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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探讨了如何重构

创新和再次激活美国制造业的方法。他们

认为，发展那些在生产流程中应用了诸如

3D打印、先进材料、光电子和机器人技术的

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他们审视了主流经

济学对于制造业的不同观点、金融危机之

后有关美国先进制造业的政策，以及美国

发展新先进制造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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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现代化的物质载体，汽车曾被誉

为“改变世界的机器”，重塑了人类社会的

生产和消费。购买、驾驶私家车，不仅深深

改变了私家车车主的日常生活，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了与之社会属性息息相关的空间

建构、道德观念和身份意识。可以说，伴随

私家车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正是中国当代

社会发展的缩影。本书根据作者在珠三角

地区为期十年的调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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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12 年到2022 年，从党的十八大到党

的二十大，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新成就。本书站在人民及大众的视角，选

取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作为

切入点，通过交通出行、科技强国、万物互

联、美丽乡村、自然生态、文化自信、抗击疫

情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

图片、科学严谨的文字、通俗易懂的叙述和

图文编排，呈现十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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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口发展事关长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国家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进入负增长轨道。

经济学家蔡昉从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

和特殊挑战出发，阐释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问题，特别是从供需两侧的挑战出发，结

合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的任务，分析人口负

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对此，这本书有针对

性地讨论了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红利。最

后，重点论述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这一主

题，揭示这项制度建设任务的紧迫性。

□ 甘武进

打开历史深处的长沙彩瓷
——读报告文学《彩瓷帆影》

“我的家，彩陶源村唐朝窑

址，铜定古街上的陶瓷作坊，在

地理上呈三足鼎立之势，按理

说，已经植入了我的记忆，甚至

灵魂深处。但遗憾的是，我过去

所有的认知和情感都是那么的

狭窄，所有对长沙铜官窑的关注

与重新审视，都处于被动。”纪红

建说：他从未想过他家江对岸的

长沙铜官窑竟然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点之一，更没想到通过

它，沿着湘江竟然会看到一条沧

桑而辉煌的人类发展和文明进

程的道路。

《彩瓷帆影》是部报告文

学。作家纪红建从长沙铜官窑

故里开始，深入探访长沙铜官窑

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成为

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

世界工厂，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再从湘江出发，

探寻长沙彩瓷出省、出国，打拼海外市场，将中国

彩瓷文明推向世界顶峰的豪迈情怀。作者以贯穿

中西的视角，结合行走、回忆与历史讲述，追溯长

沙彩瓷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恢宏历程，既探秘中国

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也描绘出一部

数千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历史图景。

作者用扎实的史料展现一千年前不可思议的

中国制造。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

里洞岛海域的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上打捞文

物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其中出水的长沙铜官

窑瓷器达57500余件。“独具一格的长沙彩瓷，附之

充满生活气息的精美书画，极具时代气息的浪漫

诗文，即便今天我们手握瓷器，依然能感受到它的

脉动与温度。”原来早在 1200年前，它就已远涉重

洋，走遍了朝鲜半岛、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直

奔阿拉伯以及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形成了一条色彩鲜明的“海

上丝绸之路”。

书中，作者深情讲述故乡长

沙望城千年铜官窑的前世今

生。公元 847年的一天，李群玉

路过铜官。“当时的这里，炉火冲

天，煤烟滚滚，到处挖山取土，很

有工业文明礼貌的气象。”他目

睹长沙铜官窑烧制时洞火冲天

的壮观景象，为之动容，挥毫泼

墨，写下《石渚》诗：“古岸陶为

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

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

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

坟。”李群玉是唐代诗人中考察

和描写长沙铜官窑的第一人。

他的诗，让我们看到了熊熊的窑

火，看到了熊熊的窑火烧出了大

唐的繁华气象和绚烂多彩。

纪红建以身临其境的写法，引领读者进入铜官

窑彩瓷丰富斑斓的世界，走进历史深处。“樊翁的儿

辈们发现，洞庭湖潮泥经高温可焙烧成黄色、青色，

而黄泥、草灰、石灰，焙烧后呈褐色或黑色。”他们继

续研发彩料，搭配，烧制。交流烧制体会，向老窑工

请教。“彩色！是褐彩！”一次开窑，樊翁的儿辈们有

了惊喜的发现。“他们兴奋地轻轻敲击这只全新的彩

瓷，一声脆响，迷醉了在场的所有窑工。”那是它沉默

而爆发的美，是生命冲动的表达，富有歌唱性。“这一

声脆响，是打破疆域和穿越历史的切分音。”

诗意的长沙彩瓷，堪称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与智慧结晶。纪红建以独特的体验和文字传达着

