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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伟军的文字里，总是洒落着沙滩上的阳

光、湿润爽朗的海风，以及郁郁葱葱的草木香，这也

让他与孩子靠得很近。他的新书《我想成为你的骄

傲》便是一本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小说——不是

“别人家的孩子”，也能在大胆地追梦中，闪闪发

光。

某种意义上，书中主人公黎小北是陈伟军的

影子。同样都是普普通通，像是田间地头的青蛙

一样不起眼；同样都想成为作家，这种气质比天

鹅还要高雅，有着万丈光芒的职业；同样曾被同

学们取笑，仿佛这个理想比笑话还要荒谬无厘

头；也同样都在默默坚持，在命运一次次的故

意刁难中倔强地挺过来；最终，同样被那份翘

首以盼的光芒加冕，成为很多人，包括曾经嘲

笑声最大的同学的骄傲。

事实上，想要执着地追梦，必然要面临

诸多压力。陈伟军并没有避讳这一现实，

在书中，父亲黎响就曾对着黎小北咆哮，

为什么要在毕业考前写小说，为什么不

能放在暑假和上大学以后再写？这个问

题，无论是何种选择，务实或务虚都是

正确的。

可是中考后有高考，上大学后要找

工作，工作后要养家，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都有专属的任务。有多少人在童年

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望不见曾经一抬

头就能瞧见的那颗星星，中年的夜空

里，只徘徊着叹气与呛人的烟。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梦

想是一粒种子，代表着在未来闪

闪发光的可能性。是不让它发

芽，选择一条再怎么努力，仍然

指向平庸的道路；还是另一条

有兴趣引领的道路，虽然不知

通往何处，但必然有一个终点，种子长大，结出鲜花与

掌声？这是生活刚起步的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显而

易见的是，后者注定会有更多的精彩。

而对我们这些生活已经定型的读者而言，如果能

选择重来，又会选择哪一条路？即使不能重来，我们是

不是能借着读书时的触动，重新挖出那粒被遗忘在几

十年的岁月之外的种子？要知道，种子最大的生命奇

迹，就是能在本已定型的土地上钻出一条裂缝。这本书

的封面，是黎小北抬头仰望，天上，几只白色的鸟轻快地

飞着。某个瞬间，我觉得它们正掠过我的心头。

陈伟军在书中有个巧妙的设置，黎小北有个弟

弟，并且他的光芒牢牢地盖住了黎小北，这就让小说

不仅仅止于一本追梦小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

多子女家庭，这本经就更厚了，两个孩子本就在各方

面有所不同，当弟弟还优秀得被称作是“别人家的孩

子”时，家长自然难以一碗水端平。同伴压力、家庭期

待、自我否定……像是套圈的环，套在了“平庸的兄

长”这个身份上。

当然，父子之间有误会、分歧、矛盾，无伤大雅，唯

独怕两个人都藏着掖着，于是一个愈发敏感自卑，一

个愈发失望抱恨。

大声地说出来，能解决很多问题，这也是黎响一直

期望的。不管是抗拒、赞同，还是表达诉求，比如想要

成为父母的骄傲，都要大声说出来，没有哪一种骄傲是

闷出来的。也只有说出来，才能听进去，两个人之间断

掉的链接才能续上，否则，一味地闭口不言，遮遮掩掩，

就会像书中说的，父子之间，总有一种无法解释和描述

的距离感。

近些年，原生家庭这个词常被提起，有人说，在童

年里受到的创伤，需要用一生去治愈。那如何让家庭

真正成为青少年成长时最坚实的依靠和避风港？请

把书名《我想成为你的骄傲》大声地喊出来吧，这是上

半句，而把书名换一种表述，就是下半句，也大声喊出

来：“孩子，你就是我的骄傲！” 据《海南日报》

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少年
《我想成为你的骄傲》：20多年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开始推出“哲人石”大型

科普丛书，希望以丛书唤起读者对科学的兴趣，提高社会科学

素养。出版社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精品路线，20多年间推出科

普图书多达150余种，包括《数学大师》《美丽心灵》《改变世界

的方程》等畅销书、长销书，对科普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早些时候，国内科普主要是对具体科学知识

的传播，后来随着“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等

理念引入，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将科普定义为“普及

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弘扬科学精神”，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丰

