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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孔见从海南给我邮来他的
新著《苏东坡时代》，是由外文出版社和
海南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孔见多年来
担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和《天涯》杂
志社社长及总编之职，能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用一年多的时间写出这本50多万
字的厚重新著，确实很是辛苦，应该祝
贺他！

孔见新著选材于宋代，他称其为苏
东坡时代，纵观整个中华文化史苏东坡
都是绕不开的集大成者。正如孔见在
全书开篇的“内容提要”一章中所写：

“在这里，天理高于王权，君子比德于
玉，士人视民如伤，人们信奉生命出身
的高贵，不敢妄自菲薄与辱没，安身的
地方有竹影摇曳，走过的路面有春风拂
起，空气里浮动着莲花的清香。他们将
人格品味与灵魂境界，奉为生命的最高
成就，以本性的光辉相映照，以道德的
芬芳相呼吸。他们秉承儒家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往返于江湖与厅堂
之间，穷则独善其身，不辜负造物恩赐
的性命；达则兼济天下，不辜负同类苍
生的凄苦盼望。”孔见通过苏东坡、范仲
淹、周敦颐、程颢、欧阳修、王安石、司马
光等士君子的人生行迹和思想，从不同
路途进入这个儒家王朝，在整个中华文
明史的大格局中进行解读，在还原历史
现场的同时，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实现了对中华文化人格的重新定义，为
以苏东坡为中心的儒家王朝士大夫群
体写了一部心灵史，从而传播了中华文
明的历史，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中国
好故事。

孔见站在新时代的文明视角，重
新看待苏东坡和苏东坡时代，相比于

以往许多关于苏东坡时代的论述，更
具有当今时代的论点与关切。苏东
坡是当时士君子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他通过自身命运的跌宕和时代的反
思与内修经验 ，内心深受剧烈的影
响，精神结构也在冲击中开始重组，
使他得以切换不同的维度，来透视波
澜壮阔的历史和个体存在与命运，体
悟自由地出没其间的可能性。孔见
通过对苏东坡的解析 ，明确告诉读
者：千年前延续到当今，一个群体的
成败和一个国家兴衰的后面文化在
起作用。当前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
赓续中华文脉，唤醒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基因，同时又赋予其现代化的
灵魂。在书中读者能清晰地看见孔
见不断提炼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
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
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
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
然走自己的路，这是充满了高度的文
化自信 ，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
路，这正是孔见写这本书的主题意义
所在。

孔见虽然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写出这部厚实的长篇传记，但是成品并
没有丝毫急促疏漏之处，反而写作技巧
十分高超。这本书是以文学方式书写

历史著作，除了必要的情景再现，让历
史人物活起来，没有任何虚构、杜撰、编
造和戏说的成分，全书写作都以正史为
依据，也参考了与那个时代相关的私人
笔记和著述，为了增强读者阅读的通畅
度，对于一些晦涩的引文还做了必要的
白话翻译。对于有些资料的来源孔见
作了相应的附注，以表示是汲取前人的
研究成果。

在全书的结构上，孔见很有创新，
他采取了迂回穿插的叙述方法，力图将
历史的进程与人物的命运关联起来，以
达到阅读能够深浅两宜，并且具有重复
阅读的可能。

孔见写这部古代人物传记，运用的
语言很有特色，正如韩少功在评论此书
时写到“孔见笔下文字奇象竞出、学涉
东西、思接古今，一行行指向时空的宽
阔和深远，让人不免有些惊奇。他的文
字有一种亲切和从容的风格，举重若
轻、化繁为简。”

我读后总感觉到孔见这本成功
之作可以当今后写类似作品的模版，
历史散文可以这样写，历史人物传记
可以这样写，古典文学介绍可以这样
写……

希望能看到更多赓续历史文脉的
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赓续历史文脉 讲好中国故事
——喜读孔见新著《苏东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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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学习党史发表一系列重要
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继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后，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坚持理
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相结合的重要要求。2024年 2月，
党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
例》。《条例》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的基本遵循，对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
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具有重要意义。正是
在这一重要节点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
书》，这无疑是一场及时春雨，为广大党
史读者及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读本。

翻阅该书，深感这是一部有分量的
党史学习权威工具书。具体而言，呈现
以下几个特点。

该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它是在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
研究会、各省区市委党史研究室、全国
党校系统、有关军事院校、地方高等学
校及科研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编纂
的。该书编写组成员，大都为党史研究
的大家、专家。他们有的长期担任中央
党史研究部门的主要领导，有的是长期
从事党的理论及历史教学研究的专家
教授，也有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
他们中很多专家学者主编和参与了党
史正史的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的
一百年》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第二卷，沁润着他们辛勤耕耘的汗水，
也见证了他们高深的学术造诣和突出
贡献。由这样的专业团队精心打造的
大型党史工具书，其内容质量可想而

