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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有人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有人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人以生命为
笔，以岁月为墨，书千秋华章。
刘宋文学家、史学家范晔就是后
者 。 近 日 捧 读 南 阳 作 家 李 帆 的

《范晔传》，这种感觉尤甚。范晔
恣肆的才华，张扬的个性，踉跄
的人生脚步，越过时间的瀚海，
踏浪而来。

《范晔传》全书共计71章37万
字，以南北朝刘宋王朝动荡的政治
历史为背景，以严谨的态度对历史
人物范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还原。
全书采用超越时空、虚实结合的艺
术表现手法，呈现跌宕起伏的历史
故事，彰显了范晔的史学成就、民
族思想、伦理关切。通过撰述范晔
短暂精彩的人生经历，让一个沉睡
千年的史学家、文学家的高大形象
跃然纸上。

范晔为后世所熟知，很大程度
上缘于 《后汉书》。这部彪炳千秋
的史书，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

元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近
200年的史事，包括十纪、八十列
传和八志。《后汉书》 大部分沿袭

《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又
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比如，为
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时期的刘
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

《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
他写 《列女传》 的宗旨是：“搜次
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
已。”他的 《列女传》 中，有择夫
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
班昭、断织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
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
的框限。

李帆的 《范晔传》 与 《后汉
书》具有互文性，前者写出了范晔
成长、求学、入仕的经历，我们可
以从中了解到他贬官宣城后，发愤
著书，写出流传千古《后汉书》的
故事。从《后汉书》中，我们亦可
透过卓绝的文思和过人的史识，想
象史家范晔的形象，而这正是《范
晔传》所重点呈现的。

“丁燕用微观视角、真实细
节、切身体验、行业性知识等构
成的小叙事来讲述大历史，让我
们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东
莞这片土地上有血有肉的劳动者
形象。”近日，在“东莞制造的东
莞 记 忆 —— 丁 燕 作 品 研 讨 会 ”
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
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震如是说。

70 后作家丁燕深耕工业题材
创作，在 2023 年推出“工厂三部
曲”——《工厂女孩》《工厂男
孩》《工厂爱情》，引发关注。《工
厂女孩》 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记
录一个个工厂女孩真实鲜活的打
工 故 事 ， 描 绘 了 工 厂 女 孩 的 青
春、爱情与梦想；《工厂男孩》 是
作家住进工厂宿舍后采访与观察
的结晶，呈现出工厂男孩真实的
生活状态与心理波动，从中可以
窥见现代工业洪流中普通个体的
命 运 ； 长 篇 小 说 新 作 《工 厂 爱
情》 讲述 90 后男工向南方打工经
历中与叶丹凤、吴香瑞、苏小苏
等工厂女孩的情感纠葛，描写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路历程。

在丁燕看来，虽然 《工厂女
孩》 和 《工厂男孩》 是非虚构作
品，而 《工厂爱情》 是一部虚构
的长篇小说，但她依然愿意将它
们合称为“工厂三部曲”。因为这
个系列作品内部存在着一种血肉
相连的隐秘关系，都涉及共同的
主题：一个人如何与他所处的时
代产生混响。“三部曲”中，作家

不仅想表现工厂世界的律动和节
拍，更想表现生活在此间的人们
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感受、剖
析和反省，她试图对一个个复杂
的灵魂进行解码。

“工厂是一个巨大的写作宝
库，任何有心人如果深耕细植，
都能有所收获。”丁燕说。2011年
—2012年，她在东莞樟木头镇的3
家工厂工作了 200 多天。“这段看
起来不计成本、自找麻烦的打工
生 活 ， 源 自 那 个 一 闪 而 过 的 想
法：与其采访别人，不如我自己
去干。”丁燕说。她坚信，如果作
家想让自己的作品有价值、有分
量，必须拒绝平庸化、干瘪化、
自恋化的写作，挑战有难度的写
作 。 这 段 生 活 经 历 最 终 孕 育 出

《工厂女孩》。2013 年该书出版后
获得好评，让丁燕有了继续这一
题材的信心。2014 年初至 2015 年
末，丁燕利用节假日在电子厂采
访 男 工 ， 写 出 《工 厂 男 孩》 于
2016 年出版。从 2017 年开始，丁
燕 定 点 追 踪 一 位 男 工 的 生 活 经
历，以他为原型完成了 27 万字的
长篇小说《工厂爱情》。

