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街子》是一部很有辨识
度的作品，期待读者在小说中读
到老重庆的味道。”《红岩》杂志常
务副主编欧阳斌推荐的是刚刚获
得第九届重庆文学奖的中篇小说

《花街子》。
《花街子》是重庆作家曾宪国

的中篇小说集，由《入戏》《弥合》
《别无他求》《南麻布的家》等 4
部中篇小说组成。作者以重庆
渝中区下半城一条真实存在的
小巷——花街子为“根据地”，以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喝坝坝茶时
听到的趣闻等为创作素材，反映
了时代变化中，普通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描绘出充满温度的重
庆市井生活画卷。

花街子是条短小的背街小
巷。短到什么程度？曾宪国曾写
道：“若点燃嘴上的烟，呼出的烟
子还没在嘴边散去，街就走完。”
但就是这样一条小街，给予了作
者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里的

人说的是地道的重庆话，街头巷
尾摆的是龙门阵，品的是又麻又
辣的江湖味道。书中既包括张长
寿夫妇收养干女儿、退休教师罗
长贵与儿子弥合因悲痛产生的隙
缝等亲情故事，又有李渝山不顾
女儿反对，勇敢追求幸福的爱情
故事。欧阳斌认为，这些作品着
眼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虽然
主人公的性格各不相同，却在看
似平淡的故事背后，展现出重庆
人不畏艰难，敢于走出困境奋斗
圆梦的精神。

欧阳斌所在的《红岩》杂志曾
首发了曾宪国的上一部长篇小说

《门朝天开》，在谈及曾宪国的新
作《花街子》时，他认为，作者的文
字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的审美，从
中可以感受其散发出的老重庆气
息。“他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他
将生活体验融入写作的同时，其
作品所折射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
社会意义，值得读者深思。”

欧阳斌：

品味又麻又辣的老重庆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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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烈士和他们的故事，几乎
已经家喻户晓。但先烈们用热血与
生命写就的家书，大多还鲜为人
知。”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
馆副馆长郑劲松推荐的是《红岩家
书》。他希望读者在新春佳节中，从
这些向死而生的绝笔、力透纸背的
家书中，坚定信仰，接续奋斗。

家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优秀
传统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良好家风
传承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形成
了一套家庭教育的生动教科书。《红
岩家书》选取了车耀先、蓝蒂裕等
20 位红岩英烈在狱中或就义前写
给亲人、同志的话，既展现了珍贵的
烈士家书手迹影印件，又有感人肺
腑的解读，为读者提供了一本真实
生动、震撼心灵的思想道德教育读
物。郑劲松认为，这些家书，既有对
父母的愧疚，对子女的舐犊之情、谆
谆教诲与告诫，对爱人的思念、牵挂
和热恋，更有着不同于传统家书的

革命理想、斗争与信念的表达，字里
行间充盈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大无畏
精神。

此外，郑劲松认为，《红岩家书》
打动人的，不仅仅是那一篇篇充盈
着革命志士家国大爱的“家书”，还
在于讲述了“家书”背后鲜为人知的
故事。“在编创过程中，我深深地感
受到家书中流露出来的真实的人性
力量。”郑劲松说，这些家书是红岩
英烈们的真情实感，闪烁着烈士们
追求信仰、坚持真理、向死而生的品
格。“家书是最真实的个性化书写，
而家书背后的英雄成长故事、狱中
斗争以及家书中提到事物的诠释，
为读者还原了、也丰富了英雄的真
实形象。”

作为此书的编著者之一，郑劲
松希望能将书中的精神传递给更多
的读者，“红岩英烈在家书中流露出
的真情实感，对现在的年轻人同样
受用，也更接地气。”

郑劲松：

从力透纸背的家书中汲取力量

“我在《我的声音，唤你回头》新
书中，讲述了九类女性的故事，应该
说，这是非虚构文学与民法典的首
次‘遇见’，也是法治时代文学普法
的生动注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燕
燕说。

《我的声音，唤你回头》由四
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李燕
燕继报告文学《无声之辩》之后又
一力作。在书中，李燕燕讲述了
九类女性的故事，除了有关女性
权益保护的隐私权、名誉权、男女
平等的遗产继承权、婚姻安全等
内容，还有反家暴、全职太太离婚
时的权益保护、老年女性的赡养、
财产安全、遗嘱继承等方面的内
容。

“民法典里每一个法条背后，
都蕴含着酸甜苦辣故事。”李燕燕
介绍，她通过广泛深入的走访，以
非虚构叙事的方式，将民法典与女
性权益关联起来，以女性主体权益

保护的典型个案，反映出这一重要
法典对于人民利益的切实维护。
她说：“写这本书就是要为弱势群
体、为广大普通女性发声和服务，
启发她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
好自身权益。”

“《我的声音，唤你回头》和李
燕燕 2020 年出版的《无声之辩》，
都将目光聚焦到弱势群体身上，
是用真情为最普通、最平凡的老
百姓写作，表达了对社会公平正
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体现
了一位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
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
晓原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评
价道，李燕燕坚持走自己的路，在
自己的文学领地挖了一口深井，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从中汲
取出甘甜的水。

“希望更多读者关注、阅读、
喜欢这本书，让民法典知识入脑
入心，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李燕燕说。

李燕燕：

非虚构文学与民法典的首次“遇见”

