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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聂晶

近日，重庆籍诗人朱传富诗集《支撑》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集收集了
诗人近年来创作的96首诗歌，是作者近年
来学习诗歌和感悟生活的结晶，是对乡村
情怀的致敬、对城市生活的哲学思考，也是

作者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旅程。《支撑》第一
辑写人生，第二辑写乡愁，第三辑写生活，
第四辑写命运。

谈及自己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从
2018年开始写诗的朱传富感言：“诗歌是语
言的艺术。老来学诗，最犯难的是过语言
关。大词不适合自己的年龄和心境，修饰
掩饰不了老气与空虚，哲思是前人嚼过的
甘蔗，口语表达又缺乏诗意栖息等等，这些
都是新手上路的困惑，难以找到理想的出
路。真正的诗歌，一定是鲜活的，每一个词
语都是会呼吸的，都是动人心弦的。无论
路多远且艰，也要努力找寻它，这是写诗的
初心和使命。”朱传富说，诗歌不能忽视细
节的力量。好话、大话、套话不是诗的语
言，也难以打动人心。

10月13日，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
盛典在成都新津举行。此次活动是
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的收官之作。

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由中央
宣传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开展，阅读盛典
是其成果的集中展示。在全国推荐产生
的22位“乡村阅读榜样”中，今年60岁
的重庆江津四面山镇双凤村普通农民李
大本入选。他和儿时挚友、南京师范大
学教授李政军一起创建了“厚生书屋”，
为家乡儿童免费提供图书借阅和教育帮
扶。5年多来，他不计付出、不求回报，
一直默默守护“厚生书屋”，给30多名山
区孩子带去了阅读的快乐。书屋的房舍
来自李大本自己的板房。他还专门做了

书架，募集了桌椅板凳，一趟一趟将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1200多册图书背
回了书屋。书屋免费开放，供一切愿意
阅读的孩子们阅读，李大本则义务当起
了管理员。

“乡村阅读是全国阅读的重要组成，
以李大本为代表的‘乡村阅读榜样’，是
我市扎实推进乡村阅读的一个缩影。”重
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市正按照建设“书香重庆”的
工作要求，积极推进“重庆市村（社区）书
架工程建设”，创造条件把书架亮出来、
把书本读起来、把书香传开来，切实把书
架工程和城乡社区阅读阵地打造成为书
香重庆建设和基层文化建设主阵地。

重庆大爷入选重庆大爷入选
全国全国““乡村阅读榜样乡村阅读榜样””

□许大立

这是一部65万言的大书，厚重而广博。但
它不是历史书，也不是文学书，严格地说，它是
荟萃东周以来重庆历史文化名人生平的一本集
成之作，一部索引之书。这就是重庆出版集团
新近出版的《重庆历史名人录》。

为何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里介绍的174位
人物，从巴蔓子到施光南，简略者千余字，厚实者
3000余字，仅有极简生平和成就概述，构不成对
其人生全面的叙述与深层次的研究，大多提供的
是展览馆式的解说与人生粗线条的展示，以及已
经公诸于世的结论。

既然缺少文学研究的价值，我为何要称它
为大书？那是因为它的确前无古人。我们已经
有过许多介绍重庆历史文化名人的书籍和文
字，但却没有过如此大的动作，调集一批学者专
家，从浩如星海的历史典籍、人文卷帙里筛取遴

选、沙里淘金，确定了这174位名人，最终集腋成
裘，集成这皇皇巨册，显得格外珍稀与宝贵。

重庆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三千年江州城，八
百年重庆府”，言必远称巴蔓子，近说红岩村。
但是在漫漫三千年的岁月长河里，谁又能具体
说出多少历史名人与时代大势，以及他们创造
的恢宏文化？所以，这部洋洋大观的《重庆历史
名人录》正好查漏补缺，填补了浩瀚书海里的一
隅。书中的历史名人跨越了三千年时光，既有
我们耳熟能详的伟人，又有我们惘然不知的稀
客，这是策划者的睿智，也是蒐集者的心慧。

这本书的编纂者，以超乎常人的慧眼，透过
历史的重重迷雾，选择了其中的174人。我粗读
全书，总体上感觉编纂者择人有方，治学严谨，文
字端工，叙述简明，并无涂脂抹粉夸大事实之辞。

实际上，这本书对于所有人都是适用的。你
想粗略了解重庆的历史名人及历史沿革吗？这本
书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所有的历史名人都黏附于
历史社会之上；如果你想重点研究某位你所关注
或是喜爱的历史名人，那么它就是一部索引、一个
工具。所以，无论是重庆人或者外地人，无论你是
普通读者或者历史爱好者，手捧此书，你就可以通
过这些历史名人，了解了这块土地上的这方人
民。历史名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所生活的时代
与社会景象，会通过他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来。如