2023 年 4 月，为完善系列作
品，丁燕重返东莞工厂采访。她
发现，现在的工厂已和 10 年前大
不一样。工人的工作环境发生了
改变，工资待遇和地位也有了提
高。“一切都变得更加规范化、标
准化和国际化。同时，现在的工
人情感诉求也比他们的前辈更强
烈，和薪水相比，他们更看重尊
严和自由。”丁燕说。采访后，她
对 《工厂女孩》 和 《工厂男孩》
进行修订，分别新增数万字对工
厂工人现状的描写，与 《工厂爱
情》一起重新推出。

“丁燕和大多数作家体验生活
的方式不同——她曾到流水线上
当普通工人，每天干 11 个小时的
活儿。与作为观察者或旁观者去
体验生活的作家不同，丁燕是参
与者。”李震说。这赋予“工厂三
部曲”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和震撼
人心的力量。

1月13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
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 2024 北京
图书订货会 （以下简称“订货会”）
落下帷幕。数据显示，本届订货会展
出图书超 40 万种，参展单位 720 家，
举办活动近400场，入场观众超10万
人次。自 1987 年创办以来，北京图
书订货会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行业
影响最大的华文图书文化盛会之一。

新书好书荟萃，名家学者聚首，
读者乐享阅读，专家充分交流……这
一开年书业盛会推高全民阅读热情。

文学好书重磅推出

岁末年初，根据作家金宇澄长篇
小说 《繁花》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
播，助推原著小说热销全国。导演王
家 卫 一 句 “ 带 着 《繁 花》 看 《繁
花》 ”，吸引不少观众买来原著阅
读。订货会上海展区，醒目位置摆放
着《繁花》码堆和大幅海报，引读者
驻足翻阅。上海文艺出版社透露，电
视剧播出以来，《繁花》 已连续加印
20 多万册。在湖北出版展台，长江
文 艺 出 版 社 带 来 的 《繁 花 （批 注
本）》也成为热门。该书脱胎于《繁
花》原著，特邀作家沈宏非批注、设
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丰富精准的批
注不仅对沪语做出解释，还在原著含
蓄省略之处巧妙提点一二，与原著形
成对话。

在北京出版集团展区，“原创”
“专业”“首善”六个大字引人注目，
彰显集团为读者出好书的不懈追求。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此次带来了《阿
娜河畔》《苍生大医》《曹禺全集》

《仪仗兵》《地上的天空》等重点原创
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挑选了“中国
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第二辑）、盛
慧 《粤菜记》、黄灯 《去家访：我的
二本学生 2》 等原创图书加以重点推
介。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茅盾文
学奖得主周大新的新作《站在人生长
河的下游》。该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创
作的散文随笔近70篇，分为“在右岸：
想一些事”“在左岸：见一些人”“在河
心洲：读一些书”3辑，包括生活随笔、
游记、历史杂感、演讲、书评、阅读
笔记等，定格作者对人生真情的感悟
和对文学创作的哲思。作家出版社带
来新近出版的贾平凹第 20 部长篇小
说 《河山传》，该书承袭世情小说、
笔记小说和志人小说传统，以时间为
经，以人物与事件为纬，讲述了改革
开放 40 余年间几代进城农民的故
事。该社重点推出的另一本新书是文
坛老将刘庆邦的 《花灯调》，讲述贵
州偏远山区贫困村高远村的山乡巨
变。202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
福瑟的代表作《三部曲》也亮相订货
会，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引进，是福瑟首部中文版小说，由《无
眠》《乌拉夫的梦》和《疲倦》组成。

近年来，译林出版社深耕原创文
学出版，该社副总编辑陆志宙介绍：

“我社今年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值得期
待。刘亮程的全新散文作品《大地上
的家乡》、格非的长篇小说新作 《登
春台》、李敬泽主题多元的演讲集

《空山横》、阎晶明生动还原方志敏狱
中文稿传奇的非虚构新作《信仰的羽
翼》、邱华栋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

《空城纪》、叶兆言的长篇小说新作
《璩家花园》，都是今年要重磅推出的
名家新作。”

琳琅满目的文学好书令读者大饱
眼福，在北京读研的王世林对我们
说：“我是文学专业学生，第一次来
到订货会现场，令我大饱眼福。无论
哪个展区，都是人头攒动。我最大的
感受是，即使在电子阅读飞快发展的
当下，实体图书仍表现出蓬勃的发展
势头。各大出版机构也表现出满满诚

意，向读者细心周到地讲解新书。”

