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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
于情绪整理的治
愈系书。从你出
生的那一刻起，时
间便开始俘获你，
衰老侵蚀你，生活
攻占你……大部
分时间里，你都和
他人在一起，但内心深处的某些情绪，你终究
要一个人面对。

《中国鲁迅学史》

作者：张梦阳
出版社：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狂人

日记》篇评论为鲁
迅学的发轫点，紧
密结合不同时代
的精神文化背景，
对 1919- 2019 百
年来的鲁迅研究
进行全面的梳理
和评述，在关于鲁
迅研究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清晰地勾勒出
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阅读、传播和研究的历
史脉络，完整地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对
鲁迅著作、思想、人格、精神等的阐释历程，也
映射出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乃至精神文化的
发展和变迁。

作者：黄永玉
出版社：作家

出版社
作者黄永玉

已 98 岁高龄，保
持了一生的干净
和有趣。本书为
其诗歌全编，收录
其 1947- 2021 年
间 创 作 的 150 余
首诗作，时间跨度
70余年，其中的部
分诗篇诸如《老婆啊，不要哭》《听说从丰台
来》等，已经成为名篇，也为特定历史时期的
珍贵记录，见人性人情，见历史反思。另一些
诗作如《非梦》，是诗人95岁时所作，依然葆有
着珍贵的悲悯情怀，读来感人至深。这本诗
集是作者阅历与情感的抒怀，也是时代历史
变迁的见证。作者是画坛大家，也因此，文字
不拘一格，肆意洒脱，达观睿智，热忱坦诚，从
中可读到贯穿一生的爱、怜悯与感恩。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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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创作家庭杨远新一家
三口联手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柳
湖》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品讲述了西洞庭湖畔一个小小
渔村百年来的变化，用老辈渔民的
血泪史、新生渔民的创业史、水上
红色基因的传承史，生动地反映了
中国淡水渔业百年巨变。

《春柳湖》（全四部）长达 240
万字，作者杨远新、杨一萌、陈双
娥来自同一个家庭，均长期坚持
文学创作，因成果颇丰，而广受社

会关注，有着“湖南第一创作家
庭”的美誉。抱定为八百里洞庭
立传，替数千万渔民代言的目标，
一家三口集中智慧，共同发力，凭
借 2000多万字的生活素材笔记和
搜集到的 100多万条群众语言，精
雕细刻，十易其稿，多次修改，成
功塑造出了浑身带有鱼腥气，内
心充满正能量的洞庭湖渔民的英
雄群像。

《春柳湖》中反映的百年征途，
既有洞庭湖的惊涛骇浪，又有沧浪

水的旖旎清澈。有公心与私权的
较量，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也有真
情与虚伪的搏杀，正义与邪恶的冲
突。作品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三代
渔民的爱情婚姻，塑造了诸多性格
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语言
上充分保留了地域色彩，在艺术表
现手法上，融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
的体式与现代小说细描精刻的技
法于一体，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既现
实又浪漫的中国故事。

(据新华网)

为八百里洞庭立传
湖南一家三口联手创作长篇小说《春柳湖》

冬奥来了，《中国冬奥》也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部
全景式记录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
工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也是中国文
学界对北京冬奥会的献礼。在近日
的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孙晶岩格外
激动：“从2008年创作出版《五环旗
下的中国》，到今天的《中国冬奥》，我
的奥运激情一直在燃烧。我要用作
品为中国留史，为奥运留史。”

冬奥建设者平凡却动人
2006年，孙晶岩应北京奥组委

邀请，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全程跟
踪采访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
历程，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
下的中国》。10年后，她与奥运会再
续前缘，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的关心支持下开始采访，用
心血凝结成了这本《中国冬奥》。

为了写好这本书，孙晶岩历时
5年，走访国内外多个城市，深度采
访了200余位与冬奥运动相关的各
界人士，全景记录了北京2022年冬
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充满曲
折、艰辛、挑战与机遇的历程。作品
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全面、
立体、生动地呈现出在强大国力支
持下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

奇迹、几代中国冰雪健将为国争光
的拼搏精神，更呈现出新时代的中
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

孙晶岩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时代
感和人民性，书中既有对冠军精彩
人生的挖掘，也有对普通教练员、赛
事组织工作者的采访，更有对那些
默默奉献的大多数的展现和致意。

“我站在崇礼‘雪如意’前采访中铁、
建工的建设者，鹅毛似的大雪在我
们面前飞舞，看到建设者手冻得像
胡萝卜一样通红，眉毛、睫毛上都是
霜，我特别心疼。”她亲眼见到有的
冬奥人在建设冬奥场馆时失去了亲
人，回家料理完亲人的丧事就回来
上工；有的冬奥人为了工程长期不
能与家人团聚，以至于回到家里孩
子不认识爸爸。“他们的冬奥故事令
我潸然泪下，我把现场的独特感觉
都写进了报告文学里。”

《中国冬奥》“超越”体育
“不是就体育写体育，这是我

从 2008年写北京奥运会时就坚持
的创作理念。”

这一次写中国冬奥，孙晶岩最
关注的就是京张联手办冬奥对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促进、对张家口地
区脱贫攻坚的促进。“我走进延庆

西大庄科村和崇礼普通农民家中，
与老百姓推心置腹地聊天，看到北
京冬奥会改善了延庆赛区和张家
口赛区农民的生活，我打心眼儿里
感到欣慰。”

“我见到过国外优质的冬奥场
馆，中国新建的冬奥场馆一点也不
逊色。”孙晶岩还关注到，一群不同
文化背景的建筑师、工程师、制冰
师从世界各地聚集到北京和张家
口，为冬奥会的场馆建设添砖加
瓦。“我在三大赛区见到并采访了
一些外国建筑师、制冰师。冬奥会
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中
华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展示出来。
冬奥场馆的竣工和运动员出色的
成绩标志着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
体育大国，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
中国将更紧密地融入全球体系。”

国运昌盛燃豪情
在采访中，她亲眼见证了延庆

赛区初建时的艰辛，经历过工地上
的瓢泼大雨和刺骨寒风，如今看到
高山滑雪赛道、雪车雪橇赛道在延
庆赛区崛起；雪如意、冰玉环在张
家口赛区傲然挺立；冰丝带和首钢
工业园滑雪大跳台等一批冬奥场
馆横空出世，心情格外激动。“干工
程，中国人是世界一流的，炎黄子
孙肯于吃苦，舍得拼命，这是国运
昌盛的体现。”冬奥场馆建设中的
科技含量、环保理念和设计之美，
更让她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国运
即是我运，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
作家，我由衷地感到幸运与自豪。”

采访了那么多运动员和教练
员，她深知训练的艰苦和残酷，也
看到了中国体育科研的长足进
步。“运动员使用的冰刀鞋、运动
服、雪具都有了很大进步，还有飞
行器核心力量训练、漂浮仓放松恢
复、加压放松恢复、按摩放松恢复
等，有力地增强了运动员的身体素
质，提高了运动水平。运动员的伙
食超级棒，有专门的营养师设计营
养配餐，这是科技冬奥的硕果，也
是国力强盛的体现。”

（据新华网）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出版
作家用53万字为奥运留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