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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推出了 《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
典》。这套文集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历史分期，共分为 4 卷，近 200 万字
体量。

编选者从反映建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优秀
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纪实文学中精选出 100 位
作者的 100 篇作品，其中既有鲁迅、茅盾这
样的现代文学大师，也不乏王安忆、迟子建
等笔耕不辍的当代名家，《荷花淀》《高山下
的花环》《潜伏》 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都
囊括其中，展示了一百年来文学如何“感国
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文学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时代的号角。
编选者在文集开篇特辟栏目，选入建党先驱
的作品。1918年 7月在 《言治》 季刊第三册发
表 《雪地冰天两少年》 时，李大钊已经初步
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他在同一期杂志刊载
的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便是中国最早介
绍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建党百年百篇文
学短经典》 特意选入 《雪地冰天两少年》 这

篇极具抒情风格的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位北
方少年荷枪裹粮、冒险远行，在黄沙迷日、
白草萦足、冰天雪地的情境下，救下另一个
被群狼围困的少年，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
合、共赴前程。文学是感性的，未必能把革
命的理论讲得有理有据，但感性自有感性的
力量：雪地冰天里那两位少年尽管还没有为
前行找到明确的方向，但是他们的境遇，却
能够唤起潜伏在无数青年内心深处的救国情
怀，鼓舞他们一起去探求真理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恰恰是
从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阵营里开始，
这并非偶然。从那时起，文学就始终以强烈
的感染力鼓舞着求解放的激情，以深邃的思
考力辨明了救危亡的方向，以形象的阐释力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成为鼓舞革命、凝
聚人心的重要力量。

而在此过程中，文学也同样实现了自身
的成长和发展。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
经验，也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新情感。在此之
前，从未有过一种政治理念，对于未来的世
界蓝图提出如此科学和宏阔的构想；也从未

有过一种奋斗实践，是怀着那么远大和无私
的抱负而展开。以这样的理念为引导，在这
样的实践中产生的文学，因而具有了一种格
外坚定、澎湃、宏大的审美品质和精神力量。

就爱情而论，对它的歌颂自古有之，但
是在 《柳堡的故事》《洼地上的“战役”》
里，这种人类永恒的情感因为和为党、为祖
国、为集体、为大家的情感汇于一处，而呈
现出不同的精神，也成就了从未有过的动人
力量。100 年来，崇高的信仰培育了高尚的
文学。对远大理想的笃定，对进步事业的忠
诚，对伟大精神的追求，使文学超越了个人
的喜悲，走向更雄浑、悲壮、诚挚、深切的
大情怀。

《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 收入鲁迅
的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一
文，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
劳苦大众是在“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
命”。文学与人民的事业休戚与共，文学的
情感也必定日益深厚与丰富。从战争年代的
筚路蓝缕，到和平年代的奋发图强，再到新
时代在科技等领域的突破创新，对于伟大历
史、伟大事业和伟大成就，文学从未缺席。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

问题，那些鲜活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
是如何以具体行动体现了对党的忠诚、对祖
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深情。今天，百年大党
青春再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还会有更多
的优秀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最近，新开的“莫言”微信公众号引
起了文学圈内不少人的关注。经过媒体的
报道，这一消息也被大众所知。打开莫言
的公众号，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几篇文
章基本都是“10 万+”的阅读量，其影响力
可见一斑。

不过，此事也引起了舆论场上的一些争
议，主要集中在“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是否
应该开公众号”以及“莫言是否真的能通过

公众号与年轻人交流学习”。此外，由此引
发的纯文学作家与民众的“对话”方式的思
考，也颇为耐人寻味。

从诺奖得主的身份上看，莫言在获奖
后基本没有利用荣誉“变现”，在前些年自
媒体十分流行的时候，莫言也没有跟风开
公众号。因此，如今莫言“试水”通过自
媒体来跟网民交流，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
尝 试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 这 样 的 “ 试 水 ”

来得太晚了，甚至其“商业嗅觉”还不及
很多作家同行。某些苛刻地认为诺奖得主
不 该 开 公 众 号 的 声 音 ， 其 实 未 免 有 些 偏
激，这既不合情理，也不了解文化传播的
常见现象。

