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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评大赛评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斐 重庆史研究会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巢志雄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 磊 重庆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范玉刚 文艺评论家、山东大学二级教授
刘长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全国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刘隆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社科图书分社社长
李 淼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中国出版》杂志执行主编
石福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单士兵 重庆日报党委委员、编委

阅见世界，评动青春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评大赛季选综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阅读对于大学生而言，不仅
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培养思维、塑造价值观的重要
方式。由重庆日报主办、重庆日报文体副刊中心与西

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承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
生书评大赛，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了一个展示阅读成
果与思想深度的平台。

自去年10月30日大赛启动以来，已收到数百篇
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生的投稿，从已刊发的书评作品及

评委点评来看，这场赛事不仅展现了当代青年学子的
阅读视野与批判思维，更折射出数字化时代下大学生
对经典与现实的独特思考。

目前，第一季度季选已结束，10篇入选书评新鲜
出炉了（名单附后），让我们看看评委们怎么说？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展开，吸引了不同层次、不同专
业的学生参与，参赛者涵盖高职、本科生和研究生。这
种多学段、跨专业的参与，极大地拓宽了大赛的视野与
影响力。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带来了各自独特的视
角，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类学生在参赛群体中表现活
跃，为大赛注入了专业的思考与创意。从学生阅读的
书籍构成来看，文学类书籍更受青睐。值得关注的是，
学生阅读的书籍相对集中于近几年比较受关注的作
品，整体质量较高，这反映出大众传播和出版对学生阅

读选择的显著影响。这既体现了当下文化潮流对大学
生的吸引，也说明大学生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从热门作
品中汲取养分。

在已刊发的作品中，文学类书籍占据较大比重，但
学生们并未停留于简单的文本复述，而是尝试将书中
思想与现实议题结合。例如，对《圆圈正义》的评析，作
者不仅梳理了罗翔教授对法治与人性的思考，更联系
张玉环案、于欢案等社会热点，探讨“程序正义”与“情
理困境”的辩证关系。同样，《我本芬芳》的书评并未局

限于对女性婚姻悲剧的同情，而是延伸至现代女性自
我觉醒与社会角色变迁的讨论。

尽管大赛鼓励评析近五年出版的新书，但不少学
生仍选择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品，如《悉达多》《局外
人》等经典，并赋予其当代解读。例如，有书评将黑
塞的《悉达多》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相联系，探讨
如何在浮躁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追求。这种跨
越时空的对话，展现了大学生对人文经典的传承与
创新思考。

【书评亮点】 多元视角下的阅读表达

从记者对评委们的采访来看，他们认为本届大赛
的作品虽整体质量较高，但仍存在可提升空间，并对参
赛作品提出了意见与期望。

谈及选书的视野，石福祁教授指出，当前书评选
书仍偏重文学类，严肃的思想类、社科类著作较少涉
及。范玉刚教授也呼吁，尽管当下进入数智文明时
代，大众阅读方式趋于碎片化，快餐式文化产品盛
行，但从入围书评来看，纸质图书和经典阅读方式仍
受大学生推崇，这一点值得肯定。他建议大学和媒
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积极倡导阅读经典和经典式（纸

质）阅读，营造书香社会。未来，书评写作可尝试哲
学、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作品，以拓宽认知边界。评
委刘隆进对大赛作品中展现出的对经典文学的细腻
解读和对时代命题的敏锐洞察表示赞赏，期待未来
作品在思想深度与文学表达上能有进一步突破，推
动阅读与思想的传播。

评委蔡斐在阅读同学们的作品后，肯定了大学生
爱读书、能写出好书评的热情与能力。他同时强调，
书评不能局限于书本框架，要反思历史、观照现实、
剖析人性、植入感情，进一步增强书评的厚度与深

度，融入自己的思考与洞见，这样作品才更具生命
力。例如，在评析《圆圈正义》时，若能加入法理分析
和案例引入，书评的锐度和效果将大幅提升。石福
祁教授亦指出，当前作品“评论力较弱”，缺乏“一针
见血的深刻分析”。

此外，部分书评仍沿用“简介+感悟”的固定模式，
语言风格趋同。评委们期待更多创新表达，如采用书
信体、对话体，或融入个人经历，使书评更具感染力。
例如，《我本芬芳》的书评若以“致惠才的一封信”形式
展开，或许能更生动地传递女性成长的主题。

【评委观点】 拓宽选书视野，指明进阶方向

本次大赛不仅是文字竞技，更是一场青年思想
文化的盛宴。在短视频、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大
赛正鼓励大学生回归系统性阅读。

