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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丰安

由《东南学术》精选文章、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深入谈论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历史沿革、理论精髓、核心观点、实践探索及其

全球意义等。该书集学理性与创新性于一体，不仅

文风朴实、说理性强，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

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的研究。阅读这本书，我们

能全面地了解何谓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明晰中国

式现代化的何以可能与何以

可为。从总体上看，该书的

独到与创新之处可以提炼概

括为“三个准确”。

第一，准确把握中国式

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与世界意义等。中国选择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一蹴

而就的轻松决策，亦非轻描

淡写的随意之选，而是经历

了 180 多年的不懈探索、敢

于实践、深刻总结后的历史

性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上编描绘了中国共

产党生成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伟大进

程，清晰展示了依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认识

路径，并从大历史视角探析了旧式现代化的被动与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之间的区别及其时代意义和

历史价值。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人类文明

新形态，必将造福于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该书

进一步从文明根基、哲学突破乃至新文明观的确立

等维度深入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深刻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史意义。

第二，准确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六观”。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功，背后的独特密码特别是深

层思想密码，引人关注和深思。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

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

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一重要论

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思想密码，也为

我们系统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中编精选国内知名专家关

于“六观”的深刻阐释，则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刻揭示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密码。

第三，准确探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向。

实践逻辑是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重要基石。历

史是过去的实践，理论是实践的结晶，归根到底，

都来自实践。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明了为什么

和是什么，还要认真思考怎么干，尤其是在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更

要着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与相互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下编以新质生产力、政治

经济学、国家竞争优势、农村社会治理的视角探析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在新质生产力维度，

阐明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

建新型生产关系”来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将是未来中国创新

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政

治经济学维度，通过经济领域

切入可以透视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内涵，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要到哪里去的

问题。在国家竞争优势维度，

论证了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大国的现代化，成功与否

的关键在于大国竞争格局下国家竞争优势的培

育。在农村社会治理维度，明确了农村社会治理

是连接乡村全面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桥梁，

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下农村发展从弱到强、提

质增效的重要依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次新

的伟大征程，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中国式现代化

名家谈》不仅讲清楚了中国人怎样选择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何以是中

国式现代化，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等基本问题。阅读《中国式现代化名家谈》，既能帮

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本质

特征和独特优势，也能助力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中

国式现代化，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坚定走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从而让我们深刻领悟中国

式现代化的真谛所在。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副总编

辑，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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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菱菂

在中国科幻三巨头中，何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走得最近的一位。这也许从他的笔名看出端

倪：他曾解释笔名“何夕”取自《诗经》的“今夕何夕，

见此良人”，而“何夕”一词不仅融合了作者的姓氏，

同时还具有一种时间的意象。在其多篇科幻小说

中，也常常能见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创

作，例如入围 2024 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雨果

奖”最佳中长篇、获得第22届中国科幻“银河奖”的

小说《人生不相见》，便是一篇极富中国韵味的科幻

作品。

未来的太空移民时代，人类为了让遥远的星球

真正成为自己的家园，实行了“乐土计划”，即根据

目的地星球的特点基因改造一

批先行者，提前适应当地的生

存条件，再逐步进行人类移

民。主人公何夕和于岚曾为同

一批“乐土计划”的成员，二人

在训练中相识相知，却注定无

法在一起。心灰意冷之下，于

岚去往渤海星（参宿），何夕去

往里海星（商宿），而于岚在执

行任务的途中遭遇意外牺牲。

20 年后，何夕自告奋勇作为领

路人带领两位年轻的队员前往

渤海星，却没想到在那里竟见

到了本该身亡的于岚。原来当初于岚一行人到达

渤海星后，发现在当地的辐射条件下，先行者与人

类产生了生殖隔离，这就意味着他们已不再是人

类。为了保护人类文明，按照章程，先行者将会被

销毁。于岚无法旁观这一切发生，便提前告知了先

行者，冲突中其余队员身亡，于岚则编织了任务失

败的谎言，瞒下了渤海星发生的一切，直到何夕一

行人的到来。多年后重逢的恋人再次面对着情与

理的抉择，何夕毅然选择了上报地球委员会实情并

摧毁了先行者，而于岚则守护着幸存的两名先行者

的孩子继续留守渤海星。

这部作品巧妙地将人类探索星际移民的故事，

糅合进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中，通过何夕与于岚

不同的人生选择，引发了人类与宇宙、与其他智慧

生命关系的思考。小说的题名化用了唐代诗人杜

甫《赠卫八处士》中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而这句诗也贯穿了整篇小说的始末，不仅映照了何

