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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

新书讯

“回味、咀嚼中国工人历史印记，为伟大
的工人阶级立传、画像：以文学史的形式反映
中国工人阶级从苦难抗争再到当家做主人的
历史，记录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工人生活，
便于后人真切地触摸历史。”这是《中国工人
文学史》腰封上的几行大字，准确而鲜明地
概括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意义。

由李惠敏、田丰、陈国元等人共同完成的
这部作品，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较为完备的
中国工人文学史。中国文学的历史非常悠
久，中国的史学书写传统也非常深厚，但文学
史的出现则是 20世纪之后的事情了。百年
来，各种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但有关中国工
人文学的史著屈指可数。通过比较可以发
现，无论是从中国工人文学的叙述时间长度，
还是所涉及作家作品之多，抑或所涉及地域
之广、文学体裁范围之宽，这本《中国工人文
学史》都可以称作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工人文学史。同时，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小说
史、散文史、诗歌史、戏剧史，以及各种各样的
文学断代史、流派史、乡土文学史等，但唯独
缺少一部工人文学史，这本书填补了我国文
学史书写中的学术空白。

这部作品注重从概念入手，从根本上厘
清了工人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它重点考察
了工人文学与工业题材文学和工业文学不
同的内涵，指出“使用工人文学的概念，就避
免了工业题材文学概念的局限，能够将所有
属于工人范畴的人物均纳入其中”。同时指
出本书中所用的工人文学概念是广义上的，

“创作者可以是工人作家，也可以是其他作
家，只要他创作的作品在内容上反映的是工

人生活、工人命运，即为工人文学”。可见，
本书所使用的工人文学概念要比工业题材
文学或工业文学的概念更宽泛，可以将更多
的作家或作品纳入文学史的书写中。同时，
工人文学的概念更具包容性，该著作就是要
以工人为中心，“以文学史的形式为中国工
人阶级立传”，同时也是“以文学史的形式为
中国工人阶级一百余年的发展留痕、画像”。

《中国工人文学史》规模宏大，以 97万字
的规模，涉及作家上千人、作品万余部，尽可
能丰富地收录工人文学的作品。工人文学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相对较弱，长期以
来作品底数并不清晰，材料也较为零散，缺
乏系统的整理，专门从事工人文学研究的学
者也很少，这些都给本书的撰写带来极大的
困难。以李惠敏为首的课题组想方设法克
服各种困难搜集资料，理清底数，设计结构，
出色地完成了书写任务。本书的内容极其
丰富，既有对作家的基本情况、重要作品的
详细内容、作家作品特色价值的记述，也有
对中国工人文学起源、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
的勾勒，既有对中国工人文学主题风格、作
家作品特色的分析，也有对中国工人文学现
象、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评述，完成了对百年
来中国工人文学的全景式叙述，可以算得上
中国工人文学的百科全书。

该书的基本框架采用了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既有的时段划分、叙述逻辑和文本形
式，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文体为编，
划分为四大板块，以历时性发展为经线，建
构起板块分明、线索清晰的叙事体例。在每
种文体当中，根据作家的创作情况，或单独

设章，或单独成节，或几人成节，或只在概述
中体现。通过章节的设置，为作家确定不同
的文学史地位。

本书中为作家设有专章的是小说家草
明和剧作家田汉。这种设置体现了作者独
到的史学眼光和审美判断。书中在谈到草
明时写道：“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草明的
文学成就不算突出，以致有的文学史著甚至
会遗漏草明的名字。然而在中国工人文学
史上，草明的贡献和地位则是十分突出的，
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工人文学史上，
草明是不可替代的，书中引用了贺敬之对她
的评价：草明是“一生写工人的唯一中国女
作家”。正是由于她一生写工人，且取得了
重大成就，所以本书为她设立了专章。对于
田汉，本书认为他“当之无愧是 30年代工人
戏剧创作的翘楚”，他有关工人的戏剧创作
多，影响大，在 30 年代的“创作成就明显超
越其他作家”，同时也非常客观地指出田汉
的工人戏剧创作“尽管数量可观”，但“缺乏
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经典之作”，“未能传
之久远”。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本书为草明
和田汉都设立了专章，给予他们很高的文学
史地位，但同时也客观、冷静、辩证地指出
了他们存在的问题。我非常认同作者的史
学眼光和学术判断，他们根据自己的史学原
则和艺术标准，作出科学的、合乎历史且经
得住推敲的史学判断。这是难能可贵的，也
是我在阅读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和巨大
收获。

