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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6■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南风子

李小晓的小说文集《赶路人》满纸云霞，又
满纸人间烟火气，是一本好看又沉重的书。它
好看，故事精彩，波澜起伏，代入感强，细节饱
含温情，文笔优美流畅，有朝云之美。一旦拿
起，不读完一两章，就不舍得放下。

它沉重，涉及故乡、故人、故情；书写了代
沟、青春、爱情、家庭、疾病，皆是人生绕不开的
主题。书中人物的故事，有我们的影子；书中
人物的命运，带给我们深刻的人生启示。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在朝自己的目标前
行。有时候，即使自己不想走，也会因为种种
原因，不得不行走、奔跑。因此，当我第一次看
到书名时，就有了共鸣。而当我阅读完之后，
我发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一个观点令我动
容。这就是：和路的最终目标一样重要的，是
路途中的风景。

或许，这与作者李小晓的自身经历分不
开。她的人生之路多彩而励志，堪称一部“小
传奇”：生于古城西安，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英
语系，硕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播学

系，曾任新华社北美总分社记者，后转往香港
金融界发展，任证券金融分析师开启了投行生
涯；同时又热爱文字创作，创立了流量颇高的
公众号“二氧花旦”。她不断前行，奔赴一个个
目标，同时又将自己在前行之路上遇到的故
事，感受到的情感，获得的体悟，一一形之于笔
端。她是一个赶路人，也是在一个品味途中风
景的欣赏者。既品味自己人生途中的风景，也
品味他人人生途中的风景。

人生风景多在细节间、亲情中、日常烟火
里。就像《我的父亲老何》中，母亲在父亲老何
饭盒里的烧饼中偷偷夹上一层厚厚的酱肉。而
父亲老何，自从有一次发现儿子喜欢吃冰棍之
后，每逢与儿子出门，总会给儿子买一根冰棍，
即使多年以后儿子已长大成人。而在《刘清莲
的小奇迹》中，家境拮据的刘清莲，为了一家人
能常常闻到肉香，想出了一个做菜秘诀：“她将
肘子肉和边角料一起拿回家剁碎，腌制，风干。
每次炒菜时抓一把碎肉放在铁锅里先泡再炖，
锅内沸腾时再下素菜，热气扑面，竟也是和孙教
授家同样的浓郁肉香。”生活的大美与真味，就
藏在这些充满温情的日常小事之中。

每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都藏有一种风
景。当我们学会了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我们的
心灵就不会再被“代沟”所蒙蔽，我们就能看到
上一代人的“生活哲学”另有一种可爱、可敬。
就像刘清莲的儿子曾经对母亲的“抠门”特别反
感，鄙夷母亲“吃火锅专门端一口空锅，打包剩
汤”，嘲笑母亲“为了省水在水箱中垫一块砖”。

后来，他要在北京买婚房发现钱不够了，急得如
热锅上的蚂蚁。收入不高的母亲得知后，一抬
手就拿出了80万元援助他。将近而立之年的
他，才明白母亲的“抠门”是一种未雨绸缪，是蚂
蚁聚沙一般地执着，是想“给自己一生的付出一
个交代”。就像老何的儿子终于理解父亲固执
的背后，是父亲少年失父的隐痛以及视亲情为
生命的人生信念。只有我们不把简单化的标签
贴在上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心灵的眼睛才不会
变得“屈光不正”，我们才能了解上一代人的心
理状态、处世之道以及独特的荣耀。

天有晴雨风雪，人亦如此。疾病与衰老，
让人的身心备受摧残，让亲朋好友备受煎熬，
可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给予病人、老人尽量多的陪伴。《春节喜筵下的
真实人生》中，“我”与姥姥相偎相依，互诉衷
肠：亲情的暖阳融化了疾病的严霜与衰老的寒
冰。

月有阴晴圆缺，情亦如此。那些没有结果
的青春情感，也会沉淀下令人泪目的细节，供
后半生咀嚼回味。《我的青春印在宾州比萨店》
中的“我”与亚当，虽然最终只是朋友一场，但
是留下了人生中最美的吉光片羽……那些令
人遍体鳞伤的爱情，治愈之后，回首时，常常可
以付诸清风，付之一笑。

人生之路，有春阳秋月，也有风霜雨雪。
合上《赶路人》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作者悄悄
地提醒我：请以赶路人和欣赏者的双重身份，
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吧。

