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阴：中国人的节气》

二十四节气，二十四个仪式，唤醒对平凡日常
的热爱。根据太阳移动的脚步，我们有了流传千
年的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有着生动的故
事，每一个故事，都包含着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汪曾祺写给大家的美而幸福的“活法”——适合每一
一个中国人，即守在家人身边，自己又活得安然自在。

《回家：14年又 57天》

破碎的人生，也将更多的来自国家和社会、媒
体、朋友，以及无数善意的陌生人等给予的帮助和
支持记录在书中。

《四个春天》

细碎平常的片段，柔软浪漫的小事、父母、家乡、
旧人、清水白菜式的记录简单却有热力，虽不是自己
的故事却每一天都发生在自己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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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年曾经在现场参与洋口港
开工仪式的人来讲，读《望洋惊叹》这本
书，如同电影回放。洋口港开发建设，
一直是如东人的一个最大的梦想。从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如东人就启动了
向海图强的耕耘序章。这四十年来，一
届又一届如东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如东
人民一起，以拓荒海子牛的精神，咬定
青山不放松，坚韧到极点、坚毅到极点，
终于爆发出港口开发建设的强大能
量。2003年 11月 18日，江苏省、南通
市、如东县在如东举行了隆重的洋口港
开发建设开工典礼，如东县委书记严长
俊豪情满怀地号召全县人民“建设大海
港，挺进大海洋”，南通市委书记罗一民
宣布南通从此由“江河时代进入江海时
代”。随着江苏省副省长张桃林一声令
下，洋口港开发建设正式开工，实现了
港口开发划时代的突破。当时情景，历
历在目，至今回想，仍然心潮澎湃。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命脉。读着丁
捷的《望洋惊叹》中关于洋口港开发建
设过程中的人和事，我就知道，丁捷采
写这些故事，是花了功夫的。因为我知
道，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事例。比如，
书中描写的负责洋口港开发建设的灵
魂人物单晓鸣的故事，我有的是亲眼所
见，有的是亲耳所闻。因为，当年单晓
鸣任如东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洋
口港开发实际负责人的时候，我也是当
年县委办公室秘书班子的成员之一。
在当年举步维艰、一片困难甚至前途渺
茫的情况下，我们目睹了单哓鸣副书记
带领港口开发工作班子，是以怎样的决
心去拼搏、以怎样的韧性去沟通、以怎
样的耐心去说服、以怎样的胸怀去接
纳。在洋口港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她是
举足轻重的灵魂人物，更是我们心目中
英雄般存在的好姐姐。以至于多少年
后，她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坚定信

心、甚至待人接物的风格，都直接或间
接影响到我们这一批人。单晓鸣还有
个特点，即使自己承担着千钧压力，却
对手下的同志宽厚有加。依稀记得那
是 2003年国庆节前，因为我们持续加
班多天，她还特地打电话给我，让我通
知秘书们，说同志们平时连续加班太辛
苦了，让他们利用节日时间好好休息一
下。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国庆节，她
自己却是一天也没有休息。

坚韧，是《望洋惊叹》带给我的启
发。港口开发最初之难，难于上青天。
事实上，当年开发建设的难度，比书中
写的还要难上加难。勘察阶段是从零
到有，规划阶段是从无起步，招商引资
从纸上谈兵到几经波折，直到海域使用
权证到手，才与开发商合作有达成的希
望。书中所讲述的那个 30平方公里的
海域证，按照常规来讲，是不可能在那
么短的时间内办成的事情，但是，单晓
鸣带领着一班人，上南京、奔北京，连续
转战，除夕还在北京奔波，耐心加恒心，
终于感动了上苍，落下洋口港开发建设
的一枚最重量级的棋子。难怪全国政
协副主席李金华在谈到洋口港开发的
时候，作为如东人的他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欣然写下：“吾乡吾民，韧于性，明于
心，敏于行。与洋结盟，问海图新，洋口
成港，流沙涌金，千年不弃，成功成仁。”
如东人，硬是靠啃骨头的精神和舍我其
谁的开拓勇气，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
能，把一个个太行山、王屋山搬走，趟出
一条金光大道。有时我真的感触有加，
那个海中孤独的岛屿，名字就蕴含着希
望啊，叫做太阳岛，多少年后，当十万吨
货轮进出港口的时候，当汽车行驶在洋
口大道上直奔太阳岛的时候，我理解了
太阳岛千年存在的意义。

