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22日 星期日读 书2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诗萌）近
日，中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大国工匠，
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站长、测绘高级工程师杨新海主编
的《杨新海工作法：车载移动测量技术
在实景三维成果质量检验中的应用》入
选中华全国总工会“优秀技术工人百工
百法丛书”，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
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和各全国产业工
会、地方工会合作，精心推出“优秀技
术工人百工百法丛书”，在全国范围内
总结 100种以工匠命名的解决生产一
线现场问题的先进工作法，助力更多
一线技术工人成长成才，是全国总工
会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
出版项目。

目前，国内实景三维质检项目大部
分仍采用传统的检测方法，靠质检人员
利用测量仪器在外业人工采集检测点
的方式进行，质检环节成本消耗大，效
率不高。杨新海研发的将车载移动测
量系统应用于新型基础测绘实景三维
建设各类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归纳总结
了移动测量系统数据获取、车载激光点
云数据融合解算、高精度检测点快速提
取等质检工艺流程，通过开发自动检测
模块等与质检工作切实相关的功能，构
建出基于移动测量技术的实景三维成
果质检平台，有效解决了传统质检方法
投入大、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实现了
高效、精准、可视化的质检新模式。

据了解，《杨新海工作法：车载移
动测量技术在实景三维成果质量检
验中的应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优
秀技术工人百工百法丛书”能源化学
地质卷 19种图书之一。

《杨新海工作法》
出版发行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
《逆风飞翔》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毛静）陕西
作家刘俊锋现实题材长篇小说《逆风飞
翔》近日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第十
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张浩文、鲁迅文学
奖获奖作家陈仓、第 36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制片人田佼平联袂推荐。李星为
本书亲笔作序。

《逆风飞翔》是一部描写自上世纪
90年代国企改革至本世纪初中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时间跨度的现
实题材小说。通过父亲带着女儿逆风
飞翔这一故事主线，讲述了从事工业制
造的平凡人在企业低迷、家庭破裂、升
学摇号失败等残酷现实磨砺和考验下
的人生沉浮；刻画了这一代工业人在坚
守与梦想、现实与世俗中的痛苦、迷茫
和无助，以及他们在人生漩涡和墨菲定
律一次次应验的情况下，眼含热泪却依
然奔赴生活的时代人物群体肖像。同
时，通过对中国式家庭原汁原味的呈现
和抽丝剥茧的解析，引起了人们对社会
转型期，家庭生活、离婚、子女教育等诸
多问题的深度反思。

刘俊锋，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网络
作家协会理事、西安市网络文艺家协会
会员、鲁迅文学院陕西省网络作家专题
研修班学员、西安市百名优秀青年文艺
人才、起点中文网签约作家。著有现实
题材长篇小说《疯狂小升初》《20年归
来仍少年》等共280余万字。

本报讯（通讯员 张静宇 李江）
12 月 15 日下午，由宝鸡市作协、宝鸡
市职工作协共同举办的李立宏长篇小
说《你在找什么》新书首发式暨作品讨
论会，在宝鸡举行。

来自陕西省及宝鸡市的文朋诗友
40多人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李立宏首部
长篇小说的面世。《你在找什么》以 90
后独生子女的情感生活为主线，讲述了
男女主人公在恋爱婚姻过程中，所经历
的理想与现实间的碰撞和追求，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当代青年人的生活现状
和精神维度。

长篇小说《你在找什么》
在宝鸡首发

苏兆强诗说《中国古代寓言》序

我认识苏兆强先生很晚，但知道他大名很
早。于诗词一阈，他著作甚丰。而他的诗词，特
别是诗译，始终令人不能不高看。我惊讶他对
诗词之娴熟、之老道、之得心应手，真可谓匪夷
所思，常人难以企及，说是神来之笔，绝非夸
张。古典诗词，特别是唐诗宋词，一经他翻译，
崭新的诗句脱口而出，抑扬顿挫，句句押韵，朗
朗上口，几乎不留斧痕，这就难能可贵了。若
非天赋诗才，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若非博闻强
记，要做到这一点亦非易事；若非天道酬勤，要
做到这一点只能是白日做梦。他却做到了，有
他的一部部诗译专著呱呱坠地为证。说呱呱
坠地，也非夸张，因为他但凡有作品问世，几乎
都掷地有声。

