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2022年 12月23日 星期五 策划 吴国红 责编 聂晶 美编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7■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聂晶

“还不满十二岁的爱尔安·顾早在几年前已成为中
国武汉市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书中第一章开篇的这
句话就充满了悬念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儿童文
学作家周锐和妹妹周双宁以中德之间跨国写作的方
式，完成了这部温情又有趣的国际合作作品——《中国
兔子德国草》。这一次，书中的主人公是作者周锐的外
甥，一个在德国汉诺威出生并长大的男孩爱尔安。

周锐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童话作家之一，今年8
月“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的推荐书目中的《哼哈二将》
就是他的作品，长篇小说《中国兔子德国草》曾获得第
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在他眼
里，没有什么是不能写进作品的，世上一切，皆是他作
品的素材，他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生活无处不在，艺
术也无处不在。什么都是作品。他就有这个本领，瞬
间就将新的经验翻转成作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
轩在本书的《序》中这样评价作者周锐，“他既靠经验写
作，也靠灵感写作。时下的儿童文学似乎不缺长的东
西，但却缺少短的东西。因此，见到周锐的这么多短幅
作品，就有一种阅读上的新鲜感。也许这种规模的文
字是儿童文学的理想规模。”

这部跨国合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正如曹文轩所说
“生活无处不在，艺术也无处不在”，作者把创作对象对
准了自己的外甥——小主人公爱尔安·顾，他是一个在
德国出生长大、父母是土生土长中国人的男孩，因为出
生那年是兔年，爱尔安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只不折不扣
的吃“德国草”的“中国兔子”。他的成长故事被妈妈通
过电子邮件讲述给国内的舅舅，于是，诞生了这本独特
而有趣的《中国兔子德国草》。

全书共有二十章，也就是二十个故事，语言轻松
活泼，一个个小故事，可以单独存在，又可以成为一
个整体。每个章节后面，还有一句名言及写法指
导。光听听这些章节的名字就让人觉得颇为有趣：

“从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名字说起”“老对外婆说‘当
克’的外孙”“用恐怖片庆祝生日”“通过国际合作完
成的家庭作业”“狼先生是黑手党吗？”书中的人物也
很有趣，有爱尔安那位当过京剧演员又擅长做菜的
爷爷、有幽默的校长福格特、有疯狂热爱小动物的琳
娜、有呵护同学的德文老师林德、有常欺负同学的亚
历山大兄弟，还有就是我们的小主人公——成绩优
异、天真活泼的爱尔安。

书中写了爱尔安两岁时曾在南京外婆家住过一段
日子，爱尔安嘴里的德语“哎呀”“奥托”“当克”“毕特”

“舒儿”……把上了年纪的外婆外公弄得晕头转向。妈
妈隔岸传来德语单词的中文译音，还改成了更加易懂
的中文词语来帮助记忆，比如裤子叫“活塞”、鞋子叫

“数二”等等。正是这些儿时的中国趣事，让爱尔安
回到德国后，成为一位传播中国文化的小使者，他教
德国小朋友唱中国童谣，给大家表演写汉字、用筷子
夹积木……这让我想起今年北京冬奥会上收获两金
一银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儿时的她每逢假期
就回到北京，吃韭菜盒子、练乒乓球、海淀区刷题……

谷爱凌和爱尔安都是在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下成
长的孩子，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碰撞，他们的跨文化
成长背景也许有着不少困惑，但也带来很多快乐。

爱尔安很爱动脑筋，当然，他身处的环境也有让他
大开脑洞的机会。一次，在昂纳的生日会中，昂纳的妈
妈出了一道智力游戏题，其中一题是去火车站找到今
天火车的出发时间、车次等等，并把它记在纸上，要求
越快越好。爱尔安特别机灵，他跑到火车站，向那里的
服务员说：“请给我打印一张今天火车的出发时间、车
次的列表，麻烦快一点。”结果爱尔安最快地完成了任
务，不像其他小朋友到处找资料，还要抄下来。

