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走天山路》

《重 走 天 山 路》 由 六 章 构
成，依次是“吐鲁番：丝绸之路
与西域十字路口”“吐鲁番盆地
与天山”“吐鲁番史事记略”“与
古道相关的遗址”“沉寂的吐鲁
番古道”“吐鲁番现代交通路线
与古道之关系”。阅读本书，我
们可沿着大唐将士和高僧玄奘的
足印，在领略大漠孤烟、驼铃悠
扬的同时，感受和体会“常流
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
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
石，往来困弊”的严酷……

在《重走天山路》中，作者以西
域历史背景、丝绸之路的沙漠戈壁
和天山腹地路线为地理依托，以著
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要线索，用探险考察的方法从厚重

的历史尘埃中发掘这些沉寂的丝
路古道，揭开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枢纽的吐鲁番地区真实的历史面
貌，强调了西域十字路口重要的交
通作用，再现了古代丝绸之路重要
路段灿烂的文化与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巫新华将自
己多年来的实地考察资料与历史
文献资料充分结合，对吐鲁番的
古城遗址、烽燧遗址、古道分布
情况等进行了详尽阐述。书中包
含多幅考古测绘图、遗址遗迹
图、古代交通路线图，图像资料
十分丰富，直观展现了吐鲁番的
古道变迁。另外，20 世纪 90 年
代末以来，新疆探险界许多徒步
探险爱好者多次开展天山吐鲁番
古道探险探路和穿越探险，进一
步落实了吐鲁番天山古道的实际
走向与路线。本书完稿之际，新
疆著名户外探险者荒漠人(杨贵
新先生)提供了他们多年来探查
吐鲁番天山古道的照片和记行文
稿。可以说，《重走天山路》 收
录了近年来广大探险爱好者对吐
鲁番古道的探路之旅，传递了沟
通古今的切身之感。

（推荐书友：郝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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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画里浮生：中国画的隐秘记忆》

一位耐心的作者，怀着对中
国画的热爱，在浩繁的史料中，
拾起关于画作的记忆碎片，演绎
出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写成

《画里浮生：中国画的隐秘记
忆》一书。作者金哲为拥有历史
学学士和艺术硕士的学位，现为
中国艺术史领域自由撰稿人。他
对中国画的解读并不限于对画作
本身的阐述，而是基于历史学家
陈寅恪所说的“对历史人物抱有

‘理解之同情’”的观点，结合
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侧重还原和
艺术品相关的“历史现场”，试
图“潜入画中人的深层内心世
界”。

作者习惯从画作所表现的历
史事件或者画师当时作画的场景
延伸开去，讲述与画作相关的故
事。例如，在 《飞仙岭下的来
客》一文中，作者并非仅仅讲述

《明皇幸蜀图》 所表现的唐玄宗

被迫西逃的历史事件，而是从多
个角度切入。在开篇，作者便说
明了飞仙岭的地理位置以及杜甫
关于飞仙岭的诗《飞仙阁》等信
息，帮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画中
故事所发生的地点。随后通过细
腻的文字再现画中的场景，但作
者介绍到一半，便采用倒叙的手
法，提到月初已经发生的唐军溃
败事件，这是导致唐玄宗西逃事
件的直接原因。接着又介绍了

《贵妃上马图》，强调李隆基对贵
妃的宠溺之情。随后，又讲起

“马嵬驿事件”。总之，作者巧妙
地将画中事件和更多故事串联起
来，让我们能够在种种对比中，
感受到画中唐玄宗的落魄情绪。

作者在叙述中加入了不少自
己的独到见解，这构成了本书的
独特气质。例如，作者明确反对

“画家是为了避讳，刻意将李隆
基的逃难画成出游”的说法，认
为这恰恰是“生活于开元、天宝
的那一代人”身上的“与生俱
来、无法摧毁的乐观和自信”。
在该文的末尾，作者引用了李白
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等诗句，指出那一代人
身上“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事情陷
入绝望……深信一切都有重来的
可能”的生命朝气。

（推荐书友：金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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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愉快：世界推理小说简史》

《狩猎愉快：世界推理小说
简史》 对自爱伦坡 1841 年发表

《莫格街凶杀案》 以来推理小说
发展的 180 多年历史进行了梳
理，以欧美和日本两条主线为
轴，介绍了 200余部推理小说名
作和派系演变，同时对作品的形
成背景、文学特色等进行了系统
阐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介
绍小说的同时，没有剧透，让读
者对作品保持足够的神秘感。

