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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铸魂 以新传薪
——评《一甲子的回望——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

●韩庆祥

地域与情感间的灵魂回溯
——读水孩儿散文《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有感

●常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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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
成之一，以“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
而上、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激励一代又一代
人。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焦裕禄精神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由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和新华出版
社联合推出的《一甲子的回望——历久弥新的焦裕
禄精神》（以下简称《一甲子的回望》）电子出版物，
创新了焦裕禄精神的呈现形式，融入先进的出版技
术和音像视听元素，生动展现焦裕禄精神的深刻内
涵与当代价值。

今年正值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一甲子的回望》通过详实的历史档案和
鲜活事例，呈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焦裕禄同志

为代表的基层干部的优良作风与行为准则。读者可
以从这段厚重的历史中，重温焦裕禄同志起草制定
的“干部十不准”——从“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
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到“不准搞特殊化”等朴实
条文，既反映出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纪律要求，也在
新时代作风建设中显现出历久弥新的价值。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修己笃行、知
行合一的道德自觉，勇于进取、努力拼搏的人生
态度……可以说，焦裕禄精神不仅是共产党人优秀
品质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新时代传
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能够为民族精神注入丰富内
涵和强大力量。

《一甲子的回望》以弘扬焦裕禄精神为主旨，创
新性地利用 Unity3D、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整
合新华社历年来关于焦裕禄同志的珍贵图、文、声、
像资料，结合多地走访调研所得的一手素材，融入了
多元艺术形式。在不同内容板块里，作品既借助时
间轴勾勒焦裕禄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也运用沙画
故事分别诠释焦裕禄精神的具体内涵；还以焦裕禄
的遗物手表为引，通过指针转动，重现焦裕禄同志在
兰考的日夜坚守；并以纪录影像揭开焦裕禄精神感
召下山东博山、河南兰考等地攻坚克难、蓬勃发展的
时代篇章。

焦裕禄同志离开我们 60多年了，社会在发展，时
代在变迁，但焦裕禄精神永远都是激励我们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部电子出版物，以
扎实内容、精美设计、数字化呈现，为广大党员干部、
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生动、深入
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优质载体，有助于进一步继承和
弘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凝聚强大
的精神力量。

（据《人民日报》）

在美国宋史学界，与大多数学者着眼于某种理论
预设而开展研究不同，蔡涵墨的研究取径是“重度的
文本导向”，由此形成他独特的治学风格，成为一道别
样的风景。《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是他继《历史
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之后，又一部体
现这一治学风格的力作。该书延续《历史的严妆》的
基本理路，用“文本考古学”的方法揭示宋史文献的生
成过程和其中的寓意，但论析对象由单个人物、文本
和次等史书，延伸至《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基本的宋史文献，从而在
更大规模上更为全面地探讨了宋史的史实建构和叙
事问题。

全书分为“史料”和“叙事”两部分，“史料”部分所
包含的五章内容，乃从史料性与叙事性相消长的视
角，分四个层次递次论述作为“原始文本”的《宋会
要》、作为“纪实史”的《长编》和《要录》、作为“纪实史
用于教学的节本”的道学史书，以及权威呈现宋史寓
意叙事的《宋史》。在作者看来，这一递进层次构成了
宋史史学的系统演进过程，寓意叙事在其间生成、累
积并最终定型，由此“塑造”了宋代历史。“叙事”部分
所包含的六章内容，则是对前面部分论析出的寓意叙
事所作的专门研究：从“故事”切入推论宋史的寓意叙
事即所谓的“宏寓”，并结合政治背景论述“宏寓”三大
叙事——“仁政之国”“神化太祖”和“奸邪谱系”的形
成。

回顾以往学者对宋史文本的研究，从宋代李焘、
李心传等的注释辨正，到明清学者对《宋史》的修正，
再到近代以来学者所做的史志勘误、补正，皆以求得
宋史事物记载之真实为旨归，为宋史文本研究的第一
种范式。近十多年以来，以《宋史》为中心的文本史源
学研究渐成规模，其基本方法是通过文本比对探寻某
篇或某段文字的来源，在对所研文本的解构中求得源
出记载之真实，可视之为宋史文本研究的第二种范
式。本书则将所论史书的“内容与其编写者的政治信
念、政治联系和仕宦生涯明确对应”，将其“展现为政
治力量的产物”，即政治力量塑造了每部史书的“创作
过程、之后为人所接受的过程，以及传递到现在的过
程”。由此，蔡涵墨将史书文本解构为政治语境中形
成的叙事，从而迈入历史书写的研究领域。由于该领
域有关宋史的研究成果至今尚少，本书与《历史的严