怪得很，每读苏先生的新著，我就想起了伟
人的词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不是吗？名曰苏兆强，我直惊呼兼惊叹：“名副
其实呀！”是真强，才有真才实学，那两把刷子，
不是故弄玄虚；是真强，才会天马行空，龙宫探
宝如探囊取物；是真强，才会学海无涯却如鱼
得水，书山有路却如履平地。龙行世界，见多
识广；龙隐人间，伏低伏小。与常人一般无二，
才显见他真人不露相。我孤陋寡闻，因而与他
相见恨晚。

感谢杨乾坤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真学
问家，诗之才情笔意，罕有同辈能匹敌。正是
他介绍我认识了苏兆强先生。那是 2023 年
春，苏先生出版了一部皇皇大著，名曰《苏兆强
诗译〈唐诗三百首〉》，杨乾坤先生作序。能入
杨先生法眼，那我就不敢等闲视之。及至拜读

了此书，可以说满心欢喜，对诗译作者佩服得
五体投地。以现代诗翻译古典诗并不稀奇，
令我稀奇的是苏兆强先生竟然翻译如此，让
我耳目一新。其诗风、诗韵、诗意、诗感，包括
诗情与诗魂，与原诗原味一以贯之、一脉相
承、一声相合，合辙如同步，合拍如同奏，和合
而浑然一体，就像量体裁衣，合身而得体。读
原诗是一种享受，读诗译则是另一种享受。若
想体验唐诗之真美、大美、孤美，读苏兆强诗译

是不二法门。
上书为媒介，杨先生为桥梁，我终于认识了

苏兆强先生。不了解他，他就是个苏兆强，诗译
过几本书；了解了他，他就不仅仅是苏兆强了。
在我看来，他不是传说，也该是传奇。在我的朋
友里，就诗词创作而言，他是第一，没有第二。
几乎半年，他就有一部新著赐我。俱为厚厚的
一大本，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开卷阅读，必有新
鲜感扑眼而来。他的兴趣广泛，学识宽泛，诗笔
足可示范，诗情画意之与方块汉字如魂附体，一
经他神奇地排列组合，跃然纸上，宛如行云流
水。他写《烽火女谍》，娓娓道来，一气呵成，仿
佛不假思索，甚至信马由缰；似乎漫无边际，实
则收放自如。分明在诗说故事，却像速写描画，
诗如动漫，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既有画面感，又
有节奏感，还有层次感，层层递进，句句渲染，直
如一轴长卷徐徐舒展，或如走马奔腾一马平川，
或如闲云野鹤悠游沼泽。阅读这样的故事，身
心俱快，自我放飞，过程甚是享受，思想大受裨
益。他那里一气呵成，我这里美不胜收。读书
如许，心感与书交融，不足与外人道也。

盛夏，又得苏先生一本书，约我为之作序。
我未敢应允，是因为自知才情不逮，在苏先生面
前自惭形秽。及至拜读了此书，居然有了灵感
冲动，而且不吐不快。书是关于中国寓言的，仍
为苏先生擅长的诗体。显而易见：一个个古典
寓言被翻为一首首新诗，或者说一首首长诗还
原了一个个寓言故事，诗后附有点评，蜻蜓点
水，点到为止，点得恰到好处，这见识，这学识，
这认知，不服不行呀！阅读，几乎是重温，却平

添了诗的韵味与趣味，颇耐咀嚼，引人入胜。读
这样的书，一举三得：积累了知识，拓展了视野，
启迪了智慧。真道是：不读白不读，读了不白
读，白读也要读。

虽已步入耄耋之境，丝毫不见老态龙钟，反
而步履矫健，谈吐高雅，这便是眼前当下的苏兆
强先生。他的乐观与生俱来，坦诚而不加掩饰，
豁达而自然而然，启齿见智慧，言语带芳芬。早
已著作等身了，依然孜孜不倦；未见坐享其成，
却好像一切刚从头开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他真是这样的，若其不
然，无法理解他的赤子之心热烈如火、活泼如
童、温润如玉。

我坦白：我对方块汉字情有独钟，与苏、杨
二位先生可谓惺惺相惜，故而一见如故。苏兆
强先生如此诗译古典、诗解古意、诗写人生，正
合我意，故发此感。他不独有诗词天赋，更有古
道热肠。使命天赋予，宿志自践行；双肩担道
义，一笔写春秋。