作家褚盟曾任新星出版社
“午夜文库”主编，主持引进出
版过数百部推理小说，如今通过
担任相关综艺节目编剧、推理专

栏主讲人助力推理文学的推广。
在本书中，褚盟以其专业的知识
背景和简洁的文字语言，用讲故事
的方式将欧美侦探和日系推理的
发展呈现给读者，避免了“百度百
科”式的干拉条目和学术味浓厚的
历史回顾，让人读来轻松愉悦。

褚盟本身是从一名推理粉丝
转为职业者的，虽然在后期从事
了不少专业工作，但因为缺乏系
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所以不可
避免存在一定的“不专业”，比
如被人诟病的某些时间错误，比
如遗漏某些粉丝认为的重要作品
等。但既然是介绍，就必然带有
很大的主观性，褚盟对欧美和日
本推理小说发展史着墨较多，这
与他对这些作品的了解程度较深
有关。

如果我们以粉丝的标准来看
待褚盟及其作品，以进一步了解
推理小说，《狩猎愉快：世界推
理小说简史》显然是个不错的选
择。

（推荐书友：何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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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好书

王剑波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硝烟早
已散去，但那条路、那支队伍始
终镌刻在人们的心里。陈伟高用
近 20 年的时间，重走长征之路，
寻访红军足迹，写下了近 15 万字

的 文 章 ， 连 同 精 选 的 近 百 张 照
片，汇编成书，题为 《我走长征
路》。我翻开书稿，读着质朴而又
生动的文字，看着真实而又鲜明
的图片，激动、振奋之情油然而
生。

这本书记载的是孜孜不倦的
探寻之旅。红军长征走过了两万
五千里，越千山、涉万水，留下
了 无 数 遗 迹 。 陈 伟 高 重 走 长 征
路，不仅仅是参观纪念馆、瞻仰
烈士碑，更多的是寻觅探究某次
会议的确切会址、红军渡江的具
体渡口、一场战斗的惨烈遗址，
这 些 虽 然 只 是 长 征 路 上 的 一 个

“点”，但正是这一个个“点”，构
成了两万五千里的壮丽画卷。寻
找这些“点”，并不是每一次都一
帆风顺，一路上既有坡陡弯急、
落 石 挡 道 的 危 险 ， 也 有 岁 月 流
逝、旧迹难辨的困扰。正是寻访
过程的曲折不易，加上身临其境
的现场描摹，使读者对长征的艰
辛和红军的伟大更加具体可感。

这本书叙述的是大事件中的

小故事。红军长征走过了两万五
千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
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重走长
征路，就是重温先辈事迹，接受
传统教育。陈伟高的书里同样有
对长征故事的回忆和复述，与众
不同的是，他书写的不是我们耳
熟能详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当
年见过红军的老人，或者是红军
后代，或者是当地村民的讲述，

“发掘”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
事，而且这些故事与此情此景相
融合，与当地风物相映衬，显得
血 肉 丰 满 、 生 动 感 人 ， 可 触 可
摸、可信可敬。

这本书抒发的是不忘初心的
赤子之情。长征遗迹大多地处偏
远，高山大壑、激流险川，与 80
多年前相比，这些地方的经济有
了很大发展，群众生活得到了改
善，这些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
特别是作者记叙的当地百姓对长
征对红军的感情、对长征遗迹寻
访者的热情，令人动容。同时，
陈伟高对寻访过程中看到的、遇

到的问题也没有回避，而是笔触
含情、直抒胸臆，既有对保护长
征 遗 迹 、 发 展 红 色 旅 游 的 建
议 ， 也 有 对 一 些 地 方 干 部 忘 却
长 征 精 神 、 群 众 给 予 “ 差 评 ”
的 愤 慨 。 尤 其 是 将 这 些 问 题 与
红 军 的 事 迹 联 系 、 对 照 起 来
写，让历史照亮现实，更显出作
者的拳拳之心。

陈伟高是我在镇海区工作时
的同事，当时他是区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负责与贵州省普安县的
对口帮扶工作。那些年，他数十
次 深 入 普 安 的 村 寨 、 学 校 、 医
院，了解当地困难，落实帮扶项
目。我曾经在 1998 年和他一起去
普 安 ， 陈 伟 高 与 当 地 干 群 的 感
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使我深
为感动。我想，这又何尝不是对
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陈伟高
退休以后，还经常受邀宣讲镇海
抗战史实和朱枫烈士事迹，畅谈
重走长征之路见闻，分享红色之
旅感受，他的“长征之路”还未
走完，仍在继续。

