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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十八洞》
作者：汤素兰
出版社：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
家国一体、家国

同心，既是中华文明
薪火相传的深层逻
辑，也是中华民族发
展 进 步 的 内 在 支
撑。“家国家园绘本”
系列，立足传统、面
向未来，以适合少年
儿童并受少年儿童喜爱的绘本形式，展示传统
文化的人文品质与精神传承，展示脱贫攻坚胜
利后家园的巨大变化与勃勃生机，引导少年儿
童阅读家园、阅读祖国、阅读世界。

《我的家乡十八洞》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汤素兰老师创作，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童
话故事的方式，讲述十八洞村的变迁。邀请
青年画家杨飞以水彩手绘的方式，画出好山
好水好人好生活。

近日，第四届“全民阅读·书
店之选”十佳作品发布会在天府
书展成功举办。本次“十佳”作品
发布会是“全民阅读·书店之选”
活动与天府书展第三次合作，双
方在前两次合作基础之上，推陈
出新，共推两大品牌阅读推广活
动，在读者及行业的影响力上到
一个新台阶。

据了解，“全民阅读·书店之
选”是由全国千家实体书店共同

推选年度具推荐价值、最受实体
书店认同的中文原创新书的系列
活动，旨在推动全民阅读，挖掘优
秀原创图书，为读者提供经典作
品 书 目 ，切 实 支 持 实 体 书 店 发
展。本届活动共联动全国 111 家
出版单位及 1057余家书店共同参
与。在近一年的上万本新书中，
结合出版单位、阅读推广机构、行
业媒体等推荐的近千部作品，耗
时近两个月的甄选，最终推出主

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儿童文
学、少儿知识 5 个大门类各 30 本
候选作品，再经由全国 30 个省份
的 1026 家书店有效推选，最终产
生各类的十佳作品。

目前，“全民阅读·书店之选”
十佳作品全国联展正在全国419个
城市的 844家书店同步展开中，把
十佳作品带到读者的身边，让读者
在家门口与好书不期而遇。

(据新华网)

“全民阅读·书店之选”十佳作品出炉

《一双大鞋》
作者：薛 涛
出版社：明天出

版社
作者以纯真的

儿童视角和诙谐幽
默的笔调，讲述小
主人公去长白山的
荒地屯看望姑父的
故事。姑父是一个
手 艺 娴 熟 的 制 鞋
匠，可是他做的鞋
子却都没有尺码。这是为什么呢？大鞋里藏
着什么秘密？怀着好奇之心，小主人公踏上惊
心动魄的探秘历程……

作品以质朴温厚的语调展开图文叙事，将
蕴藏在鞋匠老姑父手中那一双双乌拉鞋里的乡
土智慧、人伦温情、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腻、精准的
艺术化“还原”。书页翻动间，林海雪原的苍茫之
美与倔强生命的强悍之美融为一体，引导小读
者感受中国记忆里的雪乡童年，体认山野劳动
人民坚强的品格与朴素的生命智慧，学会与自
然和谐相处，培养扎根大地、向上成长的定力与
勇气，拥有更加丰厚、自洽与睿智的心灵。

作者：王 力
出版社：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古代文

化常识》是王力教
授主持并召集众多
专家共同编写的关
于中国古代文化常
识的简明读本，本
次修订突破了以往
的模式，以中国考
古学黄金时代的成果为出发点，通过近世考
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修
订的内容中增加了一部分与文稿相配合的图
片。完成后的修订版文稿，具有较强的实用
性和趣味性。 （本报综合）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近年，伴随着全社会对自然环
境的高度关注，自然文学（也称生
态文学）写作如火如荼。同时也要
冷静地看到，有些自然文学作品，仅
仅停留在对自然“描画”的层面，这
显然是不够的。把自然与人的互动
关系呈现出来，不断反思人在自然
中的作为，这应该是不能忽略的。
云南作家叶浅韵的散文集《生生之
门》，以女性独有视角聚焦乡土叙
事，把自然、乡土、生命、人的遭遇编
织在一起。此书对重新发现自然文
学之魅，带来启发和思考。

