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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生 命 洋 溢 芬 芳 和 温 暖
———读迟子建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刘小兵

“从小我就知道， 跌倒了得爬起来
继续走， 所以不怕坎坷 。 再加上那里
长达半年的冬天， 冷风刺骨 ， 你抵御
大自然寒流的能力强了 ， 抵御人生寒
流的能力自然也强了。” 著名作家迟子
建的最新散文集 《也是冬天 ， 也是春
天》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3 月出
版）， 用文字从容、 温厚、 心怀赤诚地
去书写人性与世界的真美 ， 透过字里
行间， 能让人在苦难中怀抱希望 ， 在
冬天里看到春天。

全书按主题分为六辑： 追忆往事，
慨叹人生， 旅行随想 ， 心灵漫游 ， 文
学漫谈， 艺术沉思， 荟萃了迟子建近
年散文新作及其备受推崇的经典散文
名篇， 配以作者拍摄的多幅摄影图片。
所选篇目既有 《雪山的长夜 》 《我的
世界下雪了》 《灯祭 》 等被央视主持
人董卿等倾情演绎的名篇 ， 也有 《好
时光悄悄溜走》 《必要的丧失 》 《论
谦卑》 等哲味深浓的散文 。 书中 ， 迟
子建以不枝不蔓的文笔 ， 细心串联起
生活中的颗颗 “珍珠”， 以饱含深情的
笔墨， 缅怀岁月里的真情 ， 说道亲情
爱情的珍贵与甜蜜。 寒冬腊月灵前忆
父， 让她在彻骨的寒风里 ， 一点一滴
地追忆着父亲的音容笑貌。 他的勇敢、
正直、 善良、 敬业， 曾经那么深刻地
影响着迟子建的人生修为 。 而今 ， 斯

人已逝， 迟子建在痛彻心扉之际 ， 终
于学会了坚强。 在她眼里 ， 生离死别
是人生中的常态 ， 惟有好好活着 ， 才
能体会到生命的博大和静美 。 正是这
种超然的心境， 让她在这场变故中豁
然顿悟 ： “死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 ，
同时也是团聚家庭的因子 。 面对亲人
的离去， 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脆
弱， 懂得了怀念， 懂得了珍惜每一个
日子， 懂得了孝敬还健在的老人。” 而
她与爱人在雪地里手牵手共穿堤坝的
一幕， 暖心的背后， 却是对挚爱亲人
刻骨的怀念。 那漫天的雪花 ， 皑皑的
雪原， 澄澈动人里， 分明映照出两人
相依相恋的纯真爱情 。 品读着这些真
性情的文字， 在不知不觉中 ， 你会被
迟子建的这些温婉故事所感动 ， 更会
被她所叙描的笔下世界所倾心。

“世界以痛吻我， 我却报之以歌。”
品读 《也是冬天， 也是春天》， 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达观而睿智的迟子建 。 在
她 的 笔 端 ， 尽 管 涌 动 着 冬 之 凛 冽 ，
更洋溢着春之明媚 。 一次冬夜失眠 ，
推窗远望 ， 美丽的星光下 ， 圣洁的
雪山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 这样的夜
景让迟子建怦然心动 。 她一会儿沉
浸于雪山的孤寂之美里 ， 被它的温
存可爱所陶醉 ； 一会儿又惊叹于它
的参天壮美 ， 被它非凡的气势和独

特的美所征服 。 特别是黎明前看到
的那颗明亮的启明星， 更是照亮了迟
子建的心头 ， 使得历经生活沧桑的
她， 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 ， 满怀希冀
地写道： “这启明星是摆在我们头顶
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 。 即使它
最后熄灭了 ， 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
意味深长的道白， 让迟子建在借景生
情中， 鲜明地表达出对大千世界无比
的热爱 。 无疑 ， 她对世间美的追随 ，
同样也让我们心旌摇曳。

