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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
国崛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书名：《大地英雄——国测一大队纪事》
作者：高鸿
出版社：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三十多年前，1990 年 4月 26日，绿皮
火车上，《经济日报》记者毛铁偶遇国测一
大队队员，闲聊中才知道竟然有这样感人
的一个集体，他决定用半天时间去一大队
看看，结果在那里整整采访了四天。他被
国测一大队的英雄事迹感动着，含泪写了
万字长篇通讯《大地之魂》。一个不为人
们所知的领域，一群工作远离城市的人
们，所受到的关注产生了辐射效应，人们
称赞他们是时代英雄。2024 年 7 月 23
日，参观国测一大队精神展示室后，高鸿
《大地英雄——国测一大队纪事》（以下简
称《大地英雄》）研讨会召开。这次研讨会
有些特别，虽然不是在喜马拉雅山脉，在
大地的测绘现场，但现场感已经很强了，
让人心里有所起伏，比之测绘人的奉献、
牺牲、业绩、成就，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发
言，轻若喜马拉雅飘落的一片雪花，戈壁
沙漠的一颗砂粒。

读高鸿的《大地英雄》，参观国测一

大队的精神展示室，我们知道，有 46 名
测绘人，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们，后来的测
绘人也没见过他们，他们有的甚至连照
片也没有留下，为测绘事业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好的报告文学，不仅由客观的框架构
成，支撑它的、感染人的应该是细节，情
感。《大地英雄》这种题材，透露出了历史
的、客观的信息，可能有些作者并不经意去
写。让我做点捕捉。宋泽盛1952年参军，
复转后来到测绘战线。1950 年国家招征
第一批义务兵，王永吉被分配为测绘兵，转
业后进入测绘大队。这是测绘大队的早期
构成，以转业军人为主，而非科班出身。这
是什么？这是情感发育史，精神形成史。
我们称之为历程，称之为传统。吴昭璞是
进入国测一大队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是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而2005年珠
峰测量，总指挥岳建利已经具有博士学位，
测绘队人员结构的变化，又铺展出多少内

容？《大地英雄》描写吴昭璞牺牲之时，“他
的手表还在滴滴答答地走动”。高鸿这样
写时，投入了感情，他用具有文学质感的文
字写出了生命的质感。时代的钟表在摆
动，年代叙事里包含着生命，一个行业的变
化，折射出了更宏大的背景。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哪怕是具有命
题性质的报告文学，除了主题之外，还需
有打动人心的细节、丰富饱满的人物，作
者显然要提炼、概括，但提炼、概括的前
提是在具体的对象中感受并发现对象所
饱含的价值，精神和意义。

高鸿的《大地英雄》，材料占有之外，
有着感情的投入，饱满的细节，充盈的生
命，使其富有文学的感染力。他笔下的
测绘人，像逆飞的候鸟，在最美好的季节
走出城市，投入祖国的山川河流，在艰苦
中呈现出生命的纯净和质朴，在和大地
对话中彰显出精神的境界和追求。

（转载自《西安日报》）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时代英雄

21世纪正在经历重大重组，四条线在
当今世界交汇，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第一条线是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
态的变化。人类生产方式历经四次重大变
化：最早的生产方式是渔猎采集，那是原始
的生存状态；后来发展出农业生产，包含耕
作和饲养家畜，那是在8000至10000年之
前；然后，在两百多年前，人类从农业社会进
入工业社会，发展出工业生产力，推动了社
会的巨大变化；最后，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起，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所以，从生产方
式演变的角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
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着人类社会
的变化，这是世界新变局中最重要也是起决
定性作用的一条线。

第二条线是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
演变。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两河流域，
以及尼罗河、印度河、黄河与长江流域，它
们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各自发展成熟。
进入上古时期，东亚的汉王朝和西欧的罗
马帝国成为古典文明的典范，这个时候的
世界格局呈现出东、西双方平衡的态势。
然而到公元5世纪前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由此告终，不再恢
复；东方也出现“五胡乱华”。这以后，中国
经过魏晋南北朝乱局，到7世纪又进入新
的繁荣期。此后东方和西方就拉开距离，
西方进入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致使在
近千年时间里“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
势始终不变。

大约在15世纪时西方开始崛起。在这
个过程中，西方找到了两件法宝：一是建立
新型统一国家即现代民族国家，结束了中世
纪的分裂，清除了西方落后的根本原因；二
是发动工业革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把农
业社会改造成工业社会，由此奠定了“西方
发达、东方不发达”的局面。在工业力量和
殖民手段的配合下，到19世纪末西方控制
了整个世界。但从20世纪开始，全世界掀
起了摆脱殖民统治、努力追赶现代化的热
潮。时至今日，现代化在很多国家已经取得
重大成就，其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
乎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如伊朗、土