妆》一起，具有确立起第三种宋史文本研究范式——历
史书写研究范式的意义，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所
在。

至于研究发现，本书在两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
深入历史情境，发掘出形成现今所见宋史主要叙事的
关键历史时期和政治缘由。如作者指出，“北宋的庆
历与元祐时期，以及南宋的绍兴初年（秦桧掌政以前）
与嘉定时期”的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推动形成了宋
史的主要叙事；叙事所生发并为其所塑造的“政治斗
争”，本质上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实践者，即儒家士人或
制度主义者与技术官僚之间“持续不断的政治冲
突”。二是经对不同层次“史料”及相关背景的论析，
总结出现今所见宋史中的“宏寓”：虽在《长编》和《要
录》中已有呈现，但总体上由朱熹、陈均等的道学史学
确立，并最终由《宋史》固定并传承下来；内容除三大
叙事外，还包括从太祖到庆历再到元祐的政治价值轴
心、“士人治国”等观念。这些研究认识或有可议之
处，但鉴于“每一个历史叙事都有其潜在或明显的目
的”之事实，以及作为“纪实史”的《长编》也有着反新
法等鲜明的政治倾向，本书的论题无疑颇具合理性和
问题针对性，其研究也有效深化了学界对“宋代历史
文本的性质和来源”的认识。

诚如作者所言，他“寻觅的并非事实，而是主题”，
即关注历史学家“挑选出哪些事实来加以强调或凸
显”，是否将其“组织成条理清晰、前后连贯的主题”，
以及“是否将这些主题安置在前后一致且更加庞大的
意义结构之中”。据此思路，纪实史学仅作为本书的
知识背景，所要揭示的主要是从《宋会要》到《长编》

《要录》、再到道学史书和《宋史》的叙事演进对宋史的
“塑造”。所谓“塑造宋代历史”，只能从这一局部意义
来理解，而非指此史书序列“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知的
宋史，因为作者并非在全部宋史文献的意义上立论。
就这一史书序列的建构而言，与后三项之间有着明显
的前后知识继承或思想影响关系不同，第一项与第二
项也就是《宋会要》与《长编》《要录》之间并无这层关
系，因而存在逻辑缺环。

本书所涉内容繁杂，一些具体的论证和认识也不
无可议，但总体来看，仍不失为一部富有方法、理念启
示意义的宋史文本研究力作。

（据《光明日报》）

《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中译本由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
教授刘云军翻译。本书考察了宋朝官修史书残存
至今的主要史料，研究记述宋代历史的四个大部
头作品（《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宋史》）的编纂和传播，讨论这些作品中
包含的“叙事”，从这些史料中提炼出“宋代历史的
宏寓”这一概念，获得相关研究领域广泛讨论与关
注。本书入选三月光明书榜。

宋史文本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

●葛焕礼

最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出版了张汉明的散文集《自然
的善意》，由 12 个小辑组成，
共收集 95 篇散文随笔，共计
二十三万余字。全书是作者
的一份生命的记录，记录了他
的学习、工作、乡愁、回忆行
走、写作、阅读、思考。字里行
间永远氤氲着作者的心性和
自我。

张汉明坚持业余文学创
作四十多年，他的生命和文学
结合成一体，谁也离不开谁。
这是他此生的宿命。从十几
岁一直写到如今的年过半百，
他寻找着生命与文学最好的
表达方式，于是在他 55 岁出
这本《自然的善意》时，终于全
面展现出他的文学风格。四
十年来磨一剑，霜刃锋出磨砺
出。他写出来的风格是散淡
清虚。首先他选取的素材都
是他亲身经历的，感受也是真
实自然的，没有编造和雕饰。
他运用的叙述语言是散淡清
虚的，而且泛着诗性的浪花，
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没有丝
毫矫揉造作，没有华丽的辞
藻，没有标语口号。他深知艺
术是情感凝铸的形式，所以在
写每一篇时，他投入的情感适
度得体，依照散淡清虚的格调
去自然地表达。

读者从这样的作品中能
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的
异质性和审美体验。然而张
汉明觉得这还不够，他还要写

出散淡清虚文字下面的深刻意味：人存在的真相。他在这本
散文集里有时是用寓意的笔法，有时就直接明确点题，例如他
在《近人》中写道：“知道母亲礼情多，我们做儿女的，也偶尔会
感到累。母亲这时会说一句话：你想想你还有多少近人呢?当
时我是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到了知天命的时候，再一回
想，我懂了，是的，我的长辈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他们的生命就
像正月十五撒在山脊上的灯，这灯与山风极力地抗衡几下，最
终变成了天空上沉默的星星。如今，就连告诉我这句话的母
亲大人，也已经走了。”他在告诉读者人生只有一场，而且短暂
匆促，一个接一个地走。还例如他在《黄源探秘》一文中写道：