知。该书一定能够发挥“没有围墙的大学”的辞书功能，为读者查找党史
知识提供可靠路径及正确答案。

该书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历史是既定的，但对历史的认识及历史
经验的总结则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深化，这要求人们必须不断站在新
的历史高度认识历史、总结历史。个人感觉，该书正是站在建党一百年
这个历史高点上回望过去的重要成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充分体
现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即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精神，以及其他党对历史经验
新总结的精神。如第三个历史决议贯通“14年抗战”，回顾和总结抗日战
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修改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抗日战争“八年
之久”的说法，将抗日战争起点确定为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全
面回顾和总结党领导的14年抗战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其新认识在相
关条目中得以体现。该书特别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一个单
独历史时期突出出来，浓墨重彩地铺开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部分内容占有该书的较大篇幅，成为极
其重要的亮点之一。

该书对党史内容的表达全面、规范。全书共收条目 2113个，约 265
万字。内容起止时间大体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要内容。全
书由概述性文章、正文、附录和索引四部分组成。在“中国共产党”这一
概述性的文章中，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中
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成为全书的灵魂。

毫无疑问，该书对正史学习将发挥很好的辅助及补充作用。坚持唯
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必须认真
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包括《中国共产党
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在内的较为详细的党史正史，鉴于其主题及篇幅限
制，对历史内容的叙述都是有详有略、有取有舍，对一些历史名词没有也
不可能作出毫无遗漏的解答，而一些网络资料鱼龙混杂，很难引以为
据。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党史百科全书是对党史正史内容的进一步展
开和放大，为我们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提供一个有益补充。如
党的历史上党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变化较大，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组织机构、军事组织
机构、党领导的人民团体等，有的名称及实体延续至今，有的则早已消失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学习时如碰到这类名词，在该书中检索，便可以及
时找到权威可靠的答案。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的出版，将进一步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及研究走向深入。

（据《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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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
欧阳淞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近日，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主办的“强
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项
目“村歌嘹亮”2024 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兴安
盟文化中心燃情开唱。这既是一场集结了内蒙
古 12 个盟市 20 支村歌代表队 ，同题、同台攻擂
的盛大赛事，也是一场通过村歌载体，持续推进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集中展演。

乡村是文化的摇篮，乡村是文化的根脉。村
歌大擂台中，百姓是主角，文化村长、山前村后
的农牧民大爷大妈、七姑八婶同台载歌载舞，唱
出乡村幸福图景，唱出浓浓乡愁情怀，唱出邻里
和谐故事，唱出淳朴和善民风，唱出了新时代农
牧民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2024 内蒙古村歌大擂台体现了新时代内蒙
古文艺的新风貌。兴安盟察尔森的文化村长乌
兰图雅、乌布林文化村长齐峰、代钦塔拉文化村
长呼斯楞、突泉县曙光村文化村长李德戈景、高
根营子文化村长天骏纷纷亮相为本村代言。歌
手平安、敖都、苏勒亚其其格、王宇震、牧歌、澈
力木格、刘洋等现场助阵，敖南、斯琴图亚、高宇
等各盟市、旗县选送的近 30 位歌手，把可听、可
感、可见的乡情乡韵和满满的幸福情感，直接传
递给了听众。全体参赛歌手一同并肩演唱《草
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燃动线上、线下，台上台
下一起用歌声传递着乡村的美好与希望。

2024 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村歌主题集中，
凸显了乡村建设既要见事、见物、见人，又要塑
形、铸魂，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的时
代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的乡村歌手和文艺
爱好者相约美丽的兴安盟 ，用歌声讲述乡村故
事，用旋律传递乡村情怀，用激情赞美了家乡的
喜人变化。“翻过了那道梁，又走上这条坎，走过
了葡萄沟，又走进一溜湾，泉子沟留下我儿时的
期盼，三道敖包带着千年的思念，清清的神泉水
呀养育了咱，奔腾的黄河水呀一往无前。一支支
的山曲红呀是红遍个天，一串串的笑声，飘过敕
勒川。”……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网、内蒙古日
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通过现场＋直
播的方式，让全国、全区收听、收看的群众，一起
在“村歌嘹亮”的旋律中，沉浸式深入体验乡村生
活，喜看乡村新风新貌，跟着村歌去旅游，共同感
受当代中国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听村歌嘹亮 看和美乡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情为本体。和 2023 内蒙

古首届村歌大擂台相比，2024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
审美取向上显现了更加抒情的特征。深受启悟的
情感和目之所及的现实情境，从历史、传统和现实
的维度，客观反映着乡村变化带来的美好与希冀。

