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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读心理，找寻自我成长治愈之路
读职场，完成职场修炼之旅
读时尚，读懂时尚背后的文化
读文化，品味历史的厚重
读天下 阅未来
愿每一个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潘晓文

《石榴花开》

《看不见的顶峰》

《看不见的顶峰》记述盲人
登山者张洪从出生到登顶珠穆朗
玛峰的人生旅程与心路历程，是
一部聚焦亲情与梦想、展现力量
和温暖的纪实性自传作品。本书
分为“接纳失明”“开始登山”“密
集筹备”“冲刺与告别”“初见珠
峰”“下山以后”“光环之下”等 10
个篇章，主要从梦想、亲情、极限
运动三个维度展开，讲述作者作
为一个健视者在双目失明后，如
何通过刻苦训练成功登顶珠峰的
经历，表现了作者不屈不挠、坚持
不懈的精神品质。

《风尚故事》

本书分为风尚记忆、风尚剧
场、风尚工坊三个板块，从家庭与
婚姻、服饰与身体、教育与职业等
多个角度，解读文物与展览，用
生动的语言与人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辅以卡通人物的时空对
话，寓教于乐，讲好中国妇女儿
童故事。书中设计了两个不同
时期的人物——风儿为 1840 年
以后清朝末期人物，尚儿为20世
纪二、三十年代人物。全书以她
们穿越时空的对话为线索，讲述
了近代百年间中国女性觉醒与进
步的故事。

《故事营销》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品
牌。李光斗的《故事营销》是一部
品牌建设和营销管理的经典之
作。本书通过作者亲身实践的许
多生动案例详细讲述了故事营销
的步骤和方法：什么是好故事？
如何讲一个好故事？如何设计故
事母题？如何向商业资本讲故
事？如何通过讲故事创造财富？
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故事创
新？本书给人的有益启示是：品
牌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更是一
种以故事为核心的情感产品。

5G 时代已经来临，注意力比
黄金还宝贵，只有故事才能深入
人心。学会讲故事不仅会改变你
的人生，让你成为人际沟通的高
手，还可以为品牌注入灵魂和生
命，与消费者建立起息息相通的
情感关系。本书经过多次修订，
不仅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更可成
为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进行品牌
建设和故事营销的操作指南。

石榴花开照眼明

何建明讲述新疆民族团结故
事的长篇报告文学《石榴花开》，是
一曲时代精神的颂歌，也是一部情
感迸发的激昂之作。作品从民族
团结、边疆稳定、民生福祉的高度，
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变化中，展现
新疆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援疆工作
者的奉献精神，讴歌各民族同胞兄
弟情谊。

《石榴花开》计16章、近40万
字，富于现实性和现场感，尤其是
以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开掘民族
团结石榴情。中华传统美德是民
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也是作品人物
精神的体现。塔城有一群秉持大
爱，为社会奉献爱心的人。97 岁
高龄的曼热亚木，数十年坚持做好
事，是远近闻名的维吾尔族“爱心
妈妈”。她当过中学校长，帮助过
多名失学孩子，尤其是帮助女童回
归课堂。即使退休后年高体弱，她
仍带领大家在社区做好事。“她嘴
边常有句话：‘我们一生受到了阳

光的普照，所以我们要有爱。有了
爱，就有了一切。’”作品通过这个
人物，写出了在这个大家不分民
族，而是称自己为“塔城族”的地
方，爱的暖流如何生生不息。在塔
城，传颂着“榆柳情”故事。榆和柳
是不同的树种，但在额敏县的塔斯
尔海村头，榆和柳相互依偎，连体
共生，形成一道自然风景。这道风
景正是现实中民族团结的象征。
村民林忠东和库尔鲁西·乌斯曼两
家，数十年来共谋富裕路，汉族兄
弟帮维吾尔族兄弟建牧场、屠宰
场，是“半个世纪一家亲”的典型。
在裕民县，也有一对民族兄弟——
范博昌和木合塔尔，他们一同创业
发展，犹如“榆柳”同心，一时传为
佳话。

塔城发展日新月异，有各民族
人民的共同努力，也有来自外省的
支援。“亲帮亲”“东部帮西部”，全
国一盘棋，体现了“制度优势，国家
特色，人民情怀”。辽宁省对口帮
扶塔城，先后多批派员支援，“辽宁
援建”成为塔城地区一个“光鲜标
签”。“文化润疆”“智力援疆”也取
得显著成效。作品描绘了援疆工
作者的牺牲精神，在裕民县任职的
张成良和在沙湾市工作的赵震，是
他们中的代表。家中有老人去世
不能回家尽孝，孩子升学不在身
旁，他们克服个人困难，为了“结亲
地区”的民族兄弟，在平凡而特殊
的工作中默默奉献，诠释了民族团
结的担当与道义。

《石榴花开》融纪实性现场还
原与文学性情感抒发于一炉。叙
事精雕细刻，抒情饱满真挚，体现
出作家对纪实作品的主题提炼和
诗意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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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面文字
走向广阔天地