爱尔安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也折射出中国孩子勇
敢、包容、自强的文化品格。比如在幼儿园玩积木时，
娜塔丽一次又一次拿走爱尔安的积木，她以为他一定
会大叫并抢回去，否则就“不像个男孩子”。可是爱尔
安却想，男孩应该让着女孩，这才像个男孩。这种大
度、忍让并不等于软弱可欺。当幼儿园的男孩子亚历
山大兄弟欺负弱小的希腊男孩格奥格时，“爱尔安夺走
了树枝，并把它扔在地上……第二天，亚历山大带着尼
可来拜爱尔安作师傅”。很多发生于小主人公生活中
的小事，日常而不琐碎，却体现出孩子朴实的智慧，行
云流水的文字描述又让人会心一笑。

该书内容虽写作于 20 年前，但作为对国外教育
方式和海外生活了解的启蒙，对孩子德国教育和中
国传统教育方面客观的、不回避的探讨，过了这么多
年来看仍不过时，很有意思。它以中国人的视角反
映西方儿童生活，在一幅幅有趣的儿童生活画面中
为大家了解西方少年儿童生活打开了一个窗口。在
当下这个国际交流更为频繁的时代，它对于开拓孩
子的视野和思维，树立孩子诚实、自信、勇毅的个人
品格大有益处。

一次温情有趣的国际双打写作
——《中国兔子德国草》读后

1931年到 1945年，是中华
民族历史上饱受摧残的14年，也

是中华儿女英勇抗争的14年。
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东北抗联的勇士们面对日本侵略
者的铁蹄，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
率先展开了誓死保卫家乡、保卫
祖国的局部抗战。他们英勇顽
强、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为整
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
了有力的支援。

作者以其几十年研究东北抗
联历史的成果，结合隽永又不失磅
礴的笔触，生动地介绍了100位抗
联战士的英勇事迹。书中每一个
故事都是一幕幕真实历史的记录，
都蕴藏着一位位抗联志士的热血
忠魂。

□张山斯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西方世
界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如何理性评
估中国的大国崛起，一些学者已经拥有了系统化的观
察与思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博士的

《查尔斯河畔论中国崛起》一书，正是以此为视角，借助
2016年赴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在高校林立、学者汇
集的查尔斯河畔，拜访了数位研究国际关系、历史和经
济学的专家学者，结合自己多年的观察与思考，从政
治、经济、历史等不同角度提出，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才能在
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重塑中占得先机。这让我们得以
从外部世界，去观察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对于全球经

济格局、政治环境的改变。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专有概念叫“修昔

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
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
变得不可避免。这个概念源自对历史上大国崛起规
律的总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其实已经
失去了适用性。该书中几乎所有的受访学者，都认
同“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总结意义，但他们并不认
同这一总结历史的工具，对于如今大国崛起的进程，
仍具指导意义。

“修昔底德陷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暗丛林法
则”，这是刘慈欣著名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宇宙第一生
存法则，因为生存的本能与猜疑链的存在，一旦某个宇
宙文明被发现，就必然遭到其他宇宙文明不经沟通的
打击。全球化让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联，已经
深入血脉难以切割，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流
机制的透明，也让国与国之间形势误判的概率降到最
低，但显然，当今的世界不是宇宙的“黑暗丛林”。

也许，不少人可能会因为本书的出版时间而降低
对本书的预期，因为本书出版于五年前，而文章大多成
稿于六七年前。不过，这反而拥有一种独特的“比较阅
读”的体验，一边从书本去阅读国际经济学家对于中国
崛起的“未来”判断，一边以现实去阅读过去几年中国
崛起进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注释。

