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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水》：为“农村”建立坐标系
■于文舲（人民文学出版社）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得从“农

村”谈起，农村是它的核儿。不妨先咬

文嚼字一下吧。以前我喜欢用“乡村”

替代“农村”，在字典里它们的解释确实

差不多，而“乡村”这个词还有一重好

处，它与“城市”更有对应性，“城－乡”

就像一块磁铁的两极，像两个符号，已

经带上了某些文化层面的概括和判

断。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农村”。因为

《宝水》，我似乎第一次正视这个词。

“农”，“农耕”，“农事”，说到底是一种人

类活动，这个词里所包含的蓬勃与参

差，它具有的动态与变化性，都是因为，

它强调的是人，是动作，是人在大地上

的创造。相比之下，“乡村”就显得过于

静态，过于抒情。《宝水》的质地，是“农

村”的。

这“农村”又是新的、当下的，自然

就更复杂而不确定。乔叶把无数扑面

而来的事物都收纳进小说里——我不

是说她没有甄别和选择，但总归是一种

“真佛只说家常”的方式，也就难怪我在

某篇创作谈中看到乔叶说，《宝水》是她

写得最有耐心的一部长篇。但凡缺少

耐心也确实很难做到。我欣赏这份耐

心，但也有隐忧，因为耐心常常也是挑

战，它比较容易造成阅读障碍。如果作

家无法让读者充分信任这份耐心的话，

就很难把他们带入进去。所以我想在

这篇文章里，帮乔叶做一点很可能是画

蛇添足的归纳和补充，我就试着简明扼

要地谈一谈《宝水》这部小说究竟是在

做什么。

在我看来，《宝水》三十几万字其实

都在做一件事：为“农村”建立坐标系，

从而把当下的农村纳入进去。

小说里的第一套坐标系，是由叙述

者“我”建立起来的。“我”，地青萍，是一

个农村出身且“懂农村”的城里人，为解

决失眠症的困扰来农村长住，顺便帮老

原经营村里的民宿。这里天然就带着

时间x和空间y2个坐标轴，随着时间的

推进，“我”接触农村，走出农村进入城

市，回到农村，也随时可能再离开，就在

两级之间波动。同时，我要强调的是，

这里其实还有第三条坐标轴 z，就是人

的心理，心理认同，情感认同。既然“农

村”突出的是人，那么这条最容易被忽

略的坐标轴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小说从“我”的视角进入，在整个叙

事中，“我”就像一条绵延的丝线，串起

散落在农村的人事物。但这条丝线的

贯穿，毕竟还是松散的、自然的，有时甚

至是不着痕迹的，让你恍惚忘了它的存

在。所以《宝水》并不是典型的限知视

角，它有全知和宏观的骨架。这里就出

现了另一套坐标系，它直接就生成于被

叙述的农村。宝水村，作为小说真正的

主角，显示出了极大的丰富性。除此之

外，往上有九奶的追述，往下有深入农

村实习、体验生活的学生。顺着这条时

间的x轴看下去，确实是越往当下，城市

与农村的空间y轴上的互动就更明显。

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里依然有一条

隐性的z轴，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

标示的是城市与农村的融合。这条z轴

也是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就是人所

从事的活动。小说中宝水村作为“美丽

乡村”的代表，最具特色的就是开发旅

游，经营民宿。这是一件立足农村、面

向城市的事，既要懂农村，又要懂城市，

既要突出农村的特色，又要靠近城市的

标准，既扎根在农村的人情社会之中，

又有“市场规律”“契约精神”管着，既有

农村的性格，又要有城市的渠道，不断

建立联系，显然，这是一个平衡。小说

就围绕这个平衡点展开，一旦偏离，无

论偏向哪方，就是一番波折，一段故

事。当小说情节在震荡中无限地接近

这条z轴时，当下的农村书写似乎才跳

出了“挽歌”模式，体现出它自主发展的

生机、力度和可能性。

借助以上这两套坐标系，我们就从

时间、空间和人的三个维度走进了小说

的内容。而实际上，它的意义结构（形

式）也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解析。结构

是小说的形式要素之一，其中意义结构

相对于布局结构，是一种总体性特征，

是由结构形式而体现出的意义。在《宝

水》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的章

节安排，“冬－春”“春－夏”“夏－秋”