情怀，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望洋惊
叹》这本书，不仅仅描写了那么多激动

人心的故事，更是从故事中挖掘出大海
一样的情怀。事实上，洋口港开发建
设，是最能够考量和锻造人的胸怀和眼
界的。正如时任南通市委罗一民书记
最喜欢引用的张謇先生的话：“办一县
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
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
光。”洋口港开发建设过程中，如东历任
领导，都没有把洋口港仅仅当成自己家
门口的港口，而江苏、南通的领导，更是
把港口开发建设当成南通、当成江苏的
大事情，南通市专门成立南通洋口港开
发建设前线指挥部，由时任市委书记罗
一民亲自挂帅，定期会商研究，积极向
上争取。国家部委、江苏省也把洋口港
开发建设当成江苏重要出海口、长三角
重要增长极。书中写道，时任南通市委
书记罗一民曾说他有三个梦想，那就是

“三个大”，“大桥梦——苏通长江大桥，
大港梦——洋口大港，大学梦——南通
大学”，这三个梦想，在他任期间都顺利
推进。他甚至认为，洋口港开发建设的
意义，远远超过某个具体项目，洋口大
港的建成，必将撼动长江三角洲已有的
经济格局。这样的眼光是多么书超前
又多么睿智。当时的如东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县长、洋口港开发建设的灵魂人
物单晓鸣，多年以后升任南通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不知道与当初洋口港
带给她的眼光与格局有没有关系，我宁
愿相信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因为，
洋口港开发建设，赋予了她不一样的眼
光、格局和情怀。

丁捷与如东是有缘的，对如东也是
有着深厚的感情的。他写的报告文学，
跳出了一般的路数，都是亲临一线、亲
自采访、亲自执笔的，同时，又是以生动
的故事来记述的。这样的作品，注定能
够感染读者。作为洋口港开发功臣、第
一推手、中国科学院王颖院士，对丁捷

的写作给予肯定：“让我们共同合作，做
好这份珍贵的记录”。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这样写道：“丁捷
为我们贡献了一部厚重而劲激的力作，
作品从洋口港的一点穿针，用历史兴衰
与现实创造作引线，丹心妙手地编制出
南黄海人的精神谱系。”这一点，我很有
同感。洋口港启动四十年来特别是开
发建设的二十年来，如东人用海子牛的
韧劲，勇立潮头，坚忍不拔，以拼博的最
强音唱出了时代的《大风歌》，谱写了一
曲耕海图强的华丽乐章。

我家住在黄海边不远，对黄海潮，
对大滩涂，我有着特别的感情，对“辟我
草莱”这句话有着独特的感触。当年如
东围垦的精神激励着我，令我写下《大
滩涂》这首歌词。

风走过，雨走过/苍茫的蒿草哟/向
谁诉说寂寞/大滩涂，大滩涂/从来也设
有想过/鱼苗秧苗能在这里落户/桃树
梨树能在这里结果/啊 大滩涂，大滩
涂/一幅开拓者的画/一首奉献者的
歌//风走过/雨走过/垦荒的帐蓬哟/如
今换成了新楼/大滩涂，大滩涂/忘不了
帐蓬篝火/是他们放飞第一缕希望/是
他们点燃第一把火/啊 大滩涂，大滩
涂/一幅开拓者的画/一首奉献者的歌。

说实话，写这首歌时，还是上世纪
80年代，那时有谁能够想到，大滩涂上
能够建起深水大海港，那是想也不敢想
的事，所以，歌词中没有出现港口的词
句。如今，洋口大滩涂，不仅是有了新
楼，而且有了新岛、新港、新大道，更有举
足轻重的大企业相继落户。这蒸蒸日上
的园区景象，一再崔促着我，赶紧再写一
篇关于洋口港的歌词。是啊，如东人，是
拓荒的海子牛，更是时代的弄潮儿，在洋
口港这片热土上，如东人持之以恒耕海
图强，这里必将产生更多的奇迹，如东
人，必将迎来更加幸福的明天。

勇 立 潮 头 唱 大 风
——读丁捷报告文学《望洋惊叹》有感

□ 刘白

成 语 哲 理 看 这“ 理 ”
——读潘金环先生主编《如东践行成语哲理智慧》

□ 一丁

成语是语言中的明珠，是语言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人们的交往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成语
具有相对固定性，在语句中作为一个整
体来运用，其中有很多带有很强的哲理
性，这一特性为成语与哲理相融合提供
了先决条件。

潘金环先生主编《如东践行成语哲
理智慧》一书的正式出版为弘扬成语文
化和普及大众哲学开辟了新路径。正
如著名哲学教授赵敦华指出“如东人将
大众哲学与中华精粹成语巧妙结合。
是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优
秀传统文化的成功范例。”从近年来的
实践看，这的确是一种新的探索，让成
语中的哲学更加彰显，并让哲理的表达