富了科普的内涵和目标，突破了只重视传

播科学知识的观念。近年来，基础教育也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上更加注重弘扬科

学精神、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实现这些目

标需要新理念指导的科普图书出版来支撑。可

以说，“哲人石”丛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后续出版图书的选题

也都契合了“弘扬科学精神”这样的科普理念。

丛书以系列化方式，拓宽内容主题范围，为读者打开阅读空间。

除了最初策划推出的“当代科普名著”“当代科技名家传记”“当代科学

思潮”3个系列，丛书后来又补充了“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推出20

年后，又从已出版书目中精选推出“珍藏版”系列。丛书所选书目从原来

面向大众的科普类型，扩展到在学术界有影响又具可读性的著作。譬如

被多所大学列入推荐书目的《科学简史》，收录爱因斯坦1905年5篇论文

的《爱因斯坦奇迹年》，对国内相关研究有着启发意义的《技术哲学》等。

由此，“哲人石”丛书形成了打通公众阅读和学术阅读的图书谱系。

如果说科学精神是对科学文化内核的抽象描摹，那么通过具体科学

人物的工作和生活展现科学家精神，则更加具体直接，传记就是其有效载

体。在“哲人石”丛书中，“当代科技名家传记”系列为弘扬科学家精神提

供了材料。《师从天才》用生动案例，讲述了现代科学代际交替中科学精神、

科学思想的传承；《天才的拓荒者》《迷人的科学风采》《展演科学的艺术家》

等一批大家专家传记，挖掘出科学家精神内核中的共通部分。

除了提升普通读者的科学素养，丛书里的不少作品还对专业科普工作

者具有启发作用。在当下的科学教育中，认识“科学本质”成为重要目标，但

仅靠教材还远不够，需要相关著作提供新资源、新观念、新视角。“哲人石”丛

书涉及这方面内容，可以成为科学教育的资源。

20多年前，我国科普理论研究和创作力量还很不足，学习借鉴国外科普

图书创作的优秀经验十分必要。“哲人石”丛书以一批较高质量的翻译著作，向

广大读者生动普及了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折射出我国科学事业的蒸蒸日

上。面向未来，期待丛书收录更多国内原创精品图书，开启丛书发展的新阶

段。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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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纪实文学形式，记述时代楷模、

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的感人事迹。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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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吉林一号”卫星摄影，带着

读者足不出户饱览我国的雪山、江河、城市

美景。

荐 书

通过科普漫画，生动讲解地理信息系

统（GIS）技术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在一个人的成长

过程中，文学作品一直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

们的精神世界。莎士

比亚、托尔斯泰、雨果、

莫泊桑、狄更斯……

这些如明灯般耀眼的

文学巨匠，曾经用他

们的文字指引着一代

代人求真求美，向上

向善。

《对面的小说家

——纽约访谈录》以独特的角度给出了答案。这个

合集收录了过去十年间作者对17位国际作家的访

谈。他们中不乏因获诺贝尔奖、布克奖等奖项而被

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名字：奥尔罕·帕慕克、莉迪亚·

戴维斯、乔治·桑德斯、萨尔曼·鲁西迪，也有一些享

誉欧美文坛，在我国略显小众冷门的大作家。

一句话语就是一个故事，一个灵魂就是一座殿

堂。与17位当代国际文学大家面对面，就是与文

学世界面对面。著名作家毕飞宇如此评价：“这本

书是一个幽闭的小宇宙，我，我对面的那个作家，再

无一物。可是，这本书是多么浩瀚，星夜璀璨。”

每篇访谈伊始，是作者对“对面”的小说家和自

己采访历程的速写，寥寥几笔便精准地描画出作家

的生平、声望与作品风格，这让作家们不再只是媒

体上冷冰冰的符号，而是鲜活生动、可亲可感的人。

比如作者采访萨尔曼·鲁西迪，这位作家因为

一本禁书和长达十年躲避追杀的生活，成了全世界

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采访约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

家名叫‘否’的独立小画廊，地点是我找的，出于安全

方面的考虑，鲁西迪从不在家接受记者采访。那天

鲁西迪是坐地铁来的，我问他地方好不好找，他说很

好找，事实上他的一个作家朋友就住在附近。一走

进画廊，鲁西迪就让人感到了他巨大的存在感。”

