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基层监督的“枫桥经验”：
绍兴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大学 绍兴市纪委市监委 联合课题组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9 年以来，绍兴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精神，系统探索创造性
发展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乡镇（街道）纪检监察规范
化建设，走出了一条自上而下专责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
督相结合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新路径。

本书主要阐述“枫桥经验”发展脉络与深刻内涵，在系
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

与基层监督的内在逻辑，
进而描述绍兴创造性发展
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全
市域推进乡镇（街道）纪检
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的理
论依据，体现出新时代“枫
桥经验”与基层监督的理
论一致性与实践融合性。
该书由浙江大学和绍兴市
纪委联合打造，既有理论
深度，又有经验总结，可为
基层治理特别是基层纪检
监督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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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杭城，天气虽然渐暖，但还没有

暖得彻底。此时，最适合品一杯温润的红
茶。

手捧着王旭烽递来的红茶，记者看到
她用一件淡紫色马海毛毛衣将自己裹起
来，以一个舒服的形状陷进背后的沙发
里。不过，我们所听到的，却是和这种闲谈
氛围相反的、《望江南》背后严谨的创作过
程。

“我在杭州大学读的历史系，所以对于
小说写作，也本着一种考据事实的精神，不
敢胡乱编造。其实在茶的历史中，许多史
实都是充满文学性的，尤其是人性。”王旭
烽说，书中几乎每一处情节都有历史或现
实依据，对每一个登场的历史人物的描述，
都严格遵照有关文献的记载。

例如楔子中写，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
上海，为了不让到手的房子被别人抢去，现
代茶圣吴觉农带着弟子张堂恒，径直去了
尚未打道回府的这户日本侨民家，在客厅
里打下地铺，“安营扎寨”。这一登场亮相
极具戏剧性，但这个颇有些“机智”的行为，
实际上在吴觉农纪念文章中是有清楚记载
的——这处小楼房，正是鲁迅先生的故
居，此楼意义非凡，知晓其中缘由的吴觉农
当然不能让它落入他人手中。

王旭烽回忆说：“其实我还和张堂恒先
生是见过面的，他在浙农大教书育人，我们
就生活在一座城市。”不过见面时的张先生
已年逾古稀，书中描绘的青年，王旭烽只好
凭想象结合后人采访来发挥。

定格时光的照片，也发挥了不少作
用，甚至贡献了《望江南》中的一条故事主
线——美丽温婉的江南姑娘杭盼和风华
正茂的飞行员曹家远，一见钟情然后相爱
的故事。

“寻找写作资料时，我在史料中找到了
两个年轻人的照片。”王旭烽说，黑白画面
中的男女青春靓丽，喷涌而出的美丽与鲜
活，仿佛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之一。然
而一旁记录的新闻却以悲剧结尾，学医的
杭州美人和笕桥机场的飞行员，这对由于
战乱而分离的爱人，最终天人路隔。

王旭烽决定在小说中给他们一个圆满
的结局，并把两人的正式相识，放在胡公庙
前盛开的十八株御茶蓬下。她希望，小说
具备史诗性，能够把个人的命运、国家的命
运以及茶自身的发展命运都结合到一起。

“书中 20 多年来的时代风云际会，虽
然跌宕起伏。但依旧是有历史观为主旨
的。于我而言最大的感悟，在于让我意识
到小说中，个人的心灵从来没有边界清晰
的断代史，有的只是新旧更迭间连绵不绝
的人的心灵史、命运史，艰难曲折中为每一
天日常的生活、为希望而活下去的人们。”
王旭烽说。 书籍照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其余照片来自视觉中国

《“八八战略”与“五大历史使命”》
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迈向高水平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浙江面对“肩负什么样的历
史使命、怎样实现历史使命”这一时代之问，该如何回答？
近日，由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编著的《“八八战略”与

“五大历史使命”》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提出，浙江要书
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新篇章、展示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的新成果、展现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路径的新担
当、开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新征程、提升党员干
部队伍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能力。

全书在深入解读书写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新篇
章的基础上，给浙江各战
线的人民提供了弥足珍贵
的发展思想、发展理念与
发展方法。同时，作者在
阐释“五大历史使命”从共
同奋斗中走来、靠持续奋
斗实现的形成过程中为浙
江人民勾勒出新发展阶段
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充
分彰显了浙江唯实惟先、
善作善成的新气象。

