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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书屋里的月亮
孔相娟

书评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

与社会主义的“理”》出版发行

为乡村立传
——读黄伟《城南散记》有感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南城
街道办事处黄伟先生送我一本《城南
散记》文集。品读之后，深深感动了
我。

《城南散记》分为序篇、名人交
集、两山两河一路、名人故居、人文古
迹、人物故事、风俗非遗、风物美食、
美丽乡村、贡橘园等 10 个章节，共
100篇文章，计35万字，嵌入照片126
张，引用历代诗人的诗词联 121 首，
查阅典籍22种，研写5年成书，将南
城历史人文和建设成就展现在读者
面前。

黄伟先生教师出身，具有较强
的文字功底，从事乡镇宣传工作多
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对
南城街道（原鼓屿乡）发展史研究过
程中，黄伟产生了浓厚兴趣，写出了
具有文化内涵，同时能被广大读者
接受的内容。就《城南散记》而论，
它激起了读者心底的共鸣，震颤到
了思想。

黄伟已经变得成熟，笔力也显得
苍劲。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
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
种无需声张的努力和奋发。他的散
文，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在时空变迁
中，把地域文化特色演绎得顺畅淋
漓，给当地村民无尽的启示。他善于
古为今用，把视角集中在美丽乡村建
设上，为乡村改革鼓劲助力。他笔下
的村庄，代表了江南地区大部分村
庄。他描写细腻，语言简洁，独树一
帜。

黄伟散文有一种独特的情怀，那
就是尊重文化。他的文章行云流水、
生动有趣，同时又不失内涵。正如资
深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何敬业
先生所说：“本书的内容是厚重的。

写人、写事、写地理、写风俗，描绘了
一幅多姿多彩的人文画卷。文字清
晰流畅，娓娓道来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读来如沐春风。”黄伟写抗战时期
黄岩县委机关山前旧址，致敬那些热
血生命，铭记那段烽火岁月。写南城
人才辈出，从宋代著名诗人左纬和

“三左二彭”、明代参加历史名著《永
乐大典》编纂的张羽，写到近现代名
人中科院院士罗宗洛、张友仁，抗日
将领张国华、张剑吾等。他写风俗非
遗十里铺高跷，风物美食药山韭菜；
他写药山杨梅红叮咚，蔡家洋贡橘挂
金果。据他自己说，为呈现出历史的
真实性，他反复去实地考察，详询名
人后代和知情人。因为他这样的创
作精神，才有了那些散文名篇，书中
多篇文章曾先后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过。

好的文学作品，都有诗的意象。
黄伟虽然很少写诗，但经常参加诗词
学习培训，他的散文，同样颇具诗的
意象。值得一提的是，他经常将古诗
词作为书法创作内容，参加各类书法
展览，条幅、扇面、斗方等内容多样。
本书引用各朝代诗人的诗词数量很
多，实属不易。

本书另一个特点，插图多。黄伟
凭着他绘画、摄影的扎实基本功，和
王敏智先生一起拍出一张张好照片，
用到书中，增长了文字的感染力和文
字的生动性，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
间。这是对文字语言理解的有益补
充，强化了读者的文字思维意象，最
终带给读者愉悦的阅读体验。正如
鲁迅先生说：“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
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但那力
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

（新华网）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高培勇、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领衔，社科院九位专家联
袂撰写的《共同富裕论纲》由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智库
团队以中国社科院原创研究成
果，为读者解读共同富裕的科学

内涵、目标任务和总体思路，为
共同富裕世界性课题提供中国
式解决方案。

本书立足处理效率与公平
关系，探讨了共同富裕的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涵盖“提高
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
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
和调节”“促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六个方面，回应理论界和
社会大众的关切，帮助读者认识
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
标和实践途径。

全书收集了丰富的理论剖
析与案例点评，用客观易懂的语
言呈现开创性、权威性的研究成
果，九位专家多维度、全方位解
读共同富裕战略，为全球性问题
探索中国方案。

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
与社会主义的“理”》一书日前出
版发行。

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董振华所著，以“信仰”为主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从坚定不移的崇高信仰、人
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共同富裕
的公平正义、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唯物史观的历史自觉、守
正创新的科学理论、独立自主
的自信自强、自我革命的政治
品格、永不懈怠的斗争精神、胸
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十个方面，
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
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是
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
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
器，旨在引导广大读者学习和
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
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可阅读可聆听”，在建筑
地标以不同方式品味经典

