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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人读《民谣》

精品图书推荐

以较高理论和现实研究水准策应中央决策
——评智库新书《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

让年俗文化历久弥新

□邵春驹

王尧先生《民谣》问世以来，广受关注，
佳评连连。不过我觉得，其中还缺少了作
者家乡人的声音。这是一部以 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东台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要对
它作出充分阐释，来自东台的读者无疑是
需要的。

作为家乡人，我读《民谣》最大的感受
是：真实。首先是地理环境。莫庄、吴堡、凤
凰垛、江南大队、时堰公社、台南公社、安丰、
西溪、后港、陶庄、溱潼……这些都是真实的
东台以及周边地区地名。东台城里的体育
场、汽车站、医院，都是按照老东台城的真实
情况写的。其次是地方风俗。如关于“庄”

“舍”“墩子”的介绍，关于七仙女和董永故事
传说的介绍，细致而又逼真。还有真实的事
情。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石油钻井队，老一辈
东台人都知道这段往事，我当年住在城里，
也经常听到从西南方向传来的放炮声。

书中随时出现富有地方特征的真实事
物。用具如淘箩、钉耙、稻床、水泥船，劳动如
养蚕、收麦、挖猪草、搓草绳、捞水草，食物如

涨饼、赤豆冰棍，儿童游戏如“挤癞子”。还有
小说中的方言。“装佯”“打荡”“念叨”“没有做
头”“麦子起身”“人色坏了”“对得起哪个”，以
及许多骂人话。还有真实的氛围。“冬天里的
乡下，一切都僵死着，大人和小孩都像筛糠一
样不时抖着。”读到这样的句子，不由让人想
起儿时在乡下冬天的情景。

至此，作为家乡人，我想指出一点：《民
谣》在书写现实的真实准确方面，超过了一般
小说。作者借用大量完全真实的历史和地方
元素，几乎原封不动地写到小说中。虽然“镜
子”论似乎有点过时了，可是我应当承认，真
实是我从《民谣》获得阅读愉快的主要原因。
作者在还原地域和时代现场方面的能力十分
高超，令人佩服。也许这个看法不算多高明，
不过指出这一事实是必要的。

得出这一结论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有两
点。首先，是对《民谣》阅读价值的拓展。它
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真实的东台镜像。它
不仅是小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信的

历史文本，对于认识上世纪东台，特别是范公
堤以西地区东台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我更
愿意把它看作一部小说体的地方史、平民生
活史，而且比一般正式的史书更鲜活生动，更
多精彩的细节。今天和以后的读者如果想了
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台堤西地区的生
活、民情，《民谣》是不可不读的书。

其次，是对《民谣》认识的深化。从创作
需要看，书中有些内容是可以不照实写的。
换个地名，对真实事物稍微加以修改，技术上
都不困难。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
要这么做？联系小说内容以及其他信息，我
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借此表达对家乡、对
过去时光的深切感情。整部《民谣》是一部饱
含感情的书，对自己过去生活的追念是作者
创作的重要动因，所以他在写作中大量使用
真实元素，是很自然的。

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从文本到观念都
多元化了。不强调社会功能责任，增加写作
的私人性，是小说创作的新路径之一。在小
说创作中通过非虚构化来寄托怀旧感情，《民
谣》也并非个例。这可算是观察当下小说创
作的一种有意味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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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刊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开启了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
章。由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总撰稿，王佳
宁、李晓奇总策划并主编的《在盐城，看见美
丽中国》，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集前瞻性与策应性、
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是较早持续深入开
展研究，体现较高理论水准，最快策应例证中
央决策的一部力作。

一、凸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研究的较高理论水准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
开篇分析“思想领航”对建设美丽中国，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引领作用，
充分体现了新型智库对中央决策的前瞻性，
充分体现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度领悟。

《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对思想领航进
行全面提炼与深度研判，进而对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与内涵体系做了理论
分析。新著对“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思想领航做出六个方
面提炼与研判，党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资源
环境约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
共建共享生态福祉、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融
以及积极参与全面生态文明建设。新著对
思想领航的这些提炼与研判已经全部转化
为《意见》的总体要求与战略行动，充分体现
了新型智库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领悟的
较高理论水准。

