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主编：蔡昉

内容简介：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金融，国之重器。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
国，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支撑。本书
从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重要维度：超
大规模人口与市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绿
色低碳转型、和平发展与全球治理、完善现代
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等，详细阐述了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金融方略，旨在为我国全面顺
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可行之策。

《溯源中华文明》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王巍等

内容简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本书实证中华5000多年
不断裂的悠久文明，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讲述中华文
明起源的重大问题，解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和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溯源中华文明》
使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明确了中华民族5000多
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本书揭示了中华文
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
大贡献，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
精神动力。

《重构关系》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邱泽奇

内容简介：数字连接给了每个人连接世界
的机会，也让人们的社交从此不同。运用数字
媒介，理论上，一个人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任
何人建立联系。即使如此，人们的社交关系依
然只有四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
生活关系。本书在每一类关系中选择了四类
典型场景，用案例呈现场景，在场景中捋出案
例内含的社交关系重构，探讨数字社交带来的
社会关系革命——从个体围绕社会的社交转
向个体汇聚关系的社交。

《碌碌有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王笛

内容简介：文字版《清明上河图》，本书聚
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从一
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
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
行、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农村和城市的形
成、法律与社会等，让读者犹如翻开历史长卷，
看鲜活生动的古代日常，感受中国社会的烟火
与温度，看到更细节的中国。本书分为上、下
两卷，上卷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如
厨房里的必需品与人们的环境和生活习惯有
什么样的关系？从集市到城镇，这种流通与集
散的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下卷讲述家族、群体
和法律，如中国传统社会有“小升初、中考和高
考”吗？文人们真的都“书画琴棋诗酒花”，诗
意地栖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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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开卷有益

在 文 物 与 传 统 技 艺 中
感受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苏永生

“韩浩月这部散文集可以说
是书写自己内心的‘双城记’，从
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表现了一位
内心细腻敏感的当代中年知识分
子的心灵画像。”著名作家张抗抗
对散文集《燃烧的麦田》由衷荐
言，可谓一语中的。此书是著名
文化评论人、百花文学奖获奖作
家韩浩月继“故乡三部曲”之后在
散文领域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可
以说别具情怀。

本书文字既有中年人对生
活与社会的体会与思辨，也有属
于年轻人永恒不变的理想情怀，
对清醒与迷茫、永恒与瞬间、残
酷与诗意等矛盾状态，有着精准
的描摹与刻画。

故乡的麦田，是祖辈的精神
图腾。从苗儿青青到金穗沉沉，
那一望无际的麦田裹挟着一代又
一代乡亲们的喜怒哀愁，日里夜
里，于广袤的田野汹涌澎湃，于单
一的梦境颔首低眉，复以铺天盖
地的尖锐之芒，给予年轻一辈心
灵之翼。于是，他们抬脚向远
方。那里有着乡村与麦田无可比
拟的繁华、绮丽和热闹，那里高楼
林立、霓虹炫目，那里就是城市。

从 一 个 麦
田里的守望者，
到一个时时回
望麦田的“城市
人”，在韩浩月从
容朴实、力透纸
背的笔触里“昨
日重现”，令同样
是从麦田走出
的读者，一次次
在心田深处燃
起熊熊烈火，耳
边响起故乡深
情的呼唤……
较之传统散文
通 过 隐 喻 、虚
构，甚至“创造
性回忆”的“乡愁”抒发田园牧歌
式的“美容”书写，他勇敢地自我

“爆料”，冷静而耐心地叙说着与
己有关的亲人们的故事，并能在
城市生活的间隙里，糅进自己的
精神世界里。

全书分为“陌生之地”和“带
你回故乡”两辑，由一篇篇非虚构
散文组成。“陌生之地”里的多数
篇章，写作背景多为一线城市。
作者站在一个冷静观察者的立

场，通过对
个 体 生 活
真 实 客 观
的刻画，巧
妙 反 映 出
一 个 不 可
忽 视 的 庞
大 群 体
—— 在 城
市 打 拼 多
年，纵携妻
将 子 成 功
落户，车房
皆备，但生
命 的 根 系
仍 迢 遥 地
连 缀 着 麦

田与故乡。“带你回故乡”一辑，纸
页间弥散的多是离故土麦田并不
算太远的小县城独有的气息，讲
述一个个小人物喜乐烦忧的背
后，是对大时代变迁的精微彰
显。作者通过对一名返乡者心态
变化的剖析，忠实记录了一代“漂
泊者”的姿态。确定的是，无论身
处何地，每一条道路，都通往故乡
的麦田。

