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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作者 20 多年

的 ICU 一线亲历。被丈夫放

弃的妻子、唤醒孩子的母亲、想

要回家的老人……他们经历病

痛，却未曾放弃好好活着。

作者以医学科普和人文叙

事双重视角，还原 ICU 真实紧

急的救治过程，科普危重症医

学常识，探讨当我们面临疾病

冲击时，如何做好生死攸关的

关键决策：省钱还是保命、放弃

还 是 坚 守 、如 何 做 最 优 决 策

等。这本书能让大家重新认识

事关生死的困境与危机。

本书是一本前沿、优美的

时间简史。在书中，作者从经

典物理中的时间、相对论中的

时间和量子力学中的时间三个

方面，带领我们从全新的角度

去认识时间。本书不仅讲述了

有关时间的科学理论和发现，

还囊括了古老神话、艺术、诗歌、

文学、历史，以及人类的恐惧。

依照人类认知的不断深

入，融合古老神话、艺术、诗歌、

文学、历史等多学科知识讲述

时间的概念和意义，本书是物

理学普及读物，也可以视为文

学读物、哲学读物，读起来生动

有趣，充满哲思却毫不晦涩。

《时间》
[意]奎多·托内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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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汉代，一众匿名

者为我们留下了有着“五言冠

冕”之称的十九首古诗。本书

带领我们重新品味这些古诗的

魅力，用隽永生动的文字，道出

了我们生活中的郁闷、困惑、挣

扎、期待、憧憬、坚持……在快

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可以

停下脚步，在品读古诗中观照

自己。

本书既有对《古诗十九首》

的赏析，又挖掘、钩索东汉文人

的生活细节，描绘了一段丰富

多彩的东汉社会史，揭示了东

汉时期复杂的世态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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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丽蓉

现场公布授奖辞、获奖作家登上舞台发

表感言、多平台直播……11月 19日晚，“2023
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在茅盾故里

浙江乌镇举行，五位作家在这里领受中国文

学最高荣誉。

从 2022 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

开始，中国作协全力打造以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四大奖项为核心的“中国文

学盛典”，可以说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破圈”

之举。文学如何通过“盛典”触达更多读者？

作家走到聚光灯下

聚光灯下，作家杨志军、乔叶、刘亮程、孙

甘露、东西领取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

奖典礼上，还播放了五位获奖作家自己配音

旁白的主题短片，以短视频的方式展现作家

形象，探寻他们文学创作的精神密码。

“希望大家通过这五部短片，从新的角度

认识作家，认识文学。”“茅奖之夜”总导演陈

学武说。

这次盛典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舞台表演相

结合，以优质出彩的歌舞节目，串联起各个环

节。值得一提的是，典礼还采用多形式、多渠

道的平台进行直播，面向全社会展示新时代

文学的发展态势。陈学武期待这台晚会能够

让观众更广泛地接收到获奖作品的信息，对

作家作品、对文学产生随之而来的兴趣。

从传统的“圈内”发奖，到面向公众的“盛

典”，这样的改变，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学界的

“破圈”之举。中国作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样的一场盛典，是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应该享

有的荣誉与尊严，也是文学在新的文化环境

和传播格局下应该作出的努力与尝试。

文学的多层次“破圈”

除了“茅奖之夜”，这次文学盛典还有一

系列配套活动，包括获奖作家座谈会、“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推进会、网络作家座谈会、新时代文学跨

