广为传颂，砥砺我们的奋斗之志。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3年10月3
日第8版）

《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书写仰望星空的奋斗者
黄传会

“一个极具新颖感和主旨性的成长故

事。曾为守岛战士的作家王棵像一个出

入于陌生的‘水手’，调动了自己独特而深

入骨髓的海上经验注入于这本书中，让我

们跟随着少年七上和少年本科走上了神

秘、新奇而让人信服的海上成长之路。可

以说，《大海上的脚印》具有优秀儿童文学

的一切品质：它有内含的励志，言说着爱、

理解、悲悯和同情，以一种故事的、潜引默

化的方式传达给我们；它有对于海洋世界

的有效科普，它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有对

守岛战士的真心礼赞，有对水手生活的细

致描绘，而这些，同样融解于波澜起伏的

故事之中。七上和本科的双重成长也让

我们始终牵挂，他们和阅读这本书的我

们，都会从中品啜出太多的滋味并悄然地

照见我们自身。”这是我为王棵《大海上的

脚印》写下的推介性“导语”，我承认自己

语出真诚，其中的每一句都是我认可的、

要说的、愿意说出的话。意犹未尽，我愿

意就王棵的这部新书继续言说：因为它试

图告知我们的，远比我已经说出的要多得

多，也更耐人寻味。

在阅读王棵这本《大海上的脚印》过

程中，它还是让我不断地感觉意外。让我

意外的是，其一，王棵写下两个孩子的不

同成长，而这成长的背景竟然被安排在了

辽阔的南海！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还从未

有人做过同样的尝试。这是有难度的。

它的难度在于，辽阔的海上缺少“人烟”，

成长小说所需要的对抗、交流和问题的解

决也会因此变得“匮乏”，冲突感和成长的

说服力往往不够；王棵写下的不是童话

（童话，在陌生的海上倒是可以有更好的

施展）而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放在现实的

情境中，孩子的成长性往往不那么明显，

他很难只遇到一件骤然的事件便突飞猛

进地获得成长……然而在《大海上的脚

印》中，王棵令人佩服地解决了我的担心

和疑虑，他完成得很好，尤其是在难度的

化解上，展现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能力。

缺少“人烟”，故事很可能会变平、没有良

好的起伏，王棵对应性的策略是：让大海

中的新奇、冒险（掠过船头的飞鱼鱼群、围

绕着飞翔的海鸥、落进鱼网里的海豚以及

鬼鬼祟祟的“海盗船”，等等）构成故事性

的波澜，形成未知的魅力；让出海的种种

可能反应（晕船、风暴中的抵抗、对平静海

面的感动，等等）构成故事性波澜，形成趣

味和魅力；两个孩子之间的对手戏，包括

他们和船上所有人员之间的对手戏，同样

是故事和波澜的部分；守礁战士和战士的

生活，在小说中同样构成重要的故事性波

澜甚至是极重要的一笔，它的作用不仅仅

是对这个具有冒险性的故事的丰富，而且

还是影响巨大的高潮所在……可以说，王

棵精心、巧妙地解决了行进在宽阔大海上

的故事性不足，他把故事完成得真是风生

水起、波澜丛生，极具吸引力。

第二个让我意外的点在于，它与习惯

性的、我们所熟知的儿童成长小说不同，

竟然会塑造本科这样一个在出场时就携

带了“缺点”的“问题少年”作为主人公，他

不爱学习，对学习了无兴趣，他与父母之

间的紧张关系，他对大海的（包括成为渔

民的）拒绝以及……我们承认，在生活中

这样的儿童可能不在少数，但部分儿童文

学往往会忽略掉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那么

的坚固和正确：儿童具有模仿性，“儿童主

要是透过试着以身体的实践、模仿和姿

势，复制或重现他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

情绪来学习情绪的”（帕斯卡·艾特尔《情

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

绪》），被塑造的问题少年在小说中的出现

很容易让孩子模仿、学坏，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它貌似有道理，但却是开错了药

方。忽略不等于问题不存在，我们无法通

过漠视、视而不见的方式解决生活里的问

题，从未有任何的例证证明它是有效的

——在我看来，真正的解决和真正的精神

引导，是直面问题和问题的存在，与他们

一起面对并试图找寻解决之道，让阅读者

（包括所谓的“问题少年”）在阅读中悄然

地将自己放进……真正对人的影响往往

是，他在文学中发现自己，并愿意模仿小

说中的主人公对自己进行说服和改变，成

为新的自我。

我的这段言说貌似题外其实更属于

题内，是因为王棵的“意外”塑造给我的思

考——王棵的这一塑造对于儿童文学的

惯常样貌来说其实属于冒险，而更大的冒

险在于，他如何让这样一个孩子能够在行

驶于大海之上的旅程实现蜕变的、自我更

新的过程，并且能真正地说服我们和有着

这样倾向的孩子们。王棵的做法值得称

道。为了有一个对应和参照，为了让本科

这样一个问题少年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的同时生出羞愧和改变之心，王棵为他预

先地设置了另一类型的、另一试图通过南

海的旅程获得成长的少年七上，他们之间

构成反向的张力，也由此，强化了本科最

后改变的说服力；登上战士们驻守的海岛

并成为一日“军人”在小说中是高潮性的、

向心性的要点所在，这个支点既是主题性

的又是逻辑性的，王棵将它做得坚实扎

实，令人信服，力量感极重。正是它，使这

部小说立了起来，使小说的精神主旨立了

起来，也使读者的情感情绪获得升华。两

个有着不同特点（弱点）的孩子，各自在对

方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从对方的

身上意识到各自的优长——更有意趣的

是，王棵极有策略地选择了七上的视角，

这样，本科的“问题”便变得更为清晰，他

身上的成长性也便看得更为明显，也更能

让这一成长变得有说服力……对于小说

是否属于“有利于儿童的精神成长”，关键

在于它的主旨和说服力。

第三重的意外，我在导语中已经明确

说到，王棵竟然在他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中建立了“百科全书”式的纳入，他把所有

可能的知识、智慧和“教育意义”都尽可能

多地加入到小说中。在一部交给儿童来

阅读并构成吸引的小说中塞入这么多的

知识、智慧，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它们很容

易变成各自独立、难以相融的诸多知识

点，严重影响小说的顺畅和吸引：但王棵

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一个作家的才华和

对孩子的耐心，他做到了几乎最佳的“相

融”，让所有的言说都融合于故事，让故事

自身来说话……

事实上，我提及的三重意外本质上是

对王棵创造性的夸耀，他自出机杼，不落

俗规，让意料之外的冒险通过巧妙的构思

得以合理合规的呈现；当然，他对高蹈的

精神的礼赞更值得重视。我相信，聪明的

阅读者会比我总结得更好。孩子们包括

陪伴在孩子身侧的家长们，会在这本书中

获得不同的知识和启示。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23年9月
20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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