迟子建是一个勤于思索的作家 。
在 《也是冬天， 也是春天 》 里 ， 她不
单记录世俗生活中的点滴温馨 ， 还善
于从芸芸众生中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
在她看来， 众生平等 ， 每一个生命个
体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 在为人上 ，
她反对无原则的谦卑 ， 主张 “同龄者
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坦诚相对地嬉笑怒
骂”。 在处事上， 她极力倡导一个人无
论富贵还是贫穷， 都应该对这个世界
心怀感恩。 感恩给我们滋养的苍天厚
地 ， 感恩给我们抚育的父母和亲人 ，
甚至感恩生活中的种种磨难 。 迟子建
认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 必然能安
享生活的从容和恬淡， 正如她在书中
所言： “当一个人能够对万事万物学
会感恩， 你会发现除了风雨后的彩虹，
拥着一轮明月入睡的河流 ， 那在垃圾
堆旁傲然绽放的花朵和在瓦砾中顽强
生长的碧草， 也是美的。”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 ： 冬天
如果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 迟子建秉
持着同样美好的初心， 在历经生活的
坎坷和波涛后， 坦然地面对着人生中
的寒冬， 用自己敞亮的胸怀 ， 去笑迎
生命中的春天。 品咂她那些生命里的
温暖叙说， 欣欣然里 ， 心头已倏然绽
放出一朵莲花， 那幽香早已醉了心头、
美了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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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
梁晓声 著

“人活着” 既是哲学的基本
命题也是现实的根本问题，本书
从鲜活事例到正能量的事理，再
到精湛的哲理，它从尊严、体面、
幸福、优雅、明白五个层面，构建
了“人活着”的大体系，是新时代
中国式生活方法的奠基作。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
韩 策 著

围绕东南要缺两江总督， 通过
对“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
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深入探讨， 将道
光、 咸丰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
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 为晚清政
治格局的演变贡献一条新的解释线
索。

《听亚当斯讲历史》
詹姆斯·亚当斯 著[美]

从普通民众视角入手 ， 将地
理、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
等领域内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讲
述了美国如何在一片荒蛮之地上
从 13 个殖民地起家， 到独立革命
建国，再到一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
发展进程。

小说种植与产出的这片热土
王三尔

常读报，尤其文学副刊，情有独钟。
近两年来，我特别留意到《淮南日报》热
土文学副刊对小说创作的重视，几乎每
期都有小说作品刊发，这是热土文学副
刊自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看出是
编者的刻意用心，自然亦将此用心化作
了小说作者得有作品发表园地的幸运。
确然，一篇能够见报的文学作品，远不
止是作者产出的创造力，更需要编者种
植的匠心与慧眼，而且后者往往比前者
更为重要。

论及文学创作， 从全省层面上看，
本市小说创作不算强项，原因何在？ 说
不清楚。 凭猜测，许是与小说体裁创作
的难度有关吧，小说创作不像诗歌散文
尽可随意一些，没有太多的约束，而小
说不然，仅就通常说的“三大忌”（一忌
真人真事，二忌缺乏故事情节，三忌采
用第一人称 “我 ”）就已极有可能会给
作者的思维与创作热情以束缚， 何况
还有人物形象塑造，个性化语言，故事
内容结构布局等等。 而且越是短小说、
微型小说则越难写， 试想一只水杯要
它含有一只水壶的容量，怎能不难？ 同

时作品发表也需要足够的园地。 所以
热土文学副刊能够多出版面刊发小说
作品， 恰好给予这方面的创作以极大
激励与推进， 为作者的才华与热情鼓
气给力， 让产出的作品既可供读众阅
读， 也给小说作者之间相互交流与鉴
赏创造机遇，不止对报刊自身，对小说
作者， 更是为本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发
展添枝加叶， 也可看作是对小说创作
强弱的一种填补。

短短近两年，热土文学副刊已经刊
发了数量可观的小说作品，受到广泛地
关注与赏识，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前期
刊出的《冬瓜不讲话》《闪光少年》等非
常不错的以少年儿童生活为素材的儿
童小说，不难看出热土副刊在对小说创
作看重的同时，也在向小说作者示以倡
导小说创作题材的宽泛，即凡能够体现
小说体裁特征又不失作品的正能量的
各类生活素材为题的小说作品尽皆在
热土副刊容纳之内， 尤以情节构思精
巧， 故事生动有趣的作品最是热土所
求。 我想照此下去，相信一定会有足量
反映社会与生活各个方面多姿多彩的
好作品源源不绝地产出，也必将随之成
就一批青年小说家从热土园地成长崛
出，以其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用之不
竭的创作灵感，将这片热土苗木秀成枝
繁叶茂的丛林，连同其他文体的创作一
道，展现整个大美淮南文学事业生机盎
然的姿彩与风貌。