在前瞻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盐城，
看见美丽中国》选取已经发挥“探路者”和“领
头雁”作用的盐城，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示范
样板。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来解
读盐城实践，独家提炼盐城实践的四个关键
取向、四个深刻把握和六大创新之举。前瞻
性的深度理论研判并对示范样板的深入分
析，充分体现了新型智库对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持续深入研究。

二、全面策应中央印发的《意见》，彰显新
型智库服务中央的能力和前瞻

《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对习近平总书
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的深度研究
与示范样板案例的深度分析，体现了新型智
库服务中央决策的前瞻性视野和能力。新著
高站位、大视角、宽领域、聚亮点。由思想领
航，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内涵外延的
研判；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论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三
个时期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演进轨迹；
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简要综述凸
显中国道路的独创性。新著前瞻性地对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较早研究与较高水准，全
面策应了中央印发的《意见》。

《意见》提出，“新征程上，必须把美丽中
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
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
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
家园”。《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在开篇的

“看见思想领航”部分即对《意见》中建设美
丽中国的“新征程”形成了高度策应。“思想
领航前行之路”就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
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
论创新成果。‘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
容。”这些对思想领航的理论研究不仅与中
央对“新征程”的擘画形成了高度策应，也为
中央提供了前瞻性的理论研判，为《意见》的
学习贯彻落实提供了理论引导。

不止于“看见思想领航”，在“看见内涵外
延”“看见寻根碳源”以及“看见实践伟力”部
分，《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从理论内涵、理
论演进以及国内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盐城实
践中展现的理论伟力等不同维度论证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新著把中国式
现代化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起
点，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范畴作为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体系，全面研究、深
入研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内核。为
中央谋篇布局美丽中国建设、《意见》的战略
设计发挥了理论研判作用。

《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的重要特色是
对实践案例的深度提炼，无论是国内九个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的深度比较与镜鉴分析，还
是对盐城作为一个设区市建设美丽中国实践
的深度挖掘与细致品鉴，全面分析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思想指引作
用，为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最快的示
范样板，这些研究充分彰显了新型智库服务
中央决策的前瞻视野与研究能力。

三、盐城案例是设区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设美丽国家，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一项伟创之
举。按照中央部署，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蓝
图已经绘就，目标步骤已经锚定，到2027年，
形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样板，美丽中国
建设成效显著；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八
大实施战略已经明确，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守牢美丽中国建设
安全底线、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开展
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健全美丽中国建设
保障体系以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

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既需要在全国范
围深入推进，又需要实践样板示范引领。《在
盐城，看见美丽中国》对盐城这一设区市示范
样板的理论诠释、实践逻辑、发展样态进行了
全方位的深度分析，独家提炼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现代化盐城实践的关键经验，系统呈现
盐城的一市五县三区全方位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实践图景。盐城实践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写照，快速传递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设区市示范样板，
为各地落实中央决策、学习贯彻《意见》提供
了参考“答卷”。

盐城实践的核心经验在于，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
发挥区域优势，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一个个市县区对“思想”的领悟，对“态
势”的把握，对实践的“例子”，对“愿景”的向
往，展现了盐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的实践方案，生动呈现了盐城对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成功实践，成为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最新例证。

此外，《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可读性非
常强，语言精练，图文并茂，设计精美。中国
传统文化中蕴奥之语言、精美之修辞在很多
著作中被遗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
在很多著作中被遮蔽了。而《在盐城，看见美
丽中国》的一个重要特色就在于，用楹联的语
言之美、流畅的典文之雅展示了美丽中国建
设盐城实践的独特魅力；用一幅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景呈现出美丽中国建设盐城实
践的清晰画面。《在盐城，看见美丽中国》将盐
城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
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幅幅图景自然
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幅幅图景中，我们看
见美丽中国，看见美丽中国的新答卷。