《夏承焘日记全编》
吴蓓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夏承焘（1900—1986）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
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一代词宗”。他的一
系列经典著作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 世纪优秀的文化学
术成果。《夏承焘日记全编》是其现存日记的汇编，收录了其
自 1916 年至 1985 年近 70 年的日记。全书保留了夏承焘日
记的原貌，反映了当时社会、个人生活、读书撰述、朋交游览
以及教书育人等方方面面，为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文化心
路历程、考察学术升沉进退提供了多重思维角度的绝佳文
本，极具史料价值。该书的出版，也为浙学研究、二十世纪
学术史研究和浙学的传承，提供了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杯龙井新茶，配上触手可及的

西湖碧波，便勾勒出烟雨江南的底色。

在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农林大

学教授王旭烽眼中，茶与江南，不只是

技艺与美景，还有关于中国近代百年

变迁的浩荡历史，以及融入人心的家

国情怀——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符

号之一。

2000 年，王旭烽创作的“茶人三

部曲”中的《南方有嘉木》与《不夜之

侯》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茶人三

部曲”问世 26 年之后，王旭烽带着 40

万字的小说《望江南》归来。

《望江南》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近20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

进程中，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

落浮沉和人物命运。这部酝酿多年的

作品，混合着历史、现实回忆和某种独

具天赋的想象，构建了一个饱含中国

风度与品格的文学世界。近日，记者

采访王旭烽，听她讲述茶与字背后的

情愫。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新作书写江南茶叶世家

望江南，品百味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张恩惠

望江南，品百味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张恩惠

“书中关于茶的描写，我最喜
欢这段。”

王旭烽把这本厚厚的小说摊
在膝盖上，用手指着，一字一句地
读了出来：“忘忧在庙后面的梅花
灶前认真地看大舅炒茶。小撮着
伯在往五个灶口围成一圈的灶心
塞柴火。叶子舅妈和盼儿姐姐用
毛巾包好头发，双臂套上袖套，身
上扎着围裙，就开始一捆捆地背
柴⋯⋯”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杭家人
齐上阵炒茶的场景。少年忘忧是
家族子侄辈中对茶业了解最少
的，但对家族女性长辈们的爱，让
这段平凡的制茶画面，在他眼中
洒上了一层圣洁的光晕。

跟随他的目光，我们也感受
到了炒茶的曼妙——

鲜叶捧入锅中，灶火跳动，炒
茶人双手插入锅中，然后捞起那一
群“绿云”，撒下去，捞起来，撒下
去，捞起来，撒下去，捞起来⋯⋯略
等片刻，香气溢出，真是无可比拟
的喷喷香！热乎乎的，带着草气
和涩味，像山雾般扑面而来，又瞬
间散去。

龙井茶香似乎已经透过书
页，窜到了鼻子前。王旭烽边读，

边用右手示范接下来青锅的动
作，左手按在右手上摩擦、右手指
拳曲成一个耙子假装从茶叶中耙
过⋯⋯一番“魔幻”的手势，却让
人体会到炒茶者的有条不紊与熟
能生巧。

茶文化相关研究者评价，《望
江 南》中 涉 及 的 茶 业 知 识 可 称

“基本准确”。小说显示出的专业
学术风范，离不开王旭烽在茶文
化领域的多年深耕。

2006 年，王旭烽辞去省作家
协会驻会副主席的职务，成为浙
江农林大学的教授，并担任茶文
化学科带头人。《望江南》正是她
在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前后历
时八年。小说交稿时，恰是王旭
烽所在的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正式
成为二级学院的时候。

茶，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
《望江南》中托起宏大家国爱恨
的，是象征着平凡日常的“茶”。
它像吃穿住行一样，渗入每一个
人物的生命中，带给他们勇敢前
行的力量。

“比如在西湖边喝茶，我把它
理解为‘可以实现的幸福生活’，
而且是终极的日常的幸福生活。
所有具备这种幸福目标和体验的
人们，都是一类人，我把他们称之
为有‘茶脉’传承的人们。”王旭烽
说。

她最想在书中表达的，就是
在世界上有一个文化族群，叫“茶
人”，他们爱喝茶，更爱茶的精神，
和它展现出来的茶之形态。茶
道，是有关茶的人文精神和规则
范畴，它的核心，就是茶圣陆羽所
写下的“精行俭德”。

“精行”包含着一种一丝不
苟、近 乎 苛 刻 的 虔 敬 精 神 ；“ 俭
德”则包含去繁就简、返归于简
朴的生命追求。“煎茶虽凝清小
雅”，但茶人的品格一定要与茶
品相匹配。王旭烽的每一本关
于茶的书中，都传递着茶所代表
的真善美。

