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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解人生：传统文化
中的生命智慧》

◆ 本书精选大家熟知的国粹经

典，如古代图书典籍、各地传统戏曲、

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武术、中医、民间

艺术以及传统的建筑、服饰和烹饪等，

根据与之相关的故事和其特点，发掘

国粹中所蕴藏的传统智慧，探寻个中

滋味，让读者领悟立身处世的道理。

好书速递

●《父亲的声音》 ●《老表之歌》

这部长篇小说

以虚构的江西省江

南市为背景展开，

笔触从大都市到中

小城市再到农村，

是一部全景式展现

江西改革开放历程

的作品。通过改革

开放前后人们的心

理、情感和性格上

的变化，表现我国

改革开放宏阔深刻

的壮丽诗篇。小说

塑造了江西老表的

群像，他们用自己

的悲欢离愁、兴衰

沉浮，演绎了走向开放的铿锵步伐。刘上洋主编了“经

典江西”“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等丛书，著有多部散文

集，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散文奖、中国新

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等。

（刘上洋 著 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头条背后的故事》 ●《九死一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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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共早

期党员、新文化运

动 健 将 高 语 罕

（1887—1947） 的

回忆录，1945 年至

1946 年 先 后 在 成

都、上海《新民报》

刊 载 。 20 世 纪 二

三十年代，高语罕

与国共高层交往密

切，亲历了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本书

即 从 他 1926 年 担

任黄埔军校政治主

任教官兼入伍生部

少将党代表亲历中

山舰事件写起，直到 1937年自香港回内地抗战前夕的

“九死一生”。该书史料珍贵，可以补充中共党史研究

中若干重大事件的细节。

（高语罕 著 王军 校注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年10月出版）

《我的国家史》记录改革开放40年

在时间旅行中采撷科幻的玫瑰
本报记者 党云峰

精品内容是网络文学的核心竞争力
王小书

《茶马少年行》讲述万里茶路文化

2018年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在北京举行

《中国古琴珍萃》复合媒体版发布

本书为文博大家

朱家溍的女儿朱传荣

怀念父亲之作，情真

意切、文辞流畅。

朱氏一族，文脉

流传清晰，长于金石

碑帖的精鉴和收藏，

到朱家溍先生一辈，

将收藏的金石碑帖、

古籍善本、大型木器

全 部 捐 赠 给 国 家 。

本书即以文物为线，

以 从 事 文 物 工 作 的

各位先生为点，以故

宫 为 背 景 谱 织 出 一

幅 微 缩 的 关 于 中 国

文化、文物、文人的中国式文人情调的织锦。书中怀念

父亲，同时怀念父亲的友朋：马衡、启功、王世襄、吴仲超、

倪征燠等诸位先生，并由此构成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人

生写照，十分精彩。

（朱传荣 著 中华书局2018年11月出版）

本 书 以 人 民

日 报 社 高 级 记 者

刘杰参与的《人民

日报》40 条新闻头

条写作为引线，论

述 新 闻 采 写 的 经

验和体会，并分析

这 些 新 闻 成 为 头

条 的 时 代 背 景 和

政 策 背 景 。 该 书

被 人 民 日 报 社 副

总 编 辑 卢 新 宁 评

价为“驻地记者的

‘密码本’”。全书

融 新 闻 理 论 于 具

体事例之中，其中

所透示的理论，不是死板生硬的教条，而是让读者在

“悦”读中感受，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为广大新闻专业、

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及新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提供学

习参考。

（刘杰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大家今天所熟知的科幻文学类

型是由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

威尔斯奠基的，美国作家阿西莫夫则

是其中的佼佼者。时间旅行是科幻

小说的重要题材，作家在作品中回溯

过去、展望未来、探讨人性，是世界文

学的重要收获。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时间不存在》一书的分享会上，业内

人士以时间旅行为主题，对时间线进

行切片和聚焦观察，透过切片展现背

后的世界。

科学助力幻想

威尔斯开创了科幻小说的很多

子类，如 1895 年出版的《时间机器》

中的时间旅行、1897 年出版的《隐身

人》中 的 隐 身 能 力 、1898 年 出 版 的

《世界之战》中的外星人入侵等。那

时 还 没 有 科 幻 小 说 的 名 称 ，威 尔 斯

把 这 些 作 品 命 名 为 科 学 浪 漫 小 说 。

1926 年，雨果·根斯巴克才提出科幻

小 说 的 称 谓 。 1953 年 ，世 界 科 幻 协

会 以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了 雨 果 奖 ，我 国

作家刘慈欣于 2015 年凭借《三体》第

一部获得该奖。

科学理论为科幻文学提供了素

材和灵感，《时间机器》以牛顿的时间

观为基础；20 世纪的科幻作家多依赖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作题材包括光

速旅行、虫洞、平行世界等。人们对

科幻的需求来自何处？作家宝树认

为：“这来自于一个永恒的事实：人类

作为在时间中生存的生命在自身最

深处的、超越时代和国别的困惑与渴

望。找回过去、延续现在、预知未来

彼此缠绕并生。”

