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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余三定

2023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从湘江到

刚果河》，描写的正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

组成部分的非洲刚果河沿岸在中国的支持和帮

助下的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故事，这是一部从独

特角度展现“一带一路”建设历程、建设成果、建

设效益、良好社会反响，并具体展示共建“一带

一路”的伟大意义和价值的优秀作品。

作品具体描写了湖南人在非洲刚果河畔的

创业和发展。这些描写既让我们领略了湖南人

的性格、湖南人的特点、湖南人的风貌和情怀，

加深对湖南人和湖湘文化的理解，又能让我们

近距离观察非洲，特别是刚果河沿岸独特的自

然状貌、发展水平、风俗民情、人文风采，从而可

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理解刚果河乃至整个

非洲。

在第二章“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我们看

到，在邵阳长大的蒋志群“误打误撞”到了刚果

（布）后，在洪水暴发时和两位同伴勇敢地救了

12 位当地人，获得广泛好评，当地报纸也作了报

道。后来他和女儿蒋媛一起努力，不怕任何困难

和险阻，开办中湘砖厂，发展得很好，赚了不少

钱。出生于平江县的向文华，2006 年就到了刚果

（布），在中国水电十四局承建的英布鲁水电站

工作。2011 年，项目竣工后，向文华选择脱离体

制，离开单位，留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创业，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由于作为中国人杰出代表的湖

