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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远古时期文
字与绘画的起源说起，梳
理先秦到清代中国画的
发展脉络、技法沿革、题
材变迁以及重要的画派、
画家等，内容提纲挈领，
文字简明扼要。本次出
版，由著名陈师曾研究专
家徐文治担纲主编，精选
近 400 幅高清传世名画，
进行局部放大，展现名画
细部，让你发现中国艺术
的奥秘，真正看清中国绘
画的线条、色彩、构图、意
境之美。

《中国绘画史》
陈师曾 著
九州出版社

《开蒙：京剧常识与
鉴赏一本通》
张永和 张婧著
华文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了解京剧基本
常识与鉴赏方法的图文百科式
入门读物，对京剧两百年间的
发展史做了梳理，并对京剧各
个行当、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以
及京剧文化常识做了全面精辟
的介绍；同时收录二十四个京
剧剧目，含十四个经典历史剧
和十个现代戏，意在引导广大
青少年了解京剧，走近国粹。
帮助他们通过对京剧基本常识
与外在形式包括唱念做打、手
眼身法步等的把握，感悟京剧
艺术的魅力。

《中国艺术精神》是著名学
者徐复观先生创作的艺术学
著作，首次刊行于1966年。《中
国艺术精神》是美学理论与历
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共分十
章，除第一章论上古音乐艺术
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
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
艺术精神。书中颇多真知灼
见，义理明晰，风骨超然，对研
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
作用。

《春风里一直走》汇集了
著名作家许冬林近年来创作
的散文精品选集。书中的文
章延续了作者一贯的清新、
灵动、空灵、睿智的文字风
格，呈现美，呈现诚，也呈现

“有所思”。在书中，跟随作
者的脚步，看四季的花开花
落，读诗经、读唐诗等文学经
典，既读有形之书，也读无形
之书，感怀成长中的青涩与
忧伤，也感念人间诸种情意
的温暖与缠绵。

《春风里一直走》
许冬林 著
金城出版社

张炜 著
花城出版社

《河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张炜的长篇力作，一部被称之为“当代生活
的告别与重建之书”。小说以家庭这一“社
会的最小单位”为核心展开故事，写尽网络
时代的步步惊心与诡谲神奇，是张炜长河式
写作中的一处回漩迂曲的景观，在河湾处沉
淀激情，积蓄更为深刻的哲思，从往日转折
流向当下生活。

河湾是“精神原乡”
关注当代生活的告别与重建

评论家以“冰山只露一角”形容《河湾》
的创作特质，风格上如同小说中以“现代和
传统、民间与都市相结合”形容河湾的建
筑。在张炜笔下，河湾是自然之河、生命之
河，是张炜塑造的一处重要的精神原地，是
主人公的“精神原乡”。人生本就像河流那
样源远流长、蜿蜒流淌，也随时可能因地势
改变急转直下，去往另一个全新的阶段。《河
湾》讲述张炜“精神和心灵的一个关口”“最
重要的一次抉择”，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群躬
行的思辨者，一群真正的生活家，一片得而
复失的“瓦尔登湖”，一段坚忍卓绝的人生之
旅。

对主人公傅亦衔而言，体面的表层之下
是一份隐秘的生活，是漂移无定的精神与现
实，时常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他倾心于古
往今来那些超越者，在心中藏匿了一个最大
的“异人”，就是自己隐秘的爱人洛珈。傅亦
衔和洛珈在一个散发着“秋野中特有的香
气”的草垛宿命般相遇，这预示着这份爱情
的美好与纯洁。相似的家族经历造就了他
们奇特的两性关系，以及在生活中既疏离又
拼挣的矛盾抉择。洛珈与亦衔约定“爱情保
鲜法”，“分开，彼此独立，和而不同，相敬如