文学是艺术，也要有技术。

17场对话，在文学肌底与生命景深的交织下，

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与方法、困

惑的时刻、文坛秘辛甚至众多新时代议题，勾勒出

葳蕤蓬勃的万千气象。

文学再多样，也总有它隐含的脉络与秩序。作

家再大咖，也总有他们背后的故事与人生。在这些

轻松自然的交谈之中，总会有那么几句话直击读者

的心灵，让你或在迷雾中感到顿悟，或在求索中继

续坚定，或者孤独中找到共鸣，原来在生活和写作

中，他们也一样曾感到阻碍，感到困扰，继而沉思，

尝试，或轻盈或沉重地越过。

小说是一面流动的镜子，给我们反观过往变

迁、照见自己与他人的机会。这些被采访的对象既

是文坛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一问一答、你来我往之

间，无不闪耀着他们自由、活泼的思想光彩。这些

多向度、毫不僵化的思维火花碰撞，将带你进入一

个更立体、更深邃的世界。

正如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严肃地谈道：“真

实的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挣扎，写作就是从这种挣扎

中来的。” 据《南京日报》

文学访谈集《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近期

出版。这次，作者舒晋瑜将目光对准鲁迅文学奖，

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文体

分类与获奖作家对话，从新闻记者的角度设立话

题、挖掘信息，力图展开有现场感的文学评论。

访谈是新闻报道常见的一种文体，能够将新闻

向深度挖掘，与文学创作需要深度思考的特点不谋

而合。新闻的热度和评论的深度，蕴藏在35篇访谈

的字里行间。访谈作家徐坤时，作者不仅探讨其新

作，还概括其几十年的创作轨迹，较为准确地抓住

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内核，得到受访对象的认同，也

将访谈自然引向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探讨。

作品努力在访谈这一文体上有所创新。作者早期的访谈文集，基本采取一

问一答式，前面加上“采访手记”，一些见解也通过“采访手记”表达出来。这样的

行文格式，或许难以充分展开受访对象的思考，于是新作采用了一种综述性写

法，把访谈实录、背景资料和作者对受访作家文学实践的思考融为一体，形成一

种访谈式的文学评论。这种写法让叙述变得更为生动，同时因为有评论视角的

支撑，访谈内容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

与新闻写作的现场感不同，文学的现场感强调对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整

体把握。鲁迅文学奖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文学奖项，作者结合自己的

思考，围绕鲁迅文学奖宗旨和作家文学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设置话题。对话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时，作者从一名老兵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切入，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如何运用文学手法”“真实和想象的关系”等理论

性较强的话题，把个性化的文学写作与时代主题联系起来，论述获奖作品体现的

现实主义精神。这样的访谈，不仅展现了获奖作家的风采，还解析了鲁迅文学奖

在引导创作、鼓励创新上发挥的作用。

当然，文学的现场感同样离不开生动的故事，如此才能形成有温度、有意思

的对话。这些访谈往往从作家人生轨迹和创作轨迹中捕捉文学话题，设置一个

个有趣的文学场域，进而形成有价值的文学评论。作家叶广芩访谈记中，作者把

重点落在文学理想上，但行文却从叶广芩可爱的网名谈起，让叙述一下子有了日

常生活趣味。这种趣味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从这里映射出作家自由率真的天

性，也彰显叶广芩率性自然的文学理念。由此，访谈中的作家、作品融入了当代

文学发展脉络，由浅入深，给读者带来有意思也有信息量的阅读体验。

可以说，没有评论家的视角，很难做好文学访谈。综观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文

学访谈，访谈者们无一不是扎进文学现场，躬耕多年，思考凝

练，才最终形成有见地的对话内容。在这方面，本书还

有提升和深化的空间。希望作者在深度访谈这条

路上坚持下去，也希望有更多写作者投身其

中，带着文学评论的眼光与作家对话，展

现有活力的文学现场，助力文学取

得新的发展。

据《人民日报》

写出文学访谈的现场感 与当代国际文学大家面对面

新书《紫禁城里的

时间映像：透视清代宫

廷绘画》改变了我们看

待清宫绘画的方式，增

添了一个多重的、跨文

化 的 和 现 代 性 的 维

度。岁时节令、寒来暑

往、花开叶落，清代宫

廷绘画承载着时间的

痕迹，将抽象的时间形

象化地呈现，折射出繁

盛与危机并存的紫禁城历史映像。

在跨越一生的肖像图和仿古行乐图中，乾隆对

自我形象有着怎样的清醒认识？作者从艺术史的

角度，将这些绘画作品作为研究个案，通过图像分

析与文献记载，从中原、西洋、自我、国家、古今、时

空等层面，阐释清宫绘画中的时间表现议题。新作

改变了传统上仅仅将绘画当作空间艺术看待的惯

例，将图像深深地置入时间的维度。

比如在清宫御书房中，收藏有一幅由意大利画

家郎世宁绘制的《海西知时草》。画幅右上方，有一

段乾隆的诗文题跋，其中提到画中草“其起眠之候，

在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这里的“午前”

“午后”为中国传统的时刻计时，“五分”“十分”则为

西洋舶来的分秒计时，这说明，清宫生活中使用着

岁时节令和西洋分秒计时的双重计时方法，体现出

一种时间上的“中西合璧”。

而在故宫一众收藏中有一类书画尤为特别，那

就是乾隆仿古行乐图。这些仿古行乐图是根据清

宫内府所藏古画改绘而成，并将乾隆的真实肖像置

入其中，是前代不曾出现的宫廷绘画新样式。在仿自

文士题材的画作中，乾隆身着汉装、头戴冠巾，以汉

族文士形象出现，参与鉴古、抚琴等文人清雅活动。

这些仿古行乐图都具有虚构与真实的双重性，

虚构的是画中乾隆帝身着汉装、鉴古行乐的场景；

真实的则是皇帝的肖像及画中陈设。

文艺的乾隆帝在绘制自身肖像方面有着极大

的热情，他的肖像画题材多样，数量众多，化身为汉

族文士悠游于林泉之间。虽然这些场景不曾在清

宫中真正出现，但虚构的仿古行乐图却成为乾隆现

实忧劳的最好慰藉。

乾隆对自我身份的不断探究，促使其形象出现

在诸多宫廷绘画中。画中乾隆以青年、中年、老年

的真实形象示人，在虚拟场景中走过了一生岁月，

展现的正是一段自我时间的跨度。

时间在紫禁城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

色？皇帝如何表述自我形象、理解自我时间？或许

答案就在一幅幅画卷中。 据《南京日报》

紫禁城中那些浪漫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