夕与于岚之间如同参宿与商宿般永不相聚的爱情，

更为小说营造出一种诗意的悲剧氛围。

除了主题的运用，何夕也会将诗意的笔调挥洒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例如，在《十亿年后的来客》

中，主角人物侦探何夕便是一位极具隐士风范，超

脱于尘世的形象。他样貌出众、风流倜傥、能力超

群、受人欢迎，但却不容于俗世、不拘于俗规，随心

所欲，来去自由。在侦探何夕的全力探案下，发现

了雷恩教授将本应在10亿年后才可能诞生的生命

体带到了现在，并阻止了他企图毁灭全人类的邪恶

阴谋。

《伤心者》讲述了一名因理论过于超越时代而

怀才不遇的数学天才的悲剧。何夕是一名天分极

高的数学专业硕士，他耗费毕生所学提出了微连续

理论，却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最终在命运的捉弄

和打击下，何夕精神崩溃并导致失语。当读到结

局，读到这个“数学疯子”的

成果终于在 150 年后被世人

所发现，并作出改变世界的

巨大贡献，回过头来看他不

被理解的一生，才明白“伤心

者”为题的真正含义。而小

说的结尾处有一段几乎让人

泪奔，那是一串真正不被世

人理解的时代先驱者姓名的

宣读，那一刻小说的虚构突

破了现实的边界，给人以巨

大的情感冲击，因为那些伤

心的名字背后是真正的千百

年的寂寞时光。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写于 2000

年的作品，对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讨论，仍具有

现实意义。《伤心者》也被认为是中国软科幻中的经

典代表之作，当年这篇作品以压倒性优势获得第15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

在《盘古》《田园》《我是谁》《六道众生》等作品

中也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这也使得何夕的科

幻在酷炫的科技描写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

涵，独具魅力。

科幻作家、雨果奖得主刘慈欣曾这样评价：“有

的科幻小说能够让你领略想象力的神奇，有的让你

体验人性在超现实环境中的迷乱和纠结，有的讲述

了震撼而美妙的故事，但要想在一部科幻小说中同

时得到这些，只有读何夕的作品。”由长江文艺出

版社推出的何夕科幻小说集《人生不相见》2024年

7月出版，作品收录了《人生不相见》《十亿年后的来

客》《伤心者》《异域》等多篇优秀获奖作品，主题多

样，想象力丰富，尤其专注于对宏观科学未来及人

性善恶的探讨。

何夕：中国科幻的诗意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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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复

我含着热泪，慢慢合上了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鸭绿江来信》，感动、激动之情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眼前仿佛闪现出了一个个抗美援朝时期感人肺腑

的英雄先辈，还有当年生活在那个年代普普通通的

爱国民众，他们像一座座珠穆

朗玛山峰，高耸入云……

作家胡继风曾经创作出版

过《鸟背上的故乡》《就像一株

野蔷薇》《太爷爷的心愿》《云朵

上的爸爸》等优秀儿童文学作

品，但是这一部《鸭绿江来信》

却与以往不同，是一部视角独

特、故事感人、叙事风格新奇，

极富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教育

意义的崭新作品。

许多伟人都说过，忘记过

去就意味着背叛，要牢记历史，

不忘初心。重现轰轰烈烈的战

争场面，书写那些英雄历史和历史英雄，是儿童文

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何况历史长河中有

着许许多多活生生的动人事例，等待作家们去深入

挖掘。《鸭绿江来信》的小说情节就来源于作家在生

活中发现并加以提炼的原型故事。作者在后记里

说：“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许多少年儿童对抗

美援朝这段历史还缺乏足够或较深入的认识。有

的甚至知之甚少。可是必须让他们知道啊，特别是

像李征明烈士这样的人和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最佳的途径当然是文学，这是孩子们最能接受的方

