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晶岩的纪实文学《五环旗下的中
国》，让奥林匹克的脚步声清晰而亲近地
踏响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向全世界展现了
一个全新的中国。十余年后，孙晶岩与奥
运会再续前缘，通过5年潜心创作，携一部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全景记录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充满
曲折、艰辛、挑战与机遇的历程，呈现出新
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

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若想走进读者
的内心、打动读者的心灵，无论主题提炼
还是细节采撷，都离不开火热的现实生
活，正所谓“脚上多少泥土，笔下多少温
度”。孙晶岩将采访奥运视作“时代赐给
的宝贵机遇”，在创作《中国冬奥》期间，她
在研读过上百部、上千万字的相关书籍的
基础上，坚持以实地走访和人物访谈并
重，追踪冬奥会的筹办过程，呈现奥运新
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促进社会发展的点
滴。如作家路小路所言，她像“中国报告
文学界一头永远不知疲倦的骆驼”，实地
跟踪京冀两地 3 大冬奥赛区场馆的建设，
前往黑龙江、吉林等冰雪运动强省探寻中
国冰雪运动的拼搏之路，还奔赴挪威、瑞
典、芬兰、英国、爱尔兰、奥地利、加拿大等
冰雪运动强国进行考察。对于人物采访，

她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夜间，和张家口赛
区的建设者们一起观看壮观的造雪场
景。她对冬奥会高度的热情和积极的态
度，感染了无数受访者，他们敞开心扉，讲
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真实的心
声。受访者中有叶乔波、杨扬、王冰玉、英
如镝等几代为冬奥会拼搏的中国冰雪健
儿，有如贾茂亭、郑振国等冬奥赛区的建
设者，有如孟庆余、申鸰、崔红彬等冰雪运
动教练员、裁判员、赛事组织者，还有隐藏
在冠军和奖牌背后却同样拥有冬奥梦想
的普通民众。他们身上的故事从不同侧
面，向人们展示了奥运会推动国家、社会
发展的宏大景象，也呈现出奥运会对老百
姓生活的微小改变。

参加冬奥会，到1994年叶乔波获得中
国首枚冬奥会奖牌，2002年杨扬获得中国
首枚冬奥会金牌，再到中国冰雪健儿在

“家门口的冬奥会”上突破自我去为祖国
争夺荣誉，中国冰雪健儿的每一步滑行都
见证着历史，见证着冰雪运动前进的轨
迹，见证着中华民族昂首迈向世界舞台中
央。透过高山滑雪赛道、雪车雪橇赛道在
延庆赛区的崛起，“雪如意”“冰玉环”在张
家口赛区傲然挺立，“冰丝带”和首钢工业
园滑雪大跳台等冬奥场馆横空出世，冬奥
的“中国方案”不仅呈现冬奥场馆建设中
的科技含量、环保理念和设计之美，更向
全世界展现中国强盛的经济实力、科技发
展、文化力量和时代精神。

不可否认，中国人一直有强烈的奥运
情结和奥运热情，这是强烈的爱国心和期
盼中华振兴的愿望使然，举办夏季和冬季
奥运会犹如一场“圆梦之旅”。读罢《中国
冬奥》一书，我们将更清晰的认识到，冬奥
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在它背后，是综合
国力的呈现、是对冰雪经济的促进，是与
世界的融合、竞争和合作，更是中国屹立
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象征和标志。

“体育绝对不只是体育，体育是一种
文化和精神”。从2008年书写北京奥运会
到如今，“双奥作家”孙晶岩一直坚持“不
是就体育写体育”的创作理念，深入挖掘
冬奥背后的故事，呈现“超越”体育的文化
和精神力量。 （李 钊）

全景展现北京冬奥会
筹办的中华盛景

——读孙晶岩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

《中国冬奥》
孙晶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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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作者用优美灵动的笔触将盛唐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一生娓娓道来，
从李白富于传奇色彩的身世讲起，童
年入蜀，青年出蜀，壮年干谒，老年流
放，客死他乡……一点点地展现了一
个自由不羁，却在现世中处处碰壁的
饱满诗人形象。既有史学家的严谨，
又有文学家的才情，深入浅出地带你
领略盛唐的斑斓世相并走进李白骄
傲又落寞的内心世界。

本书作者以四时节序为主线，通
过一年四季的常见意象，生活中的花
石草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中
国古典诗词的赏析娓娓道来，和读者
共享古人眼中的节令与物候，分享四
季变迁中的幽微心境。这些熟悉的
节令物，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行文
一气呵成，笔随意动，像一个给朋友
讲述着自己旅途见闻的孩子，滔滔不
绝。

《诗词里的四季之美》
靳舒馨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白：诗中日月酒中仙》
凡先生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军事里的中国史》
冷兵器研究所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向古人名篇致敬

《雪下了一夜》
接续古今散文的文化血脉

《雪下了一夜》收录了作者创作的《逍
遥游》《桃花源记》《醉翁亭记》《枯树赋》等
仿写文学名篇的作品。不论是山川风物，
还是日常生活，在作者笔下都具有一种独

特的气质，从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写作标
识。胡竹峰在向古人名篇致敬的同时，接
续起古今散文之间的文化血脉，以独具个
性的语言，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了一
种创造性转化的路径。

胡竹峰的文字，有专注，有执着，有格
局，有大境。胡竹峰就讲了这么一个故
事。他说某老妪识字不多，几十年无一日
不诵大明咒，却读错音。有行脚僧经过，
见老妪草庵之顶有五色之光，知道其中必
有修行高洁之人。僧人到底是纠正了老
妪念咒之误，离开时，庵顶五色之光消失
不见，方知那是人的心灵之光愿力之光。
于是返身告诉老妪，原来的读音是对的。
庵顶又现五色之光。

木心读《离骚》，只读到文字的唯美最
好，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有自己的喜欢，
再深入下去，就是晦涩枯槁了。我想，读
书的境界便在于此。 （朱宜尧）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背后的暗
线其实都是军事史。历史的发展
往往离不开军事因素的塑造，只有
深入了解军事，才能真正理解历
史。本书立足军事技术的细节，从
君臣、名将、战例、地理等板块，以
军事史的眼光去探究历史上的争
议性话题，讲解四千年的烽火如何
淬炼、锻造出如今的中国。

《无间传》
王新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下百年，纵横四海，除了武林
秘籍，除了藏宝寻宝，除了爱恨情
仇，更编织出一个如梦如幻如魔的
花与草的世界……《无间传》是一部
中国新派古典武侠小说，承启金庸，
再现一个让数代人流连忘返的武侠
世界。作品填充了金庸封笔之后留
下的巨大空白，重塑一个读者耳熟
能详的江湖！

《茶叶战争：茶运与国运》
周重林 太俊林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为何英国、美国以茶而富强，而晚
清却因茶走向衰亡？”作者梳理参考上百
种文献资料，以翔实的史料、客观的记
录、通俗的文笔，还原真实历史，层层揭
示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将茶叶置于宏观
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晚清的政治、经济与
社会，深入洞察茶运与国运的纠葛。

《雪下了一夜》
胡竹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