多彩活动聚集人气

1月12日下午，中华书局“点校
本‘二十四史’修订出版进度答读者
问”专题活动在订货会现场举办，读
者踊跃提问，气氛热烈。“ 《明史》
修 订 本 预 计 年 内 完 成 编 校 ， 争 取
2025 年出版。《北齐书》正在加紧审
读，预计今年3月能召开定稿会……”
针对读者关心的热门问题，中华书局
相关负责人一一解答。订货会期间，
各类活动亮点纷呈，为读者和业界人
士带来最新动态。

出版行业高端论坛是订货会期间
主题活动的“重头戏”，在组委会发
布的“大家赞誉的文化活动”入选名
单上，各类行业论坛名列前茅。2024
高等教育教材行业合作大会聚焦高校
教材出版，就高校教材内容建设、数
字化教材管理等问题展开研讨，推动
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一体化；馆社
高层论坛以图书馆发展为主题，在出
版界、图书馆界与科技企业之间搭建
起交流桥梁，让图书出版更好服务于

“全民阅读”国家战略。此外，探讨
融合出版的“出版融合发展大会”、
关注实体书店的“2024 中国书店大

会”、立足童书板块的“2024童书盛
典”等层次高、类型多、内容精的行
业论坛，让订货会成为洞悉出版趋
势、引领行业风尚的“风向标”。

订货会期间，面向广大读者的新
书 发 布 会 、 好 书 分 享 会 最 为 “ 吸
睛”。在报告文学领域，天津科学技
术出版社举办《田间逐梦：科技小院
15 年助农实践》 新书研讨会，该书
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及其团队
科技助农，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故
事，彰显报告文学的时代关切。专家
学者从该书的创作与出版，谈到科技
小院的成功经验与新时代“三农”工
作，令现场读者深受启迪。在儿童文
学领域，新蕾出版社围绕赵丽宏新作

《月光蟋蟀》、“小猪唏哩呼噜”系列
童书、“静电超人”系列童书举办多
场活动，与小读者共享阅读之乐。浙
江教育出版社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

《云端有个足球场》 受到专家好评。
“云端小学”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瓦吾小学的别称，因坐落于
2700 米的大凉山，终年云雾缭绕而
得名。作者许廷旺在书中讲述了“云
端小学”成立足球队，彝乡孩子们奋
力拼搏，收获快乐与更多人生可能的
故事。在学术领域，研究出版社举办

《中国诗的精神》 新书发布会，引导
读者在涵泳经典诗词的过程中感悟中
华美学精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拉近了书籍与读者的距离，让订货会
现场更有书香，更具人气。

“图书订货会为出版社提供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让我们能向更多
同行和读者展示新书，分享优质内
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方艳表示，“订货会活动的百花齐放，
彰显出图书出版行业的蓬勃生命力。”

优质图书持续“出海”

“读懂中国”系列、“译中国”系
列、“丝路百城传”系列、“外国人讲
中国故事”系列、“中国关键词”系

列……订货会上，琳琅满目的多语种
书籍成为一大亮点，展示中国出版物

“出海”的丰硕成果。
中国外文局展出的“读懂中国”

“辉煌中国”“丝路百城传”等系列主
题图书吸引不少读者驻足。中国外文
局近年来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对外出
版工程”，其新近推出的 《照金往
事》 英文版、《我心安处是故乡》 英
文版、《跨越山海的缘分》 西语版等
新书，用高品质、有特色的图书产品讲
述中国故事，以更加贴近海外受众的
方式传播中华文化。优质好书持续“出
海”，擦亮了中国图书的“金字招牌”。

作为订货会品牌活动，本届“红
沙发”系列访谈同样关注中国图书海
外传播。在“全民阅读与文化出海”
专题访谈中，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总经理李忠介绍了上海临港·文化出
海基地的最新科研成果。该基地运用
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使传统出
版物快速批量升级为可视化、互动性
和沉浸式的有声书、漫动画等数字内
容，投放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拓宽
了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渠道。在融合
出版、数字出版趋势下，基地还将从数
字出版、知识付费、IP开发等层面，进
一步开拓中国图书出版的海外版图。

随着中外版权交流不断深入，平
台建设与机制创新成为图书“走出去”
的重要依托。在这方面，成立 75 周年
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以下简称

“国图集团”）颇有心得。近年来，国
图集团开发国际版权交易平台“版通
世界”，打造“海外图书馆线上选书平
台”“出版物海外发行服务平台”等一
系列平台机制，进一步扩大海外合作

“朋友圈”，让“中国书架”在海外市
场扎稳打牢。国图集团副总经理汪彤
表示，未来集团将继续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展会圆满落幕，阅读永不退潮。
第 36 届图书订货会的成功举办，为
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信心，也为
广大读者带来一场全民阅读盛宴。