界传播论坛等。这些活动，都在试图打破线

上线下、场内场外、圈内圈外的局限。

事实上，近年来文学的多层次“破圈”正

在显现。文学作品的“再创作”，就是当下的

一个热门话题。影视化、有声化，都是符合当

下大众需求的阅读形态的延伸。

东西是较早实现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家之

一，他认为，小说可以搭影视改编的顺风车，

却又要保持文学的理想追求。影视剧青睐的

是有新意的文学母本，而不是格式化的作

品。文学的“破圈”最终都建立在写作的创新

与突破之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开发了

“红色剧本杀”、同名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

等改编版本也在酝酿之中。

在短视频平台上，读书类短视频正在拥

有更多观众。《2023 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

显示，过去一年，抖音平台上书香浓郁，时长

超过 5 分钟的读书类视频发布量同比增长

279.44% ，读 书 类 视 频 播 放 量 同 比 增 长

65.17%，直播观看人次则同比增长近 1倍。

刘亮程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注

册了账号，在他看来，通过短视频可以将读者

引向一个长故事，让大家关注作家创作的广

阔世界。他也惊喜地发现，在短视频的世界

里，不少读者将他的文学作品进行二次剪辑，

解读出更有趣的内涵。

当然，对作家来说，“破圈”并非写作的最

终追求。正如杨志军所说，面对“破圈跨界”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它在传播

推广方面的优势，也要看到它催人浮躁的一

面。作品可以“出圈”，但作家不可以把这当

作自己的写作目的。

文学和生活的关联

在乔叶看来，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

学。哪里有人性的光芒闪耀，哪里就有文

学。文学应该向着鲜活的生活敞开，让所有

的人都能进来。

话说回来，人们为什么会观看一场文学

颁奖礼的直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

学者霍艳撰文指出，除了看到神秘的作家、感

兴趣的作品，他们更想看到文学与生活、时代

的关联，不光是娱乐消遣也不仅是反映现实，

而是带来一种全新看待生活的角度和改变生

活的可能。

如何把这种关联表现出来，将会是今后

各种文学颁奖礼的努力方向。霍艳认为，文

学颁奖只是锦上添花，文学“出圈”也只是第

一步，重要的是生产出好的作品，重建和生活

的关联，打动人们的内心。

在新时代文学跨界传播论坛上，与会者

谈到，文学是最古老的“元宇宙”，文学在做一

件反映现实而超越现实的事。对于作家而

言，提高作品的质量是根本，转变与时代联系

的方式同样重要。文学终会海纳百川，在全

媒体时代容纳更多内容，触达更多读者。

“茅奖之夜”多平台直播，获奖作家走到聚光灯下——

文学如何通过“盛典”触达更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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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晚，多平台直播的“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举行，五位作家走到

聚光灯下领受中国文学最高荣誉。对于作家而言，提高作品的质量是根本，转变与时代、与读

者联系的方式同样重要。

细致地勾勒孙犁的一生
——读苑英科《孙犁传》

扫码听书

杨晓升

来自湖南的纪红建是近年来出现的为数

不多的优秀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他新近在湖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制造》，不仅是他

个人创作上又一引人注目的新成果，也是中

国报告文学界可喜的新收获。

《大国制造》从湖南的红色文化基因和制

造业的历史文化传统切入当下湖南制造业的

发展，先后写了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山河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机、中国铁建重

工集团等湖南制造业当下优秀代表企业的突

围与自主创新，写了大飞机、海底钻机、磁悬

浮、纳米技术等科技领域的超越式发展。不

仅如此，作品还写了湖南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和一批奋发图强的制造业工匠以及人才队伍

的建设与培养。

读了这部新作，我们知道了湖南如今在

制造业上的可喜成就：“可上九天揽月”——

湖南是北斗卫星原创技术策源地；“坐地日行

八万里”——湖南是国内轨道交通最大的研

发生产和出口基地；“乌蒙磅礴走泥丸”——

湖南长沙号称工程机械之都，中联重科、三一

重工、山河智能等工程机械企业产品，均出自

于此；“可下五洋捉鳖”——湖南涌现出“海

牛”深海钻机、“鲲龙 2000”采矿车等一批世

界大型机械的领先成果……

读了这部作品，我们还知道了当今湖南

制造业中的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中联重科

的詹纯新、喻乐康，三一集团的梁稳根，山河

智能的何清华、朱振新，中车株机的刘国友，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的刘飞香、龙斌……

读了这部作品，我们更知道了湖南工业

人有史以来优秀的文化品格：目光远大，胸怀

天下，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坚忍不拔，追求卓

越，以及把握机遇的能力。这不仅是湖南工

业人的品格与精神，也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

彰显的中国精神。

对作者来说，这是一部写作难度大，有着

很高挑战性的作品。面对制造业和科技界这

个陌生领域，承接这样的选题，需要极大的勇

气与投入，需要对这个领域行之有效的了解、

进入、研究、咀嚼、吃透，然后才可能为读者进

行揭示与呈现。纪红建知难而进，表现出报

告文学作家应有的勇气与担当，值得赞赏。

作为一部主题宏大、人物众多、描写对象

覆盖面广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纪红建这部

新作中的报告与文学的结合，我认为也有比

较高的完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大

国制造》称得上是今年报告文学中一部优秀

的新作品、大作品。

湖南制造业里的中国精神
——读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制造》

匹兹堡曾经是美国的经济

中心与“工业心脏”，其钢铁制造

业在 20 世纪初期繁盛一时，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工业

化浪潮中逐渐衰落，与此相伴的

则是医疗照护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本书中，作者带领我们

深入美国“锈带城市”的中心，

以档案研究与个人口述史相结

合的方式细致呈现 20 世纪匹

兹堡经济转型的阵痛，揭示钢

铁业的衰落和照护经济的兴起

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生活

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

（云外）

陈俊宇

为什么中国人持续两千年地修建长城？长城两边生活着

哪些族群？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在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董耀会的新著《万里长城在哪里》（中信出版集团）中，都有答案。

