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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新书《天地人生》出版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书评

裘山山散文集《比山更高的树》（明天出版社2022年4
月出版），收录了近二十篇短章，记录了高原戍边的军人故
事，塑造了边防军人的英雄群像。十几年前，作家不断在西
藏高原、云贵高原行走，亲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边防军人的
生活，也记录下很多令人惊异而震撼的生命经验。就像裘
山山在自序中所说的：“一次次行走高原，一次次留下牵
挂。作为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我无法和高原上的人一起
坚守高原，如同无法和故乡的人一起坚守故乡。我能做到
的，就是将我走过的路，遇到过的人，甚至是路边的树，一一
记录下来，呈现出来。”

一次次行走高原，裘山山看到、听到了太多动人心魄的
故事。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
的生活环境，他们默默坚守；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他
们不曾退缩；面对个人情感的纠结和家庭重负的牵绊，他们
甘于牺牲奉献，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崇高雄壮的军
旅壮歌。这些短章和速写，为当下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读
者打开了一重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辽远时空，让他们感
受到自然的伟力、生命的坚韧、军人的伟岸、英雄的崇高。

裘山山以速写的方式即景记录下典型环境和典型人
物，寥寥数笔，形神皆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速
写强调用简练的线条在短时间内扼要地画出人和物体的
动态或静态形象；作为一种篇幅短小、简练生动的文体，
速写强调用具有概括力的笔墨描摹人物、叙述事件、复现
场景。裘山山的文字精短、节制、通透、强悍，多用急促有
力的短句，通过准确的细节、精妙的比喻回望充盈着原始
伟力的青藏高原，探寻边防军人艰苦且陌生化的高原生
活，亲近、想象、描摹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生命情态，从而构
建起属于高原军人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经验。这些高原军
旅生活的记录和速写，氤氲着生活的烟火气息，留存下生
命真实的肌理，直抵读者心灵的柔软处，动人却不耽于煽
情。那些曾经年轻、青涩的面孔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模糊，但是那些厚重温暖的军旅经验，依然顽强地保
留着它本原的面相和质地。

无论是高原风物还是英雄传奇，无论是基层兵事还
是军人情感，都那么真实自然、质朴有力，高原官兵的经
历、故事、爱情乃至牺牲本身，都已化为传说、传奇甚至是
令人仰望的历史。历史作为曾经客观发生的过程或事
件，已成过去；但对历史的解释却不断使之复活并对当代
产生意义。活的历史总是经过特定的叙述而富有生命力
的，叙事把过去变成为现在。

散文《比山更高的树》是全书的开篇，写到高原上的树
和兵站大院里茂盛的左旋柳，由此连接起18军进藏的艰辛
历史：“人们常说西藏是神奇的，在我看来，神奇之一，就是
栽下去的树要么不能成活，若活了，风摧雪残也一样活，而
且必定比内陆长得更高更壮……半个世纪过去了，18军当
年种下的树，如今早已成行，成林，成荫，成世界。每棵树都
记录着拉萨的变迁，记录着戍边军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春
夏秋冬。”实体的树、比喻的树和军人身上所负载的树的
象征意义结合起来，共同超越了自然环境的考验，矗立起
铭刻着高原军人生命印痕的精神丰碑。“山”和“树”作为
中心意象贯穿全书，统摄起青藏高原军人生活的不同侧
面。当作家运用比喻来表征世界时，就创造了一种可能
的联系，将原本无关的事物连接在一起，赋予事物以一种
鲜明的意义。“比山更高的树”也因此有了明确的指向意
义。站在高山上的边防军人们，挺立成了一棵棵不断成
长的树；而山也因为这些树的扎根和成长，更加生动、伟
岸。有了树的加持，山有了无限接近天空的可能；而叠加
了山的高度，军人们的精神和灵魂亦更加高蹈。

裘山山采用细节铺排与白描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再现
“生命禁区”高原官兵的军人风骨，呈现高原军人特有的生
存状态。《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写老一代测绘人杜永红，
年仅24岁就牺牲在测量一线。作家选取主人公牺牲前几

个关键时间节点的亲历者，用他们的视角串联起主人公生
命最后的时光。巧妙的结构拓展了叙事时间和空间，使得
杜永红的人物形象越发生动和立体，这也充分彰显出裘山
山作为小说家的叙述匠心。《将军崖》《吟唱高原》《守望318
国道》《青山为冢》《万水千山传遍》等篇什，将历史与现实紧
密勾连，在今昔对比中，写出军人恒常的精神和价值；也写
出了日常的坚守与极端环境下的牺牲，是如何深刻影响军
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底层逻辑的。

