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纪实文学基于科技视野，聚焦
百年通信史，从不同视角回顾我国通信
业百余年来自立自强的发展历程，展示
其跨越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成果亮点。
启示通信业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激励广大
通信工作者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
念，将个人奋斗目标融入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宏伟蓝图。

《超越：中国通信业发
展纪实》
余少华 主编
中国通信学会组编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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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本书精选作者 20 多年来的重要访
谈、公开演讲和论述 20 多篇，讨论了母
语教育和儿童阅读的困境，梳理了母语
教育、儿童阅读领域的发展历程，深入
阐释了亲近母语对小学语文教学、儿童
母语教育以及中文分级阅读的理念和
认识。

《亲近母语，我的使命——
从儿童阅读走向人的教育》
徐冬梅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你退后，让我来：“排雷英雄战士”
杜富国奋斗实录》是首部真实记录“八一
勋章”获得者、“最美奋斗者”、“时代楷
模”、“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成长历程的
报告文学作品，本书再现了杜富国从童
年时期到重伤康复后重回战位的奋斗之
路，诠释了“你退后，让我来”的英雄主义
精神。

《你退后，让我来》
张首伟 欧阳治民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退烧简史》是一部以“退烧”为主
题的科学史作品，图书简明梳理了东
西方探寻退烧方法的历史，饶有趣味
地讲述了各种经典退烧手段的来由及
其背后故事，使读者能宏观地把握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医者对发热的不同理
解，从而更为清晰地理解中西医差异
的文化根源。

《退烧简史》
甄 橙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退烧简史》
甄 橙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小宅门”轻启，打开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三代中国人的置房记忆。

近日，作家鲁引弓“小系列”推出新
作《小宅门》，一经上架立刻收获广泛好
评，豆瓣打出8.7的高分。

“坐在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加班。
当他们窃窃私语的时候，主要话题仍是
房子。”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
从深度聚焦小升初、高考、低龄留学

等教育焦虑问题的《小欢喜》《小别离》
《小舍得》，到最新的《小宅门》，鲁引弓总
能敏锐地把握社会热点话题，这一次，他
将目光聚焦到年轻人的买房难题。

《小宅门》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因房
而生的男孩丁咚展开。为赶九十年代
最后一批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丁咚父母
认识两周就火线结婚，又因性格不合匆
匆离婚，留下了 1 岁的丁咚作为这场短
暂婚姻的遗产。

长大后的丁咚意外成为了房产中

介，他怨恨的房子成为了他的谋生饭碗。
豆瓣上，不少网友用“接地气”三个

字来评价该书，这与鲁引弓“小系列”故

事特质不谋而合。
“‘小’其实是个体叙事，落到千家

万户、每个屋檐下的叙事。小老百姓的
叙事，是接地气的意思。”鲁引弓告诉记
者，“小系列”更重要的是从小切口映照
大时代。

在书中，小宅门具体指的是套小三
居的房子，但它和大宅门一样，都是中
国人心中对家的概念。

有房即是家，房子对于中国人的意
义重大。从古至今，对房子，中国人有
着难以言说的执念：无房不成家。人们
将房子作为安身立命的场所，有了房子
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了归属感。

房子与中国人的乡土观、财富观、
伦理观、家庭观、子孙观从来息息相关。

《小宅门》将这种复杂纷繁的社
会百态，巧妙地编织在一家之中。一
个家族、五户家庭、十余人在一年间
为房子奔走疾驰，浓缩 20 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中国 30 年三代置房史，勾

勒出中国式家庭买房众生相，探讨婚
房是买还是租、年轻女性“婚前买房”

“自己房间”独立意识、“单身互助”
“恋爱合伙”等新兴社会现象，重塑房
子与家的意义。“小”中蕴藏“大”的巧
思处处可见。

“千万别为房子结婚，结婚也千万
别盯着房子。”“这两年挣钱、兼职、省
钱、交男朋友，其实都是围着房子在
转 。”“ 房 子 是 租 的 ，生 活 可 不 是 租
的。”⋯⋯书中，与买房有关的金句句句
戳中痛点。

