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评]

[荐书]

杭州图书馆门前有座铜像，是一个

拾荒老人眯着眼，低着头，努力靠近书本

看书的模样。

这铜像背后有个感人的故事。

起初，温暖源自杭图的开放和包容，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图书馆阅读，包

括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拾荒者与流浪

者，因此，“拾荒老人”韦思浩，就得以进

入馆内，伏案读书。

然而，拾荒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

温暖的秘密。

这位韦思浩老人竟然是位退休教

师，有房，有退休金，本应过得安逸舒适

的呀，为何会去拾荒呢？

原来他将积蓄都以“魏丁兆”这个化

名，捐助给了贫困学生，自己却用一根竹

竿和两个塑料袋拾荒，维持着俭朴的生

活，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作者杨

素秋，也是一位教师，书中记录了她在政

府部门挂职期间，区级图书馆从筹备到

落成的整个过程，其中的矛盾和挣扎，愤

怒和无奈，作者都一一坦诚道来。

有时难免让人丧气，但也不得不感

慨，总有那么多善良坚毅的人，为心中的

理想坚持努力。正是这些努力，使得无数

像“韦思浩”般的读者，能安心在好书堆

中阅读，默默生长美好。

“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杨素秋在

创建图书馆的过程中，真诚地秉持这一

信念，并将其付诸实践。

图书馆的位置处于商场地下室，本

就不合适，但是创建的时间短，预算、招

标、装修，在不熟悉的领域中一次次的磨

合让杨素秋，精疲力竭，但是每次沉浸到

书目的编写中她是愉快的。

为了让书目更完善，她邀请各行业

的专业人员来推荐书目，考虑周围群众

的特点，确定各种类型的占比，细心地考

虑到，少儿阅读的立体书价格较高，很多

普通家庭不舍得买，也编入其中，让图书

馆成为消除身份差异的场所。

可人心之贪啊，让杨素秋始料不及，

难道费尽心血的编成的书目，最终还是

要被馆配书所替代吗？

在困境中，她仅凭善良的本能做出

选择，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最终保住了书

目，那些精心挑选的书籍也终于得以整

齐地排列在图书馆中。

从此妈妈们可以就近带孩子去读那

些舍不得买的高价立体书；盲人杜斌可

以到盲文阅览室读《世界通史》；书法爱

好者还可以尝试临摹各种人的字帖写

法。还有许许多多的读者，在这个图书馆

内，通过一本又一本的好书，点亮一颗又

一颗热爱阅读的心。

本书的最后，杨素秋他们拜访了那

个凭一己之力建立纳朗姆社区图书馆的

久美。

在川西藏区草原上的久美带着困惑

踏入城市，城市中充盈的书籍解决了久

美的困惑，促使他迅速成长，拓宽了对世

界的认知。

回到家乡后，目睹牧民因补助金争

执，他认识到金钱和物质的援助不足以

提升他们的尊严和价值，而应该将书籍

带入草原，用知识改变人们的观念。

牧民的孩子问：读书有什么意义，我

家里很穷，为什么不可以辍学去打工呢？

久美就用行动来回答孩子！

没有人教，没有资金，他就自学建筑

知识，数学公式，画图纸盖房子，建造了这

座原生态，并不规整，却明亮出奇的图书

馆。为了让在图书馆读书的孩子能够吃上

免费午餐，开民宿，开发草原旅游，他又开

始阅读历史类知识，让书籍、让知识弥补

生活中的短板，做成人生想做之事。

久美要让孩子明白读书不仅仅是为

了赚钱，而是通过书籍看到更大更远的

世界，有追寻自己人生意义的机会，所以

他选择的书籍大部分是儿童文学，还有

一些历史和哲学读物。

临行前，杨素秋的孩子问久美关于

善良的问题，困惑“有时候恶人没有恶

报，好人没有好报”，久美回答说：我们先

不要想回报，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

好的环境，那一定是那些善良的人共同

创造的。

当我看到这里时，心中充满了感激

之情。总是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啊，在为

这个世界不断创造美好，我们才能得以

如此幸福自在的读书生活！

总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在为这世界不断创造美好
———读《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有感