“小灵芝一律向上蓬勃绽放，从下看白柔如天鹅，从上看则似
展翅之苍鹰，近闻尚有珍菌的香气，实为黄源之神物，这是生
态良好的明证，也颇像大自然给保护者发的奖章，我大称其
奇，与其合影，流连忘返。据清文说这灵芝并不常见，如遇牛
羊早被吃掉或者碰掉了，我也感到，一生首次来此，即相遇木
兰芝，似有格外沟通之情意，我认我领，顿生喜悦心。我想如
果将来自然文学设立奖章，当照此形态设计，以奖赏那些自然
卫士、天人知音。”读了此文，我很是感动，联想到我和汉明的

友情，我和他相识时，他只有十九岁，那是他人生梦想开始的
时候，他在呼和浩特的一所大学里读书，爱好写作，因写作与
我相逢，也像他和木兰芝相逢一样神奇。后来他毕业了，在呼
和浩特参加了工作并娶妻成家，再后来他调到中央电视台工
作，头几年我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再往后就不联系了，失联
足有二十多年了，这次他给我邮来新著《自然的善意》，我们才
联系上。他过了天命之年，我过古稀之年，这本书就是我们相
逢的木兰芝。

汉明写《相逢》，是通过他与植物绿萝相逢，而告诉读者
“不要小看植物的意志，亦不要低估自然的暗示。”汉明写《霞
光》是通过早霞与晚霞的相逢，告诉我们：“霞光提示人类，无
论是生命的中年还是晚年，习以为常的灰暗与低落是需要顷
刻间于红炉中涅槃的。”原来汉明的散文抓住了人存在的一种
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清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干什么。不同
的读者在汉明的不同的散文篇章中被唤起存在感，并且明确
了存在的境遇和意义。不能给读者心灵增加敏锐的人不能算
是优秀的作家，汉明用作品让读者敏锐了许多。这也再次告
诉人们，作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
探者。文学作品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
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
切人所能够的。

由于每一位读者都和存在相关，所以汉明的勘探存在能
够打动许多读者。原来这本书的九十多篇散文有个连续性的
主题，那就是勘探存在。

汉明在青年时代写的作品我读过，美文较多，注重于语言
的优美：写时间生活而忽略价值生活。经过了三十多年写作
实践的磨炼，汉明庆幸能够取得优秀的文学成果。我说的“庆
幸”二字并不夸张，我亲眼见到许多写了大半辈子的作家，到
头来并不知道文学的任务是什么。汉明通过学习研究，从文
学理论上理解了文学的任务，并努力承担和完成这项任务。
他的作品踏上了存在与虚无的险要之境，与存在之根开始了
生命攸关的接触。以一种尊重、体恤、哀怜的笔触，把世俗日
常生活写成了无可避让、不可或缺的经典命题。读者读后获
得了心灵震动、净化乃至提升。

看到汉明取得的文学进步，我非常高兴。汉明有着散淡
清虚的文笔，又有着文学的正确方向和路途，今后一定会取得
更好的成绩，我想向汉明说一句：文学太难，文学太好。

内蒙古作家水孩儿的散文《内蒙古
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何以获得 2024年度
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带着这个
问题，我拜读此文，如同开启了一场历史
与现实、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探索之旅。
作者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横跨内蒙古与冀
东平原的情感与历史长卷，文风质朴真
挚，情感浓烈深沉，带领我们在地域的跨
越中，探寻生命的根脉与灵魂的归处。

文章以冀东平原的地震开篇，这场
天灾是父亲记忆深处的心灵伤痛。它不
仅摧毁了家园，打破了原本平静安稳的
生活，更成为父亲一生都在盖房子、但始
终居无定所的起始，直到他去世，才住上
了真正属于他的“房子”——大红棺材。
这一悲剧性的命运轨迹，深刻反映出生
活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让人倍感命运
弄人。特别是针对父母在废墟上捡砖
头、清理土块、脱土坯、从大兴安岭捎木
头盖新房等重建家园那段生活经历，作
者之所以不惜笔力细致描摹，不只是为
了突显他们厚重的情结，还在于展现他
们在艰难环境中的渺小与坚韧，激发人
们对生命韧性与不屈意志的深层思考。
此后，作者兄妹三人远赴内蒙古购房安
居，可母亲已逝，父亲因病无法入住新
房，只能在异乡养老院度过人生的最后
时光。尽管相隔千里，故乡的记忆与情
感始终萦绕在一家人，尤其是父亲心头，
这种眷恋故乡往昔与迁居异乡生活之间
的情感纠结，最终凝成异乡漂泊者特有
的生命况味——故乡是灵魂的归处，异
乡是现实的栖居，而他们，在对过往的回
望与对未来的奔赴中，构筑起独属于自
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生命实践超越时空
展现出永恒的价值。换言之，内蒙古与
冀东平原不只是地图上的地理区域，而
是承载一家人生命轨迹与时代印记的双
重舞台——既构成了人物活动的物理空
间，又象征着时代给予个体的生存境遇
与发展机遇，折射出包括作者在内的人

