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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00讲》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辑入 2023 年
报告文学作品，约 35
万字。这些作品题材
不同，风格各异，紧扣
时代脉搏，做到思想性
与艺术性高水准的统
一。既有关于自然生
态保护的文章，也有对
典型人物的描写与刻
画，文选兼顾各类题
材，覆盖面更广并具有
典型性。

《2023报告文学》
李炳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全书以“历史文
化中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为主题，通过
100 个话题阐释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的过程，剖析中华
民族从历史走向未
来 、从 传 统 走 向 现
代、从多元凝聚为一
体的发展大趋势。

《史记百句》
陈正宏著
中华书局

作者以中华书局点
校本《史记》为依据，选取
其中为历代读者广泛引
用或称赞的名言佳句，以
原文、译文、讲析的形式，
用生动的故事和深入浅
出的语言加以解说，让读
者了解到：在司马迁的书
写场景里，原本有着怎样
的上下文；如果它们在

《史记》里一再出现，内涵
有着怎样的变化；它们的
古今意思是否相异，在现
代的独特价值又有哪些。

本书选取 300 多
首 充 满 诗 情 画 意 的
唯美古诗词，囊括央
视《中 国 诗 词 大 会》
中 的 大 部 分 经 典 诗
词 ，首 首 诗 情 画 意 ，
每一首都是经典，每
一 句 都 是 情 怀 。 本
书 用 精 美 的 历 代 名
画还原古诗词场景，
让人在诗中赏画，在
画中读诗，多角度领
略诗歌的魅力。

《诗画中国》
叶顶 付青松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近段时间，稍有空，我都会翻阅青年作家黎
贵的新著《总有你鼓励》，品尝来自家乡特有风
味的“文学年例”，每次阅读时，类似“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句子总会从我脑海中闪过。

《总有你鼓励》收入了黎贵近三年创作、发
表的 87 篇作品，全书洋洋洒洒 18 万多字，捧在
手中，尚未翻读，已觉厚重。

《总有你鼓励》共分五辑，每辑都有各自的
精彩。第一辑“总有你鼓励”收录的是散文、散
文诗，品种丰富，犹如“化州年例”。在这辑文章
中，我对他的美食作品情有独钟，格外喜爱。黎
贵写美食确有独到之处，他不是直接描写美食
的制作、形状、美味，而是通过对比手法及心理
刻画来侧面烘托，言简意丰、活色生香，咀嚼再
三、回味无穷。如开篇之作《化北三籺》中对播
扬灰水籺的描述就让我浮想联翩，情不能已。

“六小时的烈火焚身，一小时的细火慢熬，彼此
渗透，脱胎换骨”“待凉，小心翼翼脱去你的绿
衣裳，一位成熟、修长、婀娜的仙女，灿然眼前，
醒目，不胜娇羞，让人情难自禁。”这样的句子，
太有想象力，太有吸引力了，真是言有尽、意无
穷呀！写美食，黎贵独辟蹊径，匠心独运，用富
有张力的诗一般语言，向我们呈现了“煲籺”

“剥籺叶”的繁杂过程，寥寥数言，却将播扬灰
水籺的形、色、味表现出来了，让人想象万千，
垂涎三尺。播扬灰水籺到底好不好吃，他不直
说，而是将其比作一名成熟、修长的仙女，答案
自然就出来了。再有，对宝圩香馅籺两种吃法
的描述，他也不直说，而是用大家熟悉的、金庸
大师经典名著《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王语
嫣”两个人物站位代言，“如果说煎的香馅籺是
乔峰，豪气干云，男人味十足，那么煮的就是王
语嫣了，柔情似水，女人味绵长。”这种写法真
是绝了，一言当百，让人惊叹。黎贵笔下的父
子之乐让人好生羡慕。同样，他对新冠疫情的
坦然待之，对化橘红的一往情深，对文学的痴
迷爱恋，对恩师的深切怀念，等等，无不让人动
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黎贵的作品，是可
以升华到“道义”高度的。

第二辑“最美逆行者”主要是黎贵在新冠疫

情三年间采写的优秀抗疫工作者的先进事迹，
写法多样，语言质朴。乍一看，像人物通讯，其
实我觉得也是叙事散文，这也是最能打动我之
处。这或许与我是一名医务人员，同样经历了
那场无硝烟的战争有关。

毫不夸张地说，对这辑和第四辑“健康守门
人”内容，我是一字不落、非常认真看完的，甚至
是一边看一边流泪的。印象最深的是《周忠升：
我是毒王》这篇作品，黎贵通过记录周忠升医生
因接触到可疑患者需要隔离的过程，“路上，曾
经要好的同事绕路跑了，狭路相逢的也不打招
呼了，走过的路马上就被消毒水拖干净了，食堂还
说他吃过的碗筷全部都得扔掉一个都不能留……
因周忠升全程接触这个病人，接触的时间长风
险大”来向读者展示当时周医生的“苦”与

