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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申霞艳

长篇小说《高腔》写的是正在
进行时的扶贫故事。

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
阶段，在确保贫困人口 2020 年如
期脱贫目标的鼓舞下，精准扶贫工
作正在各地尤其是农村牧区如火
如荼地展开。《高腔》一上手就是

“屋前那棵白玉兰树又开花了”，乡
村的春天来了！不生硬，不煽情，
不拖泥带水，一边是大雅大俗的川
剧高腔声声迭起，一边是扶贫故事
的繁花次第开放，和风拂面，相得
益彰。

《高腔》的主角米香兰貌美能
干不让须眉、端庄大气有担当。她

自幼喜爱戏剧，爱屋及乌地嫁给柴
云宽，本可在“火把剧团”比翼齐
飞，可惜命途多舛，父亲因饥饿夜
间去偷胡豆角被撞见，在逃逸时摔
成了终身残疾，母亲中年早逝，丈
夫消极懒散，成了“糊不上墙的稀
泥”，一个诗意的家庭陷入困顿，成
了扶贫对象。另一个扶贫对象牛
金锁，则在母亲亡故后因孤致贫，
终日盘弄花木，为花肥寻找鸟粪，
并 将 自 己 的 成 家 之 梦 寄 望 于 此 。
从城里下来的扶贫干部滕娜与第
一书记丁从杰，没有蜻蜓点水，而
是深入走访，找到贫困户内内外外
千丝万缕的致贫原因，对症下药，
度身定做脱贫方案。他们帮助米
家建新居，给柴云宽提供机会改邪
归正，鼓励自卑封闭的米香兰走向

前台，做上村委会主任，而且重燃
“火把”，回到戏台。对于牛金锁，
则重在打开心结，发挥他在园艺上
的一技之长，扶他走上产业发展之
路。在摆脱贫困的同时，米香兰和
牛金锁两家间的宿怨也得到化解，
和谐共进的新农村画卷铺展开来，
花田沟迎来了春天。

花田沟旧貌变新颜的故事是
《高腔》的主体，而戏剧“高腔”则是
小说的灵魂，牵动情节发展。搜集
整理民间戏词工作成为恢复翁婿
关系的融化剂，戏剧也成为连接扶
贫干部和乡亲之间的情感发酵剂，
再 进 一 步 ，戏 剧 还 唤 醒 每 个 人 在

“ 崭 新 的 现 实 ”中 放 声 歌 唱 的 豪
情。小说中号称“万年台”的戏楼
是民间艺术生活与农民精神世界

的象征，它由颓败废置到重新装修
启用的变化，喻示着人们信心的重
振。结尾处，嗓子患病的丁从杰到
底赶上了整出戏的高潮——米香
兰与滕娜同台表演高腔《穆桂英挂
帅》，他打着嘹亮口哨，将清越而高
亢的时代之音传向“无穷的远方”，
让人久久回味。

整 部 小 说 主 干 强 壮 ，枝 蔓 妖
娆，参差交错，引人入胜。表现之
一是它的境界鲜明，人物精神挺拔
轩昂，民风古意盎然。扶贫不仅是
物质上的“造血”，同时也敞亮和提
升人的精神，帮助每位个体寻找失
落 的 梦 ，在 滕 娜 和 丁 从 杰 的 帮 扶
下，花田沟不仅在物质上得到极大
改善，精神上也承接了传统文化中
的光华：仁义、孝道、廉洁再放异

彩。米香兰、牛金锁身上都体现出
传统伦理精神的力量。表现之二
是小说叙事以小见大，跳脱活泼，
语言俏丽，腔调喜人。行文颇能看
出作者对地方艺术和文化的缱绻
深情，大量戏词引入小说，一唱三
叹，延宕了叙述时间，也生长出开
阔的美学空间。

脱 贫 攻 坚 ，主 题 不 可 谓 不 宏
大，但《高腔》让它踏实地落在每一
地、每个人、每种不同的问题里，所
以穿针引线，写得从容不迫，精炼
到位。如果说，当前脱贫工作的重
点是精准发力，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的 ，“ 有 的 需 要 下 一 番‘ 绣 花 ’功
夫”，那么，《高腔》就是在用文学上
的“绣花”来书写和表现扶贫，一针
一线间见出锦绣异彩。