这一次，音乐剧《浮生六记》走进了
上海的地标建筑——上图东馆阅剧
场。以“为阅读提供舞台”为宗旨，面积
达1200平方米，拥有座椅750余个的阅
剧场，让品味和阅读经典的方式变得更
加多元。

为了更适合在阅剧场演出，音乐
剧《浮生六记》主创根据这里的环境，
对作品进行了特别的设计。“相比在其
他更大的剧场演出，此次舞美、灯光和
音响都做了‘减法’，不追求‘大’，而是
寻求属于中国文化的精致与唯美，这

也是为了更贴近原著的美学气质。”该
音乐剧总编剧田辰明说。比如构成音
乐 剧《浮 生 六 记》舞 台 核 心 画 面 的

“圆”，在舞美上，通过增补舞台后区的
纵深，增强“圆”这一轮回的象征与舞
台画面的立体感，呈现剧中天人俯瞰
人间悲喜的悲悯之感；在舞蹈上，则大
幅增加了舞蹈片段，以更动态的双人
舞呈现男女主角沈复和芸娘静水流深
的心。

“天上月常缺，地上人难圆，记得此
情此景此夜，此爱，今生如借……”在作
品上半场，剧中的天人吟唱着一首

《月》，沈复和芸娘则以一段缠绵的现代
舞，表达彼此炽热的情感。悲悯的歌声
和热烈的舞蹈，形成强烈的对照。“中华

悠久历史里有太多浪漫和美好的故事，
等待我们去开发和探索。”余笛说，期待

《浮生六记》里的中国式爱情能够在上
海文化地标以可听、可读的方式，获得
更多观众的共鸣。

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楼巍表示，从
阅读到“乐读”，是上图东馆对公众阅读
服务的一次升级与扩容。未来上图还
将通过引入更多优秀话剧、戏曲等演出
剧目，让好的文本通过更广泛、更多元
的平台走近读者，在上海最重要的文化
公共空间被听见、被欣赏、被“乐读”。

“得其意忘其形”，让隽永
的东方美学活在当下

生于江南富贵之家的沈复自小为
家族所厌弃，唯有青梅竹马的妻子芸娘
与其相知相惜。然而天不假年，芸娘仅
40岁便因病离世。其后数十年，沈复反
反复复陷入对芸娘的追忆中，在那些模
糊美好的长梦中，沈复一遍遍地回望自
己和爱妻缱绻厮守的时光，直至去世。
随着晚年沈复断断续续的回忆，两人少
年时心动的葬花初遇、被父母赶出家门
的暖心相守、沈复倾其所有为病中的芸
娘买一味甘草的执著……一点一滴，缓
缓呈现。

为了还原属于沈复原作的情感与
情怀，田辰明对原著进行“得其意，忘其
形”的改编，通过沈复在芸娘去世后无

数次的长梦与追忆，再现两人相濡以沫
的一生。“我们将舞台表达集中在人物
感情上，通过情的变换，来带动整个故
事场景与空间感的变换。”他告诉记者，
与西方现代音乐剧喜欢大量使用景片、
车台、多媒体的热闹不同，“希望通过音
乐剧《浮生六记》，让隽永的东方美学活
在当下”。

故事和舞美“很中国”，音乐则希望
打破东西方的隔阂——音乐剧《浮生六
记》的创作动机以中国传统五声调式为
主，现场乐队以钢琴、竖琴、黑管、大提
琴与小提琴西方室内乐编制，呈现音乐
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小时候，我跟着外
公一起听黄梅戏，儿时刻在基因里的戏
曲旋律，也被我写进了音乐剧《浮生六
记》里。”余笛说，他还从《玫瑰三愿》《红
豆词》等中国艺术歌曲汲取灵感，希望
整部音乐剧呈现出淡雅的风格，宛如寥
寥几笔勾勒出山水画中的潺潺溪流，

“就像故事里的沈复，用漫长的一生去
思念一个人”。

“万物万事，有其尽时，你我众生，
亦复如是。”田辰明为音乐剧《浮生六
记》写下序曲《万物有其时》歌词，定了
整个故事的基调。“这首序曲借鉴了中
国戏曲开场的部分‘标目’——即标立
名目，作为引子来介绍全剧梗概和突出
主题。”而《万物有其时》副歌的诗经体
四字格形式，也体现了主创对传统诗词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商场电梯口，有一家很小的书
屋，小到一眼就能阅览全景，所有的书
挨挨挤挤的陈列，没有给书虫留下一丁
点可以啃噬的空隙。它的特别之处，是
纸墨的香味里点缀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又好似自家厨房里妈妈做的一道最可
口菜，但不能煎、炒、烹、炸，更不能配着
小酒一醉方休。