赶路人，请记得欣赏沿途的风景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鼎身高2021毫米的小康宝鼎、北
京市首张冬奥会专用发票、彰显国际元
素的中欧班列标识……11月3日，在
重庆举办的中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
展峰会·2022上，由国家文物局主编、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出版
的新书《见证新时代》首发。该书旨在
通过150件具有代表性的实物，以小见
大，以物见史，以真人、真事、真情实感，
以亲历者、见证者、讲述者身份，生动讲
好新时代的故事，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
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在书中，读者可看到一些和重庆相
关的内容。如，《中欧班列标识》文中讲
述了2011年3月，首列试运中欧班列从

重庆发往德国杜伊斯堡后，中欧班列不
断提速、扩量、增效，实现常态化开行、
规模化运营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重庆
国际门户枢纽地位不断凸显，中国对外
经贸及更广阔领域合作的光明前景。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
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翻开《见证
新时代》，读者将感受到新时代十年间
中国在各领域乘风破浪、敢勇当先的故
事——

在陆上，通过中欧班列的标识，看
到“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统一规范、合作
共赢、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在海上，通过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和“实验
6”科学考察船，看到我国深远海探测
与实验能力正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在江河，通过一瓶清澈的水样和一把老
式水壶，看到从长江向黄河、海河、淮河
大调水梦想的一步步实现；在山林，通
过“地球卫士奖”奖杯，看到塞罕坝从茫
茫荒原变为万顷绿洲，成为全球环境治
理的“中国榜样”……

“这本书让新时代的光荣见证‘活’
起来，借新物件之‘口’，讲述新时代十
年建设的辉煌成就， 借新物件之

‘眼’，展望未来发展复兴的伟大征程。”
该负责人说。

《见证新时代》

以物见史，讲好新时代故事

□苗怀明

初闻只道曲词好，再听已成曲中人。
这句话是笔者阅读《乐府诗集》感受的形象
概括。初次接触《乐府诗集》是在大学时
期，那是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当时并
未读完全书，但其中的代表作品则是基本
读过，其中一些至今还能背诵。当时的感
觉这些诗写得很鲜活，很美，以当时的阅
历，也只能理解到这一层。几十年之后再
次集中品读，如晤老友，分外亲切，那份新
鲜感还在，与年轻时不同的是，此时多了一
份感动，细味其中的不少诗句，不觉潸然泪
下。

有些书读一遍即可，有些书则需要用
一生的时间细细体会，《乐府诗集》显然就
属于后者。

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研究，接触过太多
文学作品，泪点已经相当高了，但面对《乐
府诗集》里的这些乐府诗，心灵仍然是不设
防的。就拿人们谈论最多的爱情诗为例，
看看《上邪》里那些饱含深情的诗句吧：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短短三十五个字，滚烫的诗句活画出

一颗炽热的灵魂。如果不是爱情遇到很大
的阻碍，女主人公是没必要把话说得如此
决绝的。不管是什么身份，只要她坚守自
己的爱情，说出如此坚定的誓言，都是值得
敬佩的。丝毫没有坐宝马车还是坐自行车
的纠结，言为心声，发自自己的灵魂，大胆
去爱，爱得如此理直气壮，爱得如此轰轰烈
烈，爱得如此纯粹，没有一丝犹豫，你没法
不感动。如果还能听到当时的曲调，我想
它一定是相当激昂的，充满战斗精神，让人
热血沸腾。这就是先民们的爱情。

为什么如此质朴的诗歌能打动心灵？
答案只有一个字，真。这个真，是真实之
真，也是真诚之真，这恰恰是很多文学作品
所缺少的。这也是笔者阅读《乐府诗集》的
最大感受，全书所收作品，不管是郊庙歌
辞，还是民间小调，不管天南海北，都是发
自先民内心真实的声音。感谢当时的乐府
官员，是他们不辞辛苦地征集和整理，为后
人保存了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许爱情最能体现感情的丰富多彩，

最能扣动心弦，《乐府诗集》给人留下最深
印象的也正是这类诗歌。就笔者的想象，

《上邪》更可能出自北方性格刚烈的女子之
口。《有所思》女主人公的口气似乎也透着
一股来自燕赵大地的豪侠之气。至于南方
女子的柔情似水，《西洲曲》中体现最为淋
漓尽致，那份飘荡在灵山秀水间的真情挚
感同样令人感动，爱情原来如此美好。都
是描写爱情，都是直抒胸臆，但没有固定的
套路，没有后来文人的那种矫揉造作，质朴
鲜活，直击灵魂。即便是戛然而止的分手，
也照样说的明明白白，不拖泥带水，有了