从扶贫故事见锦绣异彩

■读而思

作者：马平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包小婷

这是一个平凡人的故事。
主人公刘十三住在一个山间小镇，外婆在

院子里开了个小卖部。推开窗户，伸手仿佛能
触碰到云朵的边缘，所以镇子叫云边镇，这本

书叫《云边有个小卖部》。
刘十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青年，但他

从小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他拼命学习，可高考
后只去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遇见了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情，倾其所有，却发现自己败给了
权力和金钱；毕业后想留到大城市，最后只找到
保险推销员的工作，却连一单都卖不出去⋯⋯

平凡如他，却在生活的残酷中执着地努力
着，从不言弃。命运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刘十三生活中不乏幸福，作为他唯一的亲人，
他稀奇古怪的外婆王莺莺，总是嘲笑、贬损刘
十三，可内心里却给予了他全部的爱。

刘十三失恋了，70 岁的外婆会说：“人家抛
弃你很正常啊，你丑。你忘不掉人家很正常啊，
她美。哭吧哭吧外婆疼你，外婆倒霉。”接着和
他一瓶瓶地吹啤酒。然后开着拖拉机走了 200

多公里路把他“绑”回了故乡，路上，老太太心里
想：“路太颠簸，傻外孙跟智障一样，一直吐。”

感情上受伤、事业上失意，最担心你的永
远是亲人。刘十三的外婆早已身患绝症，接他
回来不过是想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来陪伴
刘十三。在刘十三身上，似乎都能找到自己曾
经或现在的影子。

小时候，在遥远的城市，陌生的地方，有着刘
十三和我们未曾见过的山和海。终于抵达彼岸，
却发现自己留恋的，仍然是埋葬着外婆的故乡。
失去之后，我们才能明白，有些告别，就是最后一
面，用尽全力去生活、去珍惜，才不负世间的爱。

作者张嘉佳说，故事写给我们内心卑微的自
己。刘十三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讲给我们所遇见的悲伤和希望，讲给离开我们的
人，讲给陪伴我们的人，讲给我们永远爱着的人。

云边那个小卖部

□盖志毅

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授苏日娜博士所
著《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草原畜牧业发
展》一书是一部不落窠臼的畜牧业经济学力
作。

新问题。本书立足于从调研中发现内
蒙古和蒙古国草原畜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宏观框架上看，作者冲
出了以往大多研究畜牧业生产领域的传统，
大胆地进行了开拓。比如对畜产品消费行
为、消费意愿，畜产品流通问题，包括流通效
率、流通安全、畜产品流通模式，畜产品区域
品牌问题等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还有立
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内蒙古和蒙古国草
原畜牧业发展对比研究，这都是随着实践发
展中的新问题。

新对策。本书在掌握详实资料的基础
上，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对决策有
参考价值的真知灼见。比如在论及内蒙古
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对策时，作者提出，要推
动畜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深化畜产品可追
溯体系建设，实施区域品牌战略，提升草食
畜牧业的效益。在谈及对蒙古国畜牧业可
持续发展路径时，作者提出要进行产权制度
变革，发展绿色畜产业，塑造游牧旅游文化。

新数据。要想找到真问题，就不能只是
在书本中寻找，倘若只是“唯书”，特别是一切
以西方著作为马首是瞻，那么，在西方话语霸
权之下，学问就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陷入枯萎和停滞的困境。就会产生逃避现实、
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现象。

作者深入草原牧区调研，获得了有说服
力的第一手资料，使问题和对策建立在扎实
的数据基础上。作者 2016 年 1 月至 3 月对
内蒙古牧区牧民生产行为进行问卷调查，调
研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左旗、鄂
温克族自治旗，赤峰市的巴林左旗、翁牛特
旗、阿鲁科尔沁旗，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
东乌旗，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巴彦淖尔市
的乌拉特中旗。调研方法主要采用随机抽
样，入户问卷调查。对蒙古国草原畜牧业研
究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7 至 8 月对蒙
古国牧区牧户的调查，采用随机调研的方法，
调查地区包括后杭爱省、肯特省、中戈壁省。
为了使调查对象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尽可能
地了解到不同牧区牧户的生产经营情况，选
择了蒙古国东部、中部、西部共 3 个省的 8 个
苏木，每个苏木随机调研4户牧民。

新方法。本书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并不
排斥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这种定量研究的
方法。比如在研究牧户生产决策行为时，选
取 logistic 模型对影响牧民生产行为因素
进行实证分析。在对内蒙古畜产品流通效
率的实证分析时，进行了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和成份矩阵的分析方法。在
对牧户生产意愿作实证分析时，通过 SPSS
软件对 172 个有效牧户样本数据进行 lo-
gistic 回归处理。更加可贵的是，许多结
论来自于这些定量研究的方法。这就大大
增加了这本专著的科学性。