“秋－冬”，四章构成了一个轮回，这是

典型的古典乡村的时间观，循环往复，

像植物的丰茂与枯萎，确定无疑，没有

意外。但读完整部小说，我发现并不尽

然。不知乔叶有意还是无意，她在圆满

的时间之中打下了一个缺口，一个重要

且明显的缺口——春节。春节是中国

时间中的一次“大圆满”，为此小说细致

地铺排了村民过年前的诸多准备，同时

还交代了九奶的喜丧（个人时间的“小

圆满”），然而叙述却在春节来临前的最

后一刻戛然而止，“我”离开了宝水村，

也就是从确定的时间观中跳脱出来，给

时间以意外。确定与意外的博弈，或者

说平衡，是《宝水》意义结构的核心。空

间维度也是如此。表面来看，小说在空

间上颇为简单，“来－去”，开头来到村

子，结尾离开，这种对称的、偶数拍的、

相反相成的行动轨迹，也是拒绝意外

的。但另一方面，从现代小说的结构方

式来看，《宝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这

个离开，并不是最终结果，不是结论，而

是一个新的问题的起点，这就把一个

“正－反”的结构变成了“正－反－未

知”。最后，在人的维度上，情况还要更

复杂一些。两部分的人，构成了人物形

象，构成了命运，构成了当下的农村。

读完整部小说，可以感到，乔叶试

图确立当下农村的热情和野心是明显

的。而我这里也就是帮她画了几条辅

助线。文学当然不可能像计算题一样

精确，纳入了坐标系的新农村是否真能

标示为某一个点，本来也不是小说家的

必答题。甚至结论是否存在已经不重

要了。忽然想起张柠先生有一个颇为

形象的说法：小说家是努力把脑袋探进

世界的人，评论家（理论家）是试图把世

界都装进脑袋的人。这么一比，就显出

后者的疯狂了——特别是在面对最鲜

活的当下时。现在就让我的这份疯狂

适可而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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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讲好科普故事
■范景艳（天天出版社）