“《小宅门》想表现的肯定不是起起
伏伏的房产市场，而是在人们与房子的
牵绊中，重建对家的理解。”鲁引弓表
示，近些年随着房子成为越来越多家庭
最值钱的财富后，房子与家的关系开始
异化。

这种以当下感、信息量、真实感为
创作原则，是基于鲁引弓记者式调研的
扎实基底。

为了解当下年轻人买房现状，鲁
引弓做了三年调研，寻访近 50 家中介
公司，还曾在房产公司“卧底”工作半
年。因为小说中 90%都来源于真实案
例，在《小宅门》里，很多读者能找到自
己的影子。

书中的许多人物到最后发现，自己
有了房子没了家。而什么才是家？

“house 不等同于 home”，在二三
十年里，经历了情感、教育、事业、财产
与房子的关系纠缠后，丁咚这样的年轻
人对家、对房子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
Z 世代的一种成长，这可能才是每个人
真正追求的财富。

“社会节奏快，日常生活中人们常
有焦虑，我由衷地觉察到他们需要温
暖。”鲁引弓希望，自己对文学功能的这
种理解，能够帮大家找回自我存在的意
义和人生价值，带给年轻人一些温暖与
安慰，正如小说题记中所写的：“找到回
家的路”。

《小宅门》：寻找回家的路
本报记者 朱 平

细雨连珠，山色空蒙。西湖被雨拢
成一团云雾，烟雨江南、水墨意蕴也被
每一位游人纳进眼底、携带离去。

同一场雨中，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
烽带着新书走进这一方山水之中。近
日，第五个“杭州西湖日”之际，茅盾文
学奖得主王旭烽“西湖十景”新书首发
会在苏东坡纪念馆举办。在现场，她毫
不犹疑地说：“西湖就是我的爱情。”

在《走读西湖》中，因为找不到最恰
当的词语来描述西湖，而陷入幸福的彷
徨；在《杭州传：住在天堂》中，感叹其作
为人工开凿疏浚的产物，却能以澎湃的
人文力量洗涤心灵。这位为杭州著书
立传的作家，将她“写不尽、说不完”的
情愫倾注在每一本著作中。

“西湖十景”是王旭烽的十封“情
书”。她以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
力，将十个发生在西湖边的爱情故事
娓娓道来。除了西湖绮丽的风光和历
史沿革，她还将杭州的民间传说、市井
生活、数十载的城市变迁融入到了扣
人心弦的故事当中，打造了一个文学
的西湖。

山水情意事，西湖风月知。新书首
发会现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还特别授予她“西湖文学大使”的
称号。有了新身份的王旭烽也与记者
分享了她与西湖的“恋情”。

长达十三年的倾诉

光看名字，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套
专门讲景点的书。其实，“西湖十景”是
一组有着丰富层次与解读空间的中篇
小说，由《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
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
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

《南屏晚钟》十部组成，它既是小说，又
是文化读本，聚焦于文学，也展示了文
学生发出来的广阔世界。

王旭烽花了整整十三年写出了这
套“西湖十景”，因此故事也要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说起。1995 年的一天，王旭
烽从当天报纸上看到一则“断桥要断
了”的消息。当时她正在浙江省文联
工作——距离西湖不过几步之遥。于
是，趁着午后散步时间，她赶去了现场。

“过去一看，好多人涌在断桥边。”
王旭烽回忆道。

其实断桥并没有断，书中写道：他
们从各个角度争看抢拍着断桥的裂痕，
其热情犹如集邮迷搜集珍藏错印的邮

票。这群突然冒出来的断桥迷们对
断桥的来龙去脉作了种种讨论⋯⋯
众人热情高涨，显然对我也有了不一样
的感觉冲击，我不由地进入了西湖民间
的叙述之门，心想，断桥将断，最担心的
还是那桥上的相思人儿吧。真要没有
断桥，许仙到哪里去借伞给白娘子，白
娘子又到哪里去和许仙断桥相会呢？

这是王旭烽创作“西湖十景”的契
机，也是“西湖十景”第一部小说《断桥
残雪》的开篇。当时，文学杂志《东海》
向她约稿，病中的王旭烽左手挂吊瓶、
右手持铅笔，在方格子纸上写下了第一
篇。在创作的过程中，她萌生了将整个

