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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年是经典电视剧 87 版《红楼梦》

播放 30 周年，当年这部剧历时 3 年拍
摄，制作精良，被誉为“不可逾越的荧屏
经典”。《1987，我们的红楼梦》一书就是
87 版红楼梦剧组 30 周年纪念唯一官方
指定图书。

本书由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执
笔，用文字、影像来回忆人人心中《红楼
梦》剧集经典，穿越明暗交错的光影，邂
逅亦真亦幻的美好“红楼时光”，欣赏独
属于“87 红楼”的经典美学意境。

书中采写了数十位剧组人员，除了
王熙凤邓婕、宝钗张莉、探春东方闻樱、
袭人袁玫等演员外，还有导演王扶林、配
音导演吴珊、作曲王立平、美术刘宝俊、
服装史延芹等重要的幕后人员，详细讲
述了该剧筹备、拍摄的细枝末节、来龙去
脉，以及红楼演员、幕后功臣的人生故
事，再现影视创作中的“工匠精神”。

曹雪芹笔下的家族荣衰、多舛命途
被搬上荧幕后，这些青年男女脱下凤冠
霞帔，走出红楼，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
路。“黛玉”遁入佛门，芳华早逝，“宝钗”
移居海外，孑然一身，他们命运竟也如剧
中一样令人欷歔⋯⋯

书中图片大多来自演员珍藏，有很
多都是首次公开，忠实还原“红楼梦”的
古典美，再现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颜值
担当。

《1987，我们的红楼梦》
主编：欧阳奋强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87，我们的红楼梦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增强“四个自信”

■品味 ■读而思

本专栏赏读书目由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提供
◀◀ ■新华热书榜 ▶▶

■草原书话

□王忠范

诗 集《浪 花 在 心 海 里 绽 放》分 为 4
辑，总共 98 首诗。诗集作者王明超吸收
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营养，形式上追求“精
炼，大体整齐、押韵”，以现代语言表达现
代人的生活和情感，独成一体，别具特
色，读来甚觉明快。

自然、纯朴、灵动，敞开心灵，直抒胸
臆。这是这本诗集一个突出的特点。像

《我是山村教师》《每当想家的时候》《我是
风》《生命》等篇什，都没有堆砌华丽词句，
更不故弄玄虚，而是直奔主题，明明白白
地表达、抒发、寄意，且不留余地地倾泻，淋
漓尽致，叫人荡气回肠。《为自己喝彩》这首
短诗，在表达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追求
后，亮出性格：“想恨就恨，想爱就爱。”一针
见血，入木三分，谁能不为之心神猛动。

不管用哪种方法写抒情诗，构织一
些画面还是必要的，这能带给读者美的
艺术享受和形象思维。这本诗集，作者
从构思到描绘，都特别注重画面。《阿荣
黎明》中诗人把阳光、小鸟、楼群、广告牌
描写得那样细腻、鲜活，让人顿生身临其
境之感。“时代广场怀孕了，今年要生个

‘商业大宝宝’。”既真实，又有趣，还时
尚。《除夕夜》很生活地写罢鞭炮、饺子、
祭祖、短信拜年，笔锋突然一转：“现在最
忙火的是姑娘小伙，都在电话的两头掬
起恋人的‘秋波’。”多么生动呀。《夜晚小
城》展现不同景致的美丽，揭示幸福生
活，最后点题：“扭秧歌的老人用扇子撩
动夜风，踩着碎步摇出一道夜的风景。”
用画面创造意境，更重要。《我心中的阿
伦河》这样写道：“你在我的生命里更加
鲜活，醒也是歌，梦也是歌。”诗句引人深
思、体味，放飞想象。《梦中与你相逢》的

“梦终究是梦，醒总是要醒”这两行诗，意
蕴深深，充满哲理。我更喜欢《致寒风中
的白杨树》，诗人说树叶掉了，枝干秃了，
却挺直迎击风雪，感叹“有一种气度就足
够”。是写树的风格，更是写人的精神。
如此意境，着实别有韵味。

诗人在诗的意象里，倾注真情实感，
读来亲切、感人。构思别致的《梦里母
亲》，从母亲在低矮的草房里飞针走线的
辛劳写到白发盼儿归，情浓浓，意真真，融
会贯通，读罢心潮起伏，难以忘怀。“你那
善良的心灵，仿佛就是我爱情着陆的机
坪。”（《你》）；“从门缝悄悄溜走了他无数
的岁月，可留下的却是校园的平安和谐。”