《白头吟》《上山采蘼芜》这样的作品，《乐府
诗集》里的爱情诗歌才更为真实可信。从
这个角度来说，《乐府诗集》反映的是一部
我国先民的情感史。

以往提到历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二十四史之类官修的正史，这些史书记载
的多是军国大事、帝王将相，要么就是一堆
统计数字。如果要了解先民的衣食住行、
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靠这些材
料是不够的。过去人们常说六经皆史，借
助这个说法，也完全可以说诗歌皆史，这些
充满诗意的历史是触及人们情感和灵魂
的。

《乐府诗集》里还有一些叙事诗，如《木
兰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其中的人
物形象如花木兰、罗敷、刘兰芝等，早已脍
炙人口，这些人物形象或许是虚构的，即便
实有其人，她们也进不了官方的史书，但对
后人来说，这些人物形象比史传里的人物
更真实，也更有魅力。也许这些作品中的
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是虚构的，但这样的
事情在当时完全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诗
句中传达的思想和情感，这些思想和情感
是真实的，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但被一代又
一代的史官们忽视了。

同样，《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
《古歌》《悲歌》这类作品多与战争相关，从
史书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指明哪场战
争，更没有点出其中的人物乃至具体的时
间地点，这无论如何是不会被载入史册
的。如果对战争的记载只是攻城略地、丰
功伟绩等内容，它注定是残缺的。如果要
了解战争带给人们心理的痛苦和创伤，了
解作为丈夫、妻子因战乱长期分离的煎熬，
这些作品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些
回荡在历史深处的歌声值得永久保存。人
们为何特别看重杜甫的“三吏”“三别”，将
其诗歌称作“诗史”？原因正在于此。

翻开《乐府诗集》，眼前浮现出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形象，还有那些美得醉人的风景：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不就是南北朝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吗？耳边回荡着降央卓玛金子般的歌声。

回荡在历史深处的歌声
——读《乐府诗集》所感

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标志性
成果和旗舰项目——中欧班列的标识（如上
图）。2016 年 6 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
统一品牌，同步启用中欧班列标识，标志着中
欧班列驶入了统一规范、合作共赢、健康发展
的新阶段。

该标识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基本
造型，巧妙地将中国铁路路徽、中国铁路英文缩
写、快运班列英文字母融合在一起，既突出了铁
路特色，又彰显了国际元素。2016年6月2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共同出
席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达欧洲（波兰）仪式，背
景板就是中欧班列标识。

中欧班列是中国铁路组织在中国与欧洲以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开行的，按照固定车

次、线路、班期和全程运行时刻运行的集装箱国
际铁路联运班列，是中国铁路精心打造的具有
竞争力和信誉度的国际物流知名品牌，被誉为

“一带一路”上飞驰的“钢铁驼队”。
自 2011 年 3 月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已经形

成西、中、东三条运输大通道，打通了73条运行
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68个城市，累计开
行4万多列，运输货值合计超2000亿美元，成为
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在促进亚欧
各国之间经贸往来、拉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9月22日发布的

《“一带一路”蓝皮书》，盛赞中欧班列是“一带一
路”的机制化旗舰项目，是亚欧各国深化务实合
作的重要载体。

2011年3月，首列试运中欧班列从重庆发往
德国杜伊斯堡，并于2014年实现双向运输。伴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化，中国铁
路积极创新思路，将中欧班列打造成为我国与
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欢迎。2017年4月，中国、哈萨克
斯坦、蒙古、俄罗斯、德国等七国铁路部门正式
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2017年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频连
线仪式，连云港、霍尔果斯两个分会场四列中欧
班列同时双向对开。

在 2018 年 11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进口博览
会上，中欧班列电子沙盘走进了中国馆，习近平
总书记陪同各国参会政要共同参观。经历持
续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不断提速、
扩量、增效，目前已实现常态化开行、规模化运
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优先保
障国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确保国际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成为各国携手抗疫的“生命通
道”和“命运纽带”，截至目前已累计向欧洲发运
1199万件、9.4万吨防疫物资。2022年5月，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在世界
疫情和国际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中欧班列克服
全球流通不畅、运力不足的逆风，交出了一份亮
丽的成绩单。

