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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泽映

作为记者，在我的职业生涯
中，采访过无数的地方，无数的
人，无数的事。然而，让我最难以
忘怀的是那段特殊的经历——峡
江行。

1996 年 7 月下旬，我接到重
庆市委交办的一项特殊任务，到
三峡库区做一次深度调研采访。
我带领文字记者罗成友、摄影记
者靳小丁组成特别报道组，迅即
奔赴大三峡。当时是重庆直辖前
夕，中央决定由全国计划单列的
重庆市代管四川省的万县市、涪
陵市和黔江地区。说实话，作为
重庆日报记者，我们对峡江地区
和武陵山区知之甚少，普通的重
庆市民几乎更是对其一无所知。
但当我们走进峡江采访时，就感
受到了峡江人热情、豪爽的性格
魅力。

原万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心怡，是第一位接待我们的
地方官员。这位曾办过报纸的

“老宣传”，热情豁达，快人快语。
我们到万县已是晚上，刚一住进
万县市委招待所，他就来到我们
住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峡
江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变
迁。末了，还送给我们一本他主

编的诗歌文集《历代名人吟三
峡》。第二天，我们分头进行采
访，他亲自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为
我们提供工作之便。我们希望专
访当时的万县市委书记陈光国，
他又想方设法协调、安排，让我们
顺利地完成了采访任务。

我们第一次去开县采访可谓
人生地不熟，到县城已是晚上六
七点钟了。由于时间紧，草草吃
过晚饭后，我们就极不礼貌地

“闯”进县委书记张天雄的办公
室。当时他在加夜班。对“不速
之客”的冒昧，这位县委书记并未
生气，在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欣
然接受了采访。采访完毕，这位
当过教师的“秀才书记”竟然意犹
未尽，在办公室里一边踱着小方
步，一边讲起了他在一次首长主
持召开的开县搬迁现场办公会上
据理力争，最后全城搬迁方案被
采纳的故事。

峡江人旷达，峡江人热诚，峡
江人豪迈，峡江人的奉献精神令
人敬佩，让我们这辈子都难忘。

在云阳，我们接触了县移民
局局长杨钢，这位胖胖的移民局
局长，为人耿直，对人极为热情。
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为了移民工
作，舍了小家顾大家。母亲去世
时，他正在一期移民现场忙工作，

赶不回去。后来，他在自己的传
呼机上设下母亲离世的时间：下
午2点5分。每天到这时，身上的
传呼机自动响起，他以这种特殊
方式怀念自己的母亲。由于长期
操劳在移民第一线，杨钢在44岁
那年就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过早
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移民事业。

峡江采访，既有精彩纷呈，也
有惊险不断。

1996 年，我们在峡江地区曾
多次经历“险情”。那年 8 月初，
我们乘坐的采访车从黔江驶向酉
阳，半路碰上塌方堵路，车停斜坡
上，后面就是悬崖绝壁。此时，司
机下车到前面查看情况，车上的
我们突然感觉车往下滑，吓得惊
叫起来，幸好，车滑了十几米，被
后面停着的一辆客车挡了下来。
客车被擦掉了一块漆，客车司机
只让我们赔了100块钱。事后我
们几个开玩笑说：“花了 100 块
钱，救了3条命！”

峡江里，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峡江里，留下了我们的情怀。

峡江是一座新闻的“富矿”，永
远永远都挖不完。这些年来，我和
罗成友对这座“富矿”情有独钟，几
乎每年都会到这座“矿山”里“勘
探”“挖掘”“洗选”，不断生产出新
闻产品，其中不乏精品力作。

峡江是一座地灵人杰的“舞
台”，这里出典型，出经验，出人
才。这些年来，我们从中挖掘出了

“八步工作法”、优秀纪检监察干部
张兰权、优秀社区干部周启光等一
大批典型经验和优秀人物。

峡江是一块文化的“宝藏”，
越品越有味道。我们在这块“宝
藏”里，不断地汲取三峡文化、三
国文化、巴楚文化、移民文化、旅
游文化……

峡江的山，融进了我们的心；
峡江的水，融进了我们的情。峡
江，令人无限向往；峡江，让人永
难忘怀。我们只好用笔，描绘峡
江的时代风貌；我们只好用书，记
录峡江的历史变迁！