（《门卫老人》）；“最想抱一株红梅，送给懂
人的月光。”（《坐在月光里想你》）。这些
诗句通灵感物，精义妙理，具有心灵的图
象，达到情感的沸点，所以优美动人。

绽放的浪花会很美

□佚名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中
央党校策划组织的对习近平总书记
在梁家河 7 年知青生活的系列采访实
录，书中 19 篇访谈稿分为“知青说”

“村民说”“各界说”3 个部分，并选用
了 76 幅图片，辑为此书，由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公开出版。

梁家河 7 年知青岁月，无疑是习
近平总书记人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
起点。还原那段历史，再现习近平总
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
程，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历史地了
解总书记的过去和现在，从而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梁家河村史馆和知青窑前，在
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前，在至今仍发挥
效用的淤地坝前，在赵家河的知青林
前，在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留下足迹的

那些地方，倾听着总书记与人民同甘
共苦、水乳交融的故事，倾听着总书
记刻苦读书学习的故事，倾听着总书
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人们的心灵

会一次次受到冲击和震撼，一次次得
到洗礼和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记
录总书记如何“扣好人生第一粒纽
扣”成长经历的书，让广大读者看到
了一位深深扎根于农村、扎根于农民
的朴实青年，看到了一位胸怀理想、
执着追求的壮志青年，看到了一位忧
民之苦、感时之艰的大爱青年。翻读
这部书，在回望历史中，人们会深切
感受到青年习近平成长的艰辛与不
易，遥不可及的大国领导人一下子变
得亲切具体、可触可感了。读罢这部
书，在对接现实中，人们清楚找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的逻辑起点与实践来源，事
关长远的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
一下子变得更为清晰明朗、可信可学
了。在历史与现实的隔空对话中，总
书记和群众拉近了心灵的距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既是
一部青葱少年的成长史，又是一部干
事创业的奋斗史，还是一部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的从政史。书中以生动
鲜活的案例，展示了青年习近平坚韧
不拔的意志品质、坚定不移的理想
信念、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至真至
朴的为民情怀、无私无畏的历史担
当，充满着大智大情大理，给人以深
刻启发和宝贵教益。总书记在 7 年
知青岁月中锤炼出的“敢于吃苦、乐
于吃苦、善于吃苦、不忘吃苦”的精
神、情怀和品格，为广大党员干部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走好新长征路、接续奋
斗、夺取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习
近平总书记的成长故事，润物无声、
富有滋养，让人不知不觉从中受到
教育、受到启发、受到感染、受到召
唤 ，让 读 者 觉 得 可 亲 可 敬 可 信 可
学。历史不能重复，伟人不可复制，
但伟大的精神却能穿越时空，给人
以面对艰险的信心、勇气和力量，给
人以永恒的启发和滋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并没
有记录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更多

的是在亲历者闲话家常中展露的历
史细节，鲜活还原了一位最初迷茫彷
徨的城市知青嬗变为坚定自信的“黄
土地的儿子”，一位懵懂少年成长为
意气风发的党的优秀干部的成长历
程。而讲故事的人，既有与总书记一
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陕北朴实的
农民，还有当年与总书记有过接触的
各界人士。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总
书记的 7 年知青岁月进行原汁原味的
再现。读到过“五关”的故事，读到

“苦读经典”的故事，读到“解衣推食”
的故事，读到“奖品换农具”的故事，
读到与乡亲打成一片的故事，读到做
群众工作的故事，凡此等等、点点滴
滴，实在令人动容、令人莞尔。这样
一个个真实、动人的伟人故事，这样
一本清新、朴实的书，怎能不力透纸
背、打动人心？！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作者：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砥砺成才的最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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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心理学》是一本帮助人们把各

种负面情绪和消级想法转化为生命动力
的心理学论著。

我们所有的想法和情绪都是内在性
格的呈现，它们由于我们的经历而被迫
扮演一些极端的角色，以致我们无法掌

控自己的情绪或冲动。针对这个问题，
作者创立的“情绪决定命运——内在家
庭系统”模型提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解
决方案，即帮助人们爱上自己（理解困扰
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并与之共处），从而更
好地控制冲动或自动化反应，提升价值
感，让人们由内而外变得更强大、更有信
心、富有创造力。此外，它也能帮助人们
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拥有更多内心
的宁静与愉悦。

作者理查德·施沃茨是许多国家心
理治疗组织的特约（特邀）演讲嘉宾，美
国婚姻和家庭治疗协会的会员，普渡大
学婚姻与家庭治疗博士。他与 Michael
Nichols 一起合著的《家庭治疗：概念和
方法》，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家庭治疗文
本。理查德博士创立了“部分心理学”，
为心理治疗提供了非病理化的框架，对
如何理解心理功能和疗愈提出了新的看
法，对如何缓解人的痛苦提供了创新的
方法。