“科学理论只是一种解释，并不

构成科幻小说的内核。现代人精细

时间的生活方式，是科幻小说的心理

基础。现代人的工作、娱乐有赖于对

时间的精确把握，并让复杂多元的社

会生活成为可能。许多表面和时间

没有直接关系的发明创造也推动了

科幻的创作，比如留声机、摄影、摄像

技术等让过去得以呈现。”评论家琴

凯德说，时间是所有科幻小说的基础

所在。写时间题材难在作家需要写

出对多数人来说只是主观感觉的东

西。在日常生活中，时间会缓慢地造

成影响，而在科幻小说中，时间造成

的变化必须立竿见影。时间的变化

不是在过去或未来插进一张浓墨重

彩的背景图，然后其他一切照旧，写

时间的故事需要注意细节。

高速发展的科技和不断迭代的

电 子 产 品 也 是 时 间 的 一 种 呈 现 方

式。作家赵垒的父亲是一名修理工，

面 对 今 天 各 种 电 子 产 品 却 手 足 无

措。赵垒说：“一部文学作品，肯定要

表现当代人们的处境，思考现实中的

问题。人们面对机械、网络的迷茫、

无奈、矛盾正是我想写的东西。”

回到过去的目的

19 世纪的小说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威尔斯对时间机器本身未着一笔，

读者对这台机器的形状没有任何概

念；很多作品对时间旅行的机制牵强

附会，毫无解释：在作家爱德华·贝拉

米的小说《回顾：2000—1887》中，主人

公韦斯特匪夷所思地沉睡了一个多世

纪；在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

国佬在亚瑟王朝》中，主人公摩根则是

因脑袋受到一记重击，神奇地回到了

过去。

“将过去具象化能够达到多个目

的：过去如何发生，现实如何浮现，过

去是否能够或应该改变，无论过去是

被有意还是偶然改变将如何影响现

在，是否只存在单一的过去，还是关键

事件的不同选择会创造平行的时间

线，以及人类修改过去的欲望能否成

真——人类为了赢得更多钦佩或同

情，总想篡改自己的故事甚至记忆。”

学者冈恩说，对未来的推测是在试图

指引或评判现在，如果过去不可改变，

至少未来仍然取决于当下的抉择。或

然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推测历史为何

如此发展，还质疑了现实的脆弱。若

想探索过去，最好的时间机器也许是

记忆，尽管它时而出错且转瞬即逝。

而若想探索未来，最好的时间机器是

科幻小说及其作者和读者的想象力。

琴凯德认为，科幻小说作家在借

用时间机器的时候，多选择把主角送

往过去而不是未来，毕竟历史书上足

够的素材可以保证常识无误。但是

简单地把一个人放到过去或未来，算

不上探索时间可能性、奇异性的好方

法。如果作者利用在时间中的自由

移动，探索关于技术或哲学的问题，

会更加有趣。

以文学为时间画像

时间是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的东

西，科幻作家把时间变成创作的重要

题材之一，试图通过研究、观察、感知

和故事，在字里行间为时间画像。在

人类创作的科幻小说当中，时间分为

可以被改变的和不能被改变的，所谓

的自由穿行并不存在，不论去往哪个

方向，宇宙都为人类准备好了规则，只

是人们还不知道究竟边界在哪儿，所

以人们不断冲撞、不断试验，企图用人

类的符号破解这道谜题。

科幻小说有助于人们探索变化

中的世界。学者加里·韦斯特弗尔认

为，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运

用时间旅行的手法实现了个人的救

赎，而在后来的同类小说中，前往过

去或未来的旅途则引导着社会层面

更广泛的救赎：在作家巴特勒的小说

《血缘》中，一名现代非裔美籍女子

亲眼目睹 19 世纪美国黑奴的生活之

后 ，对 延 续 至 今 的 种 族 主 义 与 性 别

歧 视 有 了 新 的 理 解 ；在 作 家 温 德 姆

的小说《她者之道》中，女主角穿越

到 未 来 世 界 ，看 到 的 是 被 严 格 的 等

级 制 度 束 缚 的 女 性 社 会 ，于 是 回 到

自 己 的 时 代 之 后 ，她 便 决 心 阻 止 那

样的未来成为现实。或然历史故事

通常聚焦改变重要战争的结果，例如

作家菲利普·迪克在小说《高堡奇人》

中假设了二战中同盟国的失败，在那

个世界中存在一本小说，描绘的是跟

今天类似的世界。

“时间帮助人们判断自己所处的

位置，回到过去或者去往未来，是为

了把思考放进新的容器。当宇宙燃

烧殆尽，时间不存在，这些故事仍在

宇宙尽头的文明中闪烁。”作家姬少

亭说，好的科幻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改变读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时间旅