《门阀时代：魏晋南
北朝的政治与制度》

祝总斌 著
收录作者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

面的重要论文十余篇，论题集中于门
阀政治的缘起、发展、特征以及魏晋
南北朝时代在政治制度上的独特现
象。

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
———读《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

甘武进

长安西望 ， 路途漫漫 。 “说回当
年， 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
位， 使它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所有
从中亚通往长安的道路 ， 最终都要汇
聚到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几乎成了丝
绸之路的代名词 。 翻开路未平的 《长
安西望： 丝绸之路考古纪事》， 滚滚历
史 ， 翻越崇山峻岭 、 穿过戈壁沙漠 ，
扑面而来。 读毕发现 ， 这片广袤的地
域， 几多风云 、 几多遐思 ， 我们无比
神往， 却又知之甚微、 知之甚少。

2000 余年前， 一支神秘的游牧部
族———大月氏从中国西部迁往中亚地
区。 2000 余年后， 西北大学王建新教
授带领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 ， 寻找大
月氏的文化遗存 ， 在丝绸之路沿线开
展考古研究， 还原了当年丝绸之路的
历史样貌。 本书记述王建新及其考古
团队的考古研究， 打破西方学术垄断，
为国际考古界提供东方视角 ， 贡献中
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填补了学界空白，
展现了中国在游牧文化考古上的首创
性学术成果和重大发现 ， 为重绘丝绸
之路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 ， 让更多人
看到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气
派。

1991 年， 72 岁的日本国内顶级考
古学家之一樋口隆康 ， 在西北大学作
学术访问。 他用很日本的方式突然向
所有听众提问 ： “中国境内大月氏的
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 诸君知道吗 ？”
在场的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 。 王建新
说， 这个问题像一枚巨雷炸在了自己
的心里。 从中国沿丝绸之路西去的大
月氏， 它的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 ， 我
们没有人系统研究过 ， 甚至没有人在
意过， 确确实实不甚明了 。 但是作为
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中国 ， 作为大月
氏的故乡 ， 没有搞清楚大月氏的文化

与历史也确确实实不应该。
2000 年暑假， 王建新团队正式踏

上寻找大月氏之旅 。 这确实是一个新
的开端。 “踏出这一步 ， 他们开创了
两个第一： 国内第一次以考古手段寻
找大月氏文化遗存 ； 西北大学考古学
科第一次系统开展游牧文化研究 。 ”
他们从敦煌到玉门 ， 过嘉峪关 、 酒
泉， 再到张掖 、 山丹 、 武威 ， 最后抵
达兰州， 沿路参观和考察了几乎所有
的博物馆和重要遗址 。 而王建新更关
心的是河西走廊上公元前后的文化遗
存 ， 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 。 2002 年，
在细勘新疆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后，
他们认为此遗址极有可能跟大月氏有
关系。

后来 ， 东黑沟遗址入选 2007 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但让王建新
更觉得宽慰和欣喜的是 ， 他和他的团
队已经在古代西北游牧文化考古研究
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理念体系并得到了
验证。 “从 2000 年开始到 2008 年， 他
们逐渐形成了聚落 、 墓葬 、 岩画 ‘三
位一体 ’ 的古代游牧文化研究理论 ，
这在国内甚至世界考古学界都是巨大
的创新。” 王建新还总结了一套 “大范
围文化调查， 小区域精准发掘 ” 的工
作模式， 让第一次考古研究都能有清

晰的时空空位和完整的实景还原。
丝绸之路上的强国康居 ， 中国学

者对其的研究 ， 从前只能凭借史书文
字的记载， 直到王建新他们发掘了萨
扎干康居大墓 ， 中国人才第一次真正
触摸到康居遗物与遗迹并推断 ， “应
该就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遗存。” 后
来， 他们终于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
河州拜松城外的拉巴特遗址追到了大
月氏的身影。 “现在 ， 他可以堂堂正
正地回答当年的樋口龙康之问了———
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完整地还原了公元 1
世纪前后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原貌 ， 这
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做到这一步。”