“酸”。这个记录看似不可思议，但确是那个特
殊时期的状态。这篇作品我反复看了多次，每
次看，眼泪总会情不自禁流了下来。因为周医
生的遭遇，我也经历过。

在卫健系统工作的黎贵与他们一起并肩作
战，并将他们的抗疫事迹记录下来。我以为，黎
贵此举算是“文章”与“道义”的高度融合了。

第四辑“杏林春正暖”，写的是化州卫健系
统一些先进单位，写得很好，行文朴实，形象可
感，有较强的导向性和借鉴意义。第五辑“文人
贵相重”，主要是收录了几名作家对黎贵为人为
文的一些随感，读后更加深了我对黎贵的印
象。我也读过黎贵之前出版的一些作品集，总
的感觉，都流淌着滚烫的赤子情怀。

据我所知，黎贵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牵
针引线，助力家乡发展；牵头创办了《橘州文学》
公众号，坚持每天改稿、编辑、推送，为繁荣家乡
文化事业和挖掘、培养文学新人不遗余力；空闲
时，还会组织作家、文学爱好者深入各地采风，
推介化州特色、亮点，俨然是一名永不疲倦的奔
跑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读完《总有你鼓
励》这本书，我不由得发出感叹：黎贵，你是好样
的！ （曾妍）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读黎贵作品集《总有你鼓励》

最近，根据作家李娟散文作品改编的迷你
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刷屏。节奏舒缓、风景如
画，让人在辽阔天地里感受到内心静谧，极具疗
愈功能。李娟的文字独特，王安忆曾评价她的
文字“一眼就能认出来”，拥有大量读者。在电
视剧的带火下，李娟作品热销。有数据显示，5
月7日至9日，《我的阿勒泰》一书在某平台上的
日均订单量环比电视剧开播前提升 718%。其
实，除了《我的阿勒泰》之外，李娟还有很多好的
作品值得细细欣赏。

2010年11月，李娟参加《人民文学》杂志“人
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选择跟随
哈萨克族一家人一起去往乌伦古河以南 120 公
里处的冬牧场，在地下一米深的地窝子里生活
了3个多月。在冬窝子里生活的李娟，以她的观
察和感受写下牧民的生活。

2012 年 6 月，李娟出版散文集《冬牧场》；8
月起，相继出版《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
牧场》（《羊道》三部曲）。

李娟写下她在这块古老又广阔的土地上的
所见所闻：牧民们迁徙、放牧、背雪、绣花毡、整
地窝子……李娟的写作中对抒情非常克制，但

《冬牧场》这本书里还是有一些抒情的时刻，让
人非常感动，让人跟着她的文字体验到来自时
间深处的传统生活。

2017年11月，李娟出版散文集《遥远的向日
葵地》。2018 年 8 月，李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
奖”散文杂文奖。

曾有网友问李娟最喜欢自己哪一部作品？
李娟的回答是：《遥远的向日葵地》，“因为这是
我最近的一部作品。它可能不是我写得最好

的，但却是最接近我现在状态的一个作品，我是
蛮喜欢它的，而且写得也比较顺利，两个月就写
出来了。”

李娟作品《羊道》三部曲，《羊道》三部曲分
别是：《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

“甘愿沉寂在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逐水草而
居……”李娟跟随扎克拜妈妈一家，历经寒暑，
在新疆北部粗犷、苍茫的阿勒泰山区度过游牧、
转场、迁徙生活。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记录
牧民在高山草原夏牧场的生活日常。

《遥远的向日葵地》此书为李娟近年开始写
作并发表的专栏——“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全新
文字结集。“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
伦古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
片土地。李娟一如既往用她细腻、明亮的笔调，
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和他们朴素的生活细
节。该书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当地人民的辛
劳，更是他们内心的期冀与执着。

《阿勒泰的角落》一书中，主人公十九岁，她
随家人初入深山牧场，经营起半流动的裁缝店
和杂货铺。

牧民自古逐水草而居，为了生活，她与家人
也不断随之迁徙——从草场到沙漠、戈壁。踏
入新的土地，空空荡荡，又自然丰泽。人有手有
脚、感官明晰，就是自由。

什么都可以从无到有，一点点被创造出
来。这样的土地容不下虚伪和矫情，一切都那
么直接、真实——世界是未驯服的，感观是纯天
然的。

只要感受力还在，永远可以发现新的、值得
记忆的美好。 （孙珺）

“阿勒泰”出圈“带火”李娟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