提起舒晋瑜，许多作家都非
常熟悉。作为 《中华读书报》 资
深记者，她关注中国文学现场20
余年，与老中青各年龄段的作家
有着深入交往，出版 《深度对话
鲁奖作家》《风骨：当代学人的
追忆与思索》《深度对话茅奖作
家》《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
话》《说吧，从头说起——舒晋
瑜文学访谈录》 等多部文学访谈
录。近日，她的新书 《中国女性
作家访谈录》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该书收入与宗璞、铁凝、

迟子建、王安忆、徐坤、林白、
残雪等30位作家的访谈，横跨20
后到70后六代女作家，其中既有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
性文学大奖得主，也有不少人曾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
员，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北
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评价说：女作
家的创作如丝线般编织出共和国
文学版图中绚丽的经纬，此书收
录的诸篇访谈犹如散落其间的絮
语和印痕，在睿智与狡黠、率直
与自辩、袒露与追问之间，我们得
以与这些女作家相遇、相知。

舒晋瑜善于把握不同女作家
的特点，书中每一篇的标题都匠
心独运。比如宗璞篇的标题是

“我想表达我这个时代”，她的确
也做到了，从 《红豆》 到 《野葫
芦引》，贯穿了作家几十年来所
历经的风风雨雨。而到了霍达则
是“从来没有奢望过经典”，表
达出作家对名利的淡漠。这些题
目中，有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也

有她们对人生的看法，比如林白
“希望 《北流》 装得下自己的全
部感受”，陈染则认为“穿越表
层生活的维度才是我创作的源
泉”。舒晋瑜对访谈对象的熟稔
使她能够知人论世，用女记者的
细腻感知受访者的冷暖，但她又
极力避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而
是从个体思考的立场，提出独具
个性甚至尖锐的问题。这也构成
了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 的另
一个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表
示，《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 是
她阅读视野里采访中国当代女作
家数量最多且深具文学品质的访
谈录。“此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当代女性文学史。但又和文学史
不同，每位作家都是鲜活的，她
们在访谈录里诚挚表达着对当代
文学生活的理解，对艺术创作美
学的理解。30 个访谈如 30 幅画
卷，徐徐展开，从中可以看到每
个女作家的气质、追求和独特性。

本报电（沈与时）“这部奠定
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基础的大作，
如今终于有了完整的译本。这是一
部从头到尾，包括注释在内都令人
百读不厌的文学史。”这是日本学
者加藤三由纪对洪子诚《中国当代
文学史》的评价。作为一部学术经
典，该书自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
生了广泛影响。近日，《中国当代
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精装
形式再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为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的代表作，勾
勒出 1949 年—2000 年中国当代文
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该书内容涉
及文学分期、各时段文学创作总体
特征、文学体制等方面，选择小
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的代
表性作品和重点作家进行评述。这
部文学史在史观和研究方法上具有
开创性价值，被公认为对中国当代
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史》 于1999年

8 月首次出版，2007 年 6 月出版修
订版，至今已出版英文、日文、俄文
等 7 种外文版，受到国内外学界推
崇。此次出版的精装版除核定全书
文献外，新增3个附录，分别为“《中
国当代文学史》国内外各版本列表”

“国内外相关评论选摘”“主要评论
篇目索引”，力图清晰呈现该书在国
内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更好地帮
助读者切入相关学术议题。

本报电（王诗霖） 1月16
日，东莞市文联、樟木头镇
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作家
第一村”迎新活动暨官仓首
批驻创工作室启用仪式在广
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官仓社
区三家巷举行，王松、王十
月、陈启文、雪漠、魏红花
等 14 位作家成为驻创工作室
首期入驻作家。

据了解，近年来，樟木
头镇结合“百千万工程”，全
力打造作家村，规划艺术创
作区、休闲文旅区、公共文
化展演区、交流共享区等特
色区域，推进作家书院、驻
创基地、服务中心等配套设
施同步建设，助力文化建设与
乡村全面振兴双向赋能。2010
年“中国作家第一村”在樟木
头镇挂牌以来，先后有60名作
家入驻作家村，其中包括 6 位
鲁迅文学奖得主，1 位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得主，入驻作
家先后创作反映东莞发展的

纪实文学作品 15 部。2023 年，“中国作家第
一村”入选“广东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二十
一个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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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切身体验讲述工厂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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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女作家的心灵世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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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观看3D立体书《打开故宫》。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读者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翻阅书籍。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