末了，我还想多说几句：纵观苏先生履历，
对寻常人等足可励志，亦可鞭策，更可垂范。他
本白衣天使，毕生都在救死扶伤的路上，救人无
数，功德无量，亦有锦旗、荣誉为证。医者仁心，
他兼有诗心，诗词本为业余爱好，退休之后才痴
情专注而一发不可收拾，创作灵感有如井喷。
天假长年，不负初心，欲以诗词拯救世道人心。
美意也！苦心孤诣，意在此也！可以说，他一直
在尽心尽力，更在尽情尽义。活人，他活成了自
己的样子。“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苏兆强先生既是这山，也是这水。

孔 明

红孩小我四岁，但自我感觉，他比我大。这
个“大”，分三个层面：

一是名气大。他曾任《中国文化报》文学副
刊主编，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其文
艺评论获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散文评论获
第二届全国冰心散文奖。他提出的文学理论

“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在文
坛有着广泛影响。他积极倡导“上岸文学”，旨
在通过文学的力量提升个人的精神觉悟，引导
人们向上向善的未来。凡此种种，使他成为中
国散文界一个独具标识的人物。

二是成绩大。他笔涉多种文体，出版了长
篇小说《爱情脊背》、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
绵》《风吹麦浪》、散文集《东渡东渡》《运河的浆
声》《阅读真实的年代》、文艺随笔集《拍案文
坛》、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铁凝散文精品
赏析》、话剧《白鹭归来》等多部作品。

三是格局大。主要体现在他的站位高、思
想活跃且深刻。客观上，他位居中国散文界金
字塔尖，可以俯瞰全国，放眼世界，有居高声自
远的地位优势；主观上，他有拓展中国散文创作
路径和思维空间的抱负和行动，敢于对过时的
散文理论和不良文风提出批评，并亮出自己的
创新见解。而要做到这些，对于生理年龄长他
四年的我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

但红孩也有“小”的一面。这个“小”在他新
出版的散文作品集《活出想要的人生》中表现得
尤其突出。

一是“小时候”。在这本书里，收纳了他的
多篇反映少儿时代成长印记的文章。看这些文
章，我不必仰视坐在“金字塔顶”的他。我的目
光随着他的文笔——从河边的一棵大树上跳
起，一头扎入水中，既听到了他的伙伴们的欢呼
声，也感觉到了他的肚皮拍在水面那种叫不出
声的疼痛。在冬日的午后，与班上十七名男生
跑到墙根儿下挤在一起晒太阳，望着飞过头顶
的一架喷气式飞机生出遨翔天空的梦想；夏日
里，在母亲的劝说下被他放飞两只恩爱蜻蜓后
的心安与失落；像侦察兵一样潜伏在果园的铁
丝网下偷摘鲜桃的顽皮；偷钓畜牧试验场的池
鱼被小六子告密遭人狗追辇的狼狈；在同学秋
游摇晃的车上，荷的一句“没关系，你要是站不

稳，就往我这边靠靠”的温柔关怀；因集训错过
了在学校操场的约会而痛失一生爱恋的雪艳等
等，凡此种种少儿情感与光阴，谁不曾有过？虽
文章里写的是“我”，又何曾不是“我们”，我们这
一代人共有的人生记忆？读到这些文章，因为
有诸多相似的少年情景、心事或不堪，一下便拉
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原来，名人也有穿开档
裤的童年，名人也有调皮捣蛋暗恋女生的少年，
明白了：名人也是从无名到有名的。

为什么一同玩耍、一起上职高的同学，只有
他走出了京郊的农场来到爷爷寄身的京都皇
城，成为一名蜚声文坛的大作家？从“第二记”
里《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等篇什中即可
见出端倪，那就是，他自小就下定了“沈从文”
（即热心且坚定地走文学创作之路）的决心。而
促成他“活出想要的人生”想法的根源，在于他
说的“我知道，这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不管
学了多少，最终都要被分配到农场的畜牧场去
当工人。班主任老师是农场兽医站的大夫，他
说我们如果好好学，说不定将来能当上鸡场、鸭
场、猪场、牛场的场长。我心说见你的鬼吧，老
子才不想当一辈子农场工人呢”的话。是呀，有
想法才会有动力，有行动才会有结果。血气方
刚的少年，怎甘平庸一生，不去搏一把自己的命
运呢？纵览全书，也一直或直白或隐约地贯穿
着这样的一条主线。他把“尽早开始自己的梦
想，用一生去实现。别怕，允许一切发生！”这句
话放在新书的封面，用以鼓励年轻人大胆追求
自己的人生梦想。