人民的视角。宜居宜业，重在塑形，和美乡
村，根在铸魂，以此为指引，内蒙古北疆农村正
在成为一片充满生机和创意的热土。走进《美
丽的哲里木我的故乡》，看“年复一年兴旺美丽
的哲里木，命运与共福气满满的金摇篮。”在《梨
花开时等你来》中，领略“绿色生态宜居的田园，
一村一品多彩的画卷。”趟过《稻花香里汉古尔
河》，品读“轻轻河滩牛羊走过，秋色缤纷日子红
似火。”走进《梦起飞的地方》远眺，“乌珠穆沁，
你 是 白 骏 马 的 故 乡 。”至 情 至 性 的 歌 词 清 新 质
朴，元气满满的乡村风貌动情动人。

历史的凝视。在《固阳有个文明村》中，“南

阳 山 北 长 城 ，哗 啦 啦 的 昆 河 水 流 过 了 咱 家 门 。
两岸油菜黄遍地高粱红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开
心，越过越开心。”听《巴彦浩特的夜》，“巍巍贺
兰守护着小城的静谧 ，星空穹谷掩映着温馨和
神奇。”一首首情意融洽、跨越时空的村歌，无不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情感记忆。

故乡的回望。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中国
思想的特点就是讲情感。漂泊异乡、游子长吟，
故乡情和思乡意，在 2024 村歌大擂台中得到了
新的升华和书写。《霸王河 母亲的河》“饮一壶母
亲河的水 喊一声娘，感恩你宽厚的胸襟把我抚
养。”《稻香记忆》“小时候家里最忙的人是老妈，
老爸还在田里没有回家。”《我的家乡巴音乌兰》

“撒满珍珠的伊克塔拉，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
生我养我的神圣摇篮，美丽富饶的巴音乌兰。”
歌曲用气韵贯通的时代立意和城里人的视角 ，
回溯家乡之往事，赞美故乡之养育，用情感和情
境交融出了生机勃勃的乡村发展史。

艺术，有着挥之不去的时代印记。2024 内蒙
古村歌大擂台有着与时代相符的特征和精神气
质。展演作品出现了诸多的慢板、行板、稍快的
行板和稍快板的歌曲。例如：《稻香记忆》速度
58、《来 沙 漠 看 海》速 度 66、《梨 花 开 时 等 你 来》

《吉祥大草原》《富饶幸福的麻斯塔拉》速度 68、
《一溜湾情思》速度 70、《美丽乡村》速度 75、《巴
彦浩特的夜》速度 76、《山药蛋儿》速度 84。这是
一个很有趣、很有意味的现象。

音乐速度反映着人的情绪，显现着人的心理
特征和时代特征。以这些作品为内蒙古新时代
乡村建设的考察视角 ，能够清晰地看到从美丽
乡村向和美乡村转变的一个新的走向。这样的
速度更加适合表现从容沉稳，自信大气、抒情温
婉的气度和心态 ，进一步丰富并拓展着和美乡
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突出农民主体 保持文艺真实
村歌源自乡村，表达的主体始终是农民。村

歌在唱响当代农村新发展、新变化、新气象的同
时，最终还要还原于生活，还原于民间，通过传

唱深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田 ，成为时代文艺
的精神积淀 ，进而赋能乡村哺育出崭新的乡土
风情。

2024 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主要特点在于：一
是村歌创作注重保持生活真实和文艺真实 ，歌
曲所反映的内容和当下农村的社会生活一致 ，
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
二是注入时代印记，刻画时代年轮，以见人、见
物、见事、见情为尺度，把握着村歌中蕴含的人
民文艺的普遍性。三是村歌始终坚持独立的文
艺表达，个例、个案地反映差别迥异的农村和牧
区的过去和现在 ，情真意切地言说了农牧民的
朴实和赤诚、愿望和心声。

“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2024 内蒙
古村歌大擂台体现了基层文艺家更加积极、多
元、主动、务实的创作态度、创作理念和创新精
神，更多的技术、技巧被巧妙、综合地运用到具体
的歌曲创作中。在调性处理上，《来沙漠看海》和

《吉祥洒满大草原》两首歌分别采用了 E 到 F、A
到 C 的调性转换，转调处理的优势在于，通过不同
调性音乐色彩的对比，推动旋律发展的同时，能
够获得更加丰富、多样的音乐表现力。在配器
上，歌曲《吉祥洒满大草原》电吉他的闷音技巧，

《巴彦浩特的夜》运用的摇滚乐的节奏，《一溜湾
情思》的唢呐现场伴奏，在新风貌、新图景的意义
上，为村歌赋予了多样、多姿的时代色彩。

2024 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魅力在于：专业助
唱嘉宾、文化村长、农牧民业余歌手同台献唱，
深刻诠释着广大文艺志愿者，坚持从送文化、种
文化到创文化的良好期许和初衷 ；歌手平安演
唱的《牧歌》《我爱你中国》在文化认同上具有典
型的中式审美特征 ，从共情共融的角度提升了
村歌大赛的格局和气度 ；全体参赛歌手共同唱
响《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经典之作，不断夯
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 ，焕发出引领
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
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全体人员合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