虽然我们承认莫言开公众号的合理性，
但其希望与年轻人交流学习的预期目标能否
顺利完成，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个交流的
过程显然是需要双向互动的，不只是普通网
民与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公众号来了解其作
品与思想，莫言也可以从中获得“年轻人的
想法”，对流行文化有更多了解。

从文学史讲，莫言的文学成长与辉煌
之路，其实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当代文
学保持了足够的“伴生关系”。从 《透明的
红萝卜》 蜚声文坛开始，莫言与之后国内
文学主潮保持了同频节奏，并能够在文学
功 底 上 高 出 同 代 作 家 。 如 果 说 《红 高 粱》
是 80 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那么 90 年代
之 后 的 《丰 乳 肥 臀》《酒 国》《生 死 疲 劳》
等作品就带有更强的长篇现实力度，这也
与当时纯文学的潮流契合。虽然国内文学
主潮的流变过程不为大众所了解，但通过
莫言比较有时代感的书写，还是能看到其
中的历史文化意味。

这些优点赋予莫言作品魅力的同时，也
构成了某种程度的遗憾。这几乎是所有 50
后、60 后作家的特点，他们在擅长书写乡土
与民间的同时，面对城市与现代性的诸多症
候，缺乏天然的生命体验，在文学上的呈现
数量与深度也令人遗憾。因此，像莫言这样
已经享誉海内外的老作家，能够通过公众号
来跟更熟悉城市现代生活的“网络新生代”
交流，无疑对开拓创作思维、增加写作灵感
大有裨益。

莫言的年龄与资历在国内作家中当然算

得上老前辈，但在获得诺奖的作家里算比较
年轻的，还有很长的创作时间。从理论上
讲，莫言创作比此前获奖作品更精彩的作品
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这需要他更好地捕
捉现代性的进展与趋势，用新的时代经验反
哺原来的文学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
这个公众号能达到预期效果，它能引发的文
学内外的正面效应，是不容小觑的，也是值
得其他老作家参考与借鉴的。

其实，老作家也好，老牌纯文学期刊也
罢，跟上时代的潮流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是相当必要的。从世俗的层面说，这是对其
经典效应的维系，可以进一步传播自己的作
品与思想。从文学内部的层面看，这也是打
破旧的文学思维藩篱的必由之路，从而可以
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文学发展路径。

前不久 《收获》 杂志 APP 上线，在手
机客户端上也能阅读老牌纯文学杂志，成
为不少人关注的文坛大事。我们绝不能小
看 文 学 传 播 媒 介 与 平 台 的 改 变 ， 表 面 上
看 ， 好 像 只 是 推 进 了 文 学 作 品 的 传 播 力
度，但长远来看，这最终也会反过来影响
作家与文学编辑的“路子”。因为读者阅读
方式转变，也会影响创作者的选题构思乃
至写作风格。

其中，有两个很典型的变化。首先是分
段的方式，在传统的标准方式里，每个自然
段前面都要空两格，每段之间没有空行。但
是，出于公众号阅读界面的需要，绝大多数
微信上的文章都是自然段开头不空格、每段
之间空一行，这种分段方式虽然是为了网络
用户阅读方便，但时间长了，很多创作者也
会不自觉地将其视为写作的“标准格式”，
反而开头空格的格式用得越来越少了。

再者，公众号上的文字多数简洁、清
晰，排版、字体格式也相当讲究，这也会
让创作者尽量避免冗长、缠绕的表达，更
加照顾普通读者的感受。这些因素最终都
会实现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因
此，莫言开设公众号，并非只意味着老作
家的创新思维，我们还能看到文学内外的
变化趋势，从文化传播学的层面上理解这
些现象的深层意思。

人文学：关乎精神和幸福

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总是会以某种或显或隐，或

直 接 或 迂 回 的 方 式 ， 与 我 们 每 个 人 打 照
面。在高考选择专业方向时，这个问题扑
面而来。在选择恋爱对象时，有人会根据
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来划分择偶标准。更为
习焉不察的是，这个问题还会演变为“无
用”与“有用”之辩，几乎没有人能绕得
过去。与实证特征鲜明的理工科相比，人
文学科的无用性似乎只有程度之分，没有
本质之别。极端者干脆宣布，既然“百无
一用”，或者无甚大用，充其量为人生点缀
而已，“华而不实”。