相较其他更成熟的文学史著作，这部《中
国工人文学史》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一

是本书在介绍作家作品方面，用力较多，评
述较为详细，但理论性似乎不够，特别是整
体上的概括梳理、综合提升、史学定位方面
略显不足。二是在内容的详略和篇幅比例
上，个别地方显得不够协调。有的作家被列
为专节，但其文字比重有时还不及几个作家
合节中的某个作家的篇幅大。三是从整个
体例上看，散文部分没有为作家或作品列出
专节来，显得概述性内容较多，重点不突出、
不鲜明。四是虽然著者在写作过程中下了很
大功夫，试图把尽可能多的作家纳入文学史
中，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有遗漏。就笔者
所知，1922年《东方杂志》第 19卷第 23号、24
号曾经发表梦雷的小说《微波》，这是一篇明
显反映产业工人生活的作品。这份杂志
1923年 20卷 10号还发表了梦雷的《学艺》，
这是一篇关注学徒生活的小说，也没被收
录。当然，文学史料浩如烟海，作者难以做到
穷尽，这不必过多苛求。

任何一部史学著作，都不可能是尽善尽
美的，更何况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对此作
者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序言中写道：“百年
中国工人文学史的发展或许还有诸多缺陷和
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应该首先正视它的
存在，理性对待，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总结
经验、挖掘资源，为迎接后工人文学的更大
辉煌创造条件。”我相信《中国工人文学史》
不仅是一部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
部继往开来的著作，它继承了前辈学人的学
术积淀，也必将为未来工人文学的繁荣发展
创造条件，为工人文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指引。

□王勇

全景式梳理百年中国工人文学史

一本书能给人一点感悟、一些启发、
一缕想象，就是好书。石泉县女作家王
友芝的散文集《往事如烟》，让我速读了
一遍，又精读了十几篇，然后写下一句读
后感：因为热爱，所以有力。或许因为是
女性作家，该书充满浓郁的情爱、母爱和
亲情之爱。然而，真正让我从中感知世
态人情、天地凉热的，是她所倾情的人间
大爱。

爱国家，其深情感天动地

该书的爱国之情，首先体现于第一
篇文章《鎏金铜蚕出土记》。文章以细
腻的描写，为我们讲述了石泉县池河镇
谭家湾村农民谭福全一家为国献宝的
曲折故事。1984年冬天，谭福全率儿女
在门前的池河里淘金，淘出一枚金蚕。
他请县上来人鉴定，初步判断是文物，
便拒绝了购买、兑换等一系列诱惑，经
过十个月的打听，终于在 1985年 9月 23
日将其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交给了国
家。文中关于他如何发现、怎样保管的

描写，真实感人；关于他如何借路费、搭
便车、赴省城的行为描写与心理描写，
生动形象。尤其是他生病之后不居功
向国家伸手，于 63 岁就悲壮离世的情
节，读来令人感叹良久。后来，这枚鎏
金铜蚕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而声
名大振，价值连城，陕西历史博物馆追
授谭福全为“荣誉馆员”。然而，当馆
方听说谭家生活困难，带信让他凭当
年的收条申请补助时，谭福全的遗孀
付远香断然谢绝。她谎称条子丢了，
并告诫孩子们：当年我们把国宝献给
国家，是应有的爱国行为，如今决不能
以此来贪占国家便宜！

读到这里，我热泪盈眶。作者用深
入的采访、质朴的语言，让一户普通农民
的爱国情怀，因为国宝的传奇而荡气回
肠，令人景仰。

爱家乡，把文脉融入血脉

池河镇是作者的出生地、成长地，她
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老街
上的一砖一瓦。无论是长大之后在外省
工作，还是下海之后在天南地北闯荡，她
都忘不了家乡的那一口土菜、娘家的那
一碗面条。甚至，当事业有成，她不忘回
馈家乡，并在后来用极大的热情去推动
金蚕小镇建设、蚕桑文化研究及桑海沧
田景区开发。