1984 年，董耀会和同伴一起历时 508 天走过 7400 千米，

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壮举。近 40年来，他一直在长城

沿线行走考察、为长城奔走。他对长城的历史文化熟稔于心，

这本书凝聚了其数十年来行走长城的思考和感悟。

本书从地理视角展开，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壮阔的长城画

卷。不同的地貌造就了不一样的长城，而这些长城最终连结

在一起，形成了万里长龙。董耀会从不同的地形地貌入手，探

究地理因素对长城建造的影响：只有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才

造就了万里长城，修建长城其实是为了弥补天然防御屏障不

足。由于气候变化，历代王朝修建的长城也随之南北移动。

书中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河套平

原、河西走廊、戈壁等入笔，先介绍不同区域不同地貌的地理

环境，继而介绍了该区域长城历史文化，其中包括了很多耳熟

能详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比如白登之围、昭君出塞、土木之变

等，经由作者讲述，鲜活的历史故事在长城两边上演。

贯穿全书，作者始终强调的是长城在维护和平这一方面

的伟大贡献，这也是再大的地理差异都无法隔绝的文化共

性。长城的修建并非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只有渴望和

平，只有不想打仗的民族，才会投入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力，

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修筑万里长城。生存、秩序、发展，董耀会

在书中以长城的角度回答了人类最关心的三大问题。

万里长城在哪里？在海边、在山上、在草原、在戈壁……

长城精神早已随着岁月流淌，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之

中。读懂长城，方能自觉地保护长城。董耀会提出，长城保护

的问题也应该有整体规划，不仅仅是要保护好一系列的烽燧、

关隘，还要保护好长城古村落。

换一个角度看长城
——读《万里长城在哪里》

11月 30日，山东东营，东营区黄河路
街道玉景社区“24 小时城市智慧有声书
房”，读者扫码阅读喜爱的书籍。

东营区以城市书房、社区阅读墙等载
体建设搭建“阅读微空间”，开展扫码阅读
服务。读者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即可
自由选择、随时获取多个权威数据库中百
万种图书、期刊、报纸、知识辅导和微视频
资源，参与线上阅读。“即点即看、灵活方
便、覆盖广泛”的阅读新方式，受到广大读
者的欢迎。

刘智峰 摄（视觉中国）

李成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

家。他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长期喜爱，直到今

天，仍有那么多人在阅读、谈论、津津乐道，这

在新作家、新作品层出不穷的文坛，可谓是个

“异数”。这一点甚至超出了孙犁本人的预

期：他曾预测自己作品的生命力是五十年。

在我看来，孙犁的写作是一种美的创造，他的

所有作品都可称得上“美文”，而美是人们从

来也不会拒绝的。今年适值孙犁先生诞辰

110 周年，引发了“孙迷”们又一番阅读与追

思。新华出版社适时地推出苑英科教授的

《孙犁传》，既是孙犁研究的新成果，也集中地

体现了人们对这位“有风格的作家”（毛泽东

对孙犁的评价）的崇敬与怀念。

《孙犁传》是一本非常厚实的书。煌煌

五十五万言，作者以细密扎实的文字，细致

地勾勒出了孙犁的一生。他运用工笔画的

手法，鉴毛辨色，描绘了孙犁一生的行迹、诸

多作品诞生的经过，并深入其“现象”的背

后，分析其成因，揭示其个性，从而将一个丰

富而深邃的孙犁再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是

对孙犁及其主要作品的深度解读与盖棺论

定式的评论。这得益于作者多年来对孙犁

作品的深入阅读。充分吸收此前孙犁研究

成果，这部传记可称得上是近年来孙犁研究

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苑英科从青年时代起即从事孙犁及

其著作研究，已出版《散兵弦歌：孙犁论稿》

《崛然独立：孙犁纷争》两部专著，对孙犁的作

品可谓烂熟于心，这使他在写作《孙犁传》时

紧贴孙犁文本进行立论，不存在孙犁所一直

批评的仅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来写他的弊

病。而对孙犁研究的较为全面掌握，让作者

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论断也更加准确，贯穿其

中的是作者的考证功夫，这部书因而具备了

立得住、传得远的品格。

这部传记不仅对传主的相关史实进行了

细致的勾陈与爬梳，而且在叙及传主到过的

地方，接触的主要人物时，都有历史背景、身

世渊源方面的延伸。以孙犁年轻时入读的育

德中学为例，就追溯了该校的历史，还提到

该校聘请的名师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培

养的重要人物、办学特色，孙犁结交的几位对

他一生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同学，同时也勾勒

了所在地保定这座古城的历史沿革，对当时

的市容市貌，特别是孙犁逗留较多的地点如

莲池都有描述。这就将传主置于历史与时代

的大环境来写，更便于读者知人论世。文字

虽多，却仍是要言不烦，因此十分精当。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的文心之

细，尤其是对于一些细节的刻绘，予人以深刻

印象，这一点倒是与传主的文风相似，从细节

见到传主的精神，如同绘画上的“颊上三毫”，

非常传神。

作者在叙述与考证史实的过程中随时都

有自己的论断，这些论断可能是吸收自孙犁

研究界的成果，但无疑丰富了这部传记的思

想内涵。有的判断从微小处见真谛，如孙犁

的同学，中共地下党李之琏曾为他购买过两

期《读书杂志》，请孙犁予以关注，并推荐了刘

仁静的文章，作者指出：“当时，以《读书杂志》

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论

战，这大概是李之琏向孙犁推荐该杂志的原

因。”一句话，就让我们感受到进步同学对孙

犁成长所起的作用。

这部传记虽然庞大，但文字鲜活，作者就

像一位针绣大师，用细密的针线刺绣出绚丽

的绢画，不仅很能把人带入历史情境，而且启

迪人品味回思，是一部非常耐读的作家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