喋喋不休的文理之争背后，更为深层的
是人文学与科学之间的“恩怨情仇”。作为
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教育的强
调，必然关联着对科学、科技的反思。

哲学家张世英曾把人的生活境界分为四
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
审 美 境 界 。 按 照 这 一 划 分 来 看 ， 所 谓 理
科，或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主要对应着
人的求知境界。这正是科学的求实精神的
萌芽，但求知境界距离人生最高价值还有
一段距离，“单纯的科学不能使人达到最高
的精神境界”。

对于科学的反思，西方思想界同样不遗
余力。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
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哲学反思，
胡塞尔专门写了本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
现象学》，他直截了当地说：“在 19 世纪后
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
科 学 支 配 ， 并 迷 惑 于 实 证 科 学 所 造 就 的

‘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
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
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

事实的人。”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

育》 以极开阔的眼光和博学的笔触，为回应
文理之争打开了一扇大门。作者说得好，文
化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毕竟，辛苦劳作及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
感。作者也反思了人文学往往被边缘化的原
因，比如教育过分市场化，但他并没有怨天
尤人，而是主张人文学者必须调整心态和表
达，避免流于“说了等于白说”的无力。有
意识地推进文学教育——当然，作者所说的
文学教育，不是狭义的语文教育，或学作诗
词、学写小说，而是把文学从一门专业学科
的技术层面提出来，作为一种广义的人文教
育——就是人文学者主动“拯救”人文学的
一种姿态。

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追问：以“有
用”作为评判文理的标准，本身并非不证
自明。究竟什么是有用？赚钱有用，可是
幸 福 又 有 什 么 用 ？ 有 趣 、 有 意 义 、 有 价
值，与有用之间有多少必然联系？思考这
样的问题，可能恰恰也是文学教育给人的
启发吧。

殊途同归：人文与科学之交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了

全人类个措手不及。
人文与科学之间素来已久的比较，也借

着这场疫情灾害，于茶余饭后发酵，在微信
群里引发一幕幕“友尽”“拉黑”“退群”的
事故：科学可以救命，文学且放一边。当年
3 月，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参与了这
个话题。他说，面对灾难，科普读物与文学
作品，两者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
第一时间当然是需要科普，至于文学的疗救
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
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对 于 他 人 的 高 尚 充 满 敬 意 ，“ 在 这 个 意 义
上，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
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
同行。”

人文与科学、文学与实用，从来都不是
截然对立的关系。相反，两者之间需要一种
良性的对话关系。对话，向来都是有难度
的，好比两个“画地为牢”的人，我坚决捍
卫你发表见解的权利，但就是坚决不同意你
的观点。这里的障碍，其实不在于两种观点
不可通约，关键是有没有一颗真正向往真
理、观照现实、尊重精神的见识。

想起冯骥才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
事：有一次在英国一所大学里听课，一位有
名的教授上课时提出一个观点，与学生展开

辩论，自己败下阵来，哈哈大笑。冯骥才跟
教授打趣，说他今天是不是有点狼狈，结果
他说不。教授解释，学生充分运用了他们的
智慧，把自己辩倒了，自己就成功了。这种
精神、这种趣味，不正是文学教育孜孜以求
的境界吗？

其实，与作者“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
说出人文学的好处”相呼应，不由想到对科
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需要“理直气壮且恰
如 其 分 地 说 出 科 学 的 好 处 ”， 而 且 这 种

“说”越是说得透彻，越是会发现其中“熟
知非真知”的奥妙。于是翻了翻手头的 《自
然与希腊人 科学与人文主义》，这是奥地利
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作品。书中有两句话值得
如实记录，一句是“科学的实用成果有可能
掩盖其真正意义”，另一句是“一群专家在
某个狭窄领域所获得的孤立知识本身是没有
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余所有知识综合
起来，并且在这种综合中真正有助于回答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具有价值”。
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陈平原的观点说：科学
未尝不是一种教育，当且仅当我们真切触摸
到科学的本质。