（本文系《峡江行——当代三
峡库区考察实录》自序，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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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17 日，是第九个“国家扶贫日”，也是国际消除贫困

日。设立扶贫日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学习

身边榜样，宣传凡人善举，培育良好风尚。近年来，不少反映扶贫工作和乡

村振兴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成为一道新的文学风景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今天推荐五部好书，希望书里温暖人心的中国

故事与催人奋进的精神，在留下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备忘录的同时，为

读者带去新收获、新感悟。 ——编者

重庆大学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峡江行——当代三峡库区考察实录》，是一本以新闻报道为主

的图书，真实记录了重庆直辖前后以及三峡大移民的历史。1996年，重庆直辖前夕代管万、涪、黔三

地，时任重庆日报记者向泽映和罗成友行万里访峡江，走遍22个区县和部分厂矿企业，开辟《峡江

行》专栏，再现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社会风貌，后又推出了《峡江浪潮》大型纪实报道以及大量库区调

查报告，均收录于该书。 ——编者

□周矩

人生而自卑，却无往不在经
由超越自卑而追求优越感的路
上。我认为这是本书的精髓所
在。《自卑与超越》是奥地利精神
病学家、个体心理学先驱阿尔弗
雷德·阿德勒的代表作，其主要有
两个部分，认识自卑和超越自卑，
找到生命的最终意义。

“超越自卑”在人的一生中非
常重要，有着积极意义。人在发
展自我的动力很多是源于自卑的
心理。如果一个人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挫折，又没有能力来面对挫
折的时候，就会走到了相反的一
面，甚至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或
周围的人，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比如，有个 9 岁的小男孩在
一个月内晕倒了 6 次，家里人很
着急，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没什
么问题。最后心理咨询师发现他
太在意别人对他的表扬，太恐惧
别人对他的批评。所以这孩子遇
到困难就习惯性紧张。越紧张大
脑越混乱，这样就成了恶性循
环。晕倒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功
能，让孩子和环境暂时隔离。

曾经优秀的中国留学生郭
衡，在她走进世界级的精英群体
时，这位曾经的学霸突然觉得自己

“除了中文之外别无优势”，她用自
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
内在缺乏自我价值感，无法正确认
识自己的价值，需要从外在寻找

“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时下，教育成了当今普遍的

社会焦虑，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
已不是少数。80多年前，阿德勒
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教育
是更强化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
而非‘合作’意识。不管孩子们在
竞争中处于领先还是落后地位，
这都会让他们过度关注自己而忽
视他人。领先者的悲剧不见得少
于落后者、失败者。他们都变得
只对自己感兴趣。”

以上这些案例都能从阿德勒
的《自卑和超越》中获得答案或解
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我
的评价和看法，这个自我的评价
就影响着自己的学习、工作、社会
关系、人生目标。作者告诉我们，
理解他人要从他的过去入手。一
个人现在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与他过去的经验、自我
的认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个人自尊水平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环境对他的看法和态度。
特别他是与父母的关系中受重
视、欣赏还是被忽略、厌弃，这些
态度和关系内化成他的自尊水

平，成为衡量自己价值的主要方
式。可以说一个人自我意识开始
都是建立在外界对他的评价基础
之上。我们且把它称为“外供”，
自信心发展的初级阶段来自于这
些外部的“供应商”。

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加，所
处环境的越来越复杂，如果他仍
习惯寻求别人的认同和表扬，忽
略自我真实的内心感受，寻求更
多的“外供”来获取心理力量去应
对环境的压力，就很容易在处理
亲密关系和工作中出现严重问
题，导致身心的不和谐，以至于抑
郁、焦虑等，甚至自杀。

记得有人曾说过，当你无需
外界的掌声，内心仍能保持平静，
心灵才能获得自由。其中“外界
的掌声”，这种赞扬就是“外供”，
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的那些想
法和认识，就是“内供”，自己对自
己的看法和评价。

