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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 评评

《为什么是邓小平》
作者：陈晋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这是一本言之有物，文字生动，通俗易懂，充满激情的好
书。全书史论结合、剪裁精巧、立论公允，所用史料丰富而准
确，所持立论客观而公正，对人物的评价平和而中肯，如写毛
泽东在一些历史细节中对邓小平的评述，增加了历史的现场

感和人物的丰满性，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党员干部纪律学习手册》
作者：党员干部纪律学习手册编写组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本书围绕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纪律
词条的方式，重点梳理条例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等 110 余
个相关知识点，分为“纪律常识”和“违纪行为”两部分。“纪律
常识”部分，简明阐释党纪基础知识，涉及“党的纪律”的概念、
纪律处分运用规则等知识点；“违纪行为”部分，详细解读条
例修订新增情况、监督执纪中注意把握的问题、违纪行为认定
处理和法规适用。

《给年轻干部提个醒》
作者：刘玉瑛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近年来，贪腐“低龄化”和“低职化”现象渐露苗头，年轻干
部怎样加强政治历练、实践磨炼、身心修炼？怎样常修为政之
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本书聚焦此议题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分析和详解，引经据典，案例丰富，让年轻干部通过
本书的学习更好地做到政治坚定、履职尽责，担当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历史的照妖镜》
作者：烟雨 萧十一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书深度挖掘南宋绍兴年间岳飞之死的悲壮历史，以此
为镜，映照出人性的多面性。书中不仅细致描绘了岳飞个人
命运的悲剧，还深入探讨了张邦昌、张俊等大人物的政治博
弈，以及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作用。同时，
还跨越多个朝代，将岳飞的故事与狄青、文天祥、于谦、袁崇焕
等历史名将的悲剧命运相联系，揭示了人性在不同历史背景
下的共通性和复杂性。

《趣说古人生活史》
作者：艾公子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古代官二代都沉迷修仙？古代有钱人都吃得很刁钻？古
代有权人最爱的是加班？古代读书人比现在还要卷？作者翻
阅大量古籍、史记，确保每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背后，都有可
靠的史料支撑，同时语言幽默、通俗，满足读者对古人日常生
活的全部好奇。

《江南三部曲·春尽江南》
作者：格非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世纪 80年代末，谭功达之子、诗人谭端午自我放逐到鹤
浦，面对群体参与变动的时代，试图从《新五代史》找到解释；最
初崇拜诗人的李秀蓉在社会剧变的潮流中成为律师，她改名换
姓，以庞家玉的干练泼辣现身，最后却在虚浮而折磨人的现实
中走向了绝望……围绕谭端午和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
及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衍变，小说广泛透视
了个体人生在社会剧变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

《新疆故事集》
作者：刘亮程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热闹的库车老城里，买买提做着不怎么挣钱的剃头生意，
吐尔洪的铁匠炉旁一天到晚围着人，每个巴扎都是一个盛大
节日；黄沙梁的生活缓慢而古老，太阳落地的声音在赶路人心
中，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像一整天的时光坠落到土里……多
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
时此刻的全部生活。

《你的智能办公助手：用 AI轻松提升
工作效率》
作者：AI知学社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实用的 AI智能办公指南，全书共 7 章：智能办
公时代已来、拥有属于你的智能办公助手——AI 工具的选
择、掌握与 AI 助手的沟通技巧——提示词、应用 AI 助手快速
生成各类文案、应用 AI 助手快速制作 PPT、应用 AI 助手快速
完成办公任务、打造 AI企业助手团队。

《Transformer自然语言处理实战》
作者：［澳］路易斯·汤斯顿

出版社：机械出版社

本书涵盖了 Transformer 在 NLP 领域的主要应用。介绍
了 Transformer 模型和 Hugging Face 生态系统、情感分析任务
以及 Trainer API、Transformer 的架构、在多语言中识别文本
内实体的任务、Transformer模型生成文本的能力等内容。

《醉白之路：品读白居易》
作者：陈才智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唐宋文学研究专家陈才智阅
读和研究白居易三十年的总结，书中涉及白居易作品中的风
景与节气、诗歌之双璧、散文之风度等，尤其侧重白居易对后
世文坛的影响。醉白之醉，即醉吟先生之醉。醉白二字，于阅
读与研究之外，贴切表达出醉心与仰慕之意。