更具文化色彩，在推动“两个结合”方面
不失为一种新的实践。

马克思特别重视实践极其伟力。
“实践”这个词甚至被看作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我们经常听到的
一些表达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实践是桥梁，也是载体，是此岸与
彼岸沟通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通道。
马克思正是借助实践超越康德、黑格尔
构造起来的德国古典哲学，从而引发了
一场哲学革命。也正是通过实践，人与
世界建立起一种关联，并在推动变革中
发挥出巨大作用。成语哲理中蕴含的
智慧同样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彰显出
其魅力。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 100个
左右的成语及其创造性解读，发现了一

个由实践构筑起来的新世界。其中如
东人的求实精神、创新行动、奋斗足迹、
厚德情怀、谋略气质、正气豪情、情感方
程以及贤能故事，这些构成了这部著作
的整体框架，而实践则是贯穿其中的主
题主线，或者说是灵魂与要点。

正如本书主编潘金环先生在编后
语中说的那样“如东人在新的历史时
期，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创造性地传
承成语，创造性地‘约定俗成’了许多激
励发展进步的新成语”。这些新成语虽
然不能说都已被权威部门认可发布，但
是可以说，随着人们哲学思维在广度、
深度的拓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成
语为知音共识，为时代接纳，为发展助
力。”由此可知，由实践而构建的这一部

著作，正是一种历史经验总结。从这本
书中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人
们是如何发展生产以及如何生活的，也
可以看到他们的创造性活动，特别是哲
学局面的思维锻炼取得的新成就，这正
是文化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如东人不
负时代努力前行的见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东新实践
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发扬务实开拓的奋
斗精神，从而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
需要勤学善思的思维活动以推动形成丰
富的精神文化成果。《如东践行成语哲理
智慧》正是这些精神文化成果的一项重
要内容。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们关心关
注如东的大众哲学活动，让我们一起努
力共同推进这项工作出新出彩。

细微处见真章 小切口显大格局
——读《望洋惊叹》有感

□ 袁晓娜

其实严格意义来说，我不是纯粹以
书为唯一信息源的读者，我与洋口港已
有两年半的关联，我所在的长沙镇，最
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服务洋口港的开
发建设。而今年借调到区参与二十周
年系列活动的四个月里，负责新闻宣
传、文化文艺活动、峰会、海洽会和一些
总结文字的撰写，经历“二十年二十人
专访”，接触到一众与港口息息相关的
建设者和见证者，专家学者、党政领导、
部门企业负责人、群众代表……对洋口
港的前世今生有了宏观的认知。在这
样的前提下读这本《望洋惊叹》，思想和
情感的碰撞可想而知，心中的波澜，也
不断在文字的流转中清晰、鲜明、触手
可及。

要虔诚地感谢丁捷主席。洋口港
这坎坷艰辛从无到有的四十年，这栉风
沐雨开发建设的二十载，太需要这样一
部作品为其记录、发声，正如我在二十
人专访汇编文集《溯·望》的前言中所
写，“艰苦卓绝的来时路，征程写满勇
气，纵然荆棘载途，也无法撼动筑梦者
的决心。无数亲历者跟着时代脉搏律
动，百转千回终圆梦”。洋口港这一工
程史上的奇迹，奋斗史上的壮举，精神
史上的丰碑，值得如东、南通、江苏甚至
全国人民了解和歌颂。

回看《望洋惊叹》这部作品，我最
直观的印象是两个“难得”，其一是作
者仅用半年多光景，借助史料参考、走
访和交谈等方式，就清晰精准地从海
量素材中梳理出洋口港四十年的时间
脉络，把科学论断的诞生、历次曲折起
伏都条分缕析地呈现，着实难得；其二
是他用对文字炉火纯青的驾驭能力，

在细节处做文章，让每一个人物、每一
个故事，都摆脱了简单意义上的复述、
回忆，在不经意间起承转合，铺垫留
白，达到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效果，
着实难得。