二是“小人物”。在这本书里，除了写鲁迅、
朱自清、萧红、汪国真、史铁生、陈忠实、葛水平
少数几个“大人物”之外，还不吝笔墨写了众多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里所说的“小”，不
是年龄概念的“小”，而是指身份、地位和名声。
比如多篇文章中写到父亲和母亲，还有童年的
伙伴、青春路上的“荷”与“菊”、西安某酒店的

“闰土”、鄂温克族猎户家的杜娜、隔水相望的黄
老太太夫妇以及浸润在文学中的吴姐、“漂鸟”
与“耕夫”等等。这些小人物都与作者有关，尤
其是养育自己的父母，那是用再多的笔墨也无
法尽诉其恩情和思念之情的。但凡作家，都会
写到自己的亲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亲

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区别
只在于作者选了怎样的角度去切入，用了怎样
的笔墨去表现。形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作者
用了“我父亲和我的距离，就是从水井到我家的
距离，而我母亲于我，则是从灶台到水缸的距
离”。这只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看到的距离，还
没有上升到人生和哲理的高度。这需要有一个
认识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涉过人生这条
河，作者终于有了结论：“长大后，我再审视这几
方面的关系，发现除了年轮的变化，似乎一切如
旧。我懂得，那个所谓的距离，就是责任，做父
亲的责任，做母亲的责任。”

看懂了这些“小人物”以及与这些小人物相
关联的“乡土”（包括北京城，也是作者生活和工
作的乡土），你才能够理解作者为散文同人所
书、印在扉页上的那两句话：庄严国土，觉悟人
生。乡土是国土的组成部分，乡土每年都在发

生着变化。发生在乡土的每一件大事，都是“国
事”的延伸与辐射，即便微小如尘，也是国家成
长与前进中的一个步点。在这片庄严的土地
上，个人的觉悟与成长是与国家的觉悟与成长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文中的“小我”就有
了“大我”的成分，文章就从“我”走向了“我
们”。这恰是作者自己总结提炼出有关散文创
作的新思维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

三是“小心思”。一般来说，作家们都喜欢
写自己出书、获奖、升职等值得夸耀的荣光之
事，不愿披露诸如小屁孩追女生、生病住院等自
我揭短的“负面”故事，更不敢坦言“见你的鬼
吧，老子才不想当一辈子农场工人呢！”但红孩
没有遮掩自己的那些“小心思”，喜欢就是喜欢，
不想就是不想，多么坦率！他的“小心思”还表
现在他对弱势群体和弱势文友的关心和帮助，
尽管有时候，面对朋友的困难，他的帮助也只是
尽力而为，但他乐于伸出自己的援手。

“红孩”这个笔名起得非常讨巧，一眼看上
去，总能给人一个“小可爱”的感觉，总能引发很
多美好的联想。文章中的红孩，也总是能讨众
人喜欢，如同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他的身边似乎
总不缺智慧可人的红颜知己，诸多故事也因由
她们而生发，但这与滥情无关。在我看来，这都
是因为红孩有一颗能包容他人且透明而慈善的
心，如同在《划着一根火柴就能照亮整个天空》
中，对那个无故延迟他入团的班主任老师和校
团总支书记，多年后仍深怀“想念”之情的大度。

四是“小勤快”。红孩在写作上的“勤”和
“快”大家有目共睹。2021年，他因病来西安就
医期间，不仅写了入住酒店那个“闰土”老板曹
高胜的故事，还为作家张焕军和本人的“三卷
本”文集分享会写了点评文章。回北京出院不
久，更是累有散文随笔见于全国各大报刊。从
《活出想要的人生》中，也不难发现他“处处留心
皆文章”的篇什。与同室病友攀谈几句，与楼下
老太寒暄一番，立马勾起自己的生活积淀，顿现
灵感的火花，一篇美文便手到擒来。我把这看
成是红孩深入生活、捕捉灵感、运作散文的一个
独门绝技。有了这样的绝技，再加上他始终不
曾懈怠的“勤”和“快”，连篇累牍发表作品也就
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说说红孩散文的“大”与“小”