《雪线上的杜鹃花》糅合了理性与梦境，作家梦境中
的杜鹃花和现实中的不同，印证高原杜鹃的别样风姿和
象征意义：“别的花开放或许是为了昭示美丽，或许是为
了展现青春，而这些杜鹃怒放，却是在壮烈赴死，是在英
勇牺牲，因此整座大山都给我一种悲壮的感觉。”《骆驼刺》
聚焦查果拉这座高海拔哨所，从战士们的家信到情书再写
到高原植物骆驼刺，通过从骆驼刺到鲜花的移情，写出哨
所官兵的生活苦累和精神之美。《油菜花开》写作家来到岗
巴边防营，部队后勤保障水平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巨大的反差，凸显了驻西藏部队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事
实上，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全方位影
响和塑造着高原军人的生活状态、生命情态和情感世界。

书中的一篇篇速写，描摹高原风物，也承载着大量真
切的生命体验。西藏军人的信仰和精神，传递到了更年
轻的一代军人身上，植入更新鲜的生命足迹。书中讲述
的故事、描摹的人物宛若一个个看似粗疏却又神采盎然
的剪影，闪耀着金属般深沉厚重的光泽。一个个片段之
外，更多的是留白，意犹未尽处留待读者自身经验、情感
和想象的代入。

总之，散文集《比山更高的树》有着对高原自然风物和
军人生存境遇的坚实描写，将作家的感悟、体察、思想融入
精短的速写文体,简洁又温情的笔调带给读者深沉丰盈的
审美体验，传达出一种崇高的美学力量。

丰盈的速写张扬崇高美
——读裘山山散文集《比山更高的树》

傅逸尘

近日，作家王蒙的最新作品《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
十章》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紧扣中国传统文化关
键词，将作者数十年间凝聚而成的精华观点，分为天地、三
才、混一、文治、修身、美德、君子、劝学、风度共十章，逐一加
以深度阐述。

本书是王蒙综合半生研思所得的感悟倾诉，书中还有
不少金句，分享了作者在数十年坎坷人生中，以乐观精神总
结而出的肺腑之言。如论辩证法则：“不要怕挑战，不要怕
坏人，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含冤。有了这些了，也就快到你
振作发光的时刻了。”论学习：“人生是自学所造就的。人最
重要的老师是明显成长了、更加渴求成长的自己。”论人生
乐趣：“应该做到的是，随着自身人格的发展完善，终于感
到，修身才是人生的第一大享受。”

目前，本书已入选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日前，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元宇宙科技与应用》一书
正式与读者见面。

元宇宙是一个庞大的概念，是对真实世界的延伸与拓展。
元宇宙吸纳了信息(5G/6G)、互联网(Web3.0)、人工智能以VR、
AR、MR，特别包括游戏引擎在内虚拟现实技术的成果。

《元宇宙科技与应用》作者王红兵，又名王鸿宾，毕业于四川
大学哲学系。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主要讲述了元宇宙的
底层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网络计算机技术、科技显示交互技
术、电子游戏技术、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下篇主要讲述了
元宇宙在各领域的现实应用，比如游戏行业、社交领域、文旅领
域、办公领域、教育领域、医疗领域、零售领域、体育领域等，案例
典型，文字朴实。据业内人士评价，《元宇宙科技与应用》一书对
大家拓展思路、提高能力、改善服务具有借鉴作用。

《元宇宙科技与应用》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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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父母就把书籍
当做礼物送给我们，比如节日、生日。一个人过生日，另
外两个人也会得到书。更多的是星期天父母休息时，领
着我们去市里最大的新华书店选书，令一个平平常常的
星期天，变得像节日般美好。我们趴在柜台前，瞪大眼睛
兴奋地看，众多的小人书让人眼花缭乱，这个也想要，那
本也想买。在父母的建议下，我们慢慢地集齐了《西游
记》《三国演义》《杨家将》的全套小人书。

书是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也是抵御外界庸俗的城
墙。一点点地长大了，读图时代的小人书已经不能满足
我们“胃口”，在父母引导下，进入真正的阅读时期。父母
给我们订阅了好几种期刊，《少年文艺》《科学知识》《作
文》等，从这里逐渐开始阅读中国历代经典文学、世界名
著等。后来书籍越来越多，父亲还特意做了一个大书架
来存放它们。

最喜欢的时刻，是父亲在闲暇之余，拿起一本《唐诗》

或《宋词》，饶有兴趣、抑扬顿挫地吟诵几首，同时给我们
讲解李白的浪漫、辛弃疾的豪迈、苏东坡的豁达、杜甫的
悲悯，古老而经典的诗词，就这样如丝丝入扣的春风，潜
入心扉。

