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贾康

内容简介:本书从全面理解高质量发
展内涵、开启高质量经济发展新篇章、后疫
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方略三大方面展开了多
层次、多维度的探讨，特别是对于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重要性、要求以及推动策略问
题、目标、意义等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认
识。深入回答了读者对高质量发展较为关
心的问题，探讨如何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
质量发展等，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高质量
发展，把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义。

《中国绘画源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履生

内容简介:本书以清晰的线索和丰富
的图文史料全面展现了中国绘画艺术曲
折而丰富的历史发展进程，以个案分析的
写作方法深度剖析了绘画艺术、画家风
格、流派形成等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
全书包含20万字和200多张高清图片，图
文并茂、短小精悍，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细致
评述了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画家、作品、流
派等方面的成就与得失，为读者呈现一部
跨越万年的中国绘画艺术史，让读者尽赏
中华文明绵延万年的风雅传承。

《有解:高效解决问题的关键7步》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奉湘宁 顾淑伟

内容简介:本书致力于帮助读者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作者融会贯通了10年
来的问题解决研究所得与3万余个真实
案例处理经验。重新定义了“问题”的概
念，揭示了问题反复出现的真相，深入浅
出地为读者揭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普遍
规律与具体方法。这套创新性的问题解
决方法，适用于个人成长、工作管理、家庭
建设等方面，能有效助力组织应对人才培
养、沟通协调、高质量执行等挑战，提升组
织效率与个人能力。

《我为什么爱科学——院士讲给孩子
的故事》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编著：新京报社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面向青少年读者
的科普读物，为院士系列丛书的第二部，
内容分为“院士开讲”和“科学人生”两部
分。“院士开讲”部分，院士从各自领域出
发，采取图文、视频的方式，让广大青少年
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知识，内容涵盖物
理、化学、生物、地球能源、交通等学科的
重要主题；“科学人生”则记述了8位院士
走上科研道路的点滴瞬间，展现先辈追求
科学真理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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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琥珀》是内蒙古公安作
家青蓝格格所著的第一部诗集,
2014年出版,收录诗歌近三百首。

书中所涉内容丰富多样,其中的
诗歌敏感于个人角度叙述,敏感于词
语和物象,体验和观照事物的方式独
特。诗人用绚烂的词语找到了进入
世界的通道，并作出了美好的、洞见
的言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通读中，感受到一位身着警服的
女子对世界的探知以及对美的追求
和表达，仿佛看到了作者与世界的高
度契合。书中的一切都是诗，春夏秋
冬、清晨黄昏、花朵果实、咖啡牛奶、
孤独沉默、流水山崖……一片雪花落
下，一片树叶飘零，一声叹息和一句
话，都是感性的、新鲜的、丰满的、畅
快淋漓的，也都是出其不意的。

写山立为山，写水化为水，作者
以她对事物的拆解与整合，书写对内
心情感的批判与面对、剖析与解答，
以及对天地万物、身边万象以及思维
情感的体验与观察、思考与表达。

同时读到的，还有作者的另一部
诗集《预审笔记》，字里行间如灌铅铸
铜般沉甸甸的。

这本书里，青蓝格格将一种在他
人看来索然无味的，甚至硬邦邦冷
冰冰的工作内容提炼成诗，大胆地
纳入自己的写作题材，用一颗融在
其中、超乎其外的诗心，将一个个鲜
活的场面串联起来，读之厚重、思之
深邃。

书中的每一首诗都未离开作者
自己从事的警察职业，书中涉及的各
类刑事案件，以戏剧性场景表现审讯
场面，充分利用诗歌分行、想象等特
点，在对话、拷问与反思中探究人性
的种种问题，剖析每一个生涩、枯燥
的犯罪事件，从中辨识出温情的瞬
间，将它捕捉、记录、尽可能地提取出
温暖的诗意，在构建其特有的写作模
式的同时，也呈现出“公安诗歌”的艺
术特征。

青蓝格格说，任何一位不敢面对
生活本质的作家都不是一位好作
家。她必须要把看到的、经历的、听
到的，一一写出来，将美好凝结成
诗。公安作家首先是普通人，其次才
是作家，最后才是警察。《预审笔记》
中的每一首诗歌都充满灵魂愈合的
温度，平常安然，默默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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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写道：
“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
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他描写
的是“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
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
可细细一想，这不就是我在秋天读
书时，被秋风“一阵扫”后的内心感
受吗？

秋像是四季里的“中年”。
人间变得疏朗，流水瘦了，阳光

矮了，树枝像是古朴的简笔画，用一
两枚落叶点顿出经年的静谧与安
宁。人也变得内敛，收起张扬了两季
的羽翼，从空中缓缓落到地上，沉稳
而踏实地前行。此后，对远方的向往
不再执迷于脚步的抵达，而是要实现
心神的辽阔。目光从繁花争艳中抽
离出来，开始流连清瘦文字里的美好
和丰盛。