如果你能翻开这本书，就能有一种坐着时光机穿
越的体验，也会发现过去五年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仿佛
一切都在查尔斯河畔专家们的预料之中，中国大国崛
起的进程没有改变。而反观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步
伐没有停止，推进对外开放的胸襟更显开阔。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一次许下“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中国再一次重申“中国坚
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
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
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报告中还强调，“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
展环境。”

时近岁末，习近平主席在完成东南亚之行，大力推
动全球治理、全面擘画区域合作之后，又踏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中东之旅，引领中阿、中海和中沙关系迈进全
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变局
中不断开创新局，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笔者相
信，这本书也许能够为我们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理解

“中国崛起”，提供更多元的维度，也能让中国的和平崛
起进程，经得起更长久的检验。

从外部世界去观察这个东方大国
——读《查尔斯河畔论中国崛起》有感

□南风子

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是新晋鲁迅文学奖得
主董夏青青的力作。书中收入了包括《科恰里特山下》

《高原风物记》《苹果》等11部短篇小说。它们是11幅
令人泪目的边塞画卷，包含数十个关于边疆军民的感
人故事。这 11 幅壮美的画卷，展现了祖国西部的边
地之美，描绘了戍边军人与边疆民众的人生传奇。
这些故事“藕断丝连”：内容相对独立，却有主线贯穿
其中——对祖国的挚爱、对子弟兵的致敬、对边疆民众
的深厚情感。

好作品能让读者看见曾经未能看见的。这本短篇
小说集就是如此。读者通过它，可以看见苍凉西域的
壮美，看见人的荣耀与尊严、渺小与脆弱，看见岁月静
好背后的负重前行。这些会让读者获得新的审美体
验，对人生与命运有新的感悟。尤其是其中负重前行
的故事，感动读者——珍惜岁月静好；启悟读者——寻
觅岁月静好的真谛；激励读者——为岁月静好添砖加
瓦。

要让读者看见，作者应该自己先看见。为了创作
这本短篇小说集，作者董夏青青深入和田、伊犁、喀什、
阿克苏等地，与边防连队的官兵同吃同住，看见了最真

实的边疆生活，真正触摸到了边疆军民的脉搏。因此，
跟随她的笔触，读者能看到真实感人的人物故事和栩
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同时，作者又采用了第一人称叙
述，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在场感。读者也就有了强烈的
代入感，仿佛那些人物就是自己身边的人物，那些故事
就是自己亲身的经历。

书中的许多人物接受了种种考验，战胜了种种磨
难。他们之中有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军校生，却主动选
择为国守边；他们之中有的人，因为艰苦环境身体受到
了损害，甚至因此而残疾，却从不后悔；他们之中有的
人，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情愿在荒无人烟之地默默地奉
献自己的青春。亲朋好友之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
甚至父母与之反目，妻子与之离婚。但是，他们都坚持
了下来。他们的人生，也因为这种坚持，而逐渐地朝好
的方向发展。例如，书中出身军人世家的副团长在戍
边生活的磨炼中，性格与思想都不断地成熟。

作者书写这些英雄时，没有将他们标签化、概念
化。他们有血有肉，有面目、有情感。他们既是坚强、
勇敢的戍边军人，也是会犹豫、会软弱、会困惑的普通
人。他们在荒凉的环境中，对孤独、艰辛与死亡有过恐
惧，在职责与家庭之间、信念与金钱之间也有过徘徊。
但是，在犹豫中，他们逐渐变得目标清晰；在抗争中，他
们逐渐变得目标坚定。他们做了大部分人不愿意做的
或者做不了的，并为此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例如，书
中的李参驻守在大山上17年，辗转三个连队，克服了
许许多多的困难，有来自环境的，有来自家庭的。同
时，作者的叙述与抒情都非常克制，将对英雄的敬爱深
深隐藏，以一种接近原生态的质感，呈现出戍边官兵及
当地民众苦乐参半的生活状态，描摹出一幅幅关于他