（市委宣传部供稿）

在当代文学热衷于解构宏大叙事的浪潮中，
《阿娜河畔》如同一块棱角分明的界碑，将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历史褶皱重新摊开在戈壁烈日之
下。阿舍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触角，穿透“屯
垦戍边”四个字的政治符号，在艾青、杨牧等诗人
吟咏过的土地上，掘出了一条流淌着血性与诗意
的暗河。

小说以兵团二代“何小荷”的还乡视角切入，巧
妙构建了双重时空：现实中的河畔镇正在经历现代
化阵痛，推土机轰鸣着抹平父辈用坎土曼凿出的灌
溉渠；记忆里的 20世纪 60年代，上海支边青年的手
风琴声与维吾尔族牧民的冬不拉，在胡杨林深处交
织成荒原上最初的文明和弦。阿舍拒绝线性叙事，
而是让戈壁狂风卷起记忆的砂砾——某个清晨母
亲失踪时灶台上凝固的苞谷糊，父亲腰间永远别着
的测绘仪，牧羊人阿迪力江送来的那把镶银英吉沙
小刀……这些碎片在蒙太奇般的跳跃中，拼凑出被
官方史册遗漏的边疆微观史。

“我们既不是真正的军人，也不是纯粹的农
民”，主人公的独白道出了兵团人永恒的身份焦
虑。阿舍笔下的人物犹如戈壁滩上的骆驼刺：上

海知青周老师坚持每天用栀子花香皂洗手，却在
暴风雪夜用体温焐热难产的母羊；哈萨克族少年
叶尔江说着流利的汉语，却在深夜对着星空用母
语吟唱祖先的迁徙长诗。

贯穿全书的阿娜河绝非田园牧歌式的背景
板。旱季龟裂的河床裸露着 1952 年第一代垦荒
者的白骨，汛期暴涨的浊流又冲毁刚建好的棉花
加工厂。这条被赋予女性名字的河流，始终以暴
烈与温柔并存的姿态凝视着岸边的人群：它见证
过兵团战士与当地牧民争夺水资源的械斗，也倒
映过汉族姑娘与维吾尔族小伙在月光下交换《福
乐智慧》和《毛主席语录》的身影。当结尾处何小
荷将父亲的骨灰撒入河心时，纷扬的灰烬中浮现
的不仅是个人记忆的终结，更是一个时代在现代
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淬炼与重生。

阿舍的笔触既有帕慕克式对细节的执迷，又
带着李娟般的灵动野性。当《阿娜河畔》用文学
重新擦拭“兵团”这个被符号化的历史镜面时，我
们看到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图谱，而是无
数具体而微的生命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尊严
与诗意。

翻开《阿娜河畔》，我们仿佛踏上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片广袤而沉重的
土地。阿舍以冷静沉着的笔触，将 20
世纪 50 年代至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长卷
徐徐展开。这不是一曲单纯的英雄赞
歌，而是一部交织着集体荣光与个体伤
痕的复杂叙事，在阿娜河水的流淌中，
映照出历史洪流中被忽略的真实面容。

故事从 1957 年茂盛农场子弟小学
开学讲起，通过几代人的命运轨迹，串联
起了茂盛农场的建设历程。小说大致分
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核心人物，他
们的故事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部宏
大的叙事。第一部分以成信秀为核心，
讲述了这位出身湖南乡绅家庭的才女投
身新疆水利建设，以及她与石永青、许寅
然之间的情感纠葛，充满了浪漫色彩与
时代的使命感 。第二部分聚焦明中启，
他作为在农场长大的一代建设者，体现
着坚守的意义，他的人生经历凝聚着一
代人的奋斗心路 。第三部分的核心人
物是石昭美，她是成信秀的女儿、明中启
的妻子，她在事业和生活中的坚韧，以及
她在感情中的挣扎与成长，让读者看到
了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

从主题上看，《阿娜河畔》不仅是一
部关于边疆建设的小说，更是一部探讨
人性、爱情、信仰的作品。小说通过描写

建设者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奋斗与坚持，展现了他们崇高
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仰。同时，通过对人物情感世界
的深入挖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在那个特殊的
时代背景下，爱情与革命信仰相互交织，人物在追求理
想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探索着自我，这种对人性和信
仰的深入探讨，使小说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阿娜河畔》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它让我们看
到了新疆建设者们的伟大付出，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
热血与激情，也让我们在历史与人性的交织中，思考着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深情回
望，更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启示，提醒我们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传承和发扬前辈们的奋斗精神 。