镌刻在心中的那支队伍那条路
——读陈伟高《我走长征路》

徐锦庚

定 西 北 收 新 疆 大 清 股
肱 民族脊梁；

左 公 柳 左 公 槐 化 私 为
公 经世济民。

这副对联说的是晚清名将左
宗 棠 ， 他 生 于 1812 年 11 月 10
日 ， 2022 年 是 他 210 周 年 诞 辰 。
近日，青岛出版社出版 《左宗棠
在西北的那些事儿》 一书，向这
位民族英雄致敬。

左宗棠被梁启超称为“五百
年来第一伟人”。中国近代史上抵
御外侵六次大的战役中，收复新
疆 和 谅 山 —— 镇 南 关 大 捷 ， 是
仅 有 的 两 次 胜 利 ， 都 与 左 宗 棠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左宗棠
在 西 北 的 那 些 事 儿》 主 要 描 写
了 左 宗 棠 晚 年 经 营 西 北 、 收 复
新 疆 的 这 段 历 史 ， 成 功 塑 造 了
左 宗 棠 鲜 明 的 人 物 性 格 ， 展 现
了 这 位 民 族 英 雄 传 奇 的 人 生 历
程，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
记写作中的缺憾和不足，并力求
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给予客
观公允的评价。

《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
的作者是陈明福。按惯例，后记
一般由作者撰写，此书的后记却
是我写的。说起来，这是令人悲
伤的事。

2022 年 6 月 1 日，陈明福先
生在为此书撰写序言时，绝对没
有想到两个月后的变故——2022
年 8 月 6 日，先生在大连傅家庄海
域 游 泳 时 ， 突 发 疾 病 ， 踏 浪 西
行，享年 85 周岁。作为他的昔日
学生，也是这部作品的见证者，
我便承担了写后记的任务，权为
先生的人生画一个句号。

先生是浙江宁波人，生于战
乱年代的 1937 年，家境贫寒，12
岁还没穿过棉衣，小学时曾辍学
务农，砍柴谋生。中学寄宿时生
活清苦，以盐当菜，在哥哥的资
助下，艰难完成学业。1958 年 7
月，考入大连海军指挥学校，从
此 将 毕 生 心 血 献 给 人 民 海 军 事
业。1963 年底，分配到北海舰队
驱逐舰部队，先后从事舰艇军事
工作和机关政治工作，展露出众
才华。1981 年 5 月，调入海军政
治学校 （海军政治学院前身） 任
教，从此教书育人、诲人不倦，
桃李满天下。

课堂上，先生旁征博引、妙
语连珠，古诗名句信手拈来，名
人 逸 事 脱 口 而 出 ， 深 受 学 员 欢
迎，是学院的明星教员。先后三
次荣立三等功，两次被评为全军
优秀教员，两次被评为海军优秀
教员，受到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和
原总政治部表彰，是全军教材编
审委员会委员、全军学术成果评
委。1988 年 6 月，被评为全军首
批 4 名军队政治工作教授之一。
1989 年 被 授 予 专 业 技 术 大 校 军
衔、专业技术四级。

课堂外，先生又是一位勤奋
多产的作家，曾出版 《“重庆”
舰举义纪实》 等 9 部纪实文学、

《朱可夫兵法》 等 8 部军事论著和
科普作品、《军人违法犯罪与预
防》 等 5 部军队政治工作专著和
论著、《杞忧集》 等 3 部杂文集。
共计 25 部作品，630 余万字。

先生将人生分为三个阶段：
30 岁以前是人生起步阶段，30 岁
至 60 岁是奋搏创业阶段，60 岁以
后是人生自由阶段。2000 年退休
时 ，“ 老 夫 聊 发 少 年 狂 ”， 立 志

“写出几部传世精品，丰富民族文

化”。
退 休 前 ， 先 生 有 一 个 撰 写

“中华名舰系列”的计划，并出版
了 《“ 重 庆 ” 舰 举 义 纪 实》 和
《“中山”舰沉浮纪实》。退休
后，开始了第三、四部的采访和
写作，自费到全国各地寻访邓世
昌的后裔，用 4 年时间，推出力
作 《海疆英魂》，第一次为民族英
雄邓世昌立传。《人民日报》 称赞
此书“是一本宣传爱国主义的好
书”。

古稀之年，先生以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 6
年，历尽艰辛，踏遍关内塞外，
叩访万里海疆，苦苦寻觅左宗棠
踪迹，查阅数千万字的史料，搜
集大量趣闻逸事，出版 125.8 万字
的 《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上、
下册），荣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
优 秀 作 品 。 这 是 五 年 一 度 的 奖
项，也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
高奖。随后，先生再接再厉，先
后出版 《左宗棠传略》《湖南出了
个 左 宗 棠》 和 《卫 国 英 雄 左 宗
棠》 等作品。