耳其、印度、俄罗斯等，当然还有中国。这是
一种“文明回归”，其结果将改变“西方发达、
东方不发达”的世界格局，这也是21世纪正
在上演的世界大变局。

第三条线是国际体系的演变。从15世
纪西方开始崛起，到21世纪世界新变局，这
段时间就是本书讨论的“大国崛起”时期；随
着各个“大国”的兴衰起落，此衰彼长，形成
了一个又一个“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在
大国竞争中达到平衡的产物，每一个国际体
系都是在激烈争斗后，重新组合国际地位的
结果。

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体系空缺的时代，
老体系解体了，新体系尚未出现，人们正等
待新体系形成。以上三条线在21世纪开始
时交叉汇聚，剧烈碰撞，这是人类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

第四条线是中国发展这条线。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逐渐落入西方
列强的控制下，慢慢变成了半殖民地。现
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和自我更新，中
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成绩斐然。在现代化
过程中，所有国家都面临三项任务：一是
构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现代化的机
构保障，没有现代国家就没有现代化，这
是西方的经验，也是非西方国家汲取的基
本教益。二是发展现代经济。从传统农
业经济体系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体系，这
是现代国家面临的第一要务，其任务更加
艰巨，需要更多努力。三是建设现代社
会。这项任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
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前面两项任务相
比，这项任务最难完成，却必须完成，否则

有可能前功尽弃。
中国目前是什么情况？在三项任务中，

第一项任务基本完成了，标志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除台湾仍待统一之外，一个现
代国家已经出现。在第二项任务即发展现
代经济方面，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已经建成；需要继续
努力的是，打造更强、更先进、更坚实的经济
能力，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领先。总之，中国
现代化已经走到了关键点，中国发展这条线
和上面三条世界历史大格局线恰巧在21世
纪的今天汇合，由此而触发了真正的“世界
新变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出
现过四条线同时交汇的情况，这是一个发生
巨大变化的时刻，我们应做好充分准备应对
变局。

稍作总结：什么是“世界大国”？它们和
时代变化息息相关，每一个时代都有“大
国”，每一个“大国”都是它那个时代特征的
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征。这意味
着，“世界大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它
们开启新时代，成为被模仿的榜样。随着时
代变化，新的潮流出现，引领新潮流的国家
会成为新的“世界大国”；原有的大国若不能
跟上潮流变化，更不能引领新潮流时，它就
会衰落，会被超越，会被新的“大国”所取
代。而新的“世界大国”最主要的特征一定
是引领了新的潮流。换句话说，新出现的

“世界大国”体现着新的世界潮流所带来的
新的世界变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新
时代的标志。“大国”更替的过程并未结束，
它仍然在延续。

（转载自《北京日报》）

“文明回归”将改变“西方发达、东方不发达”的世界格局——

“世界大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

《三国前夜》
张向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洛阳城北的夏门，四方之通衢，人流如织。
大将军梁冀特意把李固、杜乔的尸首扔在

夏门外，好让天下人都能看见，即使贵为三公，和
他作对就是这般下场。梁太后同意杀死“李杜”，
既有维护梁氏家族的私怨，也有对士大夫为维
护礼教而迸发出的力量的担忧。“李杜”之死仿佛
一曲前奏，二人为了天下的纲纪而被权臣所杀，
把汉家天下的和谐表象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个
老问题再次被抛出来：天下到底是汉家之天下，
还是天下之天下？这将成为此后一百年风云变
幻的核心，隐藏着汉家是存续还是终结的密码。

《三国前夜》，是青年文史作家张向荣的全
新历史非虚构力作，接续《祥瑞：王莽和他的时
代》。全书关注东汉后期桓、灵二帝近五十年
的执政生涯，同时全面系统地还原党锢之祸的
始末，细致考察党锢中人的心态、目的、行为，
解读儒家在其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
者以群像书写呈现这一时期士大夫、宦官、宗
室以及群雄之外普通人的观念乃至时代风貌，
并辅以图表梳理人物关系。

（转载自《西安晚报》）

《红楼小人物》
梁归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怡红院中是五大丫鬟而不是四大丫鬟？
曹雪芹为什么要给晴雯嫂子两个名字？秦钟、
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这四个贾宝玉生命中
重要的男性身上透露着怎样的隐情？乡野老
妪刘姥姥，如何充当“风月宝鉴”，照尽荣国府
的一世兴衰？……这些充满诗性的红楼小人
物无一不凝结着曹雪芹的艺术巧思。

梁归智教授延续红楼探佚学的思路，以
“悟证”为基础，聚焦于《红楼梦》世界里，几百个
地位低、出场少的丫鬟、小厮、仆人、管家、亲友
们，这些红楼小人物或皴染生活之丰满，或显
示结构之神妙，或暗含某种哲理，或衬托主要
角色之多姿多彩，又或构成某种“影射”，串起
《红楼梦》这部不朽的巨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