□新化

科幻作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被
称为“最温情的女性科幻作家”，此次
首度从文学跨界到科普，用人工智能
的故事述说人类的独特之处。《人之
彼岸》不仅包括最新创作的 6 篇中短
篇小说，还包括 2 篇解读人工智能的
文章。故事围绕人与人工智能的纠
葛展开，其设定的场景既包括离我们
很近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包括预设的
地球被万神殿操控的宏大场面。

6 个科幻故事按照由近及远的时
间顺序展开，使原本颇难理解的“人
工智能”迅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创业者任毅把自己分成多个相
同的“自己”，便可以同时兼顾多场活
动和约会；有一天钱睿回到家里，发
现他刚刚在医院服侍的形如枯槁的
母亲，竟然健朗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名为陈达的智能管家，“目睹”了主人
林达被谋杀⋯⋯

智能产品正在变得更加智能，如
果把时间线拉得很长很长，一直长到
未来人出生后植入的人工芯片仿佛出
生证明一样成为标配，你就再也无法
分辨谁是人、谁是 AI（人工智能）化的
人了。那么这一天来临时，人类会觉
得当人更好，还是当AI化的人更好？

郝景芳构思的6个科幻故事，它们
的主角无疑都是人与 AI。人与 AI 隔
岸而望，作为理性的 AI，是否一定能把
人类非理性的一套心理表征学个差不
多？在物理环境变成了智能产品的天
下之后，人又该如何自处？6篇科幻故
事之后，郝景芳用 2篇非科幻思考回答
了我们关于AI的所有困惑。

人工智能会不会毁灭人类，以及
人工智能会取代多少人的就业，实际
上是有关人工智能讨论的最热话题。
郝景芳认为，人工智能会变得非常强
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毁灭人类。
它们的威胁性其实和原子弹一样：能
毁灭所有人，但按钮掌握在人类手里。

未来 20 年，现有工作的一半左右
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人工智
能 时 代 该 如 何 学 习 才 能 不 被 淘 汰 ？
在全书的最后一篇，郝景芳做了详细
探讨。

何为人之彼岸，即人与人工智能
彼此映照。人类站在时代长河边眺
望，彼岸那熟悉的身影到底是机器，
是 AI，亦或是人类自身。正如《人之
彼岸》书籍封面上的一句话：“人在此
岸，AI 在彼岸，对彼岸的遥望让我们
观照此岸。”

人之彼岸：
人与人工智能彼此映照

编辑推荐：
曲 婉 的 故 事 内 含 了 环 保 的 主

题 ，生 动 的 人 物 体 现 了 新 人 的 风
采。长篇小说《从未走远》是现实题
材中走在时代前线和生活前沿的作
品，讲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鲜活的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者余红巧妙地以“言情小说”
为依托，将“爱情”与“创业”有机地
糅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有惊心动魄、
舍我其谁的商海沉浮，又有荣辱与
共、柔情似水的情感缠绵。主人公
叶子琴有知识、有抱负，抱定“绿色
就是生命”的信念，以家族企业为依
托，积极进行以环保科技为龙头的
系列绿色产品的开发，并努力使自
己产品有益于城市的环境保护和有
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但多重的情
感困扰掺杂其中，纷杂的家族内斗
纷至沓来，使得她始终处于风口浪
尖 ，在 自 主 创 业 的 道 路 上 历 尽 艰
辛。作品在事业线与情感线的相互
交织之中，有力地塑造了新时代志
在科技创业的新型青年的感人形
象，深情地歌吟了在尖锐的矛盾冲
突中始终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堪
称近年来一部接地气、有生气、扬正
气的小说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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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登荣

这部非虚构作品《家书：青年时期
写给父亲母亲》，是裘山山从父亲去世
后留下的樟木箱里，发现的一千多封
家书，然后挑选出自己从 1971 年到
1988 年期间与父母的 300 多封通信，
图文并茂地呈现给读者，让人们从这
些书信中，了解一个家庭的历史，一个
时代的特色，并唤起人们对亲情的呼
唤，对历史的反思。

从这些“家书”里，我们看到了作
者的成长轨迹。从一个“后门兵”，成
为连队的报道员，并逐渐爱上文学，并
且有了文学作品在报刊发表，引起了
部队内外的关注；经过多次争取，终于
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大学毕业后重返
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离开凤凰山，从