少儿科普图书不仅要向孩子们传播科学

知识，激发他们对事物的好奇心，更要向他们

传递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培养他

们的动手实操能力。而通过文学构思和艺术

手法来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

科学精神的表达方式，即科普与文学二者巧

妙结合的图书作品，不仅能够让孩子得到科

学启迪，又能获得文学的审美享受。

《旅行的植物》就是将科普融入文学故

事的童书产物。作者特尔莫·普列瓦尼作

为生物学哲学专业教授，在保证知识点准

确性和严谨性的基础上，将多学科知识杂

糅在一个稀松平常的生活故事中，带给孩

子不一样的阅读感受：你知道香蕉曾经是

有种子的吗？杏仁是有毒的？当番茄第一

次出现在欧洲的时候，它们也被认为是有

毒的？植物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香料、药物，以及它们进化与传播的有

趣故事等，也教会了我们勇敢应对机遇与

挑战，做更好的自己。

首先，突出儿童本位，视角独特。儿童本

位，顾名思义就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思考问题，

理解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学习特点与认知规

律。一般而言，学龄前儿童（6岁以下）对于图

片的感受力要比文字强，读图是其主要的阅

读方式，一幅幅优质的图片能够直观地传递

给他们更多的科学知识；图书的形式设计也

可以更加多样化，通过各种好玩的设计将深

奥的科学知识转化成适合幼儿认知的内容。

小学低年级段的孩子由于增加了识字量，可

以阅读图文搭配的科普读物，适当的插图能

够增加内容的感染力、扩大信息量，编排形式

和封面设计上会更加活泼生动，从而提高他

们的阅读兴趣。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随着识字

量的大量增加和理解能力的不断提升，则可

以阅读以文为主的科普读物。

《旅行的植物》一书符合中年级孩子的

年龄特点与阅读习惯，内容与孩子们的生活

实际相匹配，用口语化的语言还原科学真

相。小主人公朱莉娅不喜欢吃蔬菜，相信很

多小读者也有同样的烦恼吧，阅读时容易产

生共鸣。为了给班级的期末聚餐做准备，爷

爷布鲁诺提议带她去格兰德菜市场亲自探

索一番，由此展开对各种植物的讲述，视角

独特，能够迅速攫住孩子的好奇心，吸引孩

子一直读下去。

其次，“硬”知识变“软”，专业界限模

糊。之前很多少儿科普图书都采用“填鸭

式”的方法向孩子灌输知识，内文设计成一

问一答式，重在告诉孩子结果，而不是引导

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进而想办

法解决问题，因此小读者不能从阅读中感受

到探索科学的乐趣。而现在的科普“硬”知

识都被软化了，文学性和趣味性变得越来越

强，跨门类、跨学科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旅行的植物》一书就胜在其题材具有

更广阔的视野，将科学知识融入到一个爷

爷带孩子逛菜市场的故事中：小女孩朱莉

娅跟随爷爷布鲁诺在菜市场的各个摊位上

寻找合适的食材，收获了一次次与植物的

奇妙相遇，从而知道了不同植物的进化与

传播知识。语言平实生动，插图逼真形象，

引导孩子走进自然世界，通过自己的眼睛

去探索和发现科学知识，让孩子能够参与

到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中来，了解丰富的植

物百科知识。

第三，培养关联思维和自主学习能

力。关联思维指的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相关或相异的事物进行联系，从而对事物

产生不同看法的一种思维方式。面对未来

纷繁复杂的学业生涯，单一的思维方式已

经不能满足孩子的学习要求，关联思维和

自主学习势必成为值得孩子关注的两个重

点。优质的科普读物可以将不同学科进行

“串联”与“并联”，让孩子能够自主将在书

中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关

联，进而培养他们的知识综合能力和发散

能力，达到有效学习的目的。《旅行的植物》

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植物发展演变的故

事，但同时将人文情怀、社会历史与地理知

识互相融合、交织在一起，把自然科学作为

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去观察和讲述，让

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走近科学。这样不仅可

以让孩子了解到不同地域植物们的生活习

性与特点，也让他们知道了空间地理的横

向延展，将生命与地域相关联，更易于记

忆，提高学习效率。

第四，树立榜样，汲取成长正能量。我

们吃的番茄、香蕉、玉米等蔬菜瓜果很多都

不是本地产的，它们没有脚，也没有交通工

具，是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呢？了解

书中植物们的进化发展，感受它们对生命的

坚持和对新生的探索，能够为孩子提供一种

学习的榜样和力量。植物们不断经历变化，

努力适应新环境，每一次“旅行”都是大自然

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也是植物们在岁月变

迁中衍生出来的智慧。这不仅能够引发孩

子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也为孩子树立学习

榜样，从平凡的生命中收获坚韧不拔、努力

拼搏的成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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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爱”还是“相杀”？
■赵小峦（华文出版社）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时间就是

奔流不息的河水；如果说历史是浩瀚的

宇宙，那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就是

闪耀的恒星。

孔子作《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

哀公二十七年，止于获麟，遵循的是时

间的脉络；司马迁作《史记》，十二本纪，

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重点放在人物的

刻画。这也就是我国2种主要史书的形

式：编年体和纪传体。

这2种形式，各有其优劣，在此倒也

毋庸赘言。只是私以为：对于当代社会

来说，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能够更

快速地了解某一段历史的读物，当以纪

传为主，缀以编年，用通俗却不失准确

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赵海峰老师的

新作《历史的烟火》就是这样一本书。

该书副标题为“两个人的战国秦

汉”，全书共24个章节，每章以两个历史

人物为核心，章节之间以时间脉络为纽

带，用轻松、幽默的现代化语言，将遥远

的战国秦汉历史娓娓道来。

你读过《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

传》吗？即使没有读过原文，也该知道

以之为蓝本改编的故事《将相和》。这

种双主角的传记模式，戏剧化十足，千

百年来一直是人们最为喜闻乐见的。

而《历史的烟火》所采用的，正是《廉蔺

列传》的叙事方法，用24组关系各异的

人物，讲述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之间

的纠缠往复。

芈八子和义渠王是不是真爱？嬴

政亲爹是吕不韦吗？卫青和霍去病

谁更牛？读者在兴致勃勃研究“八

卦”的时候，就不知不觉把那段历史

读明白了。

除了结构之外，这本书还有两个优

点为我所欣赏。一是封面有味道：一片

旷野之上，两个背影若即若离，烟火在

夜空中绽放成灿烂星云，苍绿的色调，

厚重不失温和，让人心生好感。二是版

式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段落短小、

版面疏朗，每章配有插画，章节名称和

摘要简单劲爆，阅读轻松不费力。

我想，一本优秀的通俗历史读物应

该具备的特性，这本《历史的烟火》基本

都有了。作为该书的责任营销，我给它

想过不少广告语，其中一句正可以用作

本文结尾：历史是一场接一场的绚烂烟

火，总有那么两个人，一个负责助燃，一

个负责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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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代言
■张 琨（研究出版社）

《北京的山》是一本为天地自然代

言的书，是一部真诚的生态文学作品。

《北京的山》是作家李青松用脚丈

量华夏大地的结果，它兼具古典散文的

优雅和生态科普的精确，更把知识性和

艺术性完美融合。这本书分为“天地大

美”“树木果实”“万物有灵”“人与自然”