西方学术界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领域棋先一着 ， 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
成果， 占有着话语权 。 世界丝绸之路
研究为他们所主导 ， 自然而然地带有
西方视角， 甚至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认
知。 如何为丝绸之路研究找到东方视
角， 纠正整个研究领域的明显的偏见，
弥补其缺陷， 从而达到历史认识的真
实性、 全面性 ， 此书为我们解决了这
个问题。 他们用东方视角研究丝绸之
路， 用中国话语体系讲述丝绸之路故
事， 挑战所谓的定论 ， 发出了中国声
音， 彻底改变了世界丝绸之路研究的
学术格局。

泱 泱 华 夏 的 五 千 年 文 明 底 蕴
———读《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刘昌宇

《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 （东方出版社 2023 年 8 月出版），
是一本深入探究华夏民族文明起源的
考古学专著。 作者王巍 ， 系三次获得
国内考古界最高奖———田野考古奖的
考古学家， 本书是他作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首席专家， 率队对良渚、 陶寺、
石峁 、 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挖掘后 ，
以文字方式实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历
史的重要著述。

2002 年， 我国启动了 “中华文明
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 即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 20 多年的探源进
程中， 集合了 20 多个学科、 数十个单
位的 400 多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 ， 在
王巍的带领下，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曾几何时 ， 在国际学术界对文明
的界定标准一直设定为 ： 冶金术 、 文
字和城市， 统称为 “文明三要素”。 若
按此标准， 中华文明就只有殷墟时期
至今的 3300 年的历史， 这显然有失偏
颇。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 ， 我国适
时开展了上述探源工程 ， 借助大量考
古遗迹的发掘， 进一步厘清了中华文
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脉络 ， 并为文明
的界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方案。

在这场深入持久的考古溯源中 ，
以王巍为首席专家的科考团队 ， 创见
性地提出了新的文明三要素 ， 一是生
产发展， 人口增加 ， 出现城市 ； 二是

社会分工， 阶层分化 ， 出现阶级 ； 三
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 书中 ， 王巍从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特点 ， 中华文明
起源 、 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 ，
中原地区文明起源考古最新发现等多
个方面， 勾勒出一幅蔚为壮观的中华
文明盛景， 阐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深远意义。 王巍指出 ， 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都邑遗址和各地中
心性遗址和区域调查 ， 揭示了中华文
明起源、 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
段性， 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 揭

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 ， 探讨了以中
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过程 ， 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 、
兴衰原因、 内在机制等取得了较为系
统的认识， 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辨识
文明形成标志的中国方案 ， 丰富了世
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书中 ， 王巍依次概述了 “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 的背景与缘起 、 宗旨与
特点 、 主要研究内容等议题 。 尔后 ，
介绍了散布于中原地区 、 长江流域 、
黄河流域、 辽河流域等文明遗址的发
掘情况。 它们中既有河南灵宝铸鼎原
遗址群、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迹 ； 也有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 、 安阳殷墟 、 四川
三星堆遗址等重要历史遗存 。 他在全
书中还展示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的主要成果， 揭示了华夏文明与异域
文明交融互鉴的要义所在。 王巍认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 通过大量考古
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 从历史 、 政
治、 经济、 文化等维度 ， 向世界有力
地表明， 中华民族有着 5000 多年的文
明史， 完全是真实存在的 。 这一结论
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 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 推
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
义。

书中 ， 王巍还系统总结了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各阶段的任务要求 ， 从
2002 年工程立项， 到各文明遗址遗迹
的抢救性挖掘 ； 从考古文物的收集 、
整理及保护， 到中华文明宏阔历史的
梳理。 在 20 余年的栉风沐雨中， 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如期完成了各节点的工
作安排， 目前， 正朝着加强理论阐释
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 概而言之 ， 以
王巍为首席专家的科考团队 ， 通过对
遍布于中华大地上文明遗址的考古发
掘 ， 掌握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
借助多学科的协同联动 ， 对自然环境
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 ， 以
及对各地区文明的孕育、 形成及发展，
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 对各地区文
明交融， 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
的文明态势 ， 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
对各地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
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 有了相对完整的
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功在当代 ，
利在千秋。 它以其丰富的学理性和翔
实例证， 使世人得以一睹中华文明的
千年芳华， 洞悉到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文明史的辉煌灿烂。 它所揭示的中华
文明丰富内涵， 以及炎黄子孙对人类
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 早已载
入历史的书页当中， 彪炳着千秋 ， 鞭
策着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中， 去书写新的文明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