借调到最后调入《西南军事文学》。书
信里，传递出的是作者的奋斗史、成长
史。在这些书信里，既有作者的高兴
与欣喜，也有作者的困惑与彷徨，更有
作者的执著与毅力。在一封给父亲的
信中，作者有这么一段话：“一切要靠
自己努力，过去的并不能成为今天的
旗帜。”也许正是凭借“自己努力”这 4
个字，才成就了她的人生。

从这些“家书”里，我们看到了一
个家庭的坎坷命运。作者的父亲虽然
长期在军队工作，但由于背上了出身
不好的包袱，连党也不能入，直到拨乱
反正以后，才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作
者的母亲由于提了点意见，被打成报
社唯一的女右派，被迫离开新闻岗位
长达20多年；平反以后，又主动要求重
返新闻岗位，工作到近70岁的高龄；作
者的姐姐，因为父亲曾经在陕西修铁

路，而成为陕西的一名下乡知青。若
干年后，才得以调回父母身边，又靠着
勤奋努力，获得了大学文凭，成为编辑、
作家。可以说，作者家庭的历史，是我
们国家若干个家庭故事的浓缩。从这
些家书中还能看到，虽然这个家庭历
经坎坷，但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气馁，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努力为
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是的，我们
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就是需要有这样
一些充满理想信念的家庭，才能保证
国家蓬勃兴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从这些“家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的变化。从作
者上世纪70年代的书信中，我们看到，
四五十年前的中国，物质是多么匮乏，
生活是多么艰辛。上世纪 70年代中，
作者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拉练”时，母亲
给了几个苹果，让她喜出望外不到半天

时间就吃得精光；上世纪 80年代作者
结婚时，没有自己独立的婚房，靠父母
挤出一间房子作为婚房，结婚时全部花
费只有1000多元！对比今天的中国社
会，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让我们更加珍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镌刻时代烙印的“家书”

□刘小兵

上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东风，中国文学也步入了一个新
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坛，王蒙、刘心
武、冯骥才、张贤亮等一大批作家，以
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满怀仁爱关
切的济世情怀，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精
品力作，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
荣。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中国文坛的
一段“新时期文学”。

著名作家冯骥才的随笔集《激
流 中 ：1979—1988 我 与 新 时 期 文
学》，是一本非虚构的写实作品，书
中，冯骥才以翔实的资料，回顾了自
己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之路，
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并展示了
那个时期作家与读者之间特殊的交
往关系。作者写道：“那时一部作品
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
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
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读者的

鼓励常常让作家文思泉涌，那时，他
一边手夹香烟，一边忘情地投入到
写作中，写至忘情处，常常把烟蒂就
势在桌面上摁灭⋯⋯而为了更及时
地了解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馈，
作家更是把门前的收报箱特意换了
个大箱，开箱时还得拿个篮子才行，
不然箱子一打开，全箱的信就会散
落 一 地 ⋯⋯ 这 种 真 诚 而 幽 默 的 讲
述，充分彰显出冯骥才关注现实、为
人民而歌的文学创作观，也从一个
侧面，让大众对“新时期文学”的盛
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书还是追缅同道中人，回忆与
一些文学大咖神交的一本感想录。
这些大咖既有早已故去的冰心、张贤
亮、陆文夫，也有至今仍活跃在文坛
上的“常青树”王蒙等人。无论是记
事还是忆人，行云流水的文字，处处
洋溢着作者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感
喟。如写与张贤亮之间的交往这章，
不徐不缓的追叙就写得妙趣横生。
有一年，作家与张贤亮一起参加在美

国举行的国际写作活动，只剩一个月
回国时，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
是女人》在国内发表后激起强烈反
响。读者盛赞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
但文学评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作者怕张贤亮回国后挨批，于是打电
话给王蒙探听讯息，王蒙风趣地说：

“告诉贤亮这家伙，愈批愈火，这下子
他的小说畅销了，有大批稿费等着他
回来领呢！”此事最后以巴金写了一
篇评述性文章，才波澜不惊地到此为
止。一波三折的故事，既透出作者与
张贤亮等人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也
可以从中一窥“新时期文学”理性、宽
容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开放和包
容，无论是对身处其间的创作者，还
是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界，都有了更大
更广的施展空间。

书中，冯骥才还回答了自己为什
么要放下挚爱的文学创作，而转向民
间文化遗产的保护。1979 年他曾写
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他
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

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时
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
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或许，
正是因为有了“新时期文学”的历练
和陶冶，赋予了作家一种责任担当和
忧患意识，让他热情投入到文化遗产
的保护中。

本书记录的虽是文坛琐事，但处
处考量的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世
道人心，而小中见大的，却是一个时
代的文学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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