对人性、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与沉思，让此书既充满

浓郁的文学韵味又饱含较为深刻的思辨色彩，可

读性强，知识点和信息量大：历史深处的长沙彩

瓷，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彩瓷帆影》
作者：纪红建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海边春秋》是一部反映当下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现实主义小

说。作品围绕文学博士刘书雷在岚

岛挂职锻炼中所遇到的情与法、爱与

恨、正义与邪恶等因素而展开叙事，

并深化主题。

作者把故事的发生地有意安排在

一个古老的渔村，并由此揭示它的历

史、当下和未来。随着故事的推进，它

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而是一个改

革开放的主战场。在这里，挑战和际遇

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因此，这里的

每一缕海风、每一朵浪花和每一个日出

日落都极富时代意义。

蓝港村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

冲。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为人物的命名

提供了整体思路和价值取向。作品中

的人名多带有“海”字，如蓝港村第一村

支书“张正海”、蓝港村老支书“林定

海”、蓝港村主任“陈海明”、蓝港村新生

代核心人物“海妹”，还有乡贤“蔡思

蓝”、兰波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温淼

淼”以及“海上蓝影”微信群等都暗含

“海”的意思。不仅如此，企业名“兰

波”、地名“岚岛”和“蓝港村”同样包含

了这一蕴意。可见，在作者的潜意识

中，“海”已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活和血

液之中。向海而生，是作者传递给我们

的第一大信息。

文学博士刘书雷到岚岛综合实验

区“援岚办”挂职锻炼，成为第四批援岚

干部中年纪最轻、学历最高、资历最浅

的干部之一。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了

百般阻力。好在他头脑灵活，凭一次

酒醉赢得了蓝港村重量级人物大依公

的认可，从而赢得了张正海及海归女

博士温淼淼的青睐，最终使诸多矛盾

逐一化解。

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并不长，但酝

酿过程却长达 20 年之久。创作过程

中，作者把主人公的个人价值追求植

根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

景中，这是《海边春秋》传递出的一个

新取向。作者用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城

镇化的进程，以此来反应它对农村现

状的冲击，并试图从中找到二者的结

合点，这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是比较少

见的。

《海边春秋》是一部有温度、有深

度、有力度的作品。它之所以能得到读

者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讲，不仅因为

它充满了正能量，还因为主人公是时代

的“定海神针”。

《海边春秋》
作者：陈毅达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时代的“定海神针”

□ 曾正伟

——读陈毅达长篇小说《海边春秋》

日常琐碎的蝶化
□ 童振诗

黎 飞 飞

（拎风女子），中

国诗歌学会、中

国散文学会会

员、海南省作家

协会理事，出版

《我的城》《拎

风集》《夏风吹

过》《那些看得

见与看不见的》

等诗文作品，作

品发表于《诗

刊》等多种文学

期刊，多篇作品

被收集全国各

种文集，曾获多

项文学奖。

偶然间读了黎飞飞的诗，原来看似繁

杂无趣的琐碎的日常事务，竟然亦是可以

蝶化成生命中无限诗意，每一个小小的烦

扰竟然可以是生之美的焰火。

每每不经意间，闲时阅读和触及她的

每一首看似普通的小诗，这些文字都会带

给我少不了的“震憾”和“兴奋”。这个“震

憾”是来自肉体性的，本源性的，这是源于

这些文字内质的诗性力量与身体自身的

碰撞，没有经过感官的审视与判别。“兴

奋”是被这种诗性力量碰撞后的发现，发

现这些竟然可以是诗，然后是不由自主地

轻轻感叹。轻叹那种原生的、来自日常生

活琐碎上咏唱的生命之歌。

“嘈杂的下午，沉入夜/水壶在桌上/

如果可以记忆/旁边曾有个男孩/儿子独

自逛街回来/话很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本该问他，今天干了些什么/或问问他的

心情/但，水壶在桌上很安静”（《安静的水

壶》）这是如一幅静物水彩画的诗。安静，

但情感强烈的潜流在时间念流中满满激

荡着，隐忍着，没见丁点泄露。这是个母

亲，这就是母性；“豆角很长/寂静被掐成

一节节/寸断的寂静经过一番暴炒/翠玉

般横在盘里/还是没人来啊/筷子最少是

成双的/那个人独自对着盘豆角发呆”