宾；一生热烈、真挚、渴望”，过一种秘而不
示、各自独立而又灵肉交融、永不“厌倦”的
爱情生活。

余之锷、苏步慧夫妇远离闹市，寻得一
处至美的河湾，却又希望自己“一辈子都不
跟‘田园’‘回归’这些陈词滥调沾边”。即便
是这样警醒敏捷、清澈通透的“大成功者”，
在时代洪流的裹卷与袭扰中，最终仍然落
败。见证了余苏夫妇从激越到颓丧、从顶峰
到谷底的全过程，傅亦衔怜愤痛悟：怎样走
向忍韧坚卓的人生，冲破浓霾重重的命运的
迷局？

他们是思辨者更是生活家，他们躬行的
那条路总是更加孤独。这种选择，关于人生
秩序的打破与重寻，也是张炜面对生活中各
种问题的回答，因而《河湾》也被称作有关当
代生活的告别与重建之书。

以家庭切入“回答问题”
迎接考验的一份心灵记录

《河湾》的创作是典型的张炜风格，历经
多年的构思和沉淀，素材积累时间很长，“很
多东西需要在时间中沉淀，时间短了不行，
这与酿酒一个道理。《河湾》是构思十多年的
作品，信息时代，尤其疫情期间封闭起来，人
们要面对和回答很多尖锐的问题，我用《河
湾》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这四五年对每个
人精神上的考验都很大，这也是我迎接考验
的一份心灵的记录。”

张炜以傅亦衔夫妇家庭的描写切入，不
仅聚焦他们的爱情、特别的生活方式，更关
注的是围绕其间方方面面的问题，“关于家
族的、机关的，关于理想的、环境的，一个年
轻人进入社会后必要面对的一切：怎么持续
下去，生活怎样展开，怎么在职场打拼，怎么
创业，怎么应对衰老……”在张炜看来，财富
问题、日常生活问题，都是对人的考验，“过
了这个坎儿还有另一个坎儿，这都与人的厌
烦、厌倦、陈旧感有关。心弦不能一直绷紧，
太紧就断掉了；但松弛了，目标不清晰、意志
不顽强、没有足够的韧性，就会垮掉和溃败，
甚至腐败。”张炜说的腐败是关于精神的，事
关人的心灵品质和日常操守，“这本书实际
上就写人性中要直面厌烦、陈旧感对我们的
腐蚀，怎么样具备韧性和力量，防止人性中
必要来临的腐败。”

许多人认为，《河湾》是目前张炜与现实
生活对接最为紧密的作品。“每个人都要回
答网络时代各种问题：怎么对待厌烦？怎么
对待爱情、友谊、事业，怎么对待网络、手机、
信息的困扰和压迫？怎么对待各种莫名其
妙的侵犯？很多紧迫的问题逼到眼前，不得
回避，需要面对和处理。这本书就是回答逼
到眼前的各种问题的。”（孟秀丽）

首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
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
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了来自珠三
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
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克服重重挑战，在东
江和香江之间搭建起一条香港供水生命线的
真实历程。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被称作"
东方之珠"，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 50 多年
前，这座繁华的城市，却险些因为缺水而成为
荒岛。1963 年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万名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建设者为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和香港
繁荣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2021 年，中共中
央宣传部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
楷模"称号，褒扬他们是"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
命线的光荣团队"，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

《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作者

陈启文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
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国家水利部"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国家
图书奖得主。他通过田野调查，抵达当年的
一个个施工现场，追踪采访工程的建设者和
守护者，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
的艰辛历程。

随着工程不断升级，东江水源源不断地
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渐渐成为传
说。为了让从未经历过水荒的香港年轻一代
了解历史真相，从 2015 年至今，香港国民教
育促进会连年举办香港青少年"东江之水越山
来"历史溯源活动。在前辈们的感召下，已有
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少年从香江走向东江，参
观东深供水工程。人们才发现，原来打开水
龙头这件不起眼小事的背后，藏着这段艰辛
而悲壮的历史，更藏着似水般绵长深厚的粤
港两地亲情。 （黄闻禹）

《河湾》

面向当代生活的“反思之书

《血脉》
详实记录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