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璎珞》 是一本以作者
的情思为璎珞串联起来的作品，
看似每一辑各有主题，实则暗线
相连，连绵不断。文字干净透
亮，收放自如，每一辑标题也耐
人寻味，带着温润的诗意。

曹蕙在她的浮生里带着与时
光同老的微笑走过一片片土地，
从岳麓山走到锦里沟，从锦里沟
走向西园北里，又投身至南岳诸
峰，带着清浅的歌谣；还要走得
更远些，去玉屏感受一箫一剑走
天涯的潇洒，行走在江南水乡，
渔家姑娘撑一竿竹篙，悠悠桨声
入清梦……透过文字，你能触摸
到一个柔软善感的曹蕙。

如果说《大地璎珞》第一辑是
曹蕙眼中的风景，那么第二辑便是
她生命的声音。收录的文章很有意
思，如《蕙叶释字》，选取“简”“戒”

“爱”“信”等几个字，拆解并释读，
古典之中蕴藏着作者的匠心。在

《最是潇湘深夜月明时》一文中，作
者借古曲浇新愁，一弦串古今。

曹蕙习惯以诗句为题，这在
第四辑中可见一斑。如《最喜风
雪故人来》，风雪大作之际，一
帮子好友相聚，倒有点谢太傅家
中围炉夜谈的雅致了。作者以一
场雪为开端，以回忆作结，只教
人谈岁月匆匆，须得留痕才作
罢。她的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
明》便是难以安睡下的一场思想
狂飙，谈爱情、谈友情、谈亲
情，人经一世，情感总会波动，
人生需要一些智慧，但佛说：大
悲植根于大智之中，而大智也是
大悲结出的最灿烂的果子。

曹蕙的文字好似洒落在大地
上的璎珞，以悲悯虔诚酝酿，以
平淡质朴打造。

（推荐书友：陈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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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的倒影》

如果说人生是旅途，那么在
张抗抗的人生中，文学就是旅途
中最好的风景。2022 年，是张
抗 抗 从 事 文 学 创 作 活 动 50 周
年，她筹备出版文集，《乌镇的
倒影》就是其中之一。

《乌镇的倒影》 基本上由写
景、写人两部分构成。景中有
人，张抗抗用她的视角描摹山川
景物，这景物中蕴藏着当地的人
文景观；人也是风景，透过深情
的回忆，我们见证了这些在漫漫
长路上跋涉的人们，每个人都在
谱写自己的篇章。

张抗抗祖籍广东新会，1950
年出生在杭州，19 岁离开杭城
去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中年以
后，居留北京迄今。这条长长的
斜线是她的人生地理节点。南方
与北方，都是她的故园。张抗抗
散文的韵致就在南北之间切换，
有时杂糅着两者之长。

“西湖离我渐行渐远，却又

是忽远忽近，若即若离地挥之不
去。”《西湖杨公堤随想》是张抗
抗对杭城现状与未来的感怀。而

《西湖记忆 （三则）》 里的阮公
墩、上天竺、宝石山，承载的都
是童年的回忆。还有《下渚湖湿地
探幽》《重拾钱江潮》《云和梯田》

《松阳探秘》《宛若剡溪》《仰视缙
云》……西湖的、杭州的、浙江的，
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白云苍狗，
绿霭层林，尽在她的笔下。

景随意转，意伴景生。写北国
风光的散文，厚重大气。《红松擎
天》写伊春，林都多树，林都多雪，
冬季满山白雪，夏季绿叶繁茂。《天
边草原芍药谷》写在旷野无垠的草
原深处，蛰伏着大面积的野生芍
药，壮观慑人。《石砌的史书》《金上
京镜像》《大青山冰臼》《西拉木伦
河漂流》《鸣沙山听沙》……东北
的、西北的、华北的，亭亭白桦，悠
悠碧空，碎冰裂河，万象更新，悠久
的历史融在土壤的草灰间。

“外婆早已不在了，但还是常
回德清去。”张抗抗写外婆，写母
亲，写家人予她的爱与教诲。冯骥
才、汪曾祺、冰心、萧乾、谢全铭、
荒煤……师友的哺育与交流，浇
灌文学之花，惠泽世人。

这部散文集分为五辑：我
行、我醉、我爱、我敬、我悟。
风景与人，皆给她感悟，人生至
此，渐得圆满。

（推荐书友：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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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四〇后”的时代记忆》

《一对“四〇后”的时代记
忆》是黄介山与妻子张明非合写
的回忆录。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经历和命运，“四〇后”也
不例外。他们在抗日战争或解放
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呱呱坠地，沐
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成长。不
论个人际遇如何，处境怎样，他
们普遍亲历并见证了时代的沧桑
变化，国家的风云变幻在这代人
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本书由“燕园留痕”“塞北
苦乐年华”“南国岁月如歌”“缅
怀学术前辈”“追忆良师益友”

“亲恩似海”“往事拾零”“序跋
评论”等章节构成，是记事、记
人的散文汇集。不同于系统撰写
人生经历的“自传”，作者回顾
了夫妻二人从学生时代到年逾古
稀的人生历程，着重记述了在广
西师范大学近 40 年的学习、工
作、生活及感悟，追忆了 10余位
深刻影响作者人生并对广西师范
大学有杰出贡献的前辈及友人，
其中大多享有盛名，如革命文人
张知辛(作者父亲)，古典文学研
究界重要学者陈贻焮、傅璇琮、
裴斐，语言学家王泗原，编辑学
家周振甫，教育家马保之，历史
学家钟文典，翻译家贺祥麟，慈
善家田家炳等。

书中还回忆了作者人到中年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得以全力以
赴投入实现“四化”的伟业，也追忆
了各自的父母、故乡、童年，撷取了
家庭及晚年生活的一些片段，从中
可大略窥见这对“四〇后