南人在刚果河的杰出表现，中国人因此也在刚

果河人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作品中写到刚果

（布）大工部有一官员，在多年工作中与多个国

家投资者的比较中形成了对中国人的良好印象

和友好态度，一次，几个法国、比利时等欧盟国

家的企业负责人请他吃饭，这几个企业负责人

不停地说中国的坏话。这位官员听不下去，指责

那几个人捏造事实，说到激动处，一巴掌重重地

拍在桌子上，手被玻璃划破，在医院缝了十几

针。这里写的是当地人对中国人的美好印象。

作品富有创意地采用面对面采访这种独特

的方式展开叙述，让人感到真实、真切、亲切。作

者利用女儿、女婿在中国驻刚果（布）机构工作

期间去探亲的机会，对在刚果河的湖南人广泛

联系，深入采访，其间克服了各种困难，获取了

第一手的真实资料。

作者做到了与被采访者感同身受、心灵相

通。作品最早描写的采访是在东方红宾馆对面

没有标牌的超市里引发的，超市老板姚河海听

说作者是来采访湖南人在刚果河创业的情况，

于是热情做东邀请十多位湖南老乡当晚到东方

红宾馆聚餐，接受采访。作者到颜美中机械加工

厂采访，老板颜美中既介绍了自己的创业史，又

介绍了从常德来此做工的廖师傅，还介绍了当

地黑人雇工福马。这里让我们近距离了解了普

通的刚果河人和刚果河社会的日常。作者采访

多利吉水泥厂老板张磊时，张磊介绍了自己聘

请的当地劳务公司的小伙子吉桑罗。吉桑罗高

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是毛泽东

和成龙，所以干脆取了个中国名字“成龙”。“成

龙”家境比较富裕，张磊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家

庭条件好的人一样移居法国等欧洲国家。“成

龙”说他要竞选刚果（布）总统，而且一定会继续

发展跟中国的友谊。这样的具体描写，既让我们

了解了在刚果河的湖南人，也让我们了解了在

刚果河的刚果人。

作品中的环境描写非常真切，如关于原始

森林的描写、关于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等，能让

人仿佛身临其境。“1 号公路的多个‘第一’”一

节，写中建公司修建的 1 号公路，要通过马永贝

原始森林，马永贝原始森林横跨 60 多公里、纵深

170 多公里，生长着 300 余种树木，处处是深不见

底的山沟和刀削笔立的崖壁，蛇虫出没，气候恶

劣，是当地人想进而不敢进的危险地带。当第一

批中国团队到达这里时，欧美企业投来了质疑的

目光，当地居民也不相信有人能在原始森林中修

出一条路来。但中建人排除万难，取得了成功。

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做到了充分个性化，所

有被采访人的语言都深度切合其身份、教养和

性格特点。

此外，作者在一些地方适当地发表了自己

的感慨和议论。这些感慨和议论非常自然，和情

节叙述、人物描写水乳交融，精辟，有深度，对读

者有启发性。作品结尾有这样一段议论：“水，是

梦的故乡；梦想，照亮前进的方向。刚果河两岸

广袤的土地，给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

人广阔的舞台，他们把远行当日常，把他乡当故

乡。寻梦天涯，不计九霄之遥远；心中有梦，只等

霞光的召唤。”这段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促人深思、回味。

（《从湘江到刚果河》，张雨晴 著，湘潭大学

出版社出版）

谭仲池

我在这里说的乡愁，它涵盖着

大自然的灵秀、历史的风云、岁月的

烟雨、家族的荣衰、乡间的风俗、民

情的淳化，更有心灵深处对世道演

变、人世悲欢、人生沉浮牵出的人事

物。这一切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延

续生长在生生不息的乡愁里。

我的家就在浏阳河的岸边。

我从小就在浏阳河边的沙滩和

清浅的水里追逐玩耍，并喝着浏阳

河水长大。我对于浏阳河的感情和

认知，是读小学时学会唱《浏阳河》，

才渐渐感觉到这条家乡河流的丰盈

美丽和光荣。

一曲深情动人的《浏阳河》，以

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优美的音乐旋