式之一。于是我就下决心要以李征明为原型写一

本书。”这就是作家胡继风创作这部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的目的，也是作为一位有历史与社会责任感的

儿童文学作家的胆识和担当。

小说《鸭绿江来信》的全部故事，通过小妹桃花

胡正丽第一人称的回忆、叙述、插叙、倒叙、引用等

手法，交互推进情节的形式，集中描绘和刻画了两

部分人物。一部分是战斗在抗美援朝前线的有名

与无名的英雄，另一部分是国内积极支援与惦记思

念前线英雄们的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代表人物

是胡家大哥（槐树）胡正光、二哥（楝树）胡正明、姐

姐杏花、妹妹桃花胡正丽，以及胡家父母亲，还有二

哥的恋人、桃花的班主任张霜雁。

长篇小说的故事结构如何安排处理非常重要，

这里面包括情节结构、人物结构、叙述结构等。而

这些结构，又是互相交叉，互相牵连，互相补充的。

抗美援朝战争持续好几年，战争规模之大，战争之

残酷，均历史少见。怎样在如此繁复惨烈的战争场

面中找到切入口，其难度显而易见。尽管《鸭绿江

来信》的故事有一个原型，但是在结构与情节和人

物的处理上，仍然非常困难。

这需要作者具有非凡的文学

写作功力。胡继风非常好地

驾驭着整部作品，写得恰到好

处。

我们可以看到，《鸭绿江来

信》整部作品，就两个字、两条

线，贯穿全书：一个“来信”，一

个“等待”。“来信”是实实在在，

看得到，摸得着的——大哥的

来信，二哥的来信，一字一句的

血与泪、可歌可泣的故事叙

述。“等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开始等待大哥的来信，之

后等待二哥的来信。等啊等，等啊等，思念、忧愁、担

心、期盼，等得亲人们心急如焚，等得亲娘失眠得病，

直到书的最后，才终于等来了二哥最后的一些信

息。前者“来信”是实，后者“等待”是虚。一实一虚

两条线把全部故事串联起来，使作品既清晰又完整，

成功塑造了一批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人物群像，同

时也完成了作家想要孩子们了解历史，了解英雄，了

解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写作目的。

儿童小说《鸭绿江来信》里有许多令人唏嘘不

已、热泪盈眶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比如“母亲对儿子

的惦念”“大红枣和花木兰的故事”“广西人小护士

的故事”以及“二哥楝树的牺牲”等。值得一提的

是，书中还有另一个动人的线索，即二哥与他的学

校同事、桃花的班主任张霜雁老师的悲壮恋情。这

条线时明时暗、凄美动人。它就像是一条细细的风

筝线，但又紧紧地系在读者心上。作家使用了虚实

相间的叙述，书写了英雄人物的另一面，书写了人

间极其珍贵的情感。

总之，长篇小说《鸭绿江来信》弘扬了中华民族

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惧敌人、英勇献身的精

神，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传统，是一部故事情节生

动、人物形象突出、语言流畅、可读性强、故事感人

和具有浓重的时代感与独特现实意义的优秀长篇

小说。

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英雄叙事
关键词 英雄叙事 故事结构 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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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欣