作者语言简洁朴素、干净纯

粹，在形象与节制中，又难拂情愫、
暗蕴哲思。也许故乡渺邈、归思
难收，作者于有意无意间“忘却”
了自己的身份，冷静温情地抒写
上升为一种美学情感——“四十
多年了，这个村庄，这条路，像是
根本没有变过。虽然我变了，且
变化很多，但是每一次走在这条小
路上，我都会被打出原形，那是一
个七八岁的男孩，他默默许愿，对
着清冷的天空发誓，一定要走出这
个地方”。事实上，源于麦田、源于
故乡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固执地
牵系着作者的神经，还乡成了不二
选择。

全书的书写，是一个“城乡
人”追寻自我的过程，也是给生活
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增添"勇气"的
过程，唤醒一代“城乡人”的记忆、
梦想与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穿插了
20余幅画作，星空、麦田、小镇、
山野……皆精选自梵高的作品，
静谧、温暖、恬淡、壮阔……结合
文章内容精心搭配，相互衬托，
将故乡的温暖与异乡的漂泊感
进行图文呈现，让人眼前一亮，
心灵在瞬间得以抚慰。

故土的光
——读《呼兰河传》

□安宁

我迷恋《呼兰河传》，读很多遍也
不觉得厌倦。仿佛作家萧红还在那座
到处都是蝴蝶自由飞舞的后园里，没
有长大，没有不甘，永远都是自然的孩
子，犹如一枚野生的浆果，转瞬即逝的
飞虫，小巧脆爽的黄瓜，在深蓝的天空
下，热烈地呼吸，动人地舒展。

这是萧红生命中最明亮的光。她
活在这段天真无邪的童年里，不想走
出，也从未走出。就像我自己，花费十
年，为泰山脚下小小的村庄，完成“乡
村四部曲”，又离乡千里，多年未归，故
乡对我的影响，始终无法消除。仿佛
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蓄满了对它
的眷恋。

萧红的一生，犹如扑火的飞蛾，因
了一点光亮，就拼尽全力。尽管理想
虚无缥缈，人生颠沛流离，但她从未失
去过希望。这希望来自于《呼兰河传》
中生机勃勃的后园。在这小小的后园
里，一切都是活泼的、健康的，散发着
迷人的芳香。阳光安静地洒落下来，
将紫色的茄子、绿色的豆角、秀气的韭
菜、轻盈的蝴蝶、忙碌的蚂蚁，一一照
亮。这时的后园，是一个孩子全部的
世界。呼兰河小城里的人们各自忙
碌，只有天真的孩子留在花园里，看黄
瓜爬上架子，看倭瓜结出果实，看鸟儿
冲上云朵，看太阳落下墙头。即使外
面声声叫卖的小贩，也不能打扰这散
发着山野气息的质朴和快乐。

我因此想起自己的童年，和我所
写下的日常。那个小小的村庄，在辽
阔的北方大地上微不足道，就连地图
上都不曾出现过它的名字。它比呼兰
河还要小，也不曾走出过重要的人物，
我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仿
佛从人类诞生的时候，就在宇宙中存
在了一样。它像一棵山野里的树木，
悄无声息地扎根在大地上，路过的人
看见它，也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一眼，便
即刻将它忘记。而村庄里的人们，一
日日努力地生活着，像丛生的野草，以
强大的生命力，忍受着风雨，向着更广
阔的天空伸展。如我一样的年轻人，
通过读书离开了村庄，在天涯海角洒
下种子，再也不曾回去。而更多的父
辈，则长久地留在这里。

萧红对故乡的情愫，全都写在了
《呼兰河传》之中。她爱的纯真而又热
烈，像可以抚慰所有生命的后园。她
也恨得直接大胆，将人们听天由命的
态度一一呈现出来。她记下这些与她
血肉交融的人和事，记下墙角破烂水
缸下的虫子，记下黄昏燃烧了整个天
空的火烧云，记下泥坑里摔得四仰八
叉的牛马，记下后园的春夏秋冬。

她是奔跑在山野中的烂漫的孩
子，她也是站在呼兰河上空，审视人间
的天使，她希望人们拥有一座瓜果飘
香的后园。结尾处，她写冯歪嘴子失
去了爱人，却依然在人们的闲言碎语
中拼尽全力抚养着两个孩子。于是，