律，呈现和传递着浏阳从古以来的

绵长乡愁，使得从这片土地上孕育

的人杰精神，以烟花为标志的物华

天宝、文化血脉、家国情怀、创造灵

魂，在时间的隧道里和着大自然的

慷慨馈赠，沉淀雕塑出一种永恒的、

充满着厚重向往、深邃思想、像诗歌

般瑰丽的别样乡愁。

刘正初先生是浏阳土生土长的

作 家 。他 还 在 读 高 中 时 ，我 就 认 识

他，并读到过他的散文。从幼稚的文

字里，我窥见他初露的文学才华。我

想 他 日 他 定 可 成 长 为 一 棵 心 灵 之

树，去摇动一棵又一棵树。现在这棵

树已枝繁叶茂，散发着蓬勃的生命

气息与文采之华。

正初将新著《浏阳风物志》送到

我的案头，并盼为之序。彼时，我正

在贵州安顺采风。安顺奇秀的自然

景观、淳朴乡情，加上清凉的空气与

宜人的生态环境，使得安顺的清晨

变得异常的柔意和清爽。我五点起

床 ，趁 着 美 好 早 晨 的 时 光 ，翻 开 了

《浏阳风物志》。随着时间的流逝，我

就几乎将这本书中许多我熟知的地

点、人名、物事读出了深深的忆念、

依依的依恋与久违的亲切来。

这本《浏阳风物志》分为《古县

访古》《先贤足迹》《民风俗韵》《民艺

寻踪》《舌尖留香》《异乡浏影》《时代

风华》等七辑。细细读来，如饮清茶，

如触晨露，如沐清风，让你就有一种

清晰有序的明丽感觉。作者是在用

自己的情、志、意，写故土的乡愁、梦

中的乡愁、心中的乡愁，抑或也是浏

阳人共同的乡愁。

书中的不少精致、玲珑、隽永，

渗透着眷恋、虔诚、深爱和理性思考

的短文，或忆旧思古、描物记事、寻

迹释怀、观今望远、问心明智，无不

生发出由衷的喟叹、兴会、知悟、恬

淡、珍惜、感伤，乃至奋发、遐想。如

《诗歌里的一条河》《霹雳一声暴动》

《魂兮归来谭嗣同》《共说南欧比北

梅》《花炮小镇舞龙人》《菊石之恋》

《大围山梨香》《寄给石河子的诗》

《放下锄头挥画笔》等篇，都可以读

出一种达观宽远的人文情境，一汪

明澈圣洁的家乡情愫，一脉溯古抚

今的乡愁倾诉。其意趣之深幽、气象

之雅致、视觉之明慧、品味之敏锐、

仪态之精微、文字之清润，足见作者

的思绪、情商与品性的修炼与守望。

《浏阳风物志》即将面世，我以

为这是正初这个浏阳大地之子做出

的一件人生极为有益之事。如果把

这本书比作一朵晶莹的浪花，融入

浏阳河滔滔不息向西流去的波涛，

那它映射着的浏阳千古文华、当今

山水风华、时代湖泊的美华和未来

世界的光辉，在作者心中，会有一种

怎样的幸福和宁静呵！

（《浏阳风物志》，刘正初 著，湖南

地图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

有删改）

刘涛 肖睿洋

书以载道，文以化人。图书馆与文化馆

作为城市重要的文旅名片，既承载着一方水

土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也展示着一座城

市特有的文化气质和书香魅力。

说到图书馆和文化馆，很多人脑海中

的印象是古朴而庄重的藏书室、安静但略

显 沉 闷 的 阅 读 区 等 。其 实 不 然 ，在 快 速 发

展 的 现 代 化 进 程 和 注 重 人 性 化 设 计 的 浪

潮 中 ，图 书 馆 和 文 化 馆 已 经 越 来 越 朝 着

“高富美”的方向发展了。位于湘江新区后

湖 艺 术 区 的 岳 麓 图 书 馆·文 化 馆 ，就 是 一

个鲜活的例子。

岳麓图书馆·文化馆始建于 2005 年，是

供市民游客阅读休憩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

构，也是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在天朗气清

的冬日，走近岳麓图书馆，它古韵而新潮的

外观设计让人眼前一亮，建筑宛如一本“展

开的书卷”呈现在面前。

图书馆的“高”，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的

“高科技”。自助借还书机、办证借还一体机、

OPAC 查询机、自助图书杀菌机等智能设

备，简便易操作，不仅节省了读者和工作人

员的时间精力，还能给读者带来更轻松舒

适的科技化体验。场馆还应用了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人脸识别等技术，升级了“岳麓