入秋后，喜欢坐在窗前，坐在天
高云淡里，坐在缱绻微风中，让心神
和书页一起被轻轻掀起。一目十行，
或是慢条斯理都可，尘埃般漾起的烦
恼会在笔尖的勾勾画画中悄无声息
地沉降。渐渐地，心房和墙上的斜阳
露出一样的颜色，一些难以言喻的共
鸣与触动则坐在盆栽的叶子上不停
摇晃。时不时地，在书的空白处写
下笔记，当丰收的浪潮卷过广袤的
田野时，指尖上的阅读也正捧出累
累硕果。

微凉的季节里，适合读微凉的文
字，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翻过
《记忆与印象》和《奶奶的星星》，一直
读到《想念地坛》与《扶轮问路》。那

种关切着永恒、博大爱愿的思索，恰
好与秋天清冷的气质相合。“生如夏
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一些答
案只有在天时地利与人和都兼具的
情况下，才会在转山转水后，转过年
轮与我们相遇。

每个人对生命都有自己的视角，
每个人都在人间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经过了又一年春夏，到了秋天，在那
些宏大的命题中，我们究竟走了多

远，又欣赏了多少风景？走在地坛深
深浅浅的车辙上，用聆听使命的姿态
沉思，我们都是从浮世的秋水中醒
来，卸下狂妄与莽撞后，在希望与失
望、残疾与圆满、存在与虚无、短暂与
永恒的重重矛盾里寻找慰藉与救赎

的同行者。
这世上，总有一些事物黄了又

绿、绿了又黄，总有一些事物生生不
息、四季常青。重要的是，每一年，

我们都在向上，每一年，书页里都会
留下更多笔墨。当书本再一次摊开，
文字会为我们铺就一条落英缤纷的
路，延伸向灵魂的尽头，直达精神的
桃源。

秋天也适合读一些亮堂的文字，
胸臆和金色的阳光一起晴朗了起
来。《托尔斯泰谈幸福》中写道：“时间
在我们之后，时间在我们之前，在我
们存在的时候不存在时间。”我时常
回味书中关于存在与爱的阐释。秋
天，是一个掺杂着萧条与孤独的季
节，有的事物可能会凋敝，但存在与
爱作为生命亘古的主题，从不会黯然
失色，与所有的一切紧密联系。我们
生活在当下，也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爱
中。蓦然发现，生活，甚至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一种最高级的幸福。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这份秋日的明媚，映照了千
年，始终未曾在人们的笔下缺席。抚
摸着米色的书页，眼中有光的人们总
能在某种光的引力作用下，寻找到阳
光在多年前留下的晏晏微笑和款款
柔情，灿然若金。

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写
道：“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
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或如文
人已摆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
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
长意味。”这样的况味，既属于秋天，
也属于每一个沐浴在书本琅琅秋声
里的人。

秋日读书，暖阳微斜，恍若微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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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跋山涉水
的艰辛远比静守书斋要难得多，更何
况是置身于被贬谪、避战乱、遭流放的
境地，山高路远，道阻且长，凡心所向，
行之将至。《山河做证：古道上的中国
文脉》是作家聂作平的一部人文地理
随笔集，该书以实地探访为基础，以丰
富史料为支撑，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
角，透视杜甫、柳宗元、李商隐、苏轼等
人颠沛流离的坎坷人生。这些命途多
舛的文人墨客，在行走中试图找到一
种超越苦难的存在方式，作品中往往
流露出平静、坚韧和力量，宛如乱石里
开出的永不凋谢的花。

“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
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公元759
年，客居秦州的杜甫接到一封陌生人
的来信，虽然素未谋面，却热情地邀
请杜甫去他所在的同谷。正值忧贫
畏老之际，杜甫欣喜若狂，甚至迫切
地连夜就要出发。然而，大道多歧，
世事难卜，到达同谷后，那个没有留
下名字的所谓佳人，或许根本没有
露面，或许略微敷衍一下就消失
了。居此期间，杜甫写下《同谷七
歌》，朱东润称之为“千古少有的诗
篇”，冯至称之为“响彻云霄的悲
歌”。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

入川路上，饥饿、寒冷、屈辱、悲伤、绝
望，咬噬着两鬓飞霜、消瘦得只剩一
把骨头的诗圣。

贬谪南方，似乎是柳宗元的宿
命。他在永州和柳州，度过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岁月。贬谪毁灭了他，也造
就了他。在永州，他写下千古传诵的
《永州八记》，文中所述地方之前都是
无人欣赏的野风景，是柳宗元发现了
这里的美，并诉诸文字，永州山水也
就变得远近闻名。在柳州，他颁布新
政禁绝人口买卖、推广医学破除迷
信、凿井植树泽被民生，用诗文反映
普通民众的心声，将自己“吏为民役，
以德安民”的思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

实践。从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到山遥
水远的永州，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
远，被“千万孤独”所困的柳宗元，努
力寻找并创造着生命的意义。

