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着名篇学党史跟着名篇学党史】】20

□本报记者 黄琪奥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
的洞敞开着……”1942年11月21日，
位于重庆渣滓洞监狱的一间囚室内，
一名中年男子挥笔在纸上写下了一段
这样的文字。

“这名男子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创建者之一，曾在北伐战争时期担任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抗战
时期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当
晚他所写的正是举世闻名的《囚歌》。”
12月3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
理中心副研究馆员王进对记者说。

那么，叶挺将军为何会写下《囚
歌》？《囚歌》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创作《囚歌》的初衷

“叶挺之所以会写《囚歌》，除了希
望通过该诗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
暗统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
他的亲密战友郭沫若祝寿。”王进说。

1918年，叶挺从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毕业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宪兵司
令部参谋长等职。1924年，叶挺前往
苏联学习，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命
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
长。北伐战争中，他带领独立团进攸
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
贺胜、陷武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
军”威名由此远播，“北伐名将”享誉中
外。1927年8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
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参与
领导广州起义，成为首位工农红军总司
令。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

生死存亡之际，根据党的指示，叶挺亲
自组建和领导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
再展“铁军”雄风。1940年，叶挺率部
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被各界称为“中
华民族的干城”。1941年，“皖南事变”
爆发，叶挺遭国民党当局关押。

“虽然被国民党关押，但叶挺从始
至终都展现出一名革命者的气节。”王
进说，1942年1月，叶挺被转运到重庆
后，蒋介石先是派出陈诚以老同学、袍
泽的关系去做叶挺的工作，后来又于
1942年5月12日，在第三战区副司令
长官兼参谋长郭忏的陪同下，亲自来
劝降叶挺。面对蒋介石等人的威逼利
诱，叶挺不为所动。

为抗议国民党的无理关押，叶挺
被囚禁后，一直拒绝理发。“1942年，叶
挺被转移到重庆时，已须长数寸，发若
秋草。听说陈诚要来探望叶挺，戴笠
指示沈醉，立刻带上新衣和理发师前
去，敦劝叶挺理发更衣。无论沈醉怎
样劝说，叶挺只坚持一条，不获无条件
释放，决不整容。”王进说。

1942年10月，叶挺的夫人李秀文
经多方周旋，终于在歌乐山下的五灵
观招待所见到叶挺，并给他带来了周
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
士的问候和敬意。王进说：“特别是当
妻子告诉叶挺，党中央一直在设法营
救他时，叶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叶挺从妻子口中得知，1941年，南
方局以为郭沫若庆祝五十大寿的名义
（当时郭沫若四十九岁，虚岁五十岁），
在重庆掀起了一场文化斗争，成功团
结了民主人士，也有力揭露了国民党
的黑暗统治。“由于郭沫若早在北伐时
期，就是叶挺的亲密战友，叶挺决定为
又将迎来生日的郭沫若送上一份贺

礼。”王进说，1942年11月21日，叶挺
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内，以“六面碰壁
居士”为名，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囚
歌》，并由李秀文带出，交给了郭沫若。

《囚歌》蕴含革命者高尚情操

通读《囚歌》全文，记者发现，该诗
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
径，更体现出革命者的伟大气节。

“特别是诗歌的最后几句文字，既
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志
向和大无畏气概，还揭露出国民党反
动派残酷迫害革命志士、屠杀共产党
人的暴行，昭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必
将走向灭亡的最终结局。”王进说。正
是因为蕴含着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囚
歌》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巨大影响。郭
沫若在读完《囚歌》后大为感动，写道：

“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
就是他自己。”

1946年3月，叶挺终于获释。出
狱后第二天，叶挺即致电党中央提出
入党申请。中共中央复电，称赞叶挺
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
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
严峻的考验，决定让叶挺重新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得知叶挺出狱的消息
后，郭沫若欣喜若狂，并于1946年4月
6日，把《囚歌》放在《唯民周刊》创刊号
发表，让其传扬于世。”王进说，可惜的
是，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
在山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

“四·八”烈士陵园。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爱国主义教

育的教材，《囚歌》一诗被选入小学课
本，诗中所流露出的崇高的革命气节
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和教育
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叶挺：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李佳明

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勤
思好学的中国人细心地观察世界，耐心
地解读着世界。中华传统的包容文化
让我们乐意虚心接纳任何其他优秀文
明和思想，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
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西方将主
宰多久》的续篇，《文明的度量》一书为
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解读和观察世界的
视角，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书中，斯坦福大学的伊恩·莫里斯
教授用其独创的“社会发展指数”来解
读人类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社会发展历
史。东西方之间的对比，更是其下功
夫之处。丰富的考古证据、历史数据
和现代社会数据等支撑起了其庞大的
理论体系。而构成“社会发展指数”的
四大支柱指标，则更是以全新的视角
看世界、解历史。