在阿舍的《阿娜河畔》里，明水农场八连的职
工们站在时代变革的风暴眼，亲身经历着现代化
浪潮对这片土地的猛烈冲击。小说聚焦兵团农场
改革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又借由这场土地上的变
革，完成对现代化叙事的深刻祛魅，揭开“进步”这
一概念光鲜外表下潜藏的时代阵痛。

现代化机械的轰鸣声，本应是生产力解放的号
角，阿舍却另辟蹊径，从其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
东西。当拖拉机、收割机驶入农场，这些钢铁巨兽
在田野上肆意驰骋，让老职工杜北京突然发现，自
己毕生积累的耕作经验，在冰冷的机械面前变得一
文不值。曾经他仅凭触摸土壤的湿度、观察作物的
长势，就能与土地进行“对话”，如今这种血肉相连
的关系被无情斩断。他站在轰鸣的机械旁，像个被
时代遗弃的局外人，现代化进程以提升效率之名，
将人与土地最原始、最亲密的联结彻底割裂。

阿舍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没有陷入简单的对

立。小说中三代人对待现代化的不同态度，串联
起一条清晰的认知光谱。老一代如杜北京，将土
地视为信仰，对祖祖辈辈沿袭的耕作方式怀着近
乎宗教般的虔诚，无法理解突如其来的改变；中
生代如马永贵，夹在新旧时代之间，既对新生活
充满向往，又对未知的改变充满恐惧；年轻一代
如杜山山，则毫无负担地拥抱变化，将现代化视
为理所当然的发展方向。这种代际差异，不仅是
社会变迁的心理映射，更揭示了现代化暴力的传
递路径——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对“进步”的理
解影响下一代，而这种影响，有时会成为束缚或
伤害他人的无形力量。

阿娜河畔的现代化进程如河水般不可阻挡，
但阿舍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进步”的契
机。真正的进步，不应仅仅追求效率与速度，更应
在变革中守护人性的温度，给予那些难以适应变
化的人们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阿舍 的《阿 娜 河 畔》，讲 述 的 是 在 新 疆 茂 盛
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人们在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生 活 历 程 。 时 间 跨 度 从 20 世 纪
50 年代到改革开放，展现了几代人在边疆建设，
为国家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为生活而努力的
动人篇章。

小说以精细的笔墨描述了农场的发展与人的
命运。明双全、明中启、成信秀、石昭美、许寅然等
是农场建设者集体“镜像”，他们面临着种种苦难
却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对农场建设事业矢志不渝
的革命理想主义萦绕在建设者中间，成为那个时
代的精神标识。“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
正是胸怀这样的信念，使农场建设的历史成为共
和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起，《阿娜河畔》一直写到
新世纪初，纵贯 50 余年的命运轨迹，串联起茂盛
农场的建设史。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各
有重要人物串联，这些人物都和当代文学史上的
经典人物形成呼应关系。第一部分以成信秀为核
心，讲述这个出身湖南乡绅家庭的才女，如何深入

新疆投身水利建设，又如何在坎坷的爱情路上与
两个男人结成家庭。

《阿娜河畔》具有沉郁厚重的精神底色，作者
以女性的细腻和深挚的情感，书写农场普通人的
情感历程与心灵世界。书中，爱的主题既宏大、深
沉又明快、敞亮，既有奉献了青春奉献终身、奉献
了终身奉献子孙的时代大爱，也有柴米油盐、锅碗
瓢盆、家长里短的伴奏曲。诚然，兵团各农场物质
条件、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同祖国内地许多省市相
比有很大落差，但一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投身
伟大而神圣的国家战略，屯垦戍边，战天斗地，生
活充盈，精神富足，生生不息。

阿舍的写作并不局限于个人生命的摹本，它
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纪念。从初代建
设者筚路蓝缕的艰辛、持之以恒的奋斗，到上海
知青们建设祖国的热望、绵延千里的乡愁，再到
农场后代们一步步的努力、时代变换的选择……
面对千变万化的文学世界，阿舍发掘的是一个个
鲜活丰饶的生命原貌，铭刻的是一段弥足珍贵的
心灵景观。

中国儒家思想长河中，“完人”之论历
来争议颇多。若说孔子以“仁”立万世师
表，曾国藩以“拙诚”成事功典范，那么王
阳明则以“学”打通天地人心，在知行合一
的淬炼中抵达“此心光明”的至高境界。
近读《曾国藩传》，深觉其“结硬寨，打呆
仗”的务实精神背后，竟处处可见阳明心
学的影子。这促使我翻开郦波的《五百年
来王阳明》，试图追溯那份照亮五百年的
思想之光。