这一切，都是浓烈的乡情。这激情
酿成的文字，让人越读越有嚼头。

当我读罢其若干回忆家乡往事、描
写家乡人物、推介家乡美景的文章，再
翻阅《情寄家乡池河镇》，看到作者关于
池河古称直水，是子午道通汉江的入水
口等文史考证时，方才恍然大悟：是故乡
的文脉，连着游子的血脉。这种血浓于
水的深情，让人明白：她之所以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对故土认识深
刻，对家园领悟透彻。

爱岗敬业，发自肺腑的写实

该书因系纪实散文，作者所见所感

而写成的爱岗敬业的故事很美，也很
多。当水电工人时，她在鬼城丰都的数
次历险，把人读得心惊胆战；在创业办厂
时，若干受苦受累的难场事、受辱受惊的
伤心事，让人感叹不已；在担任蚕桑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和鬼谷子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会长期间，从办文、办会之类事务上
的锻炼，到考察、交流、学术研究上的克
难攻关，我们看到了她从“女汉子”、女儒
商到女专家的拼搏与转变。

最令人惊讶的是她在 2003年 4月，
冒着地震、非典的危险，在大兴村蹲点 40
多天，帮助 23 户蚕农打赢了春桑攻坚
战，获得了非典时期的大丰收。

当我从“5月 3日收蚁后，将嫩桑叶
消毒，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叶撒进蚕
床内，蚁蚕饷食，并用细筛喷撒小蚕防病
一号。每天喂三次消毒桑叶，如此反复
操作。”这类纪实文字中读懂了她的精
心、耐心、责任心，方知“爱岗敬业”是她
此生的最美作品。

热爱文学，用心而为的创作

该书的前十篇文章，以其精彩的故
事、精美的论述，展示了作者半路出家的
从文历程：因为爱家乡、爱工作而爱上地
方文史研究，因为文史工作而爱上文化
考察与学术文章写作，因为钻研文史与
写作而爱上文学，而在文学的研读与创
作中，她最爱散文。

因为她明白，散文最易于记录生
活、反映工作、表达情感、探讨真理与
服务社会。

所以，她不仅写了养蚕历史、蚕公传
说、嫘祖传奇、鬼谷岭考察、蚕桑产业考
察等数十篇文史散文，而且写了《拜谒王
家庄》《打造旅游胜地鬼谷山》等若干篇
学术笔记。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仅看
到她对文学如何爱得深，还看到了她是
如何悟透散文创作，并获得真经的。

书中的《人生如散文》《在散文创作
中的感悟》就是明证：因爱而学，学中练
笔；写出所爱，因爱而美。 □李焕龙

爱是创作动能
——王友芝散文集《往事如烟》阅读心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是中华
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精粹，是我国五言
七言古体诗的最高峰，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
颗璀璨的明珠。

唐代各阶级阶层丰富多彩的生活，
为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素材。唐代对各族
文化、儒释道及各种思想采取的兼容并
包的态度，形成了唐诗的群众基础，促进
了唐诗的繁荣和发展。

在浩瀚的唐诗中，出现最多最好的
诗作当属“咏长安”“话长安”的诗作。这
些诗作反映了唐都长安的经济繁荣盛
况、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稳定和发
展、长安地域的大好河山、长安大地如画
的美景。

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如何解读唐
代的历史，尤其是唐代长安历史的真实
面貌，如何传承唐诗的顶峰艺术，学者李
顺年的《唐诗咏长安》和近日出版的《唐
诗话长安 1-3卷》为我们学习唐诗，深刻
了解唐都长安，了解唐代历史提供了良
好的典范读本。

在《唐诗咏长安》中，收录了唐太宗、
武则天、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王维、
贾岛等近 120名作者近 400首诗歌。在
三卷本《唐诗话长安》中，收录更多作者
记述唐代长安，展现唐代长安，评价唐代
长安，赞颂唐代长安的浩繁诗作。