在 一 种 完 整 而 饱 满 的 理 解 中 ， 人 文
与 科 学 本 来 就 是 殊 途 同 归 的 ， 本 就 用 不
着和解。

莫言开公众号与文学传播的新方式

作家 莫言

黄西蒙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 人生的一条长线
史冬柏

近日，《再赶考：走向
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由东
方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来自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一流高校或智库的中青年学
者 撰 写 。 潘 维 作 序 ， 李 慎
明、孔丹、韩毓海、胡木英
联袂推荐。

该书高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念，以贯通中西、跨
学科的学术视野，围绕中国
道 路 、 中 国 制 度 、 中 国 治
理，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再
赶考的精神，就未来党与青
年 、 党 与 群 众 、 党 与 现 代
化、党与资本、党与新技术
以及党与世界六大关系，结
合历史和现实，分析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优势与未来面临
的挑战，回答干部群众关注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过去的一百
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
历 史 交 出 了 一 份 优 秀 的 答
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
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新
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正
在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国
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竞争
博弈异常激烈，世界进入异
常动荡的变革期。如何洞穿
历史、预判未来，创造与把
握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如何
保 持 底 线 思 维 ， 进 行 前 瞻
性、战略性研究和思考，设
计并提出适合我们中国人自
己的战略性应对举措，对于
走 好 第 二 个 百 年 新 的 赶 考
路，至关重要。

该书是高校与智库的新
锐中青年学者面向未来、直
面“中国问题”的一次集体
发 声 ， 新 思 想 、 新 观 点 频
出，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认
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 显 著 优 势 ， 廓 清 思 想 迷
雾，直面风险挑战，更加意
气风发地走上第二个百年的
新赶考征途。

近日，中宣部塞罕坝林
场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河
北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二级
调研员封捷然创作的 《塞罕
坝之魂》 一书由河北出版传
媒集团、河北美术出版社出
版发行。

全书紧紧围绕“牢记使

命是塞罕坝精神的灵魂”主
题 展 开 ， 坚 持 史 论 结 合 、
论从史出，讲述塞罕坝艰苦
创业的感人事迹，解读塞罕坝
精神。该书认为，塞罕坝奇迹
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人民
群众的伟大创造。全书 15万
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
塞罕坝精神的形成；第二部分
写塞罕坝精神的科学内涵，主
要包括牢记使命是塞罕坝精神
的灵魂、艰苦创业是塞罕坝精
神的核心、绿色发展是塞罕坝
精神的不懈追求；第三部分写
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主要
包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
时代标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
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生动范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

《赣南茶油》 详细介绍
了赣南茶油的栽培历史、现
状及加工工艺等，全方位展
示 了 赣 南 茶 油 的 文 化 、 知

识 ， 是 一 本 可 读 性 较 强 的
“赣南茶油”科普书。希望
能为读者找到打开“茶油世
界”大门的钥匙，从而喜欢
茶 油 、 爱 上 茶 油 、 推 广 茶
油，让极富营养的“赣南茶
油”从过往的“皇宫王谢”
飞入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赣南茶油既是赣南乡土
文化的美丽符号，也是促进
赣南苏区产业脱贫和经济发
展的品牌产品。该书讲述赣
南茶油的历史、现状及发展
趋势。内容以茶油的加工工
艺为重点，介绍茶油加工的
几种方法、关键技术、油茶
的综合利用、茶油的检验技
术和检验方法。

该 书 基 于 互 动 语 言 学
的 理 念 和 方 法 ， 探 讨 汉 语
口 语 中 用 于 评 价 行 为 的 语
言 表 达 形 式 。 以 “ 规 约
化 ” 为 主 线 ， 着 眼 于 语 义

的 透 明 度 的 差 异 ， 将 汉 语
中 的 评 价 表 达 分 为 非 规 约
化 评 价 表 达 、 半 规 约 化 评
价 表 达 和 规 约 化 评 价 表 达
三 类 ， 并 选 取 组 合 性 句 法
结构、语气词、副词、构式
等各类中的典型个案进行了
深入分析。该书通过它们在
话轮和会话序列中的分布，
探讨评价形式选择的功能动
因，以及评价解读浮现的话
语条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
上，该书还探讨了评价表达
在口语中浮现及规约化的普
遍因素，以及语体分布的倾
向及原因。

历史的见证 时代的号角
——评《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

何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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