除了作为一种表达和记录的工具，汉字本身还

有什么神奇有趣之处？有没有一本书，能够陪伴我

们换一种思维看汉字，看看我们的先民造字的思

路，看看汉字与我们的文化如何相伴相生，看看我

们的文化如何生生不已？

可以说，《汉字人间》做到了。

想象一个故事

画一幅画，讲一个故事。

这 就 是 汉 字 最 初 的 造 字 方

法。观察甲骨文、金文等最初

的字形，结合《说文解字》等早

期 字 书 ，从 造 字 初 衷 判 断 字

义，我们发现，一个汉字本身

会讲故事，两个汉字、一串汉

字也能讲故事。这种思路让

汉字的字形、内涵及文化意蕴

生动形象起来。

“一个人 两个人”这一章，

首先用一串汉字，讲述了一个人

的一生和两个人的关系。

比如，“身”（本义为母亲怀孕）的甲骨文，是一

个人形，夸大了腹部，然后在腹部中间点一个点儿，

表示怀孕的一瞬间。“毓”（本义为分娩）的甲骨文和

金文字形，仿佛一幅生动的分娩图：母亲半跪着，身

体下方有一个头朝下的婴儿，婴儿下方还有三个

点，象征分娩时流出的羊水。从这两个字的字形、

字义中，可以感觉到温馨绵长的母爱就弥漫在我们

身边。

再如，“保”（本义为保育）的字形，像是父母把

孩子抱在怀里，或是父母把孩子用兜布背在背上。

而“孝”字，是一个老人倚靠着孩子的形象。可以想

见，“孝”恰恰是对“保”的回应，两个字演绎出亲子

互动和天伦之乐的人间剧情。

从“身”到“毓”，再到“保”“孝”，还有“死”

“葬”……几乎完整讲述了一个人的一生。汉字仿

佛体贴我们的生活，带着温暖和深情。而“弃”“天”

“包”“羲”等字，又勾连出我们民族的几个经典神话

故事。在抽象为符号和概念之前，汉字携带了多少

创世时期的秘密？

造字时期的古人，在甲骨上、钟鼎上，一笔一画

刻下的，不仅仅是记事的符号，更是对人世间的洞

察。那些组合起来的线条、笔画，不仅仅承担了造

字的使命，成为冷静而神秘的历史参照，它们还讲

述着人间的故事，变成我们身边鲜活可感的伙伴。

我们的汉字千载相承，我们的悲欣古今相通。

交换一种思维

借助想象和故事，敏锐洞察，精细巧思，我们可

以拆解一个个汉字的奥秘，用汉字讲述一个个人间

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在造字及释义时的想

象、互联、发散、聚焦、抽象的思维方式也慢慢呈现

出来。《汉字人间》并未止步于此，它继续带领我们

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 两个人”这一章，除了观照自身，自己

和他者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从甲骨文字形来看，最直观

地表示两个人的字是“仁”。这

与儒家推己及人的思维相互映

衬。与人相处，很难不思考“我”

与“他”的关系。有一种心理学

观点认为，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

关系。最近常常看到“爱自己”

“做自己”的呼吁，似乎是提醒我

们，如果发现自己深陷关系的泥

淖，别忘了先关注自身感受。自

爱和爱人、成己和成物，一定是

对立排斥、非此即彼的吗？儒家

先哲用“仁”字告诉我们，修行忠

恕之道、絜矩之道，人与人之间可以做到相亲相爱、

相互礼敬，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

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汉字：两个人形，一正一

倒，却彼此契合、相融共生。这就是“化”字。“化”表

达的可以是两个人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姿态，也可以

是一个人先后的不同姿态，总之是变化的姿态。关

于变化，庄子有一个“物化”的思考，万物与“我”都

是一体的，并且不断向对立面转化。这种超越式的

思维，破解的是宇宙运行的密码。

另外，“恕”字提醒换位思考，“心”字生发“求放

心”，“昃”字提示盛极必衰，大象的“象”字竟然暗含了

“无为”……按照这些汉字的造字思路，我们关注自

身，让自己稳稳地立在人世间，也不忘记把目光从自

身移开，感受周遭生命，感受无垠宇宙，进入一个宏阔

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思维。

创造无限可能

用汉字解码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件易事，创作者

既要有深博的知识储备，又要有精细的体验解析。一

本汉字书，既能启人思维，又让人直呼有趣，这更不是

一件易事，创作者需要具备通达无碍的智慧。

《汉字人间》的作者将一笔一画、一字一词，将考

古学、文献学、文字学、古代哲学，像太极图一样交

融运化，推演出中国文化、人类世界的千载万象。

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又仰望无限可能。

换一种思维聊聊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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