“西湖十景”都写一遍的念头。
阅读“西湖十景”像一场余韵悠长

的漫游，在王旭烽看来，十部小说首先
是十个爱情故事——《白蛇传》《梁祝》

《李慧娘》，它们都诞生于西湖边、都关
乎爱情。

“其次，我企图在每部小说背后呈
现一个杭州的文化符号，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人文载体，比如荷花、古琴、金
鱼、经卷、景观、花叶、印刻、书法、美术、
工艺、戏剧等。”王旭烽说。

金鱼是杭州的文化符号，也是《花
港观鱼》中女主角那欢的象征符号。一
个风情万种，喜欢用大茶杯养五花龙睛
的残疾女孩，想要通过办金鱼博览会改
变命运，但命运总将她引向不可知的地
方，她身上那种变化之美和心灵大于头
脑的行动力，塑造了不一样的西湖女
郎，让许多人为之痴迷。

仅仅有文化事象还不行，王旭烽还
加之哲理思考，借着故事与读者探讨人
生。《三潭印月》探讨了“真善美”的关
系。她曾质疑一种观点：以为越美的事

物离善越远。她要寻找这种观点的反
面实例。她找到了。当你发现一件事
物越来越真之时，也越来越善，最后呈
现出最极致的美时，你才有幸领略到这
世上极致的精神享受，真善美三位一体
的事物是最高级的。

《三潭印月》是十篇小说中最后的
完成稿，王旭烽至今依然认为当年发表
在《江南》头条上的这部中篇小说，是自
己最满意的一部。她曾以每年一部的
顺序，在写完七部之后打住了，她开始
了两年一部的进度。并花了六年时间
寻找一轮明月的意义。“三潭印月的月，
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一个冬夜，在玉
泉路散步时，一轮寂静的圆月让她顿悟
了：那轮清月，不正是一滴金黄色的、温
暖的、饱满的天空的眼泪吗？王旭烽终
于找到了“真善美”的集点。

建一个“纸上杭州”

南山路上，游客们结伴而行，五颜
六色的伞将摩肩接踵的队伍打散了
些。人群中，一位导游举着旗，扯着嗓
子、提高声量说道：“西湖有两条堤，一
条是苏堤，一条是白堤。”

这句简短的、千篇一律的解说被路
过的王旭烽听了去。在采访中，她笑着
调侃，如果自己是讲解员可能会这样介
绍：“西湖上有两道横躺着的永恒的诗
行，它的物态呈现，就是苏堤和白堤。”

其实，王旭烽当过西湖的讲解员。
王蒙先生来杭时，她陪着这位“人民艺
术家”去净寺敲钟、到湖畔居喝茶，还划
船去西里湖，直观地感受感官带来的
美。与王蒙先生在湖上的游历，也让王
旭烽感受到人类胸怀的开阔与包容，人
类的精神疆域是非常辽阔的，绝不能因
为享受到精美高级的生活便遮蔽人类
的苦难，也不要因为苦难而否定美的存
在。希望永远存在，西湖是人类美的标
本，它向全人类张开着怀抱！

而与大作家陈忠实同游时，王旭烽
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对照。他们
在西湖畅游了整整一天，从章太炎故
居、张苍水墓、秋瑾墓、于谦墓，最后再
到西泠印社，一群西北与江南的作家们
在断桥游走，陈忠实与王旭烽分别用越
剧和秦腔唱起《白蛇传》中的断桥相会：
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眼秋⋯⋯

“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南地北文化，在本
质上共同，又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

《白鹿原》中的秦岭学派和浙江的浙东
学派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作为西湖的叙述者，王旭烽正在一

步步实现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建立
一个纸上的杭州。”就像巴尔扎克被称
为“法国的百科全书”，她也想像巴尔扎
克那样，写好西湖与杭州的故事。

王旭烽出生在嘉兴平湖，却从小在
杭州长大。家住杭州西湖畔，对面是南
宋大理寺，左侧是岳飞故居，右侧是陆
游写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的孩儿巷，因此她称自己与岳飞、
陆游是邻居。

