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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
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
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
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
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
世态炎凉。她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
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
范柳原的爱情，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
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
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
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
护白流苏，在生死攸关时，两人才得以真心相
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微评：张爱玲的笔触细腻而深刻，她的作
品常常描绘出上海滩的繁华与虚幻，香港岛
的忧愁与别离，以及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和
情感纠葛。在她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窥见人性
深处的脆弱与坚韧，以及在爱情与生活面前
的种种抉择。

《倾城之恋》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手
法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动荡时代背
景下，个体对于爱情与生活的追求与挣扎。

小说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似乎是
一种偶然，实则是两人在战乱与漂泊中对温
暖与安定的渴望。这种结合，虽然在张爱玲的
作品中显得相对圆满，但背后所隐藏的策略
与权衡，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与玩味。《倾城之
恋》不仅是一部探讨爱情与人性的故事，更是
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与个体命运的文学作
品。张爱玲以其犀利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
个既真实又充满想象的世界，让我们在阅读
中体会到情感的复杂性与生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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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夜晚》
作者：[韩]崔恩荣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内容简介：和丈夫离婚后，三十一岁的
“我”独自来到海边小城熙岭，却在那里邂逅
多年未见的祖母。尴尬和沉默之后，孤独的心
一点点靠近，“我”和祖母成为相互倾吐心声
的朋友。在祖母家老屋的旧相册里，“我”发现
一位和“我”长相非常相似的女子，依偎在少
女时代的祖母身旁。

一个个鲜活的面孔逐渐从一张张黑白相
片中，从一封封感人至深的书信中，从久远的
回忆里，穿过女人的时代，走到“我”面前。经
过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来到“我”身边的故
事，她们的人生在“我”的眼前重现。现在的

“我”能够触及她们吗？

微评：《明亮的夜晚》是一部跨越世纪的
叙事长卷，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曾祖母、祖
母、母亲以及叙述者“我”这四代东亚女性的
生平。书中的每一位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的
时代，却似乎都在重复着前一代人的选择与
挣扎。她们试图逃离历史的循环，却又在不经
意间重蹈覆辙。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徒劳的努
力，展现了她们对生活的不屈不挠和对未来
的无限憧憬。

在《明亮的夜晚》中，作者采用了平实而
深情的叙述方式，将这些女性的故事一一铺
陈。文字中透露出的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
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积极展望。
这种叙述风格赋予了作品一种独特的治愈力
量，它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引导他们重新审
视自我，接纳内心的复杂情感。

书中的女性们在生活的艰难中相互扶
持，展现了女性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她们的
故事，如同夜空中的星光，虽然微弱，却坚定
地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明亮的夜晚》的照
耀下，读者得以与作者一同，勇敢地面对自
我，坚定地迈向未来。

《明亮的夜晚》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
力量与希望的世界。这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
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让我们对女性的生活有
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多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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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原 /文
“文章合乎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文学，新时代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总
是能够及时反映个人命运与时代发
展的同频共振。由钱国丹和林海蓓
两位作家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康
巴汉子》，是一部题材新颖、主题思
想深刻、充满时代气息、讲好中国故
事的报告文学佳作。

《康巴汉子》以个人婚恋和创
业的小题材，反映了汉藏民族团
结奋进的大主题。该作品采用日
常生活化叙事，细腻地描写了台
州汉族姑娘王超颖与云南香格里
拉藏族小伙子秦旺仁增婚恋和创
业成功的故事。作品展现了汉藏

两种文化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
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使他们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他们更加深入
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让我们看
到了新时代各民族多元化文化追求
和文化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康巴汉子》塑造的人物形象
生动饱满、淳朴可爱。报告文学既
不能虚构，又需要对人物形象进行
塑造，因此，这对作者来说是个极大
的考验。作者塑造了女主人公王超
颖敢闯敢爱、大气灵气、特立独行
的个性品质，男主人公秦旺仁增
热情质朴、善良孝顺、自强不息的
精神风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
如王超颖陪同秦旺仁增到旅游公
司还车结账时，发现秦旺仁增开
了40多天旅游车，不但没赚到钱，

反倒欠了公司 18000元，她便大方
地替秦旺仁增补上亏损款；还有王
超颖在香格里拉与秦旺仁增离别
时，大胆地示爱：“秦旺，我要娶
你！”女主人公的形象跃然而出。秦
旺仁增在与王超颖相识相恋过程中，
从开始的谨慎到后来的勇敢而执
着，使人物形象更具可信性和立体
化。应该说，这部作品主要人物形象
的塑造是成功的。

《康巴汉子》较好地反映了我
国东西部改革开放以来的突出成
就。改革开放，使东西部百姓富裕
起来、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频繁起
来、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相互尊
重提升起来。因此，才有了王超颖
前去香格里拉旅游认识秦旺仁增
的条件和可能。再者，秦旺仁增来