果你是学者或者专家，有了这部书，也就有了深入
研究重庆社会历史的工具，可以开始你深入探索
重庆历史人文的第一步。所以，作为重庆人，或者
有想法进一步了解重庆历史的人，这本书是可用
的，也是物有所值的。

此书不仅仅收入了重庆本土的众多精英，也
将许多客籍的英才俊杰揽入其中。对于一个经历
了数次大移民和战争洗礼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是
从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有益尝试。当然，本土和
客籍的界定是值得仔细推敲的，需要科学论证。
所幸在我看来，客籍者多半已融入本土，且功业卓
著，入选并不意外。如在渝殚精竭虑工作的革命
家四川人吴玉章、如重庆首条铁路的外籍设计师
丹麦人守尔慈等等。

当下，我们时常被一些无聊的言辞所困扰，
纠缠于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文化从来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文化是和历史交织共生的，在我
们这个时代，每一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在
生产着文化、创造着历史。每一位努力过的人，
都会被历史铭记。我欣赏该书前言里的一段
话：“古往今来，杰出的巴蜀儿女灿若星河……
他们以生动的人生事迹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演
绎一段段风云历史……这笔财富不仅属于历
史，也足以启迪未来。”

未来是什么呢？必定是历史堆砌起来的伟大。

历史堆砌起来的伟大历史堆砌起来的伟大
——《重庆历史名人录》读后

□岳非丘

近日读了周勇先生散文集《江山红
叶》，书中所记叙的半个多世纪往事，似电
影胶片始终萦绕脑海，让人感悟良多。

周勇先生集史学家、教授、作家于一
身，成果斐然。《江山红叶》是他的第一部
个人文集，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文集。
他用散文、随笔的形式直抒胸臆，有时代
跳动的真实记录，有学术人生上下求索的
真切感悟，有亲情友情家国情的真情流
露，让人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他的工作生
活，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回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这本文集对
峥嵘岁月和各个时间节点的回顾和描述，
没有顾影自怜的矫情和对岁月的伤感，始
终保持着一种浑然天成的真情流露。

师从西南史学泰斗隗瀛涛教授的他，
在恩师的指导下，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看
世界，用严谨的学术态度钻学术、干工作。
几十年来，他如一个潜心独钓的渔夫，专注
于历史这一深邃浩繁的海洋，或俯下身躯，
默默拾捡着那些已经泛黄的历史纸页；或
穿越时间的尘封，让每一块历史的碎片最
终找到属于它们的正确位置。

《江山红叶》这本自选文集，是他带着
一种信念和温度，客观抚摸那些已经消逝
的岁月，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文字。从文集
的叙事脉络可以看出，他讲述尘封、冰冷
的历史学术问题，有意突出了时代的贴近
性、与读者的接近性，这是历史学家一种

很有意义的写作尝试。
作者在《江山红叶》中写道：“三峡红叶

有男儿的雄壮，虽身在荒野，却心雄万夫，
如斜阳西沉，铁血雄浑。”“三峡红叶有女儿
的柔美，卓尔不群，俏不争秋，寒冬绽放，为
肃杀的秋日挽住秋天的斑斓。”“三峡红叶
有傲岸的气质，执着的精神，一份信念存于
心中，任世事沧桑，终是英雄的寰宇。”这篇
激情似火、大气磅礴、隽永细腻的散文后来
被编入国家中学语文教科书。

他用了1000多字篇幅记叙1969年春
天搭乘机动船通过乌江天险——羊角5里
长滩的经历：“一个巨浪打来，我们的船猛
烈地左右摇晃，我们站立不稳，随之摇晃，
就在我靠向船舷的那一刻，船身猛地向右
倾斜，几乎要把我抛向漩涡的江中，我一
把抓住船舷栏杆……”这些惊心动魄的场
景描写以及心爱的军帽“转瞬间就吞没在
汹涌的江水之中”的细节刻画，读来让人
如身临其境，心灵震撼，记忆深刻。

无论是在峥嵘岁月，还是文化快餐盛行
的今天，能自觉对文字进行刻骨铭心训练的
人，可说是少之又少。作者的文笔优美流
畅，可信手拈来，可纵横捭阖，可伟烈刚猛，
也可柔情似水。他坦言这得益于少时父母
塞进他背包里的《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
首》，并称这是改变他命运的两本书。