行或许永远不会实际发生。但在读

者的大脑中，它随时发生。

“武侠江湖成绝响，人间再无侠客

行……”10 月 30 日，当金庸（原名查良

镛）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微信“朋友圈”

里除了缅怀和致敬外，也展开了对武

侠文学逐渐凋零的讨论。因为对于不

少人来说，除了金庸的作品，近年来就

没有读过其他的武侠小说。

泛武侠类作品活跃校园

“金庸先生去世，确实标志着武

侠 文 学 一 个 时 代 的 结 束 ，但 因 此 而

悲 观 我 以 为 没 有 必 要 ，正 如 唐 诗 以

后有宋词，元曲以后有明清小说，后

人 并 没 有 因 为 唐 诗 无 法 超 越 而 悲

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范锡

林 告 诉 记 者 ，如 今 ，不 少“ 穿 越 ”类

型、“兵王”类型的文学作品，很大程

度上带有“武侠”的色彩，以另一种

格局的武侠文学形象出现，只是目前

还没有能达到较高的文学水准。

武侠文学长期以来被归为通俗文

学的一个类别，这一文学样式拥有着

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巨大读者群。而与

金庸作品几乎“老少通吃”的状况相

比，如今的武侠类文学作品更多地把

读者群锁定在青少年、学生群体身上，

这也造就了武侠文学作品“外冷内热”

的局面。

“当前武侠文学出版物，虽然没有

爆款，但一直也是一个热销的品种，占

据了整个图书市场近乎 10%的份额。”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编辑、陕西省作协

会员王继甫介绍，武侠影视剧的热播

也会造成相应图书的热销，《斗破苍

穹》《斗罗大陆》等仙侠类作品很受青

少年读者欢迎。不久前的一项阅读调

查显示，校园青春励志类和玄幻武侠

类小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书，两者均

占比 19%。

传统文化品格奠定武侠生命力

对于众多读者来说，以金庸作品

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开启了年轻心灵

对 英 雄 的 崇 拜 ，一 个 个 具 有 家 国 情

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又不断自我

磨砺攀登的“大侠”，用侠肝义胆、扶

危救困、勇于担当等中华传统优秀品

质开启了文学式的成长教育。优秀

的武侠文学不但具有令少男少女痴

迷 的 绝 世 武 功 和 智 慧 ，更 有 着 包 括

“琴棋书画”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一部

浸 透 着 中 国 精 神 的 通 俗 文 化 读 本 。

“我国文化中有侠士、侠义精神的传

统，这是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文学作

品所弘扬的一种精神，自然有不少受

众。”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鸿说。

金庸先生曾在其作品集的序言

中 写 到 ，武 侠 小 说 继 承 中 国 古 典 小

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

说 ，应 该 是 唐 人 传 奇 中 的《虬 髯 客

传》《红线》《聂隐娘》等精彩的文学

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等。现代比较认真的

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

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

统的伦理观念。

“ 通 俗 文 学 的 魅 力 在 于 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一 脉 相 承 。 通 俗 文 学 ，包

括 武 侠 小 说 在 内 ，是 对 我 国 传 统 文

学 或 者 文 学 传 统 的 一 种 天 然 、无 缝

的衔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勇表示，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具有

一种不可抵御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影

响力。

前不久，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

版的“三十三剑客传奇”系列丛书第

一、第二册发行，首次印刷 6000 套，计

划出版 6 册，是一部古风武侠作品。

本套图书责编王继甫表示，武功可以

虚构，侠义、道义等中华传统道德的美

好却一直真实存在，也正因为对这些

美好品质的代代传承，武侠文学不但

一直活在读者心中，也在图书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

需要新生代创作者

“武侠文学未来还是会跟整个时

代的文学潮流一起潮涨潮落。”范锡

林 表 示 ，金 庸 武 侠 文 学 能 成 为 一 个

时 代 的 高 峰 ，离 不 开 当 时 的 历史条

件和社会因素。如今各种条件和因素

都已不同。

朱鸿说，据他所知，这些年来，在

陕西几乎没有作家从事武侠文学的创

作。朱鸿解释，陕西出过司马迁、班

固、柳青、路遥，现实主义根基深厚，

其文学传统是对人生、人性和社会矛

盾的强烈关注，这也导致陕西这一全

国文学重镇多年来极少有人从事武

侠作品的创作。王继甫说，武侠的世

界已经远离当代作家所熟悉的领域，

很难写出新意。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7 年以

后，我国武侠小说创作相对沉寂，出

版 社 正 式 出 版 的 武 侠 作 品 较 少 ，网

络 上 影 响 较 大 的 也 多 是 玄 幻 小 说 ，

传统形式的武侠作品很少。”中国武

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表示。与创

作 情 况 相 反 ，近 几 年 武 侠 文 学 研 究

呈 上 升 趋 势 ，评 论 家 对 于 武 侠 创 作

沉 寂 有 多 角 度 的 反 思 ，期 待 有 更 多

优秀武侠作品出现。

通过每年网络小说排行榜、阅读

量、评价来看，武侠小说虽然是读者

最关注的小说类型之一，但典型的网

络 武 侠 小 说 的 成 功 作 品 少 之 又 少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马季表示，