十一岁随祖父进京途中，王阳明以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的辩
证观叩问宇宙，以“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
山小月更阔”的哲思颠覆常识。这般超越
年龄的洞见，固然得益于书香门第的熏
陶，却更显其天资中理性与科学思维的火
光——在程朱理学禁锢的大明王朝，这份
清醒尤为灼目。

少年天才的特立独行，注定与世俗格
格不入。当世人皆以“学而优则仕”为目
标时，他偏要追问：“登第恐未为第一等
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立誓做“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的圣人。父亲王华作为
理学门徒，对此嗤之以鼻，可少年王阳明
已如脱缰野马：沉迷兵法、私闯居庸关、纵
游蒙古部落……直至十七岁屈从父命娶
妻科考，两度落榜后终成进士。这一转

变，源于父亲的当头棒喝：“欲为生民立
命，先寻立命之阶。”

然而官场并非圣贤道场。刘瑾乱政
时，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他挺身奏疏

《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换来的是
诏狱中的血肉横飞，贬谪龙场的九死一
生。谁承想，正是贵州龙场的瘴疠之地，
让他在石棺中参透生死，悟出“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心即理，心外无物。这场

“龙场悟道”，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桎
梏击得粉碎。

由此，心学诞生。而心学之妙，尽在
“岩中花树”。这段故事被收入王阳明的
《传习录》，弟子指着岩间花树发问：“天下
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
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回答了一段五百
年来哲学史上屡被争议、让人费解的一段
话：“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
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
来。”

我曾附会此言为诗意想象，而今重读
郦波的诠释，方觉当年不过是附庸风雅。
郦波在书中用了整整一小节剖解此句，反
复阅之，方悟其真义在于“价值”：一朵花
的价值本自多元——对蜂蝶是蜜源，对山
川是点缀，对观者则是心映万物的契机。

“心外无物”并非否定客观存在，而是强调
价值意义的生发源于心物相遇。当人于
纷扰中寻得这种“价值存在”，便如暗夜持
灯，纵使“路漫漫其修远兮”，亦能“咬定青
山不放松”。

王阳明终其一生，皆在践行这种价值
追求。江西匪患，他既布心学教化“破心
中贼”，又以奇兵铁腕“破山中贼”；擒宁王
朱宸濠时，他伪造密信惑敌，火攻鄱阳定
乾坤，将“知行合一”化作平乱利器；至天
泉桥上论道，更凝练出“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去恶是格物”四句真言。细读郦波的解
读：“无善无恶”是褪去道德滤镜的客观世

界观，“为善去恶”是躬身入局的方法论，
而贯穿始终的“致良知”，则是连接天理人
心的价值灯塔。

五百年来，王阳明的身影始终矗立在
入世与出世的交界。他既敢格竹七日穷
究天理，也能挽弓射箭荡寇安民；既推崇

“此心光明”的超然境界，更不忘“事上磨
炼”的现实践行。今日重读心学，方知它
从未远离：当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干部以

“致良知”唤醒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当诚
信企业如胖东来以“心学”式的价值坚守，
演绎现代零售业的“致良知”实践时，那些
漫山绽放的茶花，那些破茧重生的信念，
皆是心学跨越时空的回响。

或许，本无所谓的“完人”，唯有在事
功与心性间永恒求索的精神。当王阳明
临终含笑说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时，
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思想体系，更是一把
点燃心火的炬种。愿你我皆能循此光明，
照见属于自己的花树青山。

●阿舍让我们铭记——
历史的光荣与代价永远并存，而

真正的纪念，始于对每一个微小生命的
尊重与看见。 （刘静）

●《阿娜河畔》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听
见了那些被进步浪潮淹没的无声呐喊，引发我们

对时代发展更深层次的思考。 （伟军）
●阿舍在重述农场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不再是单

纯地展示建设中存在的苦难与艰辛，而是致力于表达
建设者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
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
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陈红梅）

●阿舍围绕一座农场的前生今世，以一代
代建设者的身路和心路历程，发出承载一个

时代的小说天地。让我们在数百万农场
子弟身上听到了千百万记忆的岁月

回音。 （丽萍）

心 光 如 月 照 青 山
——读郦波《五百年来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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