叶浅韵潜心自然文学写作多
年，云南独有的自然环境、文化民俗
和山乡风貌，成为她从事自然文学
写作的丰富养料和精神背景。《生生
之门》以“生”为起点，分别由六篇散
文组成：《生生之门》《生生之木》《生
生之火》《生生之土》《生生之金》《生
生之水》。这些散文均是作者从童
年生活过的一个普通村落——四平
村为原点进行叙事。每篇散文虽单
独成文，而文中的自然、人物和故事
相互连接、互为支撑、不可分割。作
者围绕四平村的环境变迁和生活之
变，展示出对乡土风物的眷恋、对乡
民生命与生存状态的冷静观察。

该书的开篇散文《生生之门》，
作者回忆了童年时代乡村女性的生
育往事，最后故事场景切换到当下，
讲述生活在城市里的女性生育观念

的多样化。生育话题，是自然世界
和人类最为严肃的话题，是自然的

“母题”，是自然文学无法绕开的关键
内容。作者关注到了，还洋洋洒洒
写出来。一方面作为女性作家，作
为儿子的母亲，对生育的全过程有
刻骨铭心的体验；另一方面她敏锐
意识到，这个话题在自然文学中的
分量和价值。文中讲述，在30多年
前的四平村，人们的生育观念是保
守的，重男轻女意识客观存在。而
今这种观念变化了：若家里生了闺
女，全家都高兴至极，奔走相告。女
性在人类生存繁衍中的地位不言而
喻，作者对生儿育女的女性们报以
尊崇之心和深情大爱，“我所能看见
的几代人的生育史，就是一部血泪
史，只有女人才能深知其中的痛苦。”

《生生之木》一文，作者主要对自
然界的草木进行文学表达，彰显出对
自然独有的厚爱。文章从小时候农
村老屋中的柱子起笔，然后写木头在
农村生活中的用途和地位，继而描写
农村可以食用的植物、参天的大树以
及人和树木之间的动人传说。农村
生活中住的、吃的、用的，都和树木密
不可分。村民的日常生活里，树木从
未缺席。村民对树木的感情，深深渗
透血脉之中。这种自然之情，还体现
在人的名字当中。文中写道，这是因
为人们愿意择木而居、与木为邻，有
的人取名，直接就叫木盆、木果、木

瓜。树，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
有的树被称为母子树、夫妻树、求学
树等。村民对树木无比信任，甘愿把
树木当成亲人。作者的小姨之子，幼
年时晚上哭闹而醒，于是拜一棵又
高又粗又大的柏树为干妈。对人与
树木的关系，文中形象且诗意地写
道：“人类被树木归顺过的生活里，一
直携带着树木森森的香气，让我在
某一个时刻，深刻地想成为一块会
害羞的木头。”

土地是自然文学中不可回避
的主题，哪怕是贫瘠的土地，也有
资格被人尊敬。《生生之土》一文
中，作者以山乡耕种为切入点，在
一个个细微的故事中，不露声色地
歌颂滋养生命的土地。一个人若
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很难想象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土地是农民的
根，是生存的避难所，是一切希望
的所在。土地赋予农民生存的基
础，农民也无比呵护无言的土地。
作者写道：“随着年岁的增加，我越
来越喜欢亲近泥土……世界上的
事物，唯有土地，最值得人类守
护。”水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资源，
没有水，生存显然是无望的。《生生
之水》一文，作者回忆童年时代山
乡冬季缺水、挑水、储水、找水的难
忘经历。作者没有进行宏阔叙事，
而是在饮水这件普通事情上尽情
着墨，其抒情也保持足够的克制。

自然世界里，火是很特别的存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使用和利
用火的过程。《生生之火》一文中，在
故事叙述中呈现村民对火的态度。
火能毁灭自然与生活，也能带来温
暖。文中讲到，作者的老家曾经失
火，家里多年的积累瞬间灰飞烟灭，
日子支离破碎。可只要自然依然富
有生机，生活恢复如初就成为可
能。村民畏惧火，也离不开火，火能
让新鲜的食蔬变成美味，晚上的灯
火让一家人其乐融融，“没有电的年
代，在煤油灯下，母亲纳鞋底、纺麻
线、剁猪菜、张罗一家人的生活……”

通读散文集《生生之门》，最深
刻的感受就是“生”，即生命、生存、
生活，而这些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
紧密相连。全书在娓娓道来的乡
土叙事中，于无形和有形之中呈现
人与自然的交融，拓展了自然文学
写作的空间和深度。作者无意对
自然进行廉价的讴歌，而是把自然
植入日日夜夜的生活，自然就是生
活，生活就是自然。（据新华网）

《生生之门》:以女性独有视角聚焦乡土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