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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慢慢来》
作者：龙应台
出版社 :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5 年前龙应台

以一位母亲的亲身

经验写下 《孩子你
慢慢来》，她在书中
说：“谁能告诉我做
女性和做个人之间

怎么平衡 ？ 我爱极
了做母亲 ，只要把
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 ， 就能使我觉得幸
福 。 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
人……女性主义者， 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
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

15 年过去， 龙应台不仅成为华文界最有
影响力的一支笔， 也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女
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的冲突， 而这本书
也给无数读者带来感动和启迪。

《窗边的小豆豆》
作者: [日] 黑

柳彻子

出版社 : 南海
出版公司

《窗边的小豆
豆》 讲述了作者上
小学时的一段真实

的故事 。 作者因淘
气 被 原 学 校 退 学

后，来到巴学园。 在
小林校长的爱护和

引导下 ， 让一般人
眼里“怪怪”的小豆豆逐渐成了一个大家都能
接受的孩子，并奠定了她一生的基础。 这本书
不仅带给世界几千万读者无数的笑声和感

动，而且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 者 : 刘 瑜

周国平

出版社 :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该 书 是 一 本

“慢养育”的名家散
文合集 ， 收录了近
30 篇随笔， 包括父
母 写 给 孩 子 的 书

信 、 自身成长经历
之谈以及对于子女

的教育看法等， 提供了许多值得家长借鉴的
教育经验。 这些随笔的作者来自不同领域，有
教师、作家、学者、科学家、商人，也有普通人，
他们写给子女的书信温馨感人， 对孩子个性
的认知与思考真实、客观，充满人性，对自身
的成长经历充满反思， 对下一代的教育拥有
相对独特的看法。 （本报综合）

《愿你慢慢长大》

从武汉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

桥、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复兴号”、
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由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主编的 《辉煌中国》（外文出版社）
一书近日出版发行，作为丛书的总
卷 ，该书以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脉
络和内容框架， 分为 “超级工程”
“创新驱动 ”“协调发展 ”“绿色家
园”“开放中国”和“共享生活”六大
部分，聚焦最受国外关注、最具代
表性的亮点成就，兼顾全景式介绍
和小切口呈现，集中展现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披荆斩
棘、砥砺奋进所绘就的发展宏图和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解读其中
蕴藏的内在逻辑。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举旗定向、谋篇布
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 取得巨大成就，《辉煌中国》
一书可以说是这些变革与成就的

专题记录。

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抓创新
发展，并快速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革命，天宫、天眼、蛟龙、悟空等
科技创新奔涌而出，不仅改变了中
国，也在改变世界；抓协调发展，为
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不平衡发展的

痼疾找到了良方； 抓绿色发展，紧
急停摆粗放发展的惯性路径，带来
今日中国秀丽乡村、美丽城镇的蜕
变与成长；抓开放发展，主动作为、
积极作为，让中华民族掌握历史前
进主动权；抓共享发展，让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地生根，使马
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现实世界

里崭露头角。
本书在正文之后还以拉页形

式编制“辉煌瞬间”时间轴，并在图
文并茂的时间轴上标注诸如“开国
大典”“两弹爆炸成功”“东方红一
号升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小岗破冰”“深圳试水”等
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坐标，这些最值
得铭记的历史性时刻以最直观、最
鲜活、最朴实的方式呈现，把新中
国的故事就这样铺陈在读者面前，
使每一位读者都能置身其中，成为

一名新中国成长与发展的亲历者、
见证者与参与者。

本书中、 英文版同时出版发
行，为国内外读者充分了解中国经
济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的奇迹，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开
启了一扇门。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接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辉煌中国》将
会推出丛书系列，例如《中国高铁》
《中国公路桥隧》《中国港口》《中国
科技发展》和《南通》篇，分专题深
入展开，以期全面反映中国各领域
发展成果。这既是对篇幅有限的总
卷的有力补充，也是更加全面记录
与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故事的全新尝试。
(据《人民日报》）

《辉煌中国》：
用辉煌成就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 110
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近日推
出了历史学者刘江华所著的《清
朝最后的 120天》。

2011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出版了 80卷《清宫辛亥革命档
案汇编》，全面收录了有关辛亥革
命的清方档案。此后几年，刘江华
将 80卷“档案汇编”，尤其是武昌
起义后的 4000 多件档案一一浏
览并作相关摘录，结合《袁世凯全
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

署档案集成》等一手史料，对清朝
最后 120 天进行了史实重建。

与研究辛亥革命的其他历史
著作相比，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截
取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
爆发到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
位这 126 天作为研究时段， 以清
廷应对为核心视角， 沿着清政府
处置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 还原
了清廷对武昌起义的应对、 袁世
凯出山、南北和谈、清帝逊位等重
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 介绍了
清政府统治下的军事部署失措、

官场乱象丛生、 经济困局难破等
社会状态， 另有前人未及而颇具
新意的历史考证。

武昌起义爆发迫使清廷任命
赋闲在家 3 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
督， 袁氏为此提过复出条件，但
史学界一直未就条件细节形成
定论。 刘江华从《清宫辛亥革命
档案汇编》所收的朱批奏折中拣
出一份附件，经与多种相关文件
比对，断定即为“失踪”已久的袁
氏节略原本，首度揭开了“袁世
凯出山八条件”的庐山面目。 该
书还对 1911 年 12 月袁世凯奏
请变卖沈阳、承德两处的大内瓷
器以充军饷一事作出考证，得出
结论———袁世凯等虽曾进行藏
品统计等工作，并联系过外国买
家， 但在孙中山等人的干预下，
这批国宝并未卖成。

填补历史空白之外，《清朝最
后的 120 天》 还对辛亥革命经过
进行了扎实的“史实重建”工作，
包括南北议和期间南北双方停战
几次、 慈禧给隆裕太后留下了多
少内帑银、 清帝逊位前御前讨论
退位的会议开了几次、 孙中山和
袁世凯共同治国的近 50 天里权
力究竟如何分配、 汪精卫谋炸摄
政王载沣时告密者究竟是谁等问
题，也在书中得到认真解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研究员马忠文评价说：“作者把
烦琐的考证和讨论放到‘后
台’， 努力重现清晰的历史现
场，成一家之言，向普通读者展
示出一段清清爽爽而又合乎情
理的‘真实’”。

(据《人民日报》）

《清朝最后的 120 天》：史学新作说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