（本文选自书中《中欧班列标识》一文，由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 供稿）

彰显国际元素的“钢铁驼队”标识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精选摘登】

□向泽映

无论是记者节，还是长江韬奋奖，都与一个
伟人的名字分不开，他就是新闻巨子范长江。
范长江先生于1937年11月8日发起成立的“中
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是今天“中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的前身，11月8日也被确定为中国“记
者节”。而长江韬奋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的全
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前身之一就是范长
江新闻奖。

范长江先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奠基人之一，是第一个系统报道红军长征的记
者。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采写的《中国的西北
角》《塞上行》等报道，已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不
朽名篇。范长江先生，不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
上创造了一系列新闻奇迹，而且以身作则，作为
新闻楷模留下了具有永恒价值的长江精神，那
就是求真求实、敢为人先的精神；以民为本、为
民服务的精神；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我是范长江先生的“粉丝”，大学时代接触
到了他的文章、书籍，当记者后又借鉴他当年的

“环川行”旅行采访计划，步量大地、脚踏实地，
徒步一万五千里，完成了“渝郊万里行”。此后，
我始终以长江先生为范本，以眼代嘴，以腿作
笔，深耕基层，紧接地气，靠着一双硬铁般的双
脚，走出了一条坚实的成长之路。30多年来，
我以实际行动，自觉践行着一位党报记者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的价值追求，先后穿越川渝

《灾后纪行》、巡回万里《峡江行》、四度入川《走
进震灾区》、行走《千里乌江》，发表数百篇新闻、
通讯、调查报告，共几百万字。这些报道的最大
特点就是强调了“田野考察”“现场实录”，脚板
要走到现场，到现场调查，在现场实录。这种文
体被称作“实录体新闻”，我又叫它“行走新闻”。

我始终秉承踏遍千山万水，到边远艰苦地
区抓“活鱼”；走进千村万寨，深入基层一线调查
采录；融入千家万户，转变作风为民纾困解难；
历经千辛万苦,在反复挖掘核实中求证事实真
相；排除千难万险，在摸爬滚打中磨炼意志锻炼
成长。其实，这并不是我的个人发明，实际上是
对党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坚守和发扬，是范
长江精神在新时期的一种延伸和拓展。

这次结集而成的《笔走千山》一书，不是一部
人物传记，也不是长篇报告文学，它实际上就是
一本普通的新闻作品集。说普通，是相对其他名
家出版个人精华本、经典本而言，本书选稿原则，
不求选精而求选真，不求高大上但求特活强，书
中既收录有所谓成名作、代表作，更有意选了一
些出世之作、练手之作，甚至还有即兴之作、应景
之作。本书以不同体裁的作品为经，以报道时间
顺序为纬，透过这些零散作品的排列组合，依稀
可见一位新闻工作者从蹒跚学步到独立行走、从
健步如飞再到行稳致远的背影和足迹。这，兴许

是本书的特别处，抑或是青年学子的兴趣点。
《道德经》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我原本是学历史的，初入新闻
行，第一步学爬。爬格子，就从写最基础的“本
报讯”“豆腐干”短消息开始。本书第一部分，收
录了四十来篇消息，前几篇都可算“处女作”：第
一次用材料改写成短讯的，第一次个人独立采
访完成的，第一次与人合作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书第二部分是特
写，第三部分是通讯，几乎篇篇离不开一个“行”
字。以长江为范，拜长江为师，我追随前贤，长
期关注民间，深入一线，扎根基层，写了大量的
现场新闻和旅行通讯。

记者不仅是行者，更应是思者、学者，关于
评论、调查报告、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多是这方
面的成果呈现。这几部分，各选了十余篇，有一
定高度、深度，自然也选了一些初生期的作品，
尽管有稚嫩气，但也朴实率真。而工作研究部
分，主要选择了我在省级党报管理者岗位上有
关新闻宣传和媒体融合发展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总结，可供参考。

作为长江奖获得者，今后，我更应时时刻刻
以长江先生为楷模，自觉成为学习范长江精神
的先进典范，传播范长江精神的时代先锋，实践
范长江精神的行动标兵，努力把范长江精神贯
彻到新闻实际工作中去。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要自觉“担道义、守良心、当示
范、作榜样”，致力践行“走转改”，坚持“三贴
近”，并带动身边更多的“田坎记者”“巷子记者”
茁壮成长、卓然成才。

（本文选自《笔走千山——一位长江韬奋奖
获奖者的新闻轨迹》代序及后记，有删改）

《笔走千山》

以长江为范，为时代立言
渝 版 书 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