《与内心的小孩对话
——如何治愈你的童年创伤》

【美】金伯利·罗斯【美】弗雷达·弗兰德曼 著

王小亮 译

金城出版社

许多父母因其自身的人格障碍而把自己
的欲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导致孩子的各类生
理及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很小的年纪就
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对于外界事物感
到害怕和恐慌，产生童年阴影。本书作者从
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期入手，深入剖析
了童年阴影产生的原因，并对症下药，有针对
性地进行逐步治疗，帮助读者克服各种心理
障碍，重建自我。 （转载自《北京日报》）

你都在读什么书

“一年时光即将结束，是否盘点过你
都读了什么书？”当记者向多位市民随机
采访这个问题时，受访者郭吉民陷入了沉
默。他思考了好几分钟，才回答记者：“我
虽然在读书，但读的基本都是娱乐性质的
快餐书，以网络小说为主，穿越的、冒险
的、悬疑的，几乎天天睡前都看一会儿，但
你突然问我都是什么书，我好像一个书名
都想不起来。”

受访者柳刘姣也摇摇头：“我一直在
碎片化阅读，看一些公众号文章或者是短
视频解读，比如那种五分钟读名著、十分
钟了解中国史一类的，这种阅读我觉得不
算读书。”

受访者钱鹏程回答得较为坦然，他
说：“我今年一直在参加各种考试，所以
读的都是应试书，有几本社科类的，也多
是为了应试做准备，其他类书籍一本没
看过。”

也有受访者表示，自己读的虽然是文
学类作品，但也以电子书为主。“跟风读
了一些热门影视剧的原著，比如之前由
亦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很有名。其余读
的多是一些文学网站排名靠前的作品，
言情小说什么的。”受访者刘霞说。

读电子书，收获的确有限

读书是自我提升最简单的方式，这一
点所有受访者都非常认同。在大家看
来，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了解
到历史、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
知识，能够拓宽视野，增加人生的厚度。
但不少受访者们也觉得，读快餐式的电
子书可能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体验。

“我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提升。”刘霞说，
“知乎小说看了三四十本，但你要问我逻
辑能力、思维能力或者批判创造能力是
否得到提升，我觉得是没有。”

受访者周飞也表示赞同，他觉得，读
书的最大意义应该是丰富情感。“现在网

上有些热门读物都能被称作是电子垃圾，
专门以制造对立为目的，设置奇葩的情
节，一味宣扬睚眦必报，看起来是很爽，但
对于丰富情感，培养读者的思考能力没有
任何意义。”他说。

“网络文学也分好赖。写得好的作
品，的确能让读者从中获益良多，通过思
考、分析、理解书中的内容，锻炼了自己的
逻辑思维能力，也能跟随作者的视角，通
过感受主人公的人物命运去理解时代、环
境甚至性格可能带来的变化。但也有不
好的作品，流水账式讲故事，既俗套又无
趣，吸收不到营养，还可能影响人们的价
值观。”受访者高建波说。

找“好书”，可以试试这样做

如何在海量的数字资源中真正获取
有价值的读物，不少读书达人也介绍了自
己的经验。

读书达人张喆说，首先我们要明确
自己的阅读目标。“假如我就想看几本

轻松愉悦的休闲小说自我放松打发时
间，那读读没营养的‘爽文’也没啥关
系。如果是想要通过阅读获取一些知
识，但又不知道哪些书可以达到这个目
的，那就能试一试这个办法。”他说，“比
如可以关注一些专业人士的推荐，一些
文化名人、学者会在社交媒体或访谈中
分享自己的书单，他们的书单我们就可
以参考。再或者许多阅读平台也会根
据用户的阅读历史和偏好，推送相关的
优质书籍资源。”

另一位喜欢读书的受访者孙馥玉也
表示，多看看读者评论总没错。“我经常在
各种读书平台看读者打分和评论，用他们
的观点去验证我的观点，有时候很一致，
有时候各有看法，但不失为一个参考的方
向。”她说。

“数字化阅读本身带来了更多可能
性，但网络阅读资源良莠不齐，很容易
陷入阅读陷阱。因此，越是碎片化、快
节奏，越要静下心来找好书，读好书，通
过文字引发对生活的思考。”受访者朱
霭雯说。

好读书，读好书：电子书咱们该咋读
本报记者韩建慧

生活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常常因为忙碌于工作、生活中的琐碎事务而忽略阅读这
个重要的精神滋养方式。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根据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显示，2023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6.2%，人均阅读量为11.39本。

也许，从这个数据上看，全民阅读的情况是积极向好的，但仔细研究却发现，现代
人平均每天花在阅读书籍上的时间不足半小时，很多人一年可能都不曾读完一本书，
阅读方向也主要以电子书为主，这样持续下去可能引发什么样的结果？如何才能在浩
如烟海的电子书资源中找到所谓的“好书”？记者也采访了多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听
大家一起聊一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