□刘小兵

春节的话题，总是一年一年吸引着人们的
目光，让人为之倾心。著名民俗学家程健君
所作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春节》一
书，立足春节的民俗研究，在探寻其起源、发
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就如何传承和保护春节年
俗文化并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等议题，作了深
入探讨。

该书将历史追怀和田野调查融于一体，先
后探究了春节习俗与城市文明、各地过年的习
俗演进，以及年画、剪纸与春节之间的深厚渊
源，堪称一本行走中的备忘录。它通过展示农
耕时代业已形成的岁时节俗，对比古今春节的
现实差异，将深蕴在春节习俗中的文化内涵，
逐一揭示。

春节，又称“过年”。“年”的概念，最迟周代
就已产生，在农耕时代，每到岁末年初，正是天
寒地冻的农闲时期，通常也是农民较难度过的
岁月。为了求得风调雨顺和来年兴盛，彼时，
天子会率领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普
通百姓也会特意放下农活，祭祀祖先和神灵，
以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久而久之，沿袭
下来，便有了“过年”之说，传统的过年，从腊八
就已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整个春
节期间，衍生了许多民风民俗，主要有守岁、拜
年、吃饺子、贴春联等等。

为了表达对春节的喜爱，古时人们纷纷
把对过年的感受，通过文字和图画的形式，留
存了下来。远古时代，由于纸张还没有产生，
这些信笔涂鸦大多被刻于石上，由此诞生了岩
画这门艺术。这些线条粗犷、笔法稚嫩的作
品，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年画。后来，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纸张产
生以后，年画大多被绘制在洁白的稿纸上。年
画的变迁，不但反映了人们欢度春节时的喜
乐心情，描绘了各种欢庆时的热闹场面，而
且，也将各民族过年的一系列习俗，用极富动
感的多彩画笔，以风俗长卷的表现手法，尽情
展示了出来。纸，一时之间成了歌咏春节的
最佳物质载体。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的画卷，
从来就是丰富而立体的，紧随年画的脚步，很
快，剪纸这门民间艺术也应运而生。为了喜
迎新春的到来，人们悉心勾勒、精心创意，穿
行于空灵与虚实之间，透过张张镂空的纸张，
在小小的方寸之地，鲜活地描摹出一幕幕生机
盎然的迎年图。至于腊八喝腊八粥，祭灶日扫
尘、贴春联，年三十夜吃团圆饭等众多年俗，和
年画、剪纸等民艺一道，共同装扮着我们共同
的节日——春节。

在作者看来，“以春节为典型的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人
的历史记忆，铭刻着天下华人的浓浓乡愁，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望。”围绕着春节，人们所创造的流传千百
年的传统文化艺术，以及那些温润可亲的过
年习俗，不仅给人们带来幸福感，还给人以美
的享受。但是，也应看到，随着时代的飞速发
展，一些沿袭了千年的春节习俗，已日渐式
微，有的甚至被新的年俗所替代。为此，作者
在书中大声疾呼，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仅要
知道传统节日文化的记忆和精神承载，而且，
也要懂得对传统节日的敬畏和感恩。春节，
是一个万家团圆的节日，它让天南地北的人
们，不远万里赶赴家中，与亲朋好友共聚一
堂，共同感受家的温馨，体悟人世间最美的亲
情、友情和爱情。春节，成了家的代名词，它
纾解着远方游子浓浓的乡愁，承载着一代代
国人最美的文化记忆。基于此，我们在传承
以春节为代表的年俗文化时，就要倡导人们
在春节期间多回家看看，在身体力行中，让年
文化抚慰人心。

全书还带领我们穿越到宋时的汴京与临
安，借以领略古人欢度春节的盛况；深入到近
现代的天津、开封及菏泽，去感受现代人过年
的场景。作者认为，对于我们的年俗文化，要
用世界和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正确处理好文化
赓续和文明互鉴的关系，以此推动传统节日文
化根深叶茂，历久而弥新。

《范仲淹传》
程应镠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张新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