“肩鸿任钜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
《江山红叶》以其真实的力量和独特的思
考，向读者呈现出与一般自传截然不同的
多样性、丰富性和可读性。作者通过对学
术成果聚沙成塔的系列追溯，通过对家国
情、友情、亲情等“朋友圈”的深情回眸，从

“大我”到“小我”，从历史到今天，从城市到
乡村，从梦想到现实，构成了一个历史学者
不同凡响的心路历程，值得珍视。

俯瞰江山千年事，信手拈来即文章。
作者已年届古稀，仍抬头仰望着历史的天
穹，脚踏着自己的节奏，孜孜不倦地沿着
时代的经纬，追溯着历史的真相，一如既
往地坚定自己的坚定，坚守自己的坚守。

这，或许就是品读《江山红叶》的意
义。

心路历程的回响心路历程的回响
——读散文集《江山红叶》有感

□温德朝

当前，中国网络文学现实化、主流化、精品
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一大批植根中华文化土壤、
讲述中国故事，能够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的作品喷涌而出。2004年，重庆网络作
家静夜寄思开始创作网络小说，素以都市、玄
幻、仙侠、科幻等题材写作见长的他，近年来也
开始了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转型和尝试。
其新作《火种》，深入挖掘重庆红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以重庆大轰炸、抗日战争、隐蔽战线为
背景，讲述了唐明俊等青年学生在抗战烽火中
浴血重生的青春成长故事，弘扬了“为中华崛起
而读书”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

《火种》与《青春之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同
样有着抗战爆发前后的时代大背景；青年学生
投笔从戎、杀敌报国的人生选择；还有从平静校
园走向广阔社会的空间转换路线。小说故事的
主要发生地重庆育才学校，1939年由伟大的人
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以“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
幼苗不致枯萎”为目的，招收抗战中流离失所的
难童。小说开篇是唐宪富带着16岁的儿子唐明

俊四处求学的场景。唐明俊因目睹母亲被日寇
大轰炸身亡的惨状，遂迁怒于父亲，拒不配合入
学考试，以至于屡屡落榜。最后，育才学校勉强
录取了他。尔后，历经血与火的淬炼，唐明俊从
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逐渐成长为打入敌人内部
的意志坚定的红色特工。

《火种》热情讴歌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
命意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信仰。历史反
复证明，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内核，是支撑人们
坚定走下去的动力源泉。为了理想信仰，为了
民族大义，小说中的唐宪富抛妻别子，忍辱负
重，传承火种；唐明俊甘背骂名，百折不挠，百炼
成钢；廖意林初心不改，教育救国，撒播火种；温
念君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向光而行；老江等爱
国人士不怕牺牲，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小说
运用对比艺术手法，无情地鞭挞了温东岳等叛
党叛国之徒所信奉的错误价值。温东岳曾经也
是一位革命青年，曾以“火种”为代号潜伏在国
民党特务机关，然而他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没
能抵挡住物质诱惑，中途叛党变节，还暗通日本

“玄洋社”，出卖国家核心利益。历史将永远铭
记革命志士的不朽功绩，也将叛党叛国之徒永
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火种》融红色传奇、个人英雄、浪漫爱情
于一炉，体现了网络小说类型互渗和融合发展
的趋势。作者将红色革命故事与传奇笔法相
结合，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险刺激，读来
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这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唐

明俊的成长历程上，从第三章开始他拥有了网
络小说惯常设置的“金手指”，由此开启了开挂
的人生。在学习特工知识时，展现出惊人的天
赋和超强的记忆力；在执行任务遇到危险时，
总是十分巧合地有人施手给予援助，进而圆满
完成各种急难险重的任务。此外，作者还设置
了甜蜜浪漫的爱情故事，以青春化、时尚化的
气息来吸引年轻人的青睐阅读。男主角唐明
俊年轻帅气、能力超群，赢得了一众美女倾心，
在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双双携手投入到紧张
而危险的革命事业中。在谈及创作与改编体
会时，作者坦言：“我理解的主旋律青春化表
达，就是以主旋律的思想内核为基础，多放一
些关注点在年轻受众群体上，以他们喜闻乐见
的形式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实现
创作优化和传播力跃升的双赢。”

创作《火种》前，作者广泛查阅了重庆红色
历史档案、并深入调研红色教育基地，让这本小
说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何为
青春、何为理想、何为使命、何为光荣的重大命
题。从这个角度说，《火种》可谓是对红色经典