第一个指标：能量获取。这是一
个全新的概念。作者所以提出此概
念，就在于不满意今天谈及人类社会
发展，过多地采用经济学家的标准，诸

如人均实际工资、人均 GDP、人均
GNP和人均NDI等。作者所提出的

“能量获取”是指“人类全方位的能量
获取”。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食物、燃
料、原材料。而其中燃料细致划分到：
木头、煤炭、石油、天然气、风能、水能、
核能……不得不说，这个“能量”概念
几乎已无所不包。作者通过相关的数
据支撑，得出一些耳目一新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观点如：“汉朝的巅峰为公
元1世纪，（能量获取人均）达到27000
千卡。”

第二个指标：社会组织。初听这
个名词并不新鲜，但作者却是从上一
个指标“能量获取”推理而来的。即，
能量获取的多少，决定了社会组织的
规模，也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人口的
数量。在经过海量数据分析后作者得
出如下结论：“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
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
模的量级。农业国家似乎供养不起大
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大国
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
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维系

2500万以上人口城市。”同时作者还
强调“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
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
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
过100万的城市中”，这些观点都相当
具有启发性。

第三个指标：战争能力。关于这一
指标对于社会发展有多重要，作者在该
章节开篇，用描述性的话语来阐明，同
时也再此唤起我们对中国近代屈辱历
史的回忆。“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
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
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
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
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
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
让步。”进而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
的观点，“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
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于崇尚和平的中华文化而言，
这一指标的出现是“扎眼”的，但反思
之，如何防范被外在“战争能力”阻碍
自己的发展？仍是应当重视的问题。

第四个指标：信息技术。这个词

语，今天的我们最为熟悉，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作者认为“存储和传播信息的
能力对于掌控智力环境至关重要，并且
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一个基
本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今天人们对高
科技信息技术的青睐，作为历史学家的
作者，却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信息技
术”概念，并直言，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
指数4个特性中最难衡量的。

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解读世界、回顾历史。如果真要用
一个比喻来做推荐此书的话，那就将
此书比喻成一本“数字历史书”吧，大
量详实的数据希望可以成为历史爱好
者的一种参考。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读《文明的度量》有感

□张波

第一次机器革命把人类从农业文
明带入了工业文明，让我们切实经历
了“机器力量”的伟大，帮助人类用自
身力量的延伸重构了世界和自身周遭
的生活。今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几乎渗透到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革命性地
形塑人类社会。智能和智慧逐渐成为
和机器一体的存在，第二次机器革命
正在发生。

眼花缭乱的技术词汇自带“智慧
力量”的加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庞杂
而又难以捉摸的人类未来图景，多少
让我们对未来有种“雾里看花”的无力
感。我们不禁要问：第二次机器革命
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呢？两位处于数
字技术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埃里克·
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撰写
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以详实的数据、
前瞻性的洞察和睿智的思维为我们开

启一段好奇之旅，带我们去探寻“智慧
力量”的未来图景。

《第二次机器革命》为我们观察
“智慧力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
美国著名投资家芒格说：“如果你的工
具只有一把锤子，你会认为任何问题
都是钉子。”两位作者给我们丰富地理
解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心智模型，从宏
大的“一张图表的人类历史”定位“我
们在那里”起篇，告诉我们“摩尔定律：
不仅仅是定律，而是更多好的思想”，
为我们锻造了一把理解第二次机器革
命的关键性钥匙：指数级增长。作者
用丰富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案例为我们
全景式展现了“智慧力量”的成长速
度、影响广度和迭代深度，不仅描绘了
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总体进程，也启发
着我们进行延展思考：我们该如何观
察生活中的“智慧力量”？

《第二次机器革命》为我们领悟“智
慧力量”提供了便捷的技术图谱。两位
作者用丰富而详实的案例，从点到面地

向我们展示了“智慧力量”的技术支
撑。作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电视智力节目
《危险边缘》中获胜的IBM超级计算机
以及很多用途广泛的机器人都进入了
人们的视野。它们的出现也预示着我
们正在进入一个转折点——发展曲线
即将出现重大弯曲的转折点。作者从
这些先进技术的图谱中为我们总结出
领悟“智慧力量”的三个重要维度：指数
化、数字化和组合化。指数增长的魅力
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爆发式呈现的内在
动力，是基于摩尔定律的技术发展的内
在逻辑，数字化表达是基于商业模式
的创新技术市场化应用，是位于指数
级增长之后塑造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
的第二大动力；组合化创新是数字创
新的基本形式，每一步的发展都会成为
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进步从来不会
停止，只会不断地积累。

正如作者所言：“技术不是命运，
命运由我们自己塑造。”

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好奇之旅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道）
人的躯体那（哪）能由狗的洞

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哪）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

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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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这是我独创的‘兼工带写’的
画法，简单说，就是一幅画里有精
细、工整的画法，也有随意洒脱的笔
墨，一繁、一简，是不是很妙啊？”在
《艺术启蒙有声书——带孩子认识
99位艺术家》（如图）中，主播将艺
术家齐白石的故事娓娓道来，短短
5分44秒，便让听众记住了这位艺
坛巨匠。