通俗地解释阿德勒《自卑与
超越》一书的核心观点，人的成
长就是从“外供”到“内供”的过
程。从依赖他人赞赏的环境认
可，到依靠自己内心的价值持续
支撑。

获取“内供”主要途径是：合
理解释过去，放下恩怨，消除过去
经验给自己的“病毒的负面”思

维，接纳自己。自己和自己客观
的比较，经常感受到自己积极的
变化和进步。逐步提升挑战压
力、化解危机的能力。让个人的
目标融入集体目标，获得人生的
幸福感。从“向外追求”到“向内
探索”等等都是提升“内供”的重
要途径。

一个人的自尊感有了强大的
“内供”后，受自卑情结的困扰大
大地降低。面对生活的挑战，无
论顺境或是逆境，都能找到内心
豁达而平衡，接纳自己、悦纳自
己。既食人间烟火，又不被名利
所绑架。面对自己的错误，随之
而来不是自责，而是迁善。

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审视自
己，引导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把握
好自己，超越自卑。同时，个人的
目标融入到集体目标中，摆脱无意
义的困扰，就构成了生活意义。

谈谈阿德勒《自卑与超越》的现实意义

□厉华

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
集中营，记载了革命烈士“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
命斗争事迹。小说《红岩》的创作
问世，让许云峰、江姐、小萝卜头
等革命英雄的名字被世人所铭
记。尤其是江姐，一曲《红梅赞》
使她的名字家喻户晓。新中国成
立以来，不少文艺形式都曾以她
作为创作的对象：歌剧《江姐》、电
影《烈火中永生》、报告剧《红岩魂
形象报告展演》等，这些文艺作品
不断地从党性、人性的高度去展
现红岩英烈的辉煌。经久不衰的
江姐形象，穿越时空，在中国大地
上成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忠诚
革命事业的典型代表。江姐在铁
窗黑牢里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
曲动人的正气之歌，它昭示着什
么是革命！什么是为共产主义理
想而奋斗！

在我策划的2000多场《红岩
魂——信仰的力量》报告演讲中，
每次都要讲到江姐，江姐感人的

事迹令听众肃然起敬，这，促使我
不断地去收集史料，不断地去研
究开发，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使更多的人走近红
岩。

江姐，这个名字不是文学创
作，她是狱中难友对江竹筠的尊
称。江竹筠被捕时川东地下党
遭受严重破坏，如刘国定等主要
领导干部相继叛变。被叛徒出
卖的江竹筠手上掌握有地下党
游击队的重要信息，国民党特务
要从江竹筠口中挖出组织情况
和人员名单。先于江竹筠被捕
的人员都清楚江竹筠失去丈夫
的悲痛，更清楚她对儿子健康的
纠结。大家都担心，江竹筠在特
务威逼和情绪低落的情况下会
不会坚持不住？当江竹筠被严
刑摧残不能行走，特务用布单子
裹住她抬回牢房的时候，大家为
她的坚持、为她的顽强而钦佩不
已。江竹筠战胜酷刑折磨的坚
不吐实感动了大家，候在牢门的
难友们叫出了“江姐”！后来，江
竹筠从单独关押转入女牢房后，

大家都以“江姐”称呼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渣滓

洞、白公馆革命烈士斗争事迹的
宣传从未间断，一直被人民所敬
仰，一直有新的作品在问世。我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任馆长
期间，结识了在渣滓洞工作了30
多年的谭毅（已去世）。他 1964
年8月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渣滓
洞当管理员、讲解员，一直到退
休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他说：

“我白天是管理员、讲解员，晚上
是保卫员、防火员，这里就是我
的家。”他在渣滓洞结婚、生子，
他陪伴母亲在那里走完人生。
今天，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选择
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文物保护岗
位，管理和宣讲着革命先辈的革
命斗争历史。

作为连续在红岩岗位上工作
了30多年的人，我与今天仍然在
那里工作的每一个职工都认为，
这是职业的光荣，人生的骄傲。

我记得，1995 年在渣滓洞出
口留言簿上有这样一段留言：我
在人们眼中是大款，但是每次来

重庆我都要抽空来看看这里，可
以得到一种力量的激励。在红岩
魂全国巡回报告演讲的留言里，
一位观众写道：以前嫌房子小了，
钱也少。今天看了展览我什么都
不愿去计较了……