主办方代表、评委单士兵指出，这次大赛是一
次与大学生群体进行文化思想连接的重要活动。
通过对学生构成、阅读书籍构成、学生思想框架构
成的系统分析，能够洞察当前大学生的阅读状态、
思想状况和文化品位。同时，大赛还有利于整合学

术、文化与教育资源，拓宽教育的社会渠道，提升
学生学术素养，优化校园阅读生态，从整体上提升
当代青年的文化素养与思想价值。

确如其言，本届大赛的线下交流会于 3 月 12
日晚走进西南政法大学。这场旨在促进校园书评
文化繁荣的盛会，不仅为现场的近百名同学搭建起
与大赛主办方和评委的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更提供
了一个分享与探讨书评心得的宝贵平台，极大地激

发了同学们对书评创作的浓厚兴趣与热情，为他们
提供了珍贵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经验积累。

书评的价值，不仅在于评判一本书的优劣，更
在于通过文字搭建读者、作者与时代的桥梁。本届
大赛的作品，已初步展现了青年学子的思辨潜力，
期待下一阶段能涌现更多“贴着文本飞行，站在山
顶眺望”的佳作，让书香与青春碰撞出更绚丽的火
花。

【赛事价值】 超越比赛的思想盛宴

■贺彬

即使是从最浅表的意义上来讲，《梦潜》也
称得上是一个格外独特的文本。

书中的7个故事，无一例外，都是关于潜水
的。实际上套用那句早已被用滥了的广告句
式，也并没有太大的出入：这是一个作家里最会
潜水、潜水员中最会写小说的家伙写的小说。
这样说，你会不会产生更多的阅读期待呢？

毕竟，我们可以读到的完全发生在水下的
小说并不多，康拉德和梅尔维尔的小说在严格
意义上都并不算，他们的故事大多还是在海面
上航行，并未下水。水下的小说，在我有限的记
忆里，只有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但那是乘
坐在潜水艇里，和禹风故事里用肉身对抗地球
上最大水体的极致，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准确地说，禹风书写的潜水，是近年兴起
的一项极限运动。在澳大利亚、东南亚沿岸的
那些美丽海边，各式各样的潜水俱乐部也应运
而生，为爱好者们提供服务，算是一种特色旅
游，一种时尚，当然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这，
成了禹风故事里生动鲜活的物理空间，也是故
事发生的原点。

总是在某个著名的海边，比如澳大利亚、菲
律宾，或是印尼的巴厘岛，一个潜水者现身了。
男性，高大，习惯于保持足够的距离冷眼观察，
但在字里行间他又携带着忧伤的气息，心事重
重，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往水下找寻什么。

这是我认识的禹风，一位潜水的行家，有留
洋的经历，还有上海成长、生活的往昔；他的个
子超过一米八，走动起来的背影却总有几分落
寞和局促；他像孩子一样对眼前的世界充满好
奇，一有机会就掏出包里的Ipad来拍拍拍……

好了，现在就请你跟随我翻开这本《梦潜》
的书页吧。

这个男人，直奔某个俱乐部而来，亚热带

或是热带的垂直日光，将他孤独的影子压缩得
短短的。每一次他都是直奔主题，和潜水向导
们讲价，制定潜水日程，但他小说家的眼光又
会不自觉地投向身边另外的那些潜水者们。
他们吵吵嚷嚷，言谈举止之间，将他们的过往
还有纠葛暴露无遗。

正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个男主角，多半是
满怀心事的。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并不那么
善谈的禹风，在他的小说里，对此也总是半遮
半掩，欲言又止。但我们还是很快就确定无疑
地感受到了那个人，或者说那些人，他们对于
潜水的冲动，多多少少都带有那么一点儿不安
和不详。

事实上他们是拖着岸上生活的长长背影
投入海水之中的。在这里，禹风的故事很明显
地划分出了两个世界：岸上和水下。

人们在岸上的世界长大，然后爱恋，背叛，
争斗，欲求，别离，奔忙，失落。从四面八方奔
涌而来的人们，难以避免伤痕累累，却又不约
而同地逃往水下那个平行世界，他们急迫地潜
水，希望在人间以外的大洋深处，找到医治各
自伤痛的解药。