们心底对爱与温暖的共同渴望，成为连
接不同时空读者的心灵桥梁。

历史的舞台上，人物是不可或缺的
主角。他们看似平凡，却以坚韧不拔的
毅力和勤勤恳恳的付出，于细微间推动
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比如，地震时，
父亲既奋不顾身救人，又本能地护佑二
哥，这一行为诠释了他在生死关头对个
体责任与群体道义的平衡担当。即便后
来患了痴呆，父亲仍将子女视为生命的
全部，把子女的自私、不孝归咎于自身的

“失职”，这份偏执自责恰是父爱的极致
表达。在他蒙尘的记忆里，子女的平安
始终是至高信仰，这份纯粹炽热的爱，闪
耀着人性最璀璨的光芒。又如，二哥因
误解父亲的无私，心中积满怨怼，他听信
岳母挑唆，私自把厢房改作牛棚，致使父
母被迫寄人篱下。这段家庭纠葛既映照
出个体在复杂亲情中的迷茫困局，也交
织着人性与成长的多重面向，勾勒出一
幅真实的生活图景。再如，“我”通过观
察家庭中的种种变化，以及自己在不同
地域的生活体验，体现了个体在复杂社
会环境中不断深化自我认知、实现精神
成长的过程。一个个人物的经历丰富了
历史和时代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家
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感受到了那份
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和对生命意义与价值
的执着探寻。这种寻根意识的回归，在
快速发展的当今和人们四处迁徙的背景
下，显得弥足珍贵。它提醒人们，无论身
处何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都应珍
视脚下的土地和心中的那份归属感，因
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前行的
力量源泉。

就本文的价值创造而言，其卓越成
效不仅体现在上文的铺垫中，还体现在
文章结束语的概括上。铺垫为故事的发
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框架，
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故事中人物的行
为和命运。结束语不仅加深了读者对文

章的记忆，更在潜意识里塑造着读者的
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使文章内容内化
为读者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触动其持续
回响。在铺垫中，作者以敏锐深刻的笔
触穿透表象，直抵事件内核，不仅真切地
抒发了地震给父亲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
灵创伤与沉重精神打击，有力凸显了对
灾难问题的深思默想；还坦率道出二哥
遵从岳母建议，将父母的厢房改作自家
牛棚这一情节，字里行间尽显真诚与质
朴。这种直面生活本真、不回避亲情困
境的写作态度，使文章饱含人性温度，迸
发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故乡已经老
得不成样子，从内蒙古刮来的风吹过冀
东平原，吹过斑驳的屋顶，吹动了父亲坟
头破烂不堪的白幡。此时，我在内蒙古，
想起冀东，已泪流满面。”这言简意赅的
结束语，尽显作者回望故土的怅惘、目睹
沧桑的惊心、思念亲人的悲戚、历经苦难
的哀伤，种种复杂情感交织萦绕，形成了
一种精神寓意与映像，让人在虚实交织
的时空里，触摸到命运流转的痕迹，感受
到灵魂深处的震颤。

要说《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一
文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独具匠心地引
入了“风”这一意象。风在文中不仅仅是
一种自然现象，更是情感的寄托与时代
变迁的生动隐喻，以其无形却有力的姿
态，巧妙地串联起故乡与他乡，跨越了时
空界限。当风吹过，如同一把钥匙打开
了游子记忆的大门，唤醒了藏在心底深
处的亲情眷恋、在艰难岁月中磨砺出的
生存韧性，以及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深深
情怀。这些情感与主题借风之力突破地
域的限制，触动读者心弦，唤醒情感共
鸣。在这共鸣中，我们重新打量自己与
世界的联结，在人生旅途思索方向，从往
昔经历中积蓄力量，锚定前行的坐标，从
容不迫地迈向未来。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乌兰察布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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