“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
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
了”，而且这瘦小的孩子“微微地一咧
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这一抹
天真的笑，饱含着萧红对于故土全部
的爱，也寄寓着她永不消失的深情。
就在这里，她将自己的情感得以升华，
她深深地理解了生与死，理解了借着
一丁点的光和热，奔波劳碌的人们，所
以她用文字将他们记下，让他们在字
句间闪烁光芒。

孕育了她生命的呼兰河，缠绕了
她的一生。弥留之际的萧红，执意要
回到故乡，与这个她曾经奋力逃走的
小城达成和解，彼此接纳。就像此刻
我写下这些文字，想起已经多年没有
回过的故乡，心中依然隐隐难过。它

“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
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书架

通过一件件不同时期的文
物，讲述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
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感
人故事；通过一项项精妙绝伦的
传统技艺，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文化。

由内蒙古日报社编写、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园》一
书，以详实精确的资料和生动丰
富的例证故事，描绘了北疆大地
上多民族生息繁衍演变、碰撞交
融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为内蒙
古多民族同根同源的历史发展
脉络，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理论
指导，也为北疆大地共生同续、
相容互鉴、薪火相传、精神共筑、
史卷同染的文化源脉，提供了生
动的文化刻度。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
之魂。只有建设好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才能筑牢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从历史到现在，中华民族各
民族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
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灿烂辉煌
的文化沃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
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形成了勠力同心、团结奋进的强
大精神纽带。

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
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热土，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
舞台。自远古以来，匈奴、乌桓、
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
古、汉等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繁
衍生息，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
中，各族群众共同创造了美好家
园，共同创造了多种文化形态，
使这片土地拥有红色文化、草原
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
文化、西辽河文化、河套文化等。

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
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
一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以爱国忠诚奉献为核心理
念，以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
北精神”为精神标识的地域文化，
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内蒙古社会科学普及
类重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家园》紧扣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分“听文物
讲故事”“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
事”两个篇章，围绕北疆文化中
的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
海、黄河文化等内容进行了详细
的讲述。书中稿件都是在近年
来《内蒙古日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家园”专刊已经刊
发稿件的基础上编辑而成。

“听文物讲故事”篇共包括
红山玉龙、秦铁权、龙首青铜灶、
汉代瓦当、居延汉简、契丹文铜
镜、贾力更烈士使用的货郎担等

26篇文物故事。这些文物故事
通过对不同文物的来源、文物的
介绍和分析、文物的历史意义等
的讲述，让读者近距离感受文物
背后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文化，增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感，增强文
化自信、增进文化认同。

“ 看 传 统 技 艺·听 融 合 故
事”篇共包括龙灯鼓、脑阁、抖
空竹、爬山调、高车飞碗、二人
台、栗氏木雕、巴林石雕、民间木
嵌、手工制香等20种传统非遗技
艺。通过非遗技艺的来源、传承
人对非遗技艺的学习、传承人的
不断成长、坚守等一个个生动故
事，展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独特魅力，挖掘蕴藏在非遗技
艺内部的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
奋斗的深刻内涵，传承发展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增进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家园》全书共 24 万字、286
页。“听文物讲故事片”篇除介绍
文物本身的文章外，还配有文物
的精美图片，让读者直观感受文
物风采的同时，加深对北疆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看传统技艺·听
融合故事”篇，刊载的稿件除配
有传统技艺的照片外，还增加了
栏题为“一言”的短评，通过平实
深刻、鞭辟入里的论述和分析论

证，进一步升华了稿件的思想内
涵，提升了稿件品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
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 我 们 在 新 时 代 新 的 文 化 使
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
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家园》，为读者了解北疆文
化、感受传统技艺、增强文化自
信打开了一扇窗，对传承发展北
疆文化，发挥出积极作用。

品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家园》“听文物讲故事”篇，
读者可以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探寻不同时代文物的印迹，聆听
一件件别具情态的文物背后的
故事，了解史前文化的场景、再
现金戈铁马的战场、欣赏青铜器
具的精美、了解革命道路的艰
辛，感受北疆文化的粗犷、豪迈
与热烈；品读“看传统技艺·听融
合故事”篇，读者可以追寻到丰
富多彩的传统技艺的产生、发展
足迹，感受非遗传承人的工匠精
神和忘我坚守，在欣赏和品鉴中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中
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认同。

于拥挤的人潮守望麦田
□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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