你并不一定非要具备潜水的经验，也会第
一时间与禹风潜水故事里的人物建立连接，产
生共鸣。

在他的名篇，曾上榜2019《收获》文学排行
榜的《下降流》中，不知名的上海美女，必须要在
自己的两个追求者张淇和王建之间做出抉择；

《跟姑妈去看小象》里，晓霜邀来初恋庆阳，并非
为了鸳梦重温，而是让他辅助自己夜潜蓝蓟花
号沉船，与亡夫阿莱克斯相会；《洋流》的故事更
是几近狗血，“婚外恋”中的两人来到西太平洋
上的塞班岛潜水，爱恨情仇炽烈燃烧之际，竟遭
遇洋流，被裹挟到了远离陆地的荒海中央。

这就是禹风潜水故事里，人们不得不面对
的困境：被海蚌巨大的扇贝夹住了脚踝动弹不
得，抑或是不由分说要将你拽入黑暗海底的下
降流，还有变幻不定、不知会带你去往何方的
洋流，以及气瓶里，不够支撑潜者返回海面的
余量……作者无疑放大了潜水可能遇上的凶
险，在这些相对极端的故事里，他采取了一位
智者的口吻，讲述危险到来，人们各自不同的
选择。

下潜的深度，在这里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水
下多少米，就是人类无法逾越的鬼门关；而在另
外的一个刻度，却又会产生氮醉的愉悦；距离海
面10米的深处，则是再好不过的休憩平台，所

有那些尽兴而归、精疲力竭的潜者，都应该在此
多作逗留，静候深潜带来的压力回复正常。

这样的处境，多多少少称得上浓缩的人
生，所以故事里总在急遽消耗的气瓶里的余
气，以及你扑打脚蹼的快慢，以及配重带里铅
块的重量等等，都生成出了哲学的意味，跨越
一步，就会生死两别，善恶立判。

7个故事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与小说集
同名的《梦潜》。这个神秘的短篇不足万字，但
作者奇峻的想象力却让人惊叹叫绝。

潜者卜冲的潜意识里，海底世界与他梦中
无法挽回的旧日时光居然重合在了一起。换
句话说，卜冲认为，往日并未消失，而是沉没在
了大洋的深处。那里，有他上海徐家汇的老
家，港汇广场倒塌的双子塔，还有完好无损的
华山路、外滩、静安寺、母校复旦大学，以及校
园中青春时期约会的草坪，记忆中的一棵树，
最后是单恋女生冲他绽放的那一抹羞涩的微
笑。不知不觉中，卜冲的下潜就演变成了一场
伤心的追忆，他流出的发咸的泪水，和同样发
咸的海水混合，难分彼此……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身怀隐痛的潜者，
但他究竟在人间受了什么样的伤，作者并没有
言明。他只是找来了一位名叫贺舟的潜伴和
卜冲一起下水。

对于卜冲的这位小学同学，作者没作太多
交代。但刚一下水，贺舟就被海蚌夹住了脚踝，
进退两难。凭空到来的延误，让两人匆忙上浮，
慌乱中贺舟嘴里的呼吸器掉落在海中，卜冲毫
不犹豫，立马将自己的呼吸器与贺舟共享。

海下20米，气瓶里的余气，很快就来到了
生死攸关的刻度，卜冲接下去做出的举动有点
匪夷所思。他果断卸去了贺舟的配重带，然后
背负起双份的重量，自愿向海的深处一个猛子
扎了下去。与此同时，贺舟则身不由己，在朝
向海面的快速弹射中，瞬间惊觉老友为救自己
性命做出的牺牲。

卜冲之前究竟遭遇了什么，以至于如此毅
然决然地舍生取义？他和贺舟之间又存在怎
样的羁绊，值得他不惜用至高的生命来报偿？
所有这些，作者会在书中告诉你答案。

可以说，《梦潜》具备了最好的那类短篇小
说所必备的欲说还休的大片留白，还不讲道理
地摄人心魄，没有太费力气就打破了通往梦境
的第四面墙。我不得不说，这个故事里，或许
埋伏了作者的潜台词：你在茫茫人海中求而不
得的答案，一定都可以在大海的深处找到。

下潜，去找寻你人生的答案
——禹风小说集《梦潜》读后

第一届全国大学
生书评大赛专题

扫一扫
就看到

第一期季选入选作品

1、面对邪恶，美不堪一击——读芥川龙之介《地狱变》有感
（南开大学 颜语桐）

2、荔枝背后的大唐危机——读《长安的荔枝》有感
（西南政法大学 吴沐尘）

3、从迷失到自我觉醒——读赫尔曼・黑塞《悉达多》有感
（重庆工商大学 张敏杰）

4、《局外人》：荒诞生活中仍追求生活本真
（西南财经大学 王雪力）

5、挣脱原生枷锁，飞往自由之境——《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读后
（贵州大学 刘诚诚）