□ 陈菊红

以世界之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

法，也都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辨别世间

的种种不同，为它们划分类别，在比较中

寻求差异，从而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这是一种眼光，也是一种态度。我读王场

宏的游记散文集《苍穹之上》，读出了一

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态度———世界是平

的，同时也是平等的。

我的意思是说，对王场宏这样的“行

者”和资深旅友而言，世界的每一个去处

都有值得书写的价值，都有独属于它自

己的看点，有值得向世人推荐的亮点和

精彩。交通发达的当下，网络发达的时

代，世界是平的。同时，对一个酷爱旅行

并长年行走在世界各地的写作者来说，

世界也是平等的。进入一个地方的热切

程度，书写观感时的态度及表达，都具有

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这是一个真正的

行者所应具有的态度，是看待世界时的

一种难得的平和的眼光。就此而言，我对

王场宏这些记录自己游走于世界各地的

观感文章，就产生了别样的好感。

在王场宏的笔下，巴黎和喀土穆具

有同等地位，五台山和大凉山也一样保

持着感情投入上的等距离。它们都是作

家本人的旅游目的地，当地的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民情风俗各具特色，却没有孰

高孰低的区别。作者并不特别赞叹哪一

个而挑剔另一个，也不把哪一个当成故

乡，另一个却是陌生的异地。可以说，这

是一个真正旅行者的态度，一种游走者

应有的姿态。我因此也很愿意沿着作者

看上去并不华彩的笔触，去看他看过的

世界，欣赏他对这些地方的描述和评价。

声腔也许并不高亢，却不失入耳入心之

处。而且，它们是可信的。对游记散文而

言，这种可信至关重要，简直就是文章致

命的关键。

作者本人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曾

经穿越腾格里沙漠，也曾在喜马拉雅山

的山脉中徒步，在五千多米的珠峰大本

营做俯卧撑，在加格达奇零下三十多度

的气温下冰泳，是一位行走在世界的行

者，而不是利用节假日去凑热闹的游客。

相较于热闹的旅游景点，他更青睐高山、

边陲，曾经十三次深入青藏高原，九次出

入天山南北。之所以更愿去远方，是因为

那里不但有震人心魄的自然风光，还可

以感受许多传统且新奇、独特又有趣的

文化风俗。背起行囊就出发，有时自己独

自旅行，有时与同学、朋友结伴。一个傍

晚，他经过一座山野中的村庄。本想在村

头扎下帐篷，却被藏族同胞迎进家里。他

们告诉他，附近有狼群出没，很危险。那

晚他和男主人坐在暖烘烘的火塘旁，以

酒代茶，聊了很久，成了朋友。每一次外

出都会结交一些朋友，得到他们的帮助。

于是，一次次孤独的旅行变成了一场场

结交朋友的奇遇。旅行中遇到的种种困

难，从未影响他对远足的热爱。因为在他

的内心深处，这些困难已经化作一种必

要的挑战和难得的经历。

收在《苍穹之上》里的数十篇文章，

平实地记录、叙述了王场宏旅途中的所

见所闻。文章或抒情为主，如《西沙寻梦》

《托克逊的杏花开了》；或纵横捭阖，用历

史和世界的眼光观察现实生活。看似没

有统一的风格，却多了些新鲜感，少了些

单调，且不失为“游”和“记”的结合。更重

要的是，无论抒情还是议论，书中那些不

同的世界景观，在他的笔下都是平等的，

都是值得书写的对象。

对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作者尽力

不去简单描写，而是努力在思索中探究：

何以如此？意味何在？意味深长的议论

中，不无让读者有所启发之处。

这虽是一部游记性的散文集，一样包

含着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作者之所以

能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处风

景，一个重要的人生背景还在于，作者的

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可以风轻云淡地对待

种种浮沉起落，自然也就不会一惊一乍地

渲染某一些，而冷落另一些。当过知青，干

过农活，参加过石油会战———这些经历既

锤炼了一个人的意志力，也赋予了平和对

待世间事物的态度。这种人生观的自觉表

达或自然流露，实在也是游记散文中难得

的腔调和态度，值得保持并书写下去，让

更多读者借此看到一个既充满差异又值

得驻足的世界。 （光明日报）

每一个去处都值得书写
———读游记散文集《苍穹之上》

□ 阎晶明

提起老成昆铁路上的“小慢车”，曾

被授予“最美铁路人”称号的列车长阿西

阿呷仿佛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近日，她在

四川凉山州西昌市深情回忆了从儿时坐

着老成昆线上的“小慢车”读书到长大后

成为列车长的经历：“‘小慢车’是彝族老

乡的‘赶集车’和‘致富车’，还是沿线孩

子们的‘校车’。”

老成昆铁路汽笛声尚未远去，新成

昆铁路复兴号动车组已呼啸而至。如今，

新老成昆铁路沟通川滇、并行西南，描绘

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绚丽画卷。“新成

昆是‘速度’，沟通了大凉山的县与县，而

老成昆是‘温度’，串联起了大凉山深处

的村与村，二者一快一慢，相辅相成。”阿

西阿呷说道。

这是在长篇报告文学《大成昆》新书

分享会上发生的一幕。阿西阿呷与该书

作者、作家陈果，青年教师罗海军一道，

为读者讲述新老成昆铁路的难忘故事。

罗海军是成昆铁路的受益者。2009

年，罗海军考上西昌学院，他坐着老成昆

线的火车踏上求学之路。从 2014年开

始，罗海军每年暑假都跟随导师，同时也

是老铁道兵、老成昆铁路建设者的四川

师范大学杰出教授蔡方鹿参加“重走成

昆线”活动，十年间从未间断。2022年

12月，成昆铁路复线建成通车，凉山州

正式迎来“动车时代”。罗海军看到了新

老成昆铁路带给凉山的巨大变化：“新老

成昆铁路并行，将继续为沿线发展注入

源源不竭的动力。”