台州，并在台州白手起家创业，得
到了台州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
持，创业获得极大成功。这些事例
反映了汉族和藏族各民族之间的
文化认同和相互融合，也反映了
中国东部沿海台州是一块开放的
热土，是一个大气包容成就梦想
的创业乐园。作品中还写到了秦旺
仁增的弟弟在台州工作13年后，回
到云南香格里拉老家从事旅游行
业工作，把台州人创业创新的文化
理念应用到工作生活之中。这些事
例的叙写，生动地反映了汉族和藏
族以及东西部地域经济文化交流融
合发展的可喜成果。

《康巴汉子》很好地展现了报
告文学的审美特性。报告文学最
大的审美特性是它的真实性和情

感性。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作
者费尽心力进行了采访创作，最
大程度地表现了人物故事的真实
性。情感性是所有文学作品应该具有
的审美形态，该作品具有丰沛的符合
理性逻辑的情感美。

作者在创作《康巴汉子》这部作
品时，着力追求文学的美学价值，把
小说创作的语言和结构等表现手
法，运用到创作中，使作品形成了小
说化报告文学的特色。作者的这种
探索和尝试也值得称赞。

长篇报告文学《康巴汉子》是
从历史和时代视野、民族和区域
视野、文化和审美视野，多角度、
多声部唱响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的新时代和汉藏普通百姓命运变
化的一曲中国好声音。

——读报告文学《康巴汉子》有感

汉藏情歌唱响好声音

张广星 /文
赵宗彪先生是真正的读书人，

不仅勤读书，更善读书。他博览群
书，又能由博返约，把每本书消化
成自己的见识和学问。他读《西游
记》多遍之后，著有《西游放谈》一
书；精研《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以
后，著有《三国笑谈》一书；细读二
十四史之后，写了系列散文“二十
四史里的台州人”。在中国所有的
文史经典中，他对《史记》情有独
钟，曾多次表达这样的意思：如果
出差在外只能带一本书在身边的
话，他会毫不犹疑地带上《史记》。
面对同样的问题，很惭愧，我的答
案中不会有《史记》这本书。我可能
会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苏东坡
的《东坡志林》、张岱的《陶庵梦
忆》，它们都是薄薄的一本，而且都
是短章，可以随时拿起来读。读《史
记》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本纪还是
列传，篇幅都很长，而且情节曲折，
不可以作为消闲阅读。宗彪读《史
记》是认真的，他以钻研的态度来
阅读。在《史记》的字里行间，有时
他发现了温暖感人的人性，更多时

候他发现的是人性的困境和挣扎。
《史记里的中国》就是宗彪先

生阅读《史记》的部分文章的结集。
宗彪在好几篇文中都直接表达过
他为什么特别喜欢《史记》。他在
《悲歌为谁而吟唱》一文中说，“书
中无论是帝王、士人，还是贩夫走
卒，一个个都有着不可屈服的尊严
和斗志。为了理想，他们一往无前
地奋斗；为了践诺，一掷千金；为了
尊严，可以牺牲生命。”

《史记》是一部英雄的颂歌，也
是一部英雄的悲歌，更是一部英雄
的壮歌。

宗彪先生读《史记》时，更注意
发掘那些普通人的英雄行为。春秋
时期晋国上卿赵朔有个门客叫公
孙杵臼，适值赵朔遭朝廷奸人陷
害，被满门抄斩，整个家族死了三
百多人，赵朔也被杀了。赵朔的妻
子因为怀孕躲起来逃过一劫。这时
公孙杵臼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

“我们有责任把孤儿抚养成人。”他
问程婴：“将孤儿抚养成人和慷慨
赴死，哪个更难？”程婴说：“死容
易，抚孤难。”公孙杵臼就说：“那难
的事留给你来做，我做容易的，先
去死。”公孙杵臼死后，程婴抱着孤
儿躲到深山里，十几年风餐露宿，
辛勤抚育，终于将孤儿养大，并帮
孤儿复位。本来程婴抚孤有功，可
以安享晚年。但他想起对他恩重如
山的赵朔，想起他跟公孙杵臼的约
定，在孤儿复位之后，他也从容赴
死了。在《死是容易的》一文的最
后，宗彪这样赞叹公孙杵臼和程婴
两个人：“确实如公孙杵臼所言，相
比于程婴所做的这一切，死还真是
容易的。让人更感到程婴人格伟大
和道义力量的，是他在功成名就、
可以坐享清福之时，依然不忘当年

承诺，视荣华富贵如浮云，甘愿以
死酬报当年的朋友于地下。这种壮
举，即使再过三千年，依然是人类
精神的永恒光辉。”

宗彪还注意到了《史记》里的
一个小角色：马夫羊斟，他是一辆
战车的马夫。一次大战前，总指挥
杀羊大赏战士，但羊汤羊肉没有羊
斟他们的份。看着战友们胡吃海
喝，闻着羊汤浓郁的香气，羊斟不
服，去找总指挥（刚好他给总指挥
驾车）。但总指挥说，你们不是战斗
兵，不给喝汤吃肉。羊斟很郁闷，心
想：我怎么不是战斗兵？我不一样
冲锋陷阵吗？对方一阵乱箭射过
来，我不也与战士们一样得死吗？
第二天早上，两军对阵，鼓响三通，
双方各有战车出列。但奇怪的是，
这一边的战车并没有与对方的来
车在中场交战，而是越跑越快，轰
隆隆地一直跑到对方的阵营里。原
来驾这辆车的马夫正是羊斟，他直
接把总指挥送给了敌方做俘虏。