一部不落窠臼的
畜牧业经济学力作□周璇

《书山问道》作为一本文化、文学与艺术
书评集，共分 4 个部分：中国文化观察、西方
文化管窥、当代文学浅论、中西艺术初探。在
20 余万字的书评中，作者陈华文尽情阐发对
文化、文学、艺术的见解，他时而理性分析，时
而激情陈词，似乎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书
生论剑”。

作者有相当篇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
论。他阅读《中国文化精神》《溯源：中国传统
文化之旅》《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

《中国的礼乐风景》等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之
后，认为，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首先要
厘清何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他同时强
调，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中外历史的坐
标轴进行纵横分析，方能找准中国文化精神
内核。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有很多，但是
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勤劳精神。正因为
中国人的勤劳，才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历史文
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族群，这也
正是中国走向崛起的利器。

陈华文始终抱着开放的心态，对于西方
优秀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未来的走向，他

颇为关注。其实，这种中西比照的阅读，也是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具备的方法和向度。
在阅读《希腊人：爱琴海岸的奇葩》《时代的印
记：文艺复兴三百年》《西方世界：碰撞与转
型》《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等著作
后，陈华文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优秀文化的
基因，得益于亚洲和非洲文化的贡献。其实，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在于，西方优秀文化是
一个混合体，西方原本没有自身的文化系统，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
独立发展起来的，汉唐的丝绸之路联通东西
方后，中华文化进一步汲取了外来文化中的
有益养分。

文学阅读与观察，一直在陈华文的阅读
之旅占据重要位置。他不仅关注钱钟书、杨
绛、贾平凹、莫言、格非、王安忆、迟子建等名
家名作，还对于公众“陌生”的文学作品也读
来滋滋有味，并写下诚挚的评论。他认为，阅
读文学作品，当然要朝“上”看，同时也应该朝

“下”看，如果一味围着名家转悠，那这种阅读
是偏食的。文学与艺术原本是一家，陈华文
在阅读中，对于艺术阅读是偏爱的，这可能和
他研习美术多年有关。他阅读高居翰系列中
国绘画研究著作、《五百年来一大千》《艺术的
故事》《梵高艺术书简》《毕加索传》之后认为，

艺术滋养了人文精神，艺术家助推了文明进
步，但不管是何种类型的艺术，若偏离审美标
准，或者以“丑”为美，那艺术的本体就不复存
在。

作者指出：真正的好书评，既立足于书，
又不拘泥于书，重要的是阐发其独立的思想
见解，这是知识生产的第二次创新。读完本
书，带来这样的启示：阅读是一个无边无际的
海洋，只要凭着阅读的兴趣坚持读下去、勇敢
写下去，一个绚烂的精神世界，就会明晃晃呈
现于眼前。

一场别开生面的“书生论剑”

编辑推荐：
审讯中，嫌犯甘某主动供认了一起 10 多年前

的强奸杀人案，这一供认，在乾州市公安局内部引
起轩然大波：此案在当年已被办成“铁案”，且“凶
主”早已认罪并被枪毙，“一案两凶”，令人惊愕。

高层重视，媒体卷入，舆论沸腾。是继续将错
就错，还是将旧案追查到底？公检法内部，以霸道
警花鲍雪飞和“疯子”学弟傅里安为代表的两股力
量立场迥异。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关键证据隐匿难
寻，唯一证人三缄其口，一连串超常规的阻击接踵
而来，被步步紧逼的傅里安做梦也想不到，他会为
此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他究竟能否绝地反击？

前所未有的“双眼台风”横扫而来，整个乾州
在狂风暴雨中天旋地转⋯⋯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10次犯
罪。”须一瓜罪案长篇《双眼台风》围绕一起陈年旧
案的追查平反过程，直面公检法领域的权力犯罪和
人性挣扎。小说从“一案两凶”引爆舆论开场，至台
风过境冤案重判落幕，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横扫
天地的磅礴气势，无不让人屏住呼吸，欲罢不能。
这其中复杂而无法回避的人性之私，剥开真相的步
步凶险与无畏勇气，更是让人驰魂宕魄，身心震颤。

编辑推荐：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

艺术家和科学家，他将艺术、科学、技术和想象力
融为一体，同时，能对自己稍显异类的状态泰然
处之，如私生子、同性恋、素食者、左撇子、容易分心
等等。带着顽皮而执着的热情，达·芬奇孜孜不倦
地投入对众多领域的创新与探索，包括解剖学、化
石、鸟类、飞行器、光学、植物学、地质学、水流，以及
军事装置。他的笔记不仅是有史以来对好奇心难
以超越的纪录，而且是激动人心的指南。《列奥纳
多·达·芬奇传》将达·芬奇跨学科的才华跃然纸上。