近日，重庆大学出版社申报的
《艺术启蒙有声书》和重庆大学电子
音像出版社申报的《穿越科学大事
件》（《医学科普篇》）入选国家新闻
出版署组织评选的“2021年全国有
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全国共 37
个项目），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

一本优质的有声读物是如何诞
生的？12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进
行了采访。

从“眼”到“耳”难住传统出版人

听书，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实现
了从平面到立体的升级，逐渐成为
越来越多读者的新选择。重庆大学
电子音像出版社副总经理董康对此
感触颇深。他说，随着社会的高速
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在地铁、公交上利用零
碎时间阅读，“用眼阅读”部分转向

“用耳聆听”。
重庆大学出版社是一个以教育

出版为主的大学出版社。融合出版
怎么“融”？有声读物怎么做？没有
确切答案，只有一步步摸索。

蹇佳，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设
计学专业，《艺术启蒙有声书》责任
编辑，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策划
一套高品质的有声读物并不简单。
蹇佳说，她对传统图书的出版流程
驾轻就熟，但有声书要以什么方式
呈现，需要什么技术支持，如何方便
听众使用，如何让儿童在听懂的同
时还能有收获，起初都是一头雾

水。她坦言，在传统图书中，音频或
视频是配角，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可在有声读物中，音频变成主角，成
为主要吸引读者购买的东西，如何
面对并适应这种主次变化，十分困
难。遇到瓶颈期后，策划工作中断
了半年。

董康也曾十分苦恼。如何把高
深、严肃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有
趣的音频故事，他和同事们都觉得
很有挑战。

有声读物有用又好玩

面对难题，绝不言弃。《艺术启
蒙有声书》营销编辑黄灿说，《艺术
启蒙有声书》确定以一种盒子的形
式呈现，包含音频故事、贴纸、打卡
地图、涂鸦卡、金句卡牌和艺术家字
典，这些内容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
关联的。通过声音、视频、绘画等多
方面内容，让小朋友和家长感受到
这套读物的趣味和魅力。

99个艺术家音频故事，每个故
事5至10分钟，从全新角度讲述中
外艺术家的故事；艺术家贴纸+艺
术打卡地图设计感十足，每听一个
故事，就可以贴一张艺术家贴纸在
艺术打卡地图上。每个故事的讲述
视角、音频内容都是精益求精的，盒
子的设计、颜色也是十分考究。”蹇
佳说。

董康带领团队持之以恒地努
力着。他说，在编写《穿越科学大
事件》脚本的过程中，注重故事、案
例的引入，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在
行文风格方面，以提问或反问的形
式，增强交互性；在文字加工过程
中，精心打磨，力求表述准确又不
失幽默。

就这样，《穿越科学大事件》有
声读物共策划了《医学科普篇》等5
个专辑，已全部上线。如医学奇书
《黄帝内经》、达芬奇的人体解剖图、
疫苗的发明和应用等等。每个故事
时长5分钟左右，使听众能更好地
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医学知识。

融合出版有挑战有机遇

《艺术启蒙有声书》在今年“六
一”儿童节前成功推出，一些机构找
到蹇佳，希望合作推出衍生产品等
等。

董康认为，大胆尝试融合出版
有深远意义。《穿越科学大事件》有
声读物已通过重庆大学出版社自有

“课书房”平台发布运营，同时还在
喜马拉雅平台上线运营了同名有声
读物，并在抖音等平台制作视频版
进行传播，与各平台进行多种模式
的合作以促进产品的运营推广。

“可以说，融合出版业已成为出
版的发展方向，这既是传统出版业
应对来自行业外挑战的选择，更是
出版业发展的空前机遇，我们会继
续在这条路上求索和创新。”董康坚
定地说。

从“用眼阅读”到“用耳聆听”

品质有声读物如何“炼”成

■ 内容简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为实
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同样离不开金融的有
力支持。探索金融扶贫的方式、途
径和效果,探索反贫困的金融理论,
逐渐勾勒出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
体系化的新金融扶贫政策体系和制
度安排,是《新时代金融精准扶贫理
论与实践——以重庆市金融扶贫案
例为蓝本》一书的主要任务。

该书作者长期关注扶贫减贫理
论和“三农”经济问题,行走于乡村、

贫困地区,访贫帮贫、调查研究，用
一个个典型事迹、一组组详实数据,
展现重庆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历程
中的金融扶贫篇章,讴歌新时代重
庆大地上金融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
践创新。

■ 编辑推荐:

2021 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
战的全面胜利。回望脱贫攻坚之
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通过科技扶贫、旅游扶贫、
教育扶贫等创新方式,打赢了脱贫
攻坚战。其中,重庆市金融机构通
过金融进行精准扶贫,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成为全国金融扶贫的典
范。本书以重庆市金融扶贫实践为
案例,系统研究介绍贫困是什么、如
何消除贫困、如何通过金融消除贫
困等核心问题,为其他地区摆脱贫
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该书于
12月5日入选商务印书馆一周好书
推荐榜。

重庆金融机构精准扶贫成典范
入选商务印书馆一周好书推荐榜

【【对话责编对话责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