作者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
度，对这些古典诗词进行了精准到位的
注释和题解，剖析了这些作品产生的时
代背景、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深刻厚
重的思想意境、深邃宽广的积极寓意、
高超精妙的写作艺术。解读了这些诗
中，记述整个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
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国际化
大都市的社会各个方面。上至皇帝、大
臣，下到黎民百姓等各个层面的人和
事。是对古都长安大好河山、地域风
貌、风土人情的赞颂。同时，也是对唐
朝廷任用奸佞、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官
场险诈、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抗争和
忧愤的揭露，对人间的真挚友谊、男女
纯洁和忠贞爱情的褒扬。

作者对这些诗作进行了精准到位

地散译，使这些难懂的古典诗词成为
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现代美文，展现在
读者面前。成为读者深入了解这些诗
歌的要义，深刻理解诗人所表达的思
想感情，深刻领会这些诗词的思想意
义，掌握这些诗歌艺术的精妙，从而更
好掌握了解大唐兴盛和衰落历史的金
钥匙。

李顺年老师不但对古典诗歌、古典
文学有着精到的研究，而且学以致用，
写出很多精湛的现代诗和精美散文。
在我几十年来主编的《长安报》文艺副
刊、政协文史资料《长安百村》《老长
安》、文学刊物《秦岭特刊》等向他约稿
时，他都拿出了思想深刻厚重、艺术质
量上乘的好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和称颂。

李顺年老师为人谦虚坦荡、处事谨
慎，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但他从不懈怠，仍不断钻研，默默创
作，默默为社会奉献。他和我同龄，都年
过古稀，我们亦师亦友，他更是我终生敬
佩学习的楷模。 □王峰

从李顺年的《唐诗咏长安》说开去

近日收到王正华老师的博文集第
三卷《怡情揽墨》，笔者心情非常激
动。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偶然与网
络博客结缘，便倾心于写博文，一写就
是十年，著就百万字的三卷博文。他
的博客之“情”尽在其中。

王正华老师在《怡情揽墨》一书自
序中开宗明义：“《怡情揽墨》走进现
实、感悟现实，被现实陶冶、熏染，耄耋
岁月为现实张帆呐喊。”

本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
现实生活。而王正华老师正是以现实
生活为根据，把自己的亲历、亲见、亲

闻写进文中，抒发自己的感悟，或褒或贬都具有特别强
烈的针对性，使人能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理解、容易接
受。这和那些空洞说教完全相反，让人有亲临其境、感
同身受的体验。

王正华老师文章的一大特点是有感而发，一事一
议。他写了很多诗歌，以简练、谐韵的诗句表达自己的
观点为主。这种形式在描述事例的一些具体细节时，会
受到一定局限。因此，几乎在每首诗的前边，都加有一
段事例的简要介绍，这正是他把自己的文章建立在现实
之上的依据。

他的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把自己摆进去切
身感受思考。不仅在写作、在评论，而且在实践、在力
行，处处以一位老党员、老战士、老新闻工作者的标准
要求自己、衡量自己、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是空
对空，也不是光对别人，更是联系自己的实际，在现实
中陶冶、熏染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在职时，
他曾任单位宣传部部长，在现在的微信群里，很多人仍
称他“老部长”，十分亲切。

纵观此书，始终贯穿着一个“情”字，党情、国情、军
情、民情、友情。

在《写在建党百年征文结束时》和《我有一枚纪念
章》中，都可以听到这位老党员的铮铮誓言：“为党庆生
百年，重温入党誓词，做时代鼓手，擎红旗漫卷，启航新
征程，愿祖国平安。”

作者是名老兵，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他在
此书中忆军颂军作品《写在建军 94周年》《写给雪域岁
月》《致敬戍边英雄》等多篇文章中怀念军营生活，记录
战场情景，歌颂战斗英雄，誓言保持军人本色。