犹记得，我十八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生日书
是《女青年修养手册》，朴素又直白的书名，内容却包
罗万象，有礼仪与修养、价值观与爱情观，书中教我独
立自主、自信乐观，也教我与人为善，常怀感恩之心，
那些不可缺少的生活常识和成长的秘密，书中也娓娓
道来，在我人生的紧要处、迷茫时，放逐一叶扁舟，缓缓地
送我去远方。

那时候，父母工资并不多，但是他们在买书上却相当
大方，让我一度以为家里很富裕，其实父亲不吸烟不喝
酒，母亲也从不买好一点的衣服和鞋。成年以后有一次
和母亲聊天，无意中母亲说：“那时候每个月都得计划着
花钱，但是有个计划常年不变，那就是必须拿出工资的十

分之一买书。”母亲一番话，震惊了我，今生何其有幸，拥
有如此“舍得”花钱的父母。

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遇到自己喜欢的、值得珍
藏的书，一定会买下来。父亲非常感慨地说过：“这些书
啊，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你们现在还小，有些书看
不懂，等你们再大些，好好读吧。”

父亲去世后，留下三大书架的书籍，我们都爱书，但
是也知道不能把这些书占为己有，于是商量后，弟弟拿走
了工具书，妹妹要美术和艺术类书，我则拿走了所有的文
学书。至此，我们更加懂得了什么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什
么是家风的传承。

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打开记忆的闸门，那一方小小的
书屋，父辈慈祥的笑脸，灯下读书的我们，父母循循善诱
的引导，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这些画面永远清晰如昨。我
们将秉承着父辈的家风，用书香润身、润屋，并一代代延
续下去。

一个人习惯的养成，都是由
小及大，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种
行事方式，慢慢地便养成了习
惯。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小人
书，宝贝似地把小人书堆在枕边，
睡觉前翻上一翻，翻着翻着就进
入了梦乡。长大以后，读枕边书
的习惯一直保持着，临睡前借着
柔柔的灯光，读上几页，伴着书香
入梦，梦里也有了书香的味道。

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始终都
逃脱不了生活的苟且，工作的酸
甜苦辣，家庭的柴米油盐，千头万
绪，欲理还乱。夜幕沉沉，喧嚣不
再，让疲惫的身躯斜倚在床头，手
捧一卷书，在书香里回味淡淡的
苦，享受浅浅的欢。这段书香氤
氲的时光，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静静的，抵达灵魂的深处，遇见更
好的自己。

读书，读的是一份心境，尤以
枕上之书，可以率性而读。愿意
的时候，一篇小说或者散文，从头
读到尾，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不
愿意的时候，几行诗句或者一阙
古词，聚气凝神，意在境中；再不
行的话，哪怕只是随意地翻一翻，
让墨香在鼻息间萦绕，昏昏睡去，
连梦也是香甜的。

枕上之书，可以消除身体上
的疲乏。身体上的疲累，往往会
造成一个人精神上的高度紧张，
文字里是有风景的，而且这样的
风景一直都会在，没有季节的变
化，没有岁月的变迁，有时候不是
跋山涉水目之所能及的。一卷在

手，一幅幅，一帧帧，美轮美奂，游
离在人的眼睛里，人也变得轻松
愉悦了许多。

枕上之书，可以释放精神上
的烦闷。人生于世，总有这样或
那样的不如意，世事琐碎，烦闷缠
身。走进文字里的世界，与文字
里的人物一起悲，一起喜，是沟
通，也是共鸣，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的，悲欢离合，五味杂陈。当烦闷
的心情被慢慢抚平，轻轻合上书
本，酣然中便有了一个好梦。

枕上之书，可以促进心灵上
的成长。有人说，读书是一个人
的修行，其实读书的真谛，就是一
个人在文字里，倾听先贤的教诲，
接纳雅士的熏陶，潜移默化间让
人的心灵一点点成长起来。也有
人说，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
的事情，这样的高贵，无异于是一
个人精神上的高贵，更是心灵上
的高贵。

读枕上之书，古来有之。欧
阳修有一篇《三上》文，文中言及
一个叫钱思公的人，“平生唯好读
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
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
也。”也言及自己，“余平生所作文
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
也。”

三更有梦书当枕，半床明月
半床书。清辉曜，灯火阑珊，一个
人，独倚床头，手捧一本心仪的书
卷，尘世间的烟云俱去，只留下阵
阵书香在静静流淌。只有这样，
才是最惬意的，也是最美好的。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好的家风，是无以替代的精神财富。
我认为，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就是随处有书翻，时时能闻到书香。闻得到书香，必然也听得到安静，在

书香里从容散步，人生路上会少走些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