们的既平凡又伟大的精神肖像。这种零度叙事的风
格，客观、冷静、从容，与书中人物的高尚品质形成巨大
的张力，迸发出强烈的感染力，有着撼人心魄的艺术力
量。

在书中，读者除了可以看见边地英雄的负重前行，
还可以看见荒凉边地蕴藏的大美。《在晚云上》里的阿
克鲁秀达坂西侧的03号雪峰美得令人陶醉：“铅矿一
样沉静，在雾霭凝结的白光中漂流。鹰在落日里乘着
上升的气旋，带着它自身的凯旋之美。”类似的精彩的
风景描写书中还有不少。而作者对边地生活细节的描
写，也让读者直呼过瘾，仿佛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对
面屋子打牌、起哄的吵闹声传来，油、蛋、羊腿肉、烂白
菜的香味在他的胃里暖烘烘地发酵。饱是饱了，他还
想再掰半个馕泡奶茶解馋”（《在晚云上》）。

此外，作者还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化地域形
象——科恰里特山下。它安放了小说中的几乎所有
的人物、背景与故事。它有想象的因子、虚构的成分，
但更带有强烈的艺术真实，宛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
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美国作家福克纳笔下的“约克
纳帕塔法县”，以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毕飞宇
笔下的“王家庄”、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乡”与“香椿树
街”。“科恰里特山下”这个文学化地域形象，是作者文
学雄心与文学格局的生动展现。

作者走过了高山、长河、大漠、险路，以一个女性作
者特有的细腻与柔情，用节制的、充满个人特质的语
言，为我们建造了一个闪烁着边地军民荣光的艺术天
地——“科恰里特山下”。徜徉其中，我们将看见更多，
懂得更多，最终将更加珍惜这静好的岁月，尽力来守护
这静好的岁月。

看见岁月静好背后的负重前行
——读《科恰里特山下》

以
书
为
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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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
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
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以及所
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
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
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带给中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深重灾难，表明中
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
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2014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将每年的12月13日确定为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从战火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英勇牺牲的千
万名烈士，到和平年代抛洒热血的英烈
们，他们出自平凡，但造就了伟大。让我
们翻开历史的书页，铭记历史，祈福和
平，砥砺前行！

——编者

《红旗热血黑土——100位抗联英雄的故事》

本书收录了张自忠、蔡炳炎、
左权、戴安澜、谢晋元等先辈的
30余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具
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书中

既有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
军的家书，也有国民党正面战场
官兵的家书、普通民众的家书，鲜
活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史。

本书图文并茂，通过一封封
家书及其背后一个个真实感人的
故事，为读者描绘出那场旷日持
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中军民的抗争状态。其中最早的
写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最晚
的写于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涵盖
了中国抗战的全过程，是一部活
生生的中国人民抗战心灵史。这
里面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
国，恨不能为抗战死的热忱；也有
普通士兵朴素的爱家爱国之情，
对于家人的依恋与思念；更有普
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亲情传递，
令人动容。

本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
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编撰而成，共收录了吉鸿昌、
赵一曼、张自忠、左权、狼牙山五
壮士等300个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抗战英
烈们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洪
流中舍生取义、奋勇杀敌的英雄
事迹，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抗战家书》

《抗战英烈谱》

《第十八军抗战风云》

《第十八军抗战风云》准确而
翔实地记录了1937年7月淞沪
会战始至1945年8月雪峰山战

役止，国民革命军第18军与日寇
作战经历，史料性高，文学性强。
该书共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淞
沪战场抗倭寇；第二部分，武汉外
围血染衣；第三部分，辗转万里赴
戎机；第四部分，湘鄂境内建功
勋；第五部分，雪峰山上显神威；
第六部分，老树新苗齐抗战。全
书生动描述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18军抗战期间(1937.7-1945.8)
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经过，从参加
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
鄂西会战、宜枣战役到雪峰山战
役，全程展现了第18军不怕牺
牲、抗击日寇、奋勇杀敌、保家卫
国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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