达·芬奇的天才之处是：热切的好奇心、认真
的观察以及异想天开的想象力。

本书的起点不是达·芬奇的艺术杰作，而是
他的笔记。作者以达·芬奇令人震惊的 7200 页
笔记，以及关于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新发现为基
础，用电影般的叙事娓娓道来。他剥去尸体面部
的皮肉，绘制嘴唇运动的肌肉，然后在《蒙娜丽
莎》的脸上画出了历史上令人难忘的笑容。他探
索光学的数学原理，阐明光线如何照射在视网膜
上，然后制造出了《最后的晚餐》中视觉变换的错
觉。他毕生对舞台演出的热爱也促进了绘画和
发明创造。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不应止于吸收知
识，要去质疑，要充满想象力，就像任何时代的

“异类”天才和创新者一样。
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是美国著名传记作

家，畅销书《史蒂夫·乔布斯传》《富兰克林传》《爱
因斯坦传》《创新者》的作者。

□贾登荣

《两个李白》是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充闾的
历史文化散文集。这是作者超越时空，与逝
者的精彩对话；这是作者放飞想像，在努力叩
问历史的谜底。

《两个李白》一书中收录了 18 篇作品，分
别围绕文人、帝王、政要、女性这 4 个方面，展
开寻访之旅、文化之旅、追踪之旅。在作者的
笔下，文人：李白、陆游、孟子、骆宾王、纳兰性
德；帝王：秦始皇、宋徽宗、朱元璋、刘邦；政要：
曾国藩、李鸿章、陈梦雷；女性：文成公主、李清
照、朱淑真、杨玉环、李师师、貂婵，这些早已经
化为尘埃的人物，一个个闪亮登场。作者在纵
横捭阖的文字中，或打捞他们悲壮的人生故
事，或透视他们非凡的学识成就，或记录他们
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截取他们人生的一个侧
面，在优美婉约的文字中，再现历史场景，重温
历史细节，让人们与历史上那些风云人物，展
开一场跨时空的精彩对话，从中品味他们的喜
怒哀乐，分享他们的成功失败，感知他们的悲
欢离合。自然，我们也能从历史中得到一些启
示与教益，滋养自己的胸襟与气量。

作者对历史的追溯与怀想，是想通过自
己的认知，来破解那些隐藏在深邃历史空间

里的秘密，唤起当代人的反思与自省。李白，
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那些雄
奇、奔放、瑰丽的千秋绝唱产生超越时空的深
远魅力；而且，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
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在《两个李白》
一文中，作者不仅追寻了李白的成长之路、诗
歌之歌、友情之路，更追踪了李白的从政之
路，通过多方面的结合，来破译李白身上的全
部秘密。特别是通过李白两次从政失败的叙
述，既让我们看到了李白是一个志向高远的
思想家，同时又让人看到他性格中的软肋与
硬伤。当李白第一次兴高采烈地来到帝都走
进朝堂时，皇帝安排给他的，只是一个“闲
差”，这让决计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李白极为不
满，然后挂靴而去，“一走了之”。其实，想做
大事的愿望是好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如果只愿做大官，不愿当小吏，这样的人，在
任何时代，也是不被看好的。而李白的第二
次从政，又糊里糊涂卷入最高统治者之间争
夺皇权的斗争，险些送了性命。从这看来，李
白又是一个不善于观察风向，所以也注定在
从政路上会不尽如意。李白从政失败最大的
教训在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智慧、治理
能力，而不会根据具体的情势作出相应的判
断，以至始终沉湎于自己事先设计好的政治

“版图”中不可自拔，结果处处碰壁。在《两个

李白》一书中，通过对人物命运的透彻分析，
以期达到叩问历史秘密的，并不在少数。如

《情在不能醒》《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李师
师的真爱》《欲望的神话》《灵魂的拷问》等等
篇什，都有这样的深度剖析。这些散文从人
物命运的角度切入，进而折射当时历史、社
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景况，把人物置身于当时
的历史场景中，隐藏的秘密就渐渐清晰，渐渐
明朗。点点滴滴的浸润，起到了“润物细无
声”的作用，让人们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缅怀，
得到智慧的启迪，进而把握住人生的缰绳，书
写自己的精彩。

在对话中叩问历史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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