王正华老师一贯怀念故土，关注民生。百姓急难
愁盼事中，都有他的呼声。他对家乡小戏《老腔》情有
独钟，曾著文介绍推荐。在《烟火气好》一文中，他盛赞

“民心至上人心欢”，怒斥“威逼驱赶生民怨”，为街头商
贩鼓与呼。2020年，电视剧《装台》首播，但就在这几
天，他们社区的电视信号却连续出问题，害得大家看不
成而怨声载道。年近八旬的王老师多次打电话咨询、
留言、投诉，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使社区男女老少皆
大欢喜。

王正华老师善于交友，更重视友情。他的战友、工
友、文友可说是遍天下。我和他也是“文为媒”而成为朋
友。他在报纸上多次看到我的文章，觉得观点相通，文
风相近而主动联系，故而成友。近十年来，得到他为我
出书写序等多方帮助。他是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出版的
文化人，因而文友特别多。近年来，不少文友为他赠书，
他在百忙中为诸多文友写了不少书评或读后感，给予热
情鼓励和肯定。

这本《怡情揽墨》内容丰富精彩，遗憾的是我的视力
不佳，书上字体太小，读起来十分费劲，好多还没有读
完。以上所述，仅系肤浅感受而已。 □田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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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近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陕西作家张斌峰散文集《渭河
笔记》面世后受到读者纷纷称赞。该书是作者继
《秦岭笔记》之后的第二本散文集。

这部散文集融入了作家张斌峰的深情、感动
和思考。他出生于渭河之畔，工作于渭河之畔，
曾历时四十多天，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的渭河
发源处，到陕西省潼关县的渭河汇入黄河处，专
程探访了渭河沿岸数十处历史文化遗迹。每到
一处，作者都记录下自己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文化遗产的评价与思考。

收录于该书中的散文有 29篇，虽然数量不
多，但是可读性强。作者别具匠心，从一通碑
石、一堆枯冢、一片湖泊、一尊雕塑等细微处入
手，在对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和发散性的想象
中，以独特的视角、朴实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所
思所想所感。同时，该新作是对《秦岭笔记》精
神上的继续，也是对《秦岭笔记》创作手法上的
否定。在创作《秦岭笔记》时，作者努力在隐去
事物具体性中，由内而外探求普遍的存在。在
创作《渭河笔记》时，作者力图完全摆脱《秦岭笔
记》的模式，从具体的人物和地点入手，由外而
内探求民族精神与人文传承。

张斌峰散文集《渭河笔记》出版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妍言）近日，中国散文
学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商洛市作
家协会会员，洛南籍青年作家胡小龙的第二本
散文集《三十而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胡小龙 28岁时出版《茶房心语》，30岁推出
《三十而忆》。如果说前者是用自己青春的目光
来打量和发现，笔下所呈现的点点滴滴还稍显
稚嫩和粗疏的话，那么后者则跃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其观察视野更开阔，思考角度更多向，
情感表达更纯真，文字追求更质朴。

《三十而忆》是作者真切地行走并思考的结
晶，是人们认识和感受洛南的一个特殊载体，是
透视当下年轻人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这本
书里既能够读到一个“90后”的使命感、责任感，
又可以读到这个群体在斑驳缤纷的当下所能保
持的清醒、理性、追求以及向往；既能够读到他
们乐观向上、积极作为的强烈欲望，又能够读到
其身上浓浓的烟火气息。

胡小龙散文集《三十而忆》出版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妍言）近日，陕西作家
鲁秦儿诗歌作品集《青苔》由百文艺出版社正式
出版。这是作者的第二本诗集。

该诗集由评论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韩鲁华作
序。诗集共分为青苔、黄昏的风、岁月、面对大
海、关于美五个篇章。诗歌中包含了生活、哲思
及人生的意义。作者善于从平淡的生活中书写
诗歌，句子不仅诗意绵绵，且隐含着深奥哲理，这
亦是青少年喜欢她的作品的重要因素。作者从
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诗歌的形式展现生活，给人以
精神上的振奋和向上的动力。

书中不仅有人的情感，就连植物及山河也有
一种静美。让人读后顿觉身处幽静之地，漫步山
林之间，听涓涓流水之声。

鲁秦儿诗歌作品集《青苔》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