6、瓷盘有隙，唯情弥合——读《团圆记》有感
（南昌大学 汪栖同）

7、《长安客》：从诗人的眼里看见时代与命运
（西南政法大学 雷一彬）

8、平凡之光，滋润心田——读梁晓声《人生真相》有感
（四川外国语大学 欧松鸿）

9、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读麦家《人生海海》有感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胡洁）

10、人性深渊中的光与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感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刘语萱）

■相海龙

惠通桥在哪里，惠通桥之战到底发生了什
么，恐怕很多人并不了解。近期，余戈的《惠通桥
之战》一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对被专家称
之为“微观战史”与“一分钟改写了历史”的惠通
桥之战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述。它把人们带到了
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的特定场景，发出摄人心
魄的雄壮声响。

作者余戈是著名的战史专家，曾任解放军出
版社《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军事科学院解放
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著有“滇西抗战
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
围》《1944：龙陵会战》，作品分别获得第六届文津
图书奖、“2014中国好书”等殊荣。他在《惠通桥
之战》中尊重历史，记录历史，还原历史，深情地
写出了一部对得住历史的恢宏巨著。

惠通桥位于云南怒江之上，是滇缅公路的咽
喉要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42年4月，由于
英军在缅甸临战脱逃，日军56师团数万人围攻
远征军，使远征军蒙受重大损失。腊戍失守，境
内怒江西岸的部队处于崩溃状态。成千上万的
难民拖家带口，与溃兵混在一起，沿滇缅公路经
怒江上的惠通桥撤向保山。1942年5月3日，中
缅边境畹町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云南遮放、芒市
和龙陵相继被日军占领。数支部队涌向了横跨
在怒江上的滇缅公路惠通桥段，一场中国版的

“敦刻尔克”在中国西南边境上演。
追击中国军队的是日军的第56师团，这是一

支由九州北部精锐组成的队伍，他们的战斗力在
日本军中是数一数二的，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不
惜一切代价、攻占惠通桥。而远征军的这次败退
让缅甸的日军通向昆明的道路大开，而惠通桥是
这条路上唯一可以阻挡住日军的通道。如果不能
在怒江挡住日军，日军的坦克和重武器就会源源

不断地运往西南战场，凭借日军的战斗力，10天后
就有可能打到昆明。昆明一旦失守，刚开辟的驼
峰航线和中国工业大后方都将不保，而处于抗战
大后方的重庆也将很快陷入到被包围之中。所以
说，惠通桥之战虽然名气不大，但非常重要。

既然惠通桥位置如此重要，为什么不早将其
炸毁？因为惠通桥不仅是日军进攻昆明的唯一
通道，也是中国支援缅甸保障通畅的唯一道路，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炸桥断路。日军也明
白，不能将对方逼急了，一旦桥炸了，路也就断
了，他们也企图装成难民，暗中渡桥占领对岸控
制整座桥，就这样，情势变得尤为复杂，明争和暗
斗在这座狭窄的桥梁上开始上演了……

读完《惠通桥之战》就会发现，作者非常客观
冷静，写得既用心，也用情，整部作品对惠通桥之
战的惊心动魄有着犹如说书般的叙述，可见其有
着非常深厚的军事知识，也有驾轻就熟的文字功
力。他借助最新发现的原始档案，以及根据搜集
来的各种资料汇聚而成的史料，细致还原了围绕
惠通桥的战事和人物细节，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
战史上这段命运转折。

在书中，除了有官方素材外，还有很多个人
回忆录和书信，甚至还有日军的个人回忆，作者
还大量使用了口述史资料，用无数个人的视角，
增加了史实的可信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
同时，书中以客观的态度讲述日军和中国远征军
真实的战场状态，让人清晰地体会到了战场上的
残酷无比和战役指挥时那种千钧一发的惊悚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晨对
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滇西抗战是抗日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篇
章。本书以严谨的态度书写抗战微观史，从军事
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
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作者挖掘弘扬
滇西抗战历史文化，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融合起来，有助于唤起更多人
对抗战历史的关注和记忆。”

可以说，《惠
通桥之战》是一
部大书，因为它
细致地写出了中
国军人舍家为国
的 英 勇 无 畏 精
神，鲜活地刻画
了一个民族在危
急时刻同仇敌忾
的决绝气节。

一部“微观战史”
——《惠通桥之战》读后

【百本好书送你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