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
史，是苦难旧中国的缩影。苏联
作 家 曾 出 版 一 部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旅顺口》，名噪一时。周恩来总
理阅读后，对其美化沙俄侵略战
争的写法十分不满。为了告慰周
总理，真实反映旅顺口的屈辱历
史，先生夜以继日，苦干一年，
出版了 80 万字的 《沧桑旅顺口》

（上、下册）。大连 《半岛晨报》
请先生节选部分内容，以每天一
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登 32 天，
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半岛晨
报》 一时洛阳纸贵，读者纷纷收
为藏品。

先生阅读能力极强，博闻强
记，过目成诵，学富五车，满腹
经纶。他不顾年迈，又向新的目
标挑战，立志写出一批大书，为
中华民族的历史名人树碑立传。
57.2 万字的 《苏东坡大传》 已于
2020 年出版，已经完稿的有 72 万
字的 《旷世奇才柳宗元》、100 万
字的 《司马光正传》、110 万字的

《司马迁与史记》、60 万字的 《唐
太宗大传》。如今，先生仙游，这
些作品恐难问世，实在痛惜！

先 生 自 退 休 以 来 ， 劳 顿 奔
波，踽踽独行，激情创作，拼搏
不息，著书立说 1200 多万字，已
出版 15 部，尚有 11 部待出版。加
上他在职时出版的作品，共著述
51 部作品、1800 多万字，其中出
版 41 部作品，真正做到了著作等
身。

先生不是天才，只是一位苦
难修行者。他的才学和成就，不
能证明他天赋高，只能证明他比
别人付出了更多努力，经历了更
多苦难。他没有被苦难压倒，他
把苦难踩在脚下。他没有顾影自

怜，而是忍辱负重，挺起胸膛，
把目光投向天际，把世界揣在怀
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 先 生 的 视 野 里 ， 既 有 久 远 的
帝 王 将 相 、 文 豪 大 家 ， 也 有 身
边 的 平 民 百 姓 、 芸 芸 众 生 。 在
先 生 的 胸 怀 里 ， 既 有 国 域 疆
土 、 民 族 兴 亡 ， 也 有 愤 世 嫉
俗、怜贫惜弱。

如 今 ， 斯 人 已 逝 ， 风 范 长
存。我们怀念先生，敬仰他自强
不息的进取，敬仰他夙兴夜寐的
勤奋，敬仰他锲而不舍的执着，
敬 仰 他 心 怀 天 下 的 担 当 。 而 这
些，正是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的
可贵品格，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需要的精神脊梁。

我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求学
时，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名师，我
有幸聆听过他的课，从此结下不
解之缘，密切交往 30 多年，情同
父子。人的一生学无止境，师亦
无数，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然真正敬若父母的老师毕竟
是少数，而数十年密切交往、念
兹在兹、肝胆相照、亦师亦友的
老师，更是寥若晨星，我很庆幸
有这样一位恩师。

有感于先生的进取、勤奋、
执着和担当，我写了一篇 《老骥
伏 枥 为 “ 立 言 ”》， 全 文 4590
字，介绍了他的事迹。2009 年 8
月 14 日，《光明日报》“人物”版
以 半 版 篇 幅 刊 发 。 先 生 捧 着 报
纸，兴奋得像个孩子：“ 《光明日
报》 是知识分子的最高殿堂，这
是给我的最高奖赏啊！哎呀呀，
我何德何能，竟然得到这么高的
荣誉！”

在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经
过数年准备，为先生撰写了近 40
万字的传记 《大器晚成》。此作虽
动念于为先生祝寿，但撰写一部
长篇传记，毕竟不像购买一份寿
礼那么简单，需要付出大量的时
间精力，需要具备足够的情感动
力。著书立说大半辈子的先生深
知 这 一 点 ， 当 我 把 书 敬 献 给 他
时，他动情地说：“有这一本书，
我死可以瞑目了！”

先生仙逝后，我赶到大连送
行。先生的亲属经过商议，一致
决 定 由 我 写 悼 词 、 致 悼 词 。 他
们说：“你比我们还了解他，最
有 资 格 写 悼 词 ， 也 最 有 资 格 致
悼 词 。” 这 是 对 我 的 最 大 认 可 。
致 悼 词 时 ， 我 泪 眼 婆 娑 ， 几 度
哽咽。

《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
是先生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此
书能得以顺利问世，是对先生最
好的怀念和告慰。

进取勤奋 执着担当
——致敬恩师陈明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