《青春之歌》的跨时空对话和致敬。

谱写抗战烽火中的青春之歌谱写抗战烽火中的青春之歌
——评重庆网络作家静夜寄思小说《火种》

渝 版 书 架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四
面
山
镇
的
李
大
本
荣
获

﹃
乡
村
阅
读
榜
样
﹄
。记

者

赵
欣

摄\

视
觉
重
庆

寻找会呼吸的词语寻找会呼吸的词语

“三联书店全场五折，可以开心买买买
了！”10月16日，2023天府书展最后一天，上
午9点，成都市民吴非就来逛展了。其实书展
开幕当天他就来过，有着丰富逛书展经验的他
清楚，书展闭幕前出版社会给出最佳折扣，也
是爱书人出手的最佳时机。与吴非一样踩着
尾巴来的市民还有许多。

图书，永远是书展的主角。近30家出版
传媒集团、600余家品牌出版单位、逾80万种
图书参展……各种社交媒体上，2023天府书
展热度不减，已经“火出圈”。来自天府书展组
委会的数据显示，为期4天的本届书展主展场
线下逛展人数超10万人次，线上线下共5500
万人次参与，实现总销售码洋1.51亿元，创历
届之最。不过，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中发
现，本届书展火爆的可远不只卖书。

百余名家分享，面对面的精神滋养

“文学是做梦的艺术。一场一场的梦，连
接着从童年到老年的全部生命。作家所做的，
只是不断把现实转换成梦，又把梦带回到现
实。在睡与醒之间，创造另一种属于文学的
真。”10月14日，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
携《本巴》做客天府书展，分享了自己写作生涯
最深的感悟。如同《本巴》中梦呓一般的叙述，
现场300余位读者中不少人十分激动。就在
刘亮程分享会之前，同为新晋茅奖得主的东
西，也带着《回响》来到书展，做了一场“将情感
推理进行到底”的主题分享。

本届书展期间，共有100多名知名作家、

文化名人、艺术家来到现场与读者见面，包括
阿来、张平、东西、刘亮程4名茅盾文学奖得
主，以及王仁湘、马瑞芳、蔡东洲、周啸天、董上
德等文化学者。每一场分享都让天府书展分
享区一座难求，分享结束的签售更是排队者众
多。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告诉记者，“面
对面的交流带来的精神滋养，比单纯的阅读让
读者收获更多，也更鲜活。”

沉浸式体验，阅读形态丰富又新潮

这是一场书展，更是一场文化嘉年华，这
是记者逛展的最大感受。各大展区在售书之
外，各种各样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更让阅读的
边界得到极大拓展，读者们积极参与其中，获
得感满满。

在教育服务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每天都在
忙碌着。他们带来了川剧脸谱彩绘、灯火皮影
制作、木版年画印刷、古韵油纸伞手绘、剪纸技
艺、田园草编体验、手掌木偶演艺7种四川非
遗课程进行现场讲授。在文创展销区的国风
馆，读者可以研习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等雅
事，体验传统宋式雅致人文生活。

此外，为了吸引年轻读者，书展上的打卡
式集章更是火极了！现场随处可见穿梭在各
展位打卡集章的年轻读者。“这些章太好看了，
我本来只是随便逛逛，却感觉像掉入了‘兔子
洞’！”一位正在国际馆前排队等着盖哈利·波
特章的读者说。赶来重庆展区打卡的读者也
非常多，解放碑、洪崖洞、李子坝、朝天门、重庆
大剧院……成都市民李义奇在她的“集章路线

图”上用力盖下一个个重庆地标纪念图章，一
脸的心满意足。

转向多元化，成就全民阅读“升级版”

毫无疑问，本届天府书展交出了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记者注意到，前来逛书展的市民
中，不少人的参与方式并不只是买书。名家讲
座、文化体验、打卡逛展……更加多元的阅读
形态，成就了这个全民阅读“升级版”。

如何理解这种升级？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章朝阳认为，2022年天府
书展的智慧阅读区体现了很高的科技含量，今
年首设的国际馆和游戏动漫区，更是让人眼前
一亮。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阅读会
给一座城市带来精神滋养，举办书展会进一步
促进阅读氛围。”臧永清表示，过去的书展可能
更多意义在于卖书，读者逛展目的也明确，主要
是买打折书，但现在书展功能越来越齐全，真正
成了阅读嘉年华。“比如，各种分享会已成为读
者逛展的新期待。我注意到不少读者来到书
展，从直奔展位买书到先了解有哪些分享会和
阅读活动，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转折很重
要，说明全民阅读真的在深入人心。大家接受
了阅读形态的多元化，同时懂得要选择符合自
己需求的书，这说明了读者阅读层次在切实提
高，也折射出大众的全民阅读水平在提升。”

看来，各大书展的相关探索，体现着全民
阅读愈发深入我们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
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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