陈益鹏

——《活出想要的人生》读后

——读张恨水长篇小说《金粉世家》

同一性格 两面人生

孙 鹏

我印象中，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有成功
的，也有不成功的。成功的分两种，一个是忠于
原著，另一个是改编变化大，有的几乎看不到原
著的影子。

例如去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繁花》，就属
于改编变化较大的作品。还好我读过作家金宇
澄的小说原著，要不然我会觉得这二者毫不相
干，一定会认为是导演王家卫独立创作的作品，
名字起得恰好雷同而已。

近日读民国大才子张恨水长篇小说《金粉
世家》，我再次产生了这种错觉。其实我并没有
厚此薄彼的意思，前些年电视连续剧《金粉世
家》堪称经典之作，现在回想起来，那首片头曲
《暗香》荡气回肠的旋律和电视里唯美的画面交
织一起，带来的艺术冲击力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该电视剧引起了轰动效应，不仅成就了一批影
视新星，而且让更多人知道了张恨水所著的这
部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需要多元化，也
需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前提是要
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观众的喜爱。

应该说，小说《金粉世家》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各方面评论很多。这里，我
想谈几句对金太太这个角色的认识，她或许是
被读者忽略、被评论家轻视的一个人物。

作为当时总理的原配夫人，我觉得金太太

是称职的。首先，金太太是大家闺秀，嫁入金家
后能够大力体恤丈夫，无论是家里家外、人前人
后，她都做到了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绝对
是传统封建社会里的贤内助。

第二，金太太宅心仁厚、性格温和，不仅
能够和几个姨太太相处融洽，而且对一群子
女格外包容，说话做事讲分寸，点到而已，从
不强求别人。

第三，识大体、顾大局是金太太的另一个
优点，尤其是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后，她能够主
动担当，决策果断，尽可能避免家族出现分崩
离析的不好局面，最后她上山念经，既不干扰
子女，只求恬然生活。

我们常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的性
格也不例外。表面上看到金太太的一些优

点，其实都暗伏危机，日久才能显现出来。人
物性格的这种多样性、复杂性，才让这个角色
更有立体感，更符合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也
更深入人心。

比如，金太太对丈夫过于顺从，没能及时制
止或者化解一些苗头性的危机，给丈夫本人和这
个家族埋下了隐患。丈夫的乐极猝死、三姨娘的
裹财私逃，谁也不敢否认与金太太不无干系。

再如，金太太对子女们格外开明、包容，甚
至达到了溺爱程度。家教的结果是四个公子不
学无术、不求上进、无一成器，一方面导致金家
后继无人，另一个方面，长期纸醉金迷的生活让
子女自私自利，婚姻危机接踵而至，看不到今后
生计着落。

还如，金太太到西山皈依佛门后，表面上

吃斋念佛，图个清净，实际上尘缘未了，常悲常
叹。按我的理解，她是身进佛门心在外，赶个
所谓的“时髦”，念再多佛经也无用，反而为其
所累，心灵难以找到真正归宿，善终不得。

站在观众的角度，我们看电视剧《金粉世
家》，看到的是花花公子金燕西和平民才女冷
清秋轰轰烈烈、一曲三折的爱情故事。我们读
小说《金粉世家》，读到的是中国近代中西方文
化冲突背景下，封建军阀和权贵豪门生活的勾
心斗角、骄奢淫逸。“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
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盛
极而衰、乐极生悲的道理不会变，古今如此，概
莫能外。

有评论家说，小说《金粉世家》是中国二十
世纪的《红楼梦》。一开始我觉得言过其实，因
为小说《红楼梦》是公认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艺
术高峰，不能随随便便拿来相提并论。但翻开
中国近代文学史细细品咂，还真没发现哪部类
似家族史题材的章回体小说更能接近《红楼
梦》的文学水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曹雪芹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张恨水附曰：

“莫当真，浪花风絮总无因。灯前闲理如来
忏，两字伤心。”

二者有真意，再思已忘言……

序与跋

新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