为创作《大成昆》，陈果数次踏访大

凉山，深入大凉山腹地的喜德、越西、尼

波、红峰、沙马拉达等地寻访亲历者。在

此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这条铁路穿行

于大凉山腹地对于沿线民众的意义：“新

老成昆铁路近一半的里程都在凉山州，

铁路将外界资源更便捷地带到大凉山，

也将大凉山的资源、特产输送到全国乃

至世界；铁路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命

运，很多当地人因为成昆铁路，走向了更

广阔的人生空间。”

在谈及创作《大成昆》的初衷时，陈

果坦言，成昆铁路是一条英雄路，它的背

后是英雄的铁路建设者，他们用青春、热

血甚至生命书写了成昆铁路这部恢弘史

诗。“成昆铁路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人们

前进的方向。希望读者不仅能从《大成

昆》中读懂成昆铁路和建设者的故事，更

能收获人生的启示和生活的力量。”

（中国新闻网）

长篇报告文学《大成昆》分享会举行

[新书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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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老法师”，是

“爷叔”，阅尽世事、神秘

莫测，一生历经时势摆荡

与时空流转，与上海这座

城市有聚散离合交缠相依

的缘分———他是王安忆这

部最新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串连起形形色色的人物，

推进兴衰起伏的故事。在

有着浓厚上海城市烙印、

女性形象为主线的代表作

《长恨歌》 问世二十余载

后，作者在本书中塑造了

一位生动、立体的男性形

象，再度描绘她熟悉又擅

长表达的上海，经由其细

致、绵密、圆熟的文字，

展开时间跨度长达大半世

纪，繁华喧嚣、五方杂处、

众生百态、沧桑变幻的上海浮世“长卷”。任由时代风

云如何翻卷，俗世男女自有其蓬勃的生命力与引人感触

的命运走向，而男主人公出神入化的傍身舞技作为整部

作品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线索，不止定格了人物的若干

生命瞬间，或许也有为时间流逝中的上海画像之意。

[书界传真]

[读书笔记] 《儿女风云录》

2024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日前在

京发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000

种”、《辞源》（第三版音序本）被评为年度

荣誉图书，《周制与秦制》《清华大学藏战

国竹简校释》（第一辑）等获评年度学术

类十大好书，《藏春：元大都规画》《古汉

语常用字字典》（第 6版）等获评年度大

众类十大好书。

据介绍，这些年度好书中，既有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标志性成果，

也有不同领域的经典之作。其中，“汉译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自 1981年开始出

版，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学

术翻译工程，今年总体量达 1000种。为

符合现代读者使用习惯，百年《辞源》首

次推出的音序本填补了版本空白，是目

前《辞源》系列产品中使用最为便捷的版

本。

发布会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表示，这些好书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经典阅读价

值。

（新华网）

商务印书馆发布年度十大好书
“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是民族的共同

体，是命运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还是

生活的共同体。”近日，作家王蒙《在伊犁》新书发布暨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王蒙再忆伊犁岁月，感慨地说，“于我而

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深情的共同体”。

1965年，王蒙来到新疆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

红旗人民公社）劳动。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

习维吾尔语，爱上奶茶泡馕……这 6年的经历，成为他后

来创作“新疆叙事”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 1983

年至 1984年间的《在伊犁》系列作品，正是以他的这段

经历为背景。

《在伊犁》共收入《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 9篇作品，

1984年 8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2024年重新

出版的《在伊犁》，对该版本进行了重新编辑修订，恢复了

代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在伊犁》中，王蒙有

意回避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众

多可爱可亲的人物形象。

在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谈道，王蒙多次提到伊犁是他的

第二故乡，那片辽阔的大地和那些不同民族的、生动鲜

活的男女老少，早已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魂牵梦萦的

精神家园。 （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蒙《在伊犁》：诉说民族情深

这是阿来漫步远山的诚

意之作，讲述了 10个把心交

给旷野的行走故事。作为一

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

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

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

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

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

“一个小时走 5 公里和一个

小时飞 720公里，看到的东

西是截然不同的。”阿来说。

多年来，他始终将行走和写

作视作自己的宿命。从四川

到云南、贵州、甘肃……作为

中国最早的行走文学践行者

之一，阿来在行走中发现了

旷野的诗意、诗性、诗心与诗

情。在《去有风的旷野》中，阿

来还呈现了他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的一

面。他的文章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棘豆、风花菊、香青、

蝇子草……他爬上海拔 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

草如数家珍。在阿来笔下，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的“背景

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

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蓊郁如海。他的文字总有一

股自然的野气，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

古树繁花。

《去有风的旷野》

作者：阿来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 9月
价格：59元

“新南方写作”可以说

开启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地

方性浪潮，曾攀的新著《新

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

象》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这

个概念或曰理念的提出，试

图重新沟通世界以提供丰富

镜像，为“南方”复魅与赋

形：边地充沛的野性及诡谲

的景象、区域链条中文化的

复杂联动、海洋文明的广博

盛大、发展与开放并置的国

际视野。如是生成了多元共

生的文化可能性，创造新的

空间诗学与未来想象。

《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

作者：曾攀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 6月
价格：62元

作者：王安忆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 10月
价格：5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