妻子从北方捎来家书，委婉地问
他什么时候回去。李商隐怅然若失，
以诗代笺作答：“君问归期未有期，巴
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如今，我们读《夜雨
寄北》，更多地感受到一份素淡与平
和，但这背后却隐藏了诗人无尽的失
意与伤怀。在动荡离乱的晚唐，李商
隐的足迹踏遍天南海北，短短一生
中，他先后到达过今天十多个省级行
政区。追根究底，他在交通不便的年
代舟车劳顿、南来北往，无非是为了
寻求出路。这出路，既是生活所迫，
也是精神所需，脚印、诗行和生命的

华章统统被他留在了沿途。
乌台诗案后，苏轼一次次被贬

谪，一次次背离京师。“心似已灰之
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寄情美丽山水，淡忘
残酷现实，这是中国文人惯有的生存
方式，苏轼亦然。对于他而言，黄州
赤壁是不是昔年曹操的战场，是否真
正具有天地之大美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他已经从这似有灵性的山水间
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韶华的易逝、
人世的无常。苏轼是诗人、词人、散
文家、画家、书法家、生活家，但他留
给我们的，却非这些空洞的词语所能
概括。他象征着在苦难放逐中一个
真正大写的人，仍然能够完整地、完
美地创造自己的世界。

山河坦荡，古道绵长。本书文章
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切入，以祖国
的大美河山为背景，不仅勾勒出人物
的旅行地图，而且刻画了这一过程中
的人物心理与形象，具有很强的代入
感和鲜活性。一个个远去或延续至

今的地名，不只是地理
学符号，更是历代文人
墨客与山川湖海、社会
风俗深度交流后留下的
文学足迹。这长长的足
迹，铭刻着前人远去的
背影，也传扬着他们的
精神与文化。

用脚步丈量“古道上的中国文脉”

寻觅灵魂归处
——读《宝水》

□高低

乔叶的《宝水》，宛如一幅细腻织
就的文学锦缎，缓缓铺展于心间，以其
独特的语言织法、精妙的结构编排及
深邃的情感探索，引领我们穿梭于岁
月的长廊，探寻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熠
熠生辉的灵魂港湾。正如作者所言：

“文字是灵魂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
来，乡土与现代。”这句话恰如其分地
概括了她在这部作品中的匠心独运。

书中的文字，如山间清泉，潺潺流
淌，清澈而富有韵味。作者运用大量
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得小说中
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
生，跃然纸上。晨曦微露时，宝水村被
一层轻纱似的薄雾笼罩，她写道：“薄
雾如纱，轻轻覆盖在宝水村的每一寸
土地上，如同羞涩的少女，遮遮掩掩地
展示着她的美丽。”这样的比喻，不仅
生动再现了乡村的宁静之美，更赋予
了自然景物人性般的温柔与细腻，让
读者仿佛呼吸到那里清新的空气，感
受到那份质朴的温暖。

人物刻画上，作者展现了她作为
文学匠人的深厚功力。她通过对人物
心理活动的细腻描绘，使得人物形象
更加立体饱满。老村长德泉的智慧与
坚韧、大地般的厚重与深沉，以及年轻
一代的迷茫与追寻，在笔下都如同闪
烁的星辰，熠熠生辉。这些语言上的
精心雕琢，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和感染力，更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
温度与力量。

《宝水》的结构布局，同样令人称
道。乔叶采用多线并进、交织并行的
叙事手法，将老村长的坚守、年轻一代
的回归与探索以及宝水村在现代文明
冲击下的变迁等复杂线索，巧妙地编
织成一幅错综而和谐的社会图景。这
种结构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丰富
了小说的内容层次，更使得情节发展
紧凑有力，扣人心弦。正如乔叶所言：

“好的小说结构，应如同交响乐般和谐
统一，每一个音符都不可或缺。”

同时，乔叶还巧妙地运用了时间
跨度与空间转换等手法，将宝水村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她通过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叙述
方式，让读者在跟随主人公的脚步穿
梭于时空之中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乡
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与融合。这种结构上的匠
心独运，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
力，更赋予了作品深远的文化意义和
社会价值。

《宝水》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心，关
键在于其深邃的情感探索。乔叶以敏
锐的洞察力，深入挖掘人性的多面性，
既展现了乡村人民的淳朴善良、坚韧
智慧，又揭示了人性中的自私冷漠、虚
伪欺骗等。这种全面深刻的人性剖
析，使得《宝水》成为了一部具有强烈
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正如弗
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小说是生活的
镜像。”《宝水》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乡
村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它让我们在感
受乡村美景和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引
发了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在情感共鸣方面，《宝水》同样表
现出色。乔叶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
真挚表达，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无论是老村长德泉的
无私奉献与智慧引领，还是年轻一代
的勇敢追梦与自我追寻；无论是村民
之间的互助友爱与温暖关怀，还是掺
杂其中对人性的剖析，这种情感上的
共鸣不仅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也使
得作品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宝水》是一部集语言魅力、精巧
结构和深邃情感于一体的文学佳作，
引领我们在乡土与现代的交响中寻觅
灵魂的归处，引领读者都能像宝水村
的村民们一样，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坚
守内心的信念与追求，勇敢地面对生
活的挑战与机遇，在时代的洪流中，找
到那片属于自己的灵魂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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