2003年我在采访江竹筠儿子
彭云和他妻子时，彭云说了这样
一句话：作为她的儿子我热爱
她！作为中国公民我崇敬她！

我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同
心声。

（本文系《江姐：傲雪红梅》前
言，有删改。）

“傲雪红梅”江竹筠，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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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振兴的中国村庄》

主编：韩长赋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传
承。聚焦30余个村庄创业史、变迁史
的《走向振兴的中国村庄》，入选了中宣
部出版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好书荐读活动7月书单。这些村庄分
布在不同行政区划，建村年代、历史成
因各自不同，产业禀赋、风土民情差异
显著。然而，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既不是耳熟能详的明星村，也不是
名噪一时的网红村，而是平凡得不能
再平凡的乡村。恰恰是这份平凡和真
实，这些村庄所经历的，也是中国绝大
多数乡村正在经历的。记录这些村
庄，可以让后来人更为客观地了解今
天村庄的大致轮廓，更为真实地感知
本世纪20年代走向振兴的中国乡村。

本书立足扎实的调研和详实的数
据，以平实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生动
展现了这些村庄在产业发展、生态改
善、乡村建设、文化传承、农民生活等
方面的演变过程和基本现状，为社会
各界打开了解认识中国乡村真实情况
的一扇窗口，同时，也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下快速发展、日益变迁的中
国乡村留下一份珍贵存照。

《大国小康：决胜脱贫攻坚
背后的人与事》

作者：余玮、吴志菲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大国小康》讲述了决胜脱贫攻坚
背后的人和事。作者专访了全面小康
背后的12位功勋模范，他们中有经济
学家、社会学家、三农专家、农业科学
家与农村致富带头人，如杜润生、马
洪、袁隆平、李振声、蔡昉、贺铿、谭崇
台、李培林、温铁军、吴仁宝、周宝生、
彭兆旺，真实再现了一些地区为实现
脱贫攻坚而采取的一个个非常之计、
作出的一个个非常之举，展现了中华
儿女在全面小康的征程中，如何高昂
斗志，撸起袖子加油干，又如何担当作
为、建功立业的故事。

《重庆脱贫攻坚先锋——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先进事
迹（重庆卷）》

编者：魏大学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本书是重庆市扶贫办对重庆市脱

贫攻坚典型案例的一次全面总结，集
结了重庆市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的
个人和集体的事迹。他们长期奋战
在重庆市脱贫攻坚一线，用满腔的热
忱与强烈的责任感，为推动贫困地区
加快发展、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做出了
重要贡献。

《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作为中宣部2020年度主题出版
重点出版物，《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
学丛书》由10部报告文学组成，包括
全国报告文学奖获得者蒋巍的《国
家温度》（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
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吴克
敬的《耕梦索洛湾》、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任林举的《出泥淖记》、中国图
书奖获得者哲夫的《爱的礼物》、金
盾奖获得者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
八个故事》、觉罗康林的《春风已度
玉门关》、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
洋》、唐晓玲的《两根丝连接一片民
族情》、浦子的《明月照深林》、威戎
的《决战柯坪》。

该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国卓有
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到扶贫点
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见证和感受中
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记录和
反映这一伟大壮举的历史性成就，践
行了文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这
些作品生动反映了脱贫攻坚工作的
伟大成果，成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一份重要文学
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记忆、国
家记忆、奋斗记忆、文学记忆。

《大国小康路》

作者：徐恒杰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大国小康路》是农民日报社资
深新闻工作者徐恒杰完成的一部专
著。该书以时间为轴，以宏观的视
野、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数据与实
例，完成了1978年至 2020年间，中
国以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
标志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大
历史述事，充分展现当代中国脱贫攻
坚的伟大实践、世界减贫脱贫的中国
智慧。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改革开放之初
的政策红利与大范围扶贫成果、三步
走战略实施初期的扶贫攻坚、“重中之
重”战略定位初期的扶贫成果、十八大
以来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四个板
块。以经济社会的不断繁荣富强与
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为叙事背景，
以中国共产党引领国家发展的顶层
设计、支撑发展现实的基层实践、百
姓的诉求与呼声这三者互动演进不
断深化的历史脉络为主线来展开内
容。全书讲求政策法规数据出处的
权威性、时效性，追求相关阐释的通
俗化，事件与人物描述的故事化、镜
像化，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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