恢复高考后，王旭烽成了第一批大
学生，主修历史。一直怀揣着作家梦的
她毕业后陆续创作了部分短篇、中篇和
纪实小说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一个世代经营忘忧茶庄的杭氏家族在
她笔下诞生，《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

《筑草为城》《望江南》等长篇小说相继
问世，《走读西湖》《绝色杭州》，《杭州史
话》《吴越王》随之纷纷出版，作家王旭
烽与城市杭州也成了文学伴侣，互相滋
养，彼此慰藉。

“杭州是写不尽的，她是一个整理
思想、创造美的天堂，我想要终身写
她。”继40万字的《浙江文史记忆》学术
史话出版后，去年5月，48万字的《杭州
传》与世人见面，她以历史长河为头尾，
朝代顺序为章节，重大事件为契机，重
要人物为抓手，以简洁易懂的文字叙写
出杭州的古往今来，让读者“通晓其史，
深解其韵”。

一张象征审美的名片

眼前的王旭烽倚在椅背上，双手
拢着一条质地柔软的丝质披肩，回忆
起一次在国外唐人街的经历。她在一
家中餐厅点了一份宋嫂鱼羹，上菜时，
她惊觉它不再是一道简单的杭州名
菜，而成了一道慰藉远方游子的浓浓
的乡愁之汤。

如同她在《走读西湖》中写道：西湖
是你的爱人。浪迹天涯时她折进你的
行囊，到他乡时她弥漫开来，浸润覆盖
着陌生的逆旅，慰你无边的乡愁。

这也是“携带西湖”最初的来源。
“而当你回来时，你能够从皮肤中触及
她，从空气中呼吸她。”在王旭烽眼中，
西湖不仅是精神的家园，同时存在于
感官上，每到一个地方，西湖便成了一
个参照，用来类比我们看到的每一处
风景。

对于这片湖山，王旭烽深入其中、
一片痴心。“西湖十景”中出现的叙述者

“我”，也为小说增添了几分现实意味。
在断桥边，“我”倾听老人许宣与小

白、小青和海师长之间的情感纠葛，话
落句散时，“我”接过伞成了故事中的
人，承载一份持续千年的等待；一轮满
月下，“我”最终与罗家父子泛舟三潭，
身后是由一张照片引发揭开一段关于
杭州城“穗庐茶主”的前尘往事，此情此
景，见证美的重生。

于是，曾以小说集《爱情西湖》出
版的“西湖十景”被分装成十个口袋
本，足以“折进你的行囊”。浙江文艺
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与记者分享策划

“西湖十景”的过程，为了更好地呈现
作品具有的文化意蕴，每部小说还加
入了与“西湖十景”相关的地理人文的
介绍与古诗词，《四时幽赏》《西湖十景
图卷》等古画，以及老照片。除此之
外，本套“西湖十景”也加入了王旭烽
最新修订的创作谈。

因此，这套书也是集小说故事、民
间传说、人文地理知识于一体的“文
学+”书写。“西湖十景”不仅是十个故
事，也是一张杭州的金名片。王晓乐
说，如果有朋友来杭州游玩，那她一定
会将“西湖十景”作为伴手礼送给他们。

“西湖十景”不单单存在于书中供
人携带，早在创作伊始，王旭烽便想着
用各种艺术形式来完成它，甚至在写
作过程中她已然考虑到了场景、人物
出场与对白。

2022 年的阳春三月，第一部影视
化的“西湖十景”来了。电影《柳浪闻
莺》上映，这高品质的文艺电影展现了
越剧、扇艺，江南的风土、风物之美曾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映，引起众
多影迷的关注，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如此看来，“西湖十景”不仅仅承
载了十部中篇小说的内容，其本身的
形式就是一种审美的存在。它已经不
是一个简单的出版物，更像是我们带
在身边的一张象征审美的名片。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新著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新著““西湖十景西湖十景””首发首发————

请将西湖随身携带请将西湖随身携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林 婧婧

“西湖十景”透明底立封。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作者王旭烽照片。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作者王旭烽照片。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断桥残雪。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