有人对羊斟的行为有异议，但
赵宗彪用文字对马夫羊斟表以敬
意。在《个人的战争》一文的后面，
宗彪这样评说：“羊斟的战争，不是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人’
的战争，是为了捍卫自己尊严的战
争，也是小人物对抗特权的战争。”

读《史记里的中国》，我们还随
处可以读到宗彪先生对历史的沉
思和忧愤。他认为《史记》呈现给我
们的，是一个健康的、阳刚的、豪迈
的青年，正举着一把青铜剑，呼啸
着在华北平原上自由地奔跑。又
说：“能够给人以尊严的时代，真的
让人向往。”

在《敢于失败的英雄》中，宗彪
先生写了发生于春秋时期宋、楚之
间的一场战争：泓水之战。本来宋

军把握了有利的战机，他们已经在
河北岸严阵以待了，而楚军还在渡
河。“击半渡”是战争中的一个原
则，但宋襄公不同意出击，他认为
趁人之危是不道德的。后来楚军虽
已渡河，但还在列阵之中，宋军的
将领也请示出击，宋襄公还是不
同意。宋襄公一定要等到楚军列
阵完毕，才下令击鼓进攻。但楚军
兵力强大，宋军大败。宋襄公虽然
大腿被砍了一刀，在仓惶中还是
逃得了一条性命。但在复盘战斗
时，宋襄公并没有觉得自己指挥
有错，认为“古之为军，临大事不
忘大礼”。两军交战，宋襄公也不
忘礼数，谨遵规矩。他的做法，后
世人看来自然是迂腐，但在宋襄
公时代，却是被称颂的“君子之
风”，虽败犹荣。宗彪先生感叹：

“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
‘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仪之兵’退
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主导

的作战方式出现在中华大地。”
最后要说一下宗彪先生心目

中的太史公司马迁。有一次他远
赴陕西韩城司马迁故里，在朋友
们的陪同下，来到了司马迁广场，
并上山来到了太史祠和太史墓
前。一路上所见碑刻很多，但宗彪
先生说：“最契合我心的，是‘高山
仰止’四字。”

司马迁很远，他是两千年前的
古人。司马迁又很近，我们在他的文
字中，感到司马迁就好像与我们共
同生活在当代。“皇帝与平民、将军
与士兵、贵族和奴隶，在司马迁的笔
下，都还原为同样价值的人，所有人
的努力，都是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他笔下所颂扬的人物，都是阳刚的、
豪迈的、挺立的、生动的，哪怕两千
年后，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他们在呼
吸。《史记》教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
的人！”

一部英雄史，满纸英雄气！

——读赵宗彪《史记里的中国》有感

满纸英雄气

（上接第三版）

坚持科学改革方法
发展无止境，改革有章法。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
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
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全会明确提出，更加注重系
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
注重改革实效。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
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
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
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会对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治理
学院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带头人徐
汉明说，这些部署体现了全局观
念和系统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必将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
社会活力。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
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新型工
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

“全会的一系列部署，突出了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刘泉红分析，坚
持科学的改革方法，处理好经济
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
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

大关系，将更好推动各领域各方
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牵住“牛鼻子”。“以经济体制改革
为牵引”，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全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
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等；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全会明确“完善推
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健
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
机制”等；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
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
强调“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
“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中，经

济体制改革位序靠前、分量很重，
凸显其‘牵引’作用。”刘泉红表
示，一系列部署体现了党中央从
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
抓起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导
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
改革协同发力，将进一步推动改
革突出重点、全面深化。

守正创新保持改革定力
守正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
对不能动摇”。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
保证。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党对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祝灵君表示，全会做出“完善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深
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一系列
部署，体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特别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特殊重大意
义，必将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

全会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
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
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
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到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再到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方
向、有立场、有原则，志不改，道不
变。”祝灵君表示，全会对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紧紧围绕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确保
改革在正确道路上前进。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
覆性错误，创新才能不错失机遇、把
握引领时代潮流。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将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
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
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比如，全会明确提出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将有效破
除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推
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张翼说。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全会
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
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
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
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

“建设文化强国，离不开守正
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张翼表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导
向，更加体现与时俱进，必将在披
荆斩棘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
致远。

把牢改革价值取向
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

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
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
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翼表示，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需要政府的责任担当
和主动作为，需要充分考虑特定

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从保障群
众基本权益出发，稳中求进、循序
渐进，锲而不舍、持续发力。

公平正义是人民所求、民心所向。
全会提出，必须全面贯彻实

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
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
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
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坚持人民至上，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至关重要。”徐汉明认为，
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
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更好
发挥法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保障
作用。改革越深入，越要强调法
治，越要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
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

全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
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
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人是城乡融合发展中最核心
的要素，无论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还
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都要注重让
城乡居民更公平地享有改革发展
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互惠互
利的良性循环。”张翼说。

（记者杨维汉 罗 沙 陈炜
伟 孙少龙 王 琦）（新华社北京7
月19日电）

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