这样的蕴意，也与小说的名
字暗合。《望江南》取自苏轼《望
江南·超然台作》，词中有志难酬
的无奈与怅惘，最终却被诗人豁
达超脱的襟怀，以及“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冲淡，人
们铭记的仍是“诗酒趁年华”的
飒爽。

通过《望江南》，我们能看到，
在人民共和国初生的那段艰难时
代里，面对种种微妙的抉择，茶人
内敛，却不盲目，既有守住自己的
定力，却又充满着情怀——力所
能及地为生活赋予真正有意义的
所在。

茶茶茶 城城

岁月变迁，杭州发生了不小的变
化。2016年的G20峰会，即将到来的
2022 杭州亚运会，让这座城市在钢筋
水泥间，不断重组和再生。

但王旭烽却说，“杭州城没什么翻
天覆地的变化”。走过街巷，虽然一条
条轨道线路正在地下悄然生长，一座
座楼宇已然拔地而起。但儿时的路和
建筑依然存在——孩儿巷、孝女路、红
梅阁、钱王祠、竹竿巷等等，柳浪闻莺
依旧是柳浪闻莺，花港观鱼依旧是花
港观鱼。

在历史专业出身的王旭烽看来，
只要格局未变，杭州依旧是杭州。她
关注的，是“变”中之“不变”。因此，当
我们阅读主要在杭州城内发生的这部

《望江南》时，会发现书中提到的杭城
地名，历时百年，仍然能亲身抵达。

先看杭城寺庙的繁华，书中这样
描写：“比如灵隐寺及周边大名鼎鼎的
与天竺香市相关的三寺庙，从前花朝
到端午，人们坐船渡西湖或从陆路绕
行到茅家埠上香古道，又是拜佛又是
春游，热热闹闹历时四个月之久，善男
信女扎堆，喝茶可以，研究茶恐怕是不
行的。”

再如清河坊的十字街头，当年是
“杭州城里市井味、红尘味最重”的地
方，如今却是这座现代化城市里，最能
集中再现古都风俗民情的所在之一。
胡庆余堂、方回春堂等众多百年老字
号，还静静矗立在这条街巷里。

《望江南》里杭氏家族成员的轨迹
图，好似一本杭州的旅游秘籍。沿着
西湖，从五柳巷到雷峰夕照，穿过虎跑
路，最终抵达天喜山，文学与现实交汇
的杭州，远比我们想的更加幽深，更值
得探寻。

作为南宋故都，杭州是中国文
化符号的重要承载之地，南宋文化
一百多年的遗风，至今还保留在杭州
的大街小巷和湖光山色之中。王旭
烽说：“年轻时，我曾经有过一个秘
愿，要写下一个纸上的杭州。至于
杭州的民俗历史等场景，更是我希
望传递的内容。”

《望江南》中还融入了一些杭州方
言，如婉罗姆妈常说的“不搭界”“安耽
歇落”“贼骨头”“哭竹猫儿”等，让阅读
更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从小在大院长大的王旭烽，一直
讲普通话。直到年轻时，她在拱宸桥
边的工厂工作，从工友处才学到了正
宗的杭州方言。不过在写作中，她还
是会遇到一些不知道该用什么字来写
的方言。这时，她一般会发朋友圈求
助“老杭州”们。

边写边学的过程，充满着乐趣。
王旭烽举了一个例子，像杭州人说“海
威”，带有张扬呈现有力等意思。但用

“海威”，即使从前没听过此词的人，也
能意会背后的含义。

“算起来，就文字而言，我可能是
写杭州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杭州是写
不尽的，她是一个整理思想的地方，创
造美的天堂，容我终身表达。”王旭
烽说。

《数字战略》
魏江、杨洋、邬爱其、陈亮等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宏观环境、行业环境，数
字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战略的核心
焦点。数字战略是否重构了战略管理的核心逻辑？数字战
略内容体系如何？数字战略如何实现？围绕这三个问题，

《数字战略》全书具体包括四大模块内容：数字战略逻辑；规
模经济、范围经济与速度经济；数字生态竞争战略；数字战
略的实现。全书以严谨行文搭建数字战略的底层逻辑，以
鲜活案例勾勒商业变革的内在张力，系统回答了如何利用
数字技术更优地配置数字资源、实现新的数字能力、打造数
字化组织的时代命题。

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