云借书”功能，可让读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完

成办证、缴费、借书等流程，省时又省事。场

馆 还 与 喜 马 拉 雅 联 合 推 出 的“ 有 声 图 书

馆”，让阅读延伸至声音中，丰富了读者的

阅读体验。

该图书馆的“富”，既体现在种类多样、

藏书丰富，也体现在举办活动丰富、参与者

精神富足。岳麓图书馆有纸质文献 22 万余

册，数字文献 46.78 万册，可供读者畅享阅

读。场馆在节假日会举行相关传统节日展览

和文化活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

延续精神文脉。“小麓读书会”“走读二十四

节气”等活动，为青少年学生群体打开了新

世界的大门，让孩子们将阅读与生活相结

合，在文字与思想的交融下成长。

说到“美”，岳麓图书馆背靠大学城和后

湖，周边环境优美；馆内干净整洁、明亮大

气，富有文化美，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一座优秀的图书馆和文化馆，不能只有

外在美，更重要的还应该有设计和服务中蕴

含的人性美。

考虑到读者群体的不同特征，岳麓图

书馆在空间规划上用心良苦。一楼左侧是

孩子们的“阅读乐园”，书柜桌椅根据儿童

的生理特征做了“适童化”布置；出于对特

殊群体的关爱和照顾，馆内还开辟了一块

独立的空间作为“视障文献阅览室”，并贴

心地处理了桌面尺寸、书柜高度、盲杖放置

等问题；24 小时城市书房，便于读者自由安

排阅读和借阅时间，照顾了“上学族”和“上

班族”的阅读需求。

《盛世前夜：后武则天时代的
政治缠斗》

吴鹏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文史作家。近年来，他发表文章 200 余

篇，已出版《水运与国运》《大唐二十一

帝》《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

失》等书。

开元盛世前八年，朝廷政治一直

笼罩在武则天的影响之下，可以称为

后武则天时代。在这短短的八年中，高

层政治持续动荡，发生了神龙、景龙、

唐隆、先天四次政变，更换了武则天、

中宗、少帝、睿宗、玄宗五位皇帝。各色

人物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在纷

繁复杂的政坛乱局背后，是“合同李

武”和“清算武周”两条政治路线的缠

斗。

本书用通俗流畅的写法以及大量

细致的史实，复盘四次政变的来龙去

脉，展现各方势力在困境中谋求扭转

的种种对策，呈现众多人物的立场变

化与人性幽微，探寻政治动荡的深层

原因，以及其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展示“一带一路”伟大意义的佳作

书
山
有
﹃
麓
﹄

高小立

《盛宴》是一部纪实风格较浓的中篇小说，作

者盛伯骥从一条名为斋巷的前世今生写起，讲述

了巷子三位“厨房大师傅”的习厨故事，为读者展

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长沙街巷浓浓的烟火气。

作为 20 世纪六七届、六八届小学毕业的细伢

子，小说几位主人公因停课只能居守在家，其间小

伙伴们更有机会见证了街坊大厨师的手艺，当然

也饱了口福。如樊师傅做的香脆爽口的“发丝牛百

叶”；李爹爹用面粉、肥肉、鸡蛋做出来的发肉；舅

舅做的夜宵“酸萝卜炒肉泥”和“油煎皮蛋”等。在

作者笔下，各种湘菜构筑的“盛宴”，无一不透着平

凡百姓对于美食的定义。而这又与小说开篇对于

斋巷曾是曾国藩家产，一度是达官贵人们聚集的

富人区，形成错位的审美趣味。

小说《盛宴》在写作手法上始终充满了童真和

童趣，如斋巷人家摆出竹铺夏天纳凉、百分之九十

居民共享公共厕所、孩子们饭点各家寻找美食的

画面等实景描写，勾勒出斋巷人家浓浓的人情味。

同时，小说对于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刻画，采取

近似零度写作的手法。例如对于政治运动造成中

小学停课、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者没有过多介入

主观性的评论，没有刻意描写人物的苦难生活，反

而以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挖掘如何战胜苦

难岁月的闪光时刻。

小说主人公们作为知青，远赴千里之外的山

区修建铁路，在一次抢救晕倒在施工现场的黄副

连长时，小说主人公得知黄副连长身体虚弱，想办

法整来一条草鱼，“将最肥美的部分切成鱼片，用

文火炖成一锅浓浓白白的鱼汤。这时黄副连长坚

持不吃，最后等到连队当日休病假和例假的同学

每人分到一小勺，黄副连长才猛喝了几口。”这近

乎白描的文字，却透着知青们之间厚重的情谊。而

小说主人公又用准备扔掉的鱼头，放在饭盒里，铺

上一层厚厚的剁辣椒，愣是在煤油炉文火慢攻下，

蒸出日后火遍大江南北的剁椒鱼头。其后，小说非

常巧妙地利用剁椒鱼头照片被权威杂志刊登，又

被某权威人士批评的前后不同待遇，犹如过山车

般的职场起伏，以反讽的现实批判口吻，道出人物

命运的酸甜苦辣。

还是这道剁椒鱼头，小说让读者见证了改革

开放后时代的变迁，原来批评《红太阳光辉照洞

庭》剁椒鱼头这道菜的干部被撤了职，樊文不仅恢

复了团支部书记职务，同时还改良优化了剁椒鱼

头的制作，并以“五彩照洞庭”新菜名送上餐桌。这

种对地方菜品的源头诠释，恐怕也是这部小说的

特色与贡献。特别是小说还通过樊师傅五十寿宴

上兄弟“斗菜”的情节描述，以“葱头苹果焖鱼”“辣

拌牛肉丝”“盖码发肉”等菜品的创新制作，生动再

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行各业迸发出的活力，以

及地方菜品发展的魅力。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斋巷拆了，那些朝夕相

处的邻居也各奔东西。已经到省电视台工作的主

人公，意外被台里领导委以重任，负责一档振兴餐

饮产业活动的总编导。而他的发小樊文、樊纲、李

虎也是本次活动嘉宾。在高峰论坛上，因为市商业

局副局长樊文一篇《关于传统菜系的本质追问》对

于湘菜“煨制”特点抛砖引玉的发言，迅速点燃论

坛现场气氛。樊纲对于一味追求创新，过于强调菜

品视觉、摆盘效果，而忽略了菜品味觉的盲目创新

提出批评；已是民营餐饮老板的李虎则在自由发

问环节，提出湘菜不能只是无辣不欢，并以祖庵菜

原汁原味的清雅气质，提出湘菜同样也可以做出

高规格的无辣宴。一个对于湘菜发展的各方观念

碰撞的论坛，见证了改革开放对于打破观念束缚、

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召唤。

小说以斋巷地道百姓家常菜为“盛宴”的开

篇，以改革开放带给国人的思想“盛宴”为完结，可

以说是一篇以小见大，带有纪实散文气质,并且

“色香味”俱佳的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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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自在：
苏东坡的生活哲学》

衣若芬 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

苏东坡在写给友人的书信最后，常

用“倍万自爱”或类似文字做结语，比

如：给王迥——“伏冀倍万自爱”；给释

法言——“惟万万自爱”；给王 箴——

“余惟万万保爱”，等等。

本书以“倍万自爱”为切入点，以

苏东坡的作品与经历为依托，探求他

的“自爱”逻辑与价值观，发掘他享受

人生的秘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自我存在”，通过苏东坡的

前世传说和梦境异事认识苏东坡的

生 命 本 质 ，学 习 如 何 感 知 自 我 的 存

在；第二部分为“自我安顿”，探寻苏

东坡对人情世态的体悟，学习如何安

顿自己的心灵；第三部分为“自我管

理”，从心理学、管理学、认知科学等

角度分析苏东坡的欲念和逆商，了解

苏东坡的自我管理策略，学习如何成

为更好的自己；第四部分为“乐活自

我”，捕捉苏东坡的六种“小确幸”，学

会营造生活乐趣，轻松自在地度过生

命中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