如今大量网络小说里有武侠的元素，

期待网络文学中出现对金庸、古龙有

所传承的优秀作品。

武侠文学：江湖凋零，侠义青春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由文

化艺术出版社主办、恭王府博物馆

协办的《中国古琴珍萃》（复合媒体

版）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中国古琴珍萃》（复合媒体版）

是在 2015 年《中国古琴珍萃》（增订

本）基础上出版的，收录了唐宋元明

四代共 163张传世古琴，是目前海内

外收录样式最全、遴选最精的一部集

文献性、理论性、鉴赏性于一身的古

琴图录，也是一部可以听、可以看、可

以实现交互体验的书。全书由著名

古琴家、音乐史家吴钊亲自遴选琴

目，并考订年代、增补释文。该书融

合互联网技术及数字视听媒体手段

多维度展示了古琴的历史、传承、风

格、收藏鉴赏等知识，且开本缩小到

2015年版的一半，更方便携带。

此外，主办方还开发了“古琴

珍萃 APP”，撷取书中十七式古琴之

中的代表藏品，以多媒体的形式对

其进行展示。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11 月 5

日至 11 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发起并主办的

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在北京举

行。本次活动以“口述历史档案的

多元化应用”为主题，包含国际研

习营、影像展映、口述历史项目展

和“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

等板块，旨在深入探讨口述历史档

案管理与应用等相关议题，促进口

述历史档案在跨学科研究与应用

领域的交流。

口述史料的收集、管理和应用

为档案部门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和动力，口述历史与档案的有机结

合，也使得“人人都是历史的创造

者”真正成为可能。据了解，今年

的口述历史国际周，除了常规研习

营、口述纪录片交流会等环节，还

新增了口述历史项目展。中国传

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联

合深圳市越众公益基金会，共同为

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口述历史同仁提

供展示平台和资金支持。11月9日，

由专家组从近百个参选项目中评选

出的 10 个项目代表，在口述历史国

际周 2018特别发布会上分享了他们

在日常实践中采集到的故事。

据悉，口述历史国际周是中国

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

心自 2015 年起搭建的口述历史同

仁交流与互动平台，已吸引了 10 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口述历史专家、学

者和资深实践者参与。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近日，

中 国 作 协 副 主 席 、中 国 报 告 文 学

学 会 会 长 何 建 明 的 新 书《我 的 国

家 史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现

场实录》在北京首发。

《我的国家史》由山东文艺出

版社出版发行。王干、黄宾堂等评

论家表示，《我的国家史》是何建明

根据 40 年现场采访和“田野调查”

所获得的第一手素材，以一个个生

动、精彩的真实现场，别开生面地

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和诸多

重要领域的经典范例，描绘了 40 年

来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社

会进步的伟大历程，是一部不可多

得的文学家独立书写的“国家史”，

具有很好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何建明说：“我与祖国同步前

行，以文学的形式为国家和人民做

了一个历史的‘书写员’，去探寻一

个 又 一 个 令 人 惊 叹 的 事 件 与 人

物。我希望把这些‘原始笔录’呈

现给读者，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昨天

的祖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去倾听你我及父辈们的心跳声、劳

动与创造时的咏叹声。”

本报讯 （驻 湖 北 记 者 王 永

娟）万里茶路，一条横跨亚欧、穿越

中蒙俄三国的国际商道，长达 1.3万

公里。如今，在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以文化为

媒让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增强了

解？日前，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最 新 推 出 的 长 篇 小 说《茶 马 少 年

行》，对此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据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负责

人介绍，《茶马少年行》是一部关于

万里茶路历史的长篇少儿文学作

品。该书以清末张之洞茶叶新政、

英国人盗取中国茶叶种子等真实

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中俄两国三

名少年茶道探险的故事，再现了万

里茶道的百年传奇。

据了解，作者别鸣查阅了 120

多本有关茶叶、万里茶路、晚清历

史 的 书 籍 ，用 近 两 年 时 间 完 成 该

长篇小说。小说从武汉、洛阳、张

家口等万里茶路重点沿线城市展

开，充满人文色彩、知识趣味和传

奇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