“我想，这套书能让大家一起
触摸时代的心跳，触摸城市的心
跳，一起持续地升级我们的头脑，
一起去完成认知的升级。”重庆云
中漫步文化传媒董事长、《解码智
能时代2021》丛书作者之一胡浩
推荐该丛书时说。

丛书包括《解码智能时代
2021：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解码
智能时代 2021：来自未来的数
智 图 谱》和《解 码 智 能 时 代
2021：前沿趋势 10 人谈》。丛书
力图沉淀智博会的智慧精华，
动态瞭望全球智能产业最新发
展；同时，从“芯屏器核网”“云
联数算用”与“住业游乐购”的
角度，解读重庆在加快建设“智
造重镇”“智慧名城”方面的最
新实践；通过对国内外顶尖的
10 位大数据与智能化领域的学
者及产业探索者的专访，从专
业视角洞悉智能产业的前沿趋

势。
“我的感觉是，时代是出卷

人，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乃至
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答卷。”胡浩
说，在“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
字经济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永久
落户重庆，2021 年是第四届了，
已然成为这个城市一年一度的
盛会，《解码智能时代》丛书就
这样伴随智博会诞生了。

胡浩说，丛书从智博会出
发，带领读者感受以智能化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浪潮；从重庆
到中国直至全球，从现在看未
来又回望过去。“我想，一年一
度的智博盛会除了带来合作达
成、项目落地这些具体成果外，
还在于通过很强的仪式感，去
扩展整个城市的认知，达成共
识 ，带 来 全 民 大 脑 的 持 续 升
级。”

胡浩：

动态瞭望全球智能产业最新发展

“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么？读了《乌合之众》相信你会有
新的认识。”曾家岩书院主理人吕
真在推荐“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
的这一送读图书时说，她期待读
者通过阅读，更加理性地认识当
下。

《乌 合 之 众》是 法 国 著 名
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书写
的 一 本 研 究 群 体 心 理 学 的 著
作。“眼睛雪亮的群众”和“不
明真相的群众”之间，勒庞发
现了后者，且透过纷繁芜杂的
现 象 抓 住 了 其 本 质 —— 非 理
性，并在书中深入浅出地阐述
了 群 体 行 为 的 种 种 特 点 和 成
因，细致地分析了集体心态，
帮 助 读 者 理 解 众 多 匪 夷 所 思
的集体行为。

“《乌合之众》从社会心理
学的角度讲述了个体和群体关
系。”吕真谈到，上世纪 90 年代，
刚刚走出校园的她在书店淘书
时邂逅了《乌合之众》。那时的
她并不是太明白其中的道理，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慢

慢 理 解 了 书 中 的 应 有 之 义 。
“《乌合之众》虽是在 19 世纪大
背景下书写的一本群体心理学
著作，但书中的观点同样适用
于当下。比如书中对于群体意
见领袖的分析，可以帮助大众
理解网络群氓的产生和群体性
迷失等问题。”她认为，《乌合之
众》中给出了如何引导群体情
绪的方式，文字简洁犀利，于今
人思索当有裨益。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群
体非理性现象从现实生活中向
网络迁移，书中的考量范围也
在延伸，特别是利用匿名发声
的特点，所引发的网络暴力这
种非理性行为，比现实生活中
来得更加猛烈、更加容易，巨大
的人群数量也让这种非理性情
绪加倍传播。“读到这本书的朋
友，应该学会理性思考，保持独
立思维，以此避免盲目从众。
尤其在当下，我们更应该对接
收到的海量信息加以甄别，用
理性冷静独立思考去判断。”吕
真认为。

吕真：

理性认识当下网络传播

“读完这本解密重庆走马古镇
的小说，你会大呼过瘾，并从此爱上
重庆。”重庆网络作家协会主席袁锐
（网名：静夜寄思）推荐的是重庆本
土网络作家韩路荣所写的《走马传
奇》。

一段青石板路，一个个新鲜的
奇闻故事。重庆走马镇在历史上是
成渝古道上的必经之路，每天来往
此处的客商们络绎不绝，带来了各
地的新鲜见闻和奇闻异事，长此以
往孕育出了风格独特的走马民间文
学。在这里，不仅可以寻找历史的
足迹，还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
蕴。古镇自明末清初时，便盛行讲
民间故事的习俗，文化气息尤为浓
郁，沿途老街两旁的茶馆里，总能看
见茶客们围坐在一起，摆龙门阵讲
故事……2006年，“走马民间故事”
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这其中的文化故事，被一

本小说讲出来了，它就是《走马传
奇》。

《走马传奇》讲述了走马故事的
来历及发展，融入了成渝古道、慈云
寺、街心石、六尺巷、三块碑等民间
故事，将走马场整个历史变迁淋漓
尽致地展示出来。袁锐认为，作者
用网络文学的方式写出了一部地方
民俗文化的“入门书”，是走马古镇
人们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

近些年来，网络文学正逐渐走
进大众视野，重庆的网络作家也开
始运用网络文学的影响力助力重庆
文旅发展，《走马传奇》便是其中之
一。袁锐表示，读者可从书中了解
流传在古镇里的民间故事，让更多
人了解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
用网络文学回溯地方文化乡愁，传
承地方文化记忆，打造地方文化名
片，或许这就是一本书带给城市的
意义。”

袁锐：

用网络文学助推地方文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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