（《豆角》）这是幅色彩热烈的油画，暴涨的

情绪在空间中压缩，溅射着静默的力量。

这是个女人，这就是女人。

从技艺选择上，这两首诗承续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内敛、含蓄的品质。作为一个

女人本位的抒怀，她很轻易就把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在品质发挥到了极致。画面感

极强，勾勒之间极具细腻，行文从容，言语

淡雅，深得朴素含蓄之美。

从审美角度上，黎飞飞回到了她的女

人本身涵蕴的品格，以一个女人本位来感

应世界，回眸生活。她从琐碎的日常事务

中打通了生命本质诗性之美。蕴含在诗

格内的饱满的情感通过日常琐碎捕获了

心灵的力量，让人感知到她的语言表达中

的思想之美。

Y
U

E
D

U

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来

人往》，是上海明镜文化创始人、总编辑

吴玉林新近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力

作。作品通过某大报青年记者劳动的

工作、生活与情感经历为主线，展示出

大都市一个时代的风云际遇和人生百

态。读后掩卷沉思，令人感慨良多。

小说从劳动深夜接到发小章远之

从派出所打来求救电话入手，一步步将

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与情节融入到

作品当中：原来，老实木讷的章远之在

面临下岗危机的时候，与妻子发生了激

烈矛盾，冲动之下去发廊寻欢被警察逮

住，由此摊上“大事”。故事就此展开并

层层深入，描绘出生活在大都市里的芸

芸众生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劳动

在竞选部门主任时遭遇暗算；何也在采

访一起商场之间不正当竞争的新闻时，

不自觉地卷入一桩大案……作者力图透

过行色匆匆、人来人往的繁华都市，把笔

墨聚焦到普通市民身上，为读者呈现一

幅真实、生动的社会群像：有面临各种挑

战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血性汉子；有在

社会中摸爬滚打、满身尘土的中年男子；

有品尝过生活美好与无奈的青年女性；

有在生活重压下缓不过气来的家庭主

妇；还有图谋不轨、最终走上不归之路的

下岗工人。作品时代印记和时代特色突

出，生活气息浓郁，可谓道尽市井烟火。

小说“尾声”中，劳动与何也的对

话，向读者诠释了小说所要表达的主

题思想——

劳动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就

像一个大舞台，人来人往，无论白天还

是黑夜，都在不断地上演着一幕幕的

戏剧，每个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有的

人认真，有的人散淡，还有的人心不在

焉，在不知不觉中走神了 ......活色生香

也好，平淡慵懒也罢，或者是混沌苟

且，原本就是生活底色的种种。

何也说：不过即便生活尖锐如刀，

纷扰如斯，我们依然要温柔以对，因为

人间值得。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坛涌

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方言小说”，“方

言写作”成为文坛一时之热。莫言、余

华、张炜、阎连科、韩少功、王跃文等优

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借鉴和使用起

方言资源。其实，方言是一定地区风

俗民情、人文风韵的无形载体。当这

种特殊载体进入文学时，又被赋予了

特殊意义。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上海方

言，是长篇小说《人来人往》的一大特

色。作者把人物置身于大上海的地域

文化背景之下，让笔下人物的习性、声

口和形象，都是本地风俗民情和生活

形态的自然呈现。纵观全书，《人来人

往》中使用的方言词语数量众多，实词

虚词种类齐全，还有大量的熟语，总数

约200多个（条）。白相、揩油、敲竹杠、

看相、瞎乌搞、吃家生、吃生活等上海

日常用语，在作品中随处可见。淋漓

尽致地展示出真实的上海生活，充分

体现出大上海独有的地域风情。

吴玉林说，用上海方言写作，既不

是孤芳自赏，也不是“跟风”，更不是有

意将上海以外的读者拒之门外。恰恰

相反，用上海方言写作，是希望在开

放、交流的大趋势中保留住上海的地

域特色和韵味。

突出人物刻画也是长篇小说《人

来人往》的创作特点。高尔基说：文学

即人学。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特别，

往往是揭示了人性中共同的东西。以

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

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

活，是小说的定义。《人来人往》中，作

者通过对人物的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和心理描写以及细节描写，让一个个

人物各具特性、栩栩如生，生动形象地

道出了生命的悲喜和坚韧。

谈及长篇小说《人来人往》的创作，

吴玉林说书中不仅有自己的经历、思考

和情感积淀，也有他对人生的感悟。

2007年，他在《小说月报》原创专号上发

表过一部长篇《夜色无边》，时隔 15年
后，他以那个故事为蓝本进行再创作，

除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还把语言改为

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上海方言。

“每个人经历和看到的上海各不

相同。我并不生活在梧桐区的上海，

也没有小布尔乔亚情节，我写的是我

熟悉的那群人、那个时代的故事。这

部小说所讲的就是几个男男女女的生

活故事。”吴玉林微笑着说。

在《人来人往》中
展示大都市的人生百态

□ 马 珂

《人来人往》
作者：吴玉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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