这部作品于我而言，最深的感觉
是熟悉亲切却又处处有小惊喜和大感
动。熟悉与亲切之处在于年初就已知
晓它将在下半年横空出世，对它的到
来一直翘首以盼；且书中所提及的人
物形象，很多我已在今年的人物专访
和平日的工作中有所接触，为他们中
的大多数写过推介文字，甚至还有最
终并未能呈现的颁奖词。比如写王颖
院士我用了这样一段文字：“你是南黄
海世纪梦的缔造者，一生在波涛里穿
行，在潮汐中坚守，有海的胸襟与气度，
更有海的睿智与沉稳。情怀在左，责任
在右，二十多年躬耕“建港禁区”，以浸
透咸涩海水的万千数据为如东正名。
你是海的女儿，亦是港口的母亲。”写顾
名权大师，我写道：“把荣誉与头衔放两
边，只身赴一场冒险。在世界级难题面
前，你毅然将挑战担于双肩。苍茫天地
间，是军师的谋略，更是把舵定向的决
绝。风浪中你毅然站定于建设的起点，
以卓尔不凡的构想为梦想开篇。”还有
杨希宏、罗一民、单晓鸣、严长俊、杨燕、
袁新安、杨镜吾、周树立等等，他们都是
洋口港开发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人
物，太过特别，让我忍不住要用文字去
描述。而作者笔下的他们，形象和性格
更加真实、鲜活，我读文字的过程，即是
对他们认知再一次回放和加深的过程，
这是迄今未有过的美好的阅读体验。
惊喜与感动之处在于，我与书中人物的

接触，很多只是以一次对面对的现场倾
听为媒介，许多细节不得而知。而该作
品，却恰到好处地弥补了我在细节获取
上的缺失，让我这个泪点本就很低的
人，在阅读过程中数度落泪。例如在写
洋口港面对资金困难的时候，作者犀利
地拿洋口港和仅一字之差的上海洋山
港作比，“大家都有一个‘洋’字，人家的

‘洋’字里有的是‘洋钱、现钞’，洋口港
的‘洋’字，只有‘水’。”如东人的辛酸和
苦楚，被作者寥寥数笔，就全然呈现。
让我不禁为那个年代奔忙和牵扯其中
的建设者、参与者感到心疼。再比如书
中杨镜吾讲述南通市政协副主席单晓
鸣的故事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着说
着，她眼泪就出来了，我们也很激动，
一屋子人稀里哗啦地哭了，也不知道
是委屈还是心疼县长，也心疼自己什
么的，反正鼻子一酸，就忍不住了。”其
实采访单主席的过程中，她两个小时
的侃侃而谈，就曾因几次情到深处的
哽咽，让包括我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
容并红了眼眶。

今日之洋口港，它的生机勃勃与辉
煌，累积于它背后的过往，而这些过往，
唯有亲身经历者才知其蹉跎与焦灼。
文中有这样一段建设者在失意时的独
白：“前面的周折告诉他们，命若悬线，
一触碰就有可能断了，到头来最多就是
空响几声，弹出几缕浮尘罢了 。”的确，
千百个困难挡道，无数次峰回路转，所
有的苦与痛都被这四十载的参与者尝
尽，而最终也都被他们扛了下来。作者
是了解这些过往的，于是文字里才有了
王颖院士颠簸在大海上的汉子形象，才
有了单晓鸣提及的“吃着萝卜皮建国际

大港”的故事，才有了袁新安那个“自转
的肉陀螺”的比方，才有了杨镜吾被县
城庆祝洋口港即将开建而此起彼伏的
鞭炮感动的热泪盈眶……作者还原故
事的神来之笔，点到即止，总能在不经
意间引发读者对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
他们之共鸣。他们面临的是“千辛万苦
的奋斗和千刀万剐的折磨”，那条隐在
身后的无形的巨鞭也好，那座重压在肩
头的有形的大山也罢，实则都是建设家
乡的殷殷希望，而正是这希望，才赐予
了他们一次次直面困境、窘境的决绝。
正如作者所言，“这胸中的一“奔突”，后
来变成了脚下的一“奔跑”，而这一奔
跑，就是风雨兼程的二十多年；甚至，于
不少人而言，就是所有余生啊。”

总览全文，由人物引出的故事，经
故事映衬的人物不胜枚举，绝妙的细节
刻画使这部报告文学柔软、丰盈且充满
着力量。我承认描述港口的文字对我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作为土生土长的
如东人，我也能感知到作者行文之良苦
用心。无论是篇首对“三兄弟拓荒兴业
的故事”的渲染，还是对如东历史沿革
的大篇幅阐述，都在暗示洋口港之于如
东，如东之于洋口港的命运中的必然，
揭示新时代如东精神的深邃与厚重，而
这才是作者最终的意境所指。

2023年 11月 18日以后，洋口港新
的 20年已生动开篇。丁捷主席《望洋
惊叹》的大格局，我难以企及，但还是
愿意以有限的笔力，以当下参与者的
身份去情真意切地记录港口谋定而动
的睿智和无限可期的未来，会同所有
文学爱好者，为如日东升的如东添一
笔新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