“经典人物”5个篇章，为读者描绘出一

幅丰富多彩、生机勃勃、充满生命力的

自然画卷。该书不仅呈现出自然之美、

生灵之美，更弘扬了“人与自然共命运”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未来”的

核心价值观。阅读这部生态文学作品，

读者将在获得极大的文学审美愉悦之

外，既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又能够得

到生态智慧的陶冶与启迪。这本书既

可以看作是微缩的“国家历史地理”，亦

可看作是自然名胜攻略指南。

书名《北京的山》仅是一个符号，实

则书写了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天地自

然。这本书从空间上覆盖了云南的万

掌山、山西的管涔山、祁连山下的大草

原、北京的翠湖湿地、内蒙古的乌梁素

海……阅读这本书，我了解到水杉是湖

北利川的符号，浙西塘源口的猕猴桃特

别甜润，吃起来会有初恋的感觉；我也

知道了吴冠中先生最爱吃山西碛口镇

的大红枣，而浙江衢州的常山胡柚更是

有一种圆融的本领，它能把甜酸苦融合

在一起，创造出奇妙的味道。我还从书

中了解到，赫哲人早年是没有年份概念

的，他们会根据大麻哈鱼到来的时令，

判断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这本书以优美的语言，丰沛的情

感，跳跃的句式，呈现自然之美，讲述自

然的故事。阅读这本书，我仿佛看见作

者披着森林、草原、河流、大漠、湿地的

霞光和晚风，笔走龙蛇，深情款款地向

我们走来。我能清晰感受到李青松老

师对自然万物的深厚情感，以及他身为

一位生态文学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深切关怀和忧患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曾这

样评价：“李青松的生态文学作品，我很

爱看，都很喜欢。在《北京的山》中，他把

生态的理念埋设于字里行间，山林与河

流，植物与动物，自然与人文，都在一个

个细节化的故事里交融化合，读来引人

入胜，读后受益良多。这样接地气、有生

气、扬正气的作品，既为当代文学增光添

色，又为当代中国传神写照。”

《北京的山》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

对生灵的大爱，更从不同角度，展现了

生态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进而引发读

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入思考。正

如李青松老师在书中所说：“从来没有

一座孤立的山，它连着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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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讲述中国城市故事
■魏志华（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雾都重庆》（阿汉对照）是多语种讲述“中

国城市故事丛书”中的第一种，是世界图书出

版广东有限公司策划讲述中国故事丛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向世界阐释和宣介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城市的当代

故事。它的出版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示范意义鲜明 丛书中精选的每个城市

市情各不一样，历史起源各不相同，自然资源

迥异，经济模式各具特色，科技发展千差万

别，城市定位各有千秋，在相同的政治理念和

执政愿景下又呈现出区域性、多样性“和而不

同”的文化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城市发展和

创新之道，为国外未来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不

同的样本。首先，重庆作为第一优选城市，它

不仅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还是国家

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中心、西部国际综

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它在推进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支撑作用、在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带动作用、在推进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着示范作用。其

次，重庆不仅是一座网红旅游城市，更是一座

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环境优美、宜于居住的

城市，一座文化历久弥新、历史底蕴深厚的城

市。它以山城和雾都出名，同时，其翻滚的火

锅、灵秀的巫山、奔腾的嘉陵江水，也无不彰

显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内涵。在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旅游城市排名调查中，重庆市名列第

一。它不仅受到国内游客的喜爱，也是许多

外国朋友想要了解的城市，非常具有代表

性。因此把重庆作为这套书首个城市代表，

符合众多外国朋友的期待。

传播对象鲜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五分之一是阿拉伯国家，他们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天然合作伙伴，重庆作为西部国际

综合交通枢纽，又是中国使用阿语比较集中

的区域，所以该书选择阿拉伯语汉语对照既

是中阿文化交流合作的成果，亦是中阿友谊

的见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出版价值和现实意

义。《雾都重庆》上篇讲述市情、简史、文化、美

食、美景等内容，描绘了一幅幅唯美的重庆人

文景观和改革成就画卷；下篇书写了红岩精

神，向世界展示了英雄的城市和坚定信仰的

人民，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发展的重

庆，并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的中国城市风貌。

科技传播鲜明 该书除了传统出版，还

借助了更多融媒体传播优势。《雾都重庆》在

出版后期，结合现代新媒体技术，通过二维

码实现语音的快速传播。读者通过手机扫

码，便可听到相关录音。该书还开发了点读

书和电子书，读者利用手机可实现快速阅读

和快速获取音频的效果，非常方便。正在计

划结合3D模式打造新的阅读体验，给读者

构建一个身临其境的城市生活模拟场景，使

其更好地认识重庆。

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多语

种讲述“中国城市故事丛书”以书籍为媒介

搭建起文化传播的桥梁，通过中国城市故事

来传播中国样本、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也让

更多的外国友人能在纸墨书香中感受和体

会中国的魅力。

《
中
国
城
市
故
事
丛
书
·

雾
都
重
庆
》（
阿
汉
对
照
）
吴

昊
、[

亚
美]

王
鹰
编
著/

世
界
图

书
出
版
广
东
有
限
公
司2022

年9

月
版/ 68 .00

元/

IS
B
N

：9787519295097

/特别策划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