身为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典型代
表，作者夏鲁平先生始终坚持在文
学宝贵的净土上辛勤耕耘，通过他
近些年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我
们能够品味出时代与人性之中的纷
繁复杂，以及独属于东北这块神奇
土地勃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作为
汇聚了其创作历程中颇具代表性质
的小说集，《雾岚的声音》通过十篇
中短篇小说向我们展示出了作者之
于文学的情怀与感悟，进而从纸面
上的文字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全面展示与诠释那些生活在黑
土地上的人们并非是一件易事，风
土人情包含着一方山水的文化特
质，从任何一个角度与层面的切入
都有着较为开放兼容的视角和选
择。对人物的关注与描写之所以能
够成为夏鲁平笔下的关键所在，在
于他对人性之中的简单与复杂、冷
暖之间的苦辣酸甜、生存之下的悲
欢离合等透彻而又深刻的理解与体
验，小说的故事也藉此发生在了这
样一群颇具时代性格特征的普通人
身上，他们并非是那种身负悲壮使
命或者横跨在善恶之间的探索者，
而是拥有着最平凡特质的人性长短
以及对现实的强烈映射，无论是表
现在外，还是内秀于里，这些“小人
物”塑造上的成功无疑体现出了作
者驾驭各类文本故事框架的深厚功
底，不仅为整体故事的推进奠定了
基础，更以深入细致的人物形象成
功与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黑土地上
鲜活生动的众生相

小说选集中的每一篇，几乎都
有着令读者产生深刻印象的人物，
在人物举止言行、动机心态以及精
神思想上的拓展，使得他们能够在
有限的小说空间迸发出极为丰富的
能量。在这里面，我们认识到了来
自基层社会各个层面下的普通人，
他们或是外卖小哥，或是空巢老人，
或是观察他人的旁观者，或是视角
鲜明的经历者，不同身份与地位上
的差距丝毫不妨碍在故事构造上的
主动与积极，成功抓住人物的关键
赋予了每一篇小说以更加强烈的

“人”的意味，由人推事，由事及人，
世事纠葛下的人生百态构成了东北
这片黑土地上鲜活生动的众生相。

历经多年写作上的沉淀与积
累，我们在《雾岚的声音》小说选集
中，能够品味到作者对于外界客观
大小事物细致深度的观察，借由文
学上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创造手法，
对当下人们时代呼声的描述，以及
对个体心理诉求的阐述，都做到了
很好的诠释。每一篇小说所孕育的
主题思想确立在了作者动笔之前的
时刻，从一个小细节或一句开场白
开始的故事徐徐拉开了帷幕，在叙
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作者所
要传递的真实意图，从起到落的整
个过程包着起承转合式的精巧设
计，令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丝毫不觉
得乏味枯燥，相反还可以跟随着作
者所架构的叙事脉络一步步接近与
还原出故事的真相。

以客观冷静的
角度观察人世间

同名小说《雾岚的声音》中，
“我”带着对已逝父亲的感情走进了
继母独守的家中，在聆听声音的交
换与传递中完成了对继母本人的理
解与善待；《欢迎光临》中外卖小哥
沈家旺曲折的人生穿插于吃饭的餐
馆桌前，他所寻找的人更像是对过
去那个自己的握手言和；《哈拉海有
了太平鸟》将视角放在了扶贫村中
的“贫困户”伊尔根身上，物质上的
短缺与精神上的富裕形成了内与外

的鲜明比对，人与人在认知上的差
异依赖于不同的评判标准，贫身而
不贫心便是伊尔根的人生追求；《养
水仙花的人》记录了空巢老人于半
天之中对从前的回忆，水仙花成长
的经历仿佛仍在滋润着人与人相互
之间的温暖依存。

《春暖花开时》的老街坊们，有
着曾经那个时代中纯真良善品质的
细致写照，时间磨不去的感动至今
依旧存在；《遥远的筒子楼》内有像
罗叔叔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邻居，
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的日子零
碎却有滋味，对于自身行为的反思
与总结，都付诸时代所承载的悠悠
岁月之中；《二十多天》的女儿选择
了用她者代替对于母亲的思念，尽
管身份差异悬殊，但当走进彼此的
心里时，有关爱的理解是大家共同
的铭记；《父亲在天上》的二大爷用
实际选择书写着对于野山参的执
迷，这背后对于生死与亲情的理解
却更像是一次难得的告别；《植物
志》里的老先生在手机与现实之间
不断调整着自己的适应力，内心渴
求于亲情交流，演绎出了妙趣幽默
且又些许哀伤的鲜活故事；《老人
味》的男主人公从台前走向幕后的
人生经历着人际关系与情感纠葛，
在与女儿和伴侣的兜兜转转之间迎
接着最终结局的到来。

十篇不同风格类型的小说所呈
现出的文学特质，像是作者带领我
们站在客观冷静的角度去观察人世
间千差万别的生存状态，这些沾满
了东北辽阔大地清新泥土气息的文
字所表现出的张力无疑令读者耳目
一新、为之欣慰，从讲好故事到理解
故事，从这里出发更好地奔赴更加
广袤的远方，我们所聆听到的声音
是属于这个时代最真挚的回响。

（作者 姜玉文）

蕴含着广袤生命力
的作者，总是喜爱在文学
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尝试，
他们将地域色彩、个人
丰富经历，巧妙地转化
为类型多样且寓意丰富
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一
段段有关于人世间曾经
或者正在发生着的沉浮
往事。个人追求与写作
情怀的融合，缔造出创作
者更具鲜明的文学魅力
和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