我悠悠地迈着四方步，在书架之
间走走停停的，随意地翻翻看看。这
里书的种类不是很多，但足可以满足

读书的人窃喜狂欢，每一本书都被塑
料薄膜包裹得严严实实，像小时候用
旧报纸包的书皮，不容易粘上灰尘和
污物，更不易损坏。书屋里没有特别
耀眼修饰，而是让人愉悦的简单，唯一
可以坐下来小憩的地方，就是靠柱子
围了一圈斑驳的长椅子，上面加了几
个粉色的泡沫垫子，在细节上店家还
是一丝不苟。

在书柜最显眼的地方，斜放着一本
《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闺蜜曾经向我

推荐过。我拿起书喊了一声服务员：
“你好，能把这本打开吗？我想看一
下。”“可以。”轻手轻脚地走到柱子边的
长椅上，跷起了二郎腿，饶有兴致地品
读起来。

刚读几页就被书中的内容戳中了
泪点，也许是女人同情女人，本想合上
书放回原处，但又想知道斯特里克兰和
他妻子的最后结局，沉下心继续阅读，
这也许就是名著的魅力，让你爱不释
手，吸引着我不读完誓不罢休。我羡慕
斯特里克兰敢于活自己，但我不赞同他
毫无责任感的做法，如老话说的：这山
望着那山高，月亮你够不着，六便士又
嫌少，最后只能是画笔、宣纸、颜料做食
粮充饥。

其实有很多的著名绘画大师们，和
斯特里克兰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即
使生活多是磨难与坎坷，却仍然奔跑在
理想的路上，从未放弃对艺术以及自我
的严格要求。我记得在《名人传》里有

一句贝多芬的名言：“生活中的所有不
幸遭遇，都会在另外一个方面带给你幸
运，”所谓有得有失吧。也许只有对信
仰专注的人生，才最生动、丰满，充满趣
味和色彩。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里，
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想说：只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年龄不
是问题，国籍不是枷锁，家庭也不是束
缚。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
风谲云诡，然而，斯特里克兰对自己所
做所为，毫不掩饰，甚至没有任何羞愧
和忏悔，却对艺术专注与执着，直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

而现实中的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
寻觅觅，找不到生活的渡口、人生的目
标，心之所向何去何从？而斯特里克兰
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的解开思想的牢笼，去追随心中的那一
轮浮光耀金的月亮，创造出让世人惊叹
的作品。

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推进“15分钟阅读圈”建设，打造多个“城市悦书房”，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公共阅读空间。这是市民
在马鞍山市麦书阁悦书房阅览图书。 新华社记者 曹力 摄

《共同富裕论纲》：

探索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书屋是没有烟火气的地方，却拥有着烟火气的人生，看
着书柜上琳琅满目的书籍，心里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困意、
烦恼、疲惫都随着文字的魅力烟消云散。每一本书里的故
事，都是在生活里捕捉的素材，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我们
不断地翻阅、品读，只是希望在书里，能找到那一处安放心
灵的世外桃源。

音乐剧走进图书馆，品味经典“可阅读可聆听”
姜方

日前，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将上演开馆以来的第一部音乐剧《浮生六记》。
“明月照过人间多少夜，司空见惯了离别，凡人如何相恋……”当晚，上海

图书馆东馆阅剧场将上演开馆以来的第一部音乐剧《浮生六记》。“这部原创音
乐剧改编自同名中国文学经典，当感动了一代代人的中国故事在上海建筑地
标被更多观众‘乐读’，也是为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的又一种‘破圈’引流。”该
音乐剧作曲、艺术总监余笛说。

从音乐、舞台意象到服装，中国文化、传统戏曲与古典诗词等元素串联起
这部音乐剧的主旋律。音乐剧《浮生六记》的音乐以中国五声调式“宫商角徵
羽”作为核心动机，通过钢琴等室内乐编制演奏，体现东西方融合之美。舞美
则遵循中国传统戏曲“景随情迁”的表现手法，追寻属于东方美学的隽永。“把
跨越时空与国界、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国故事，以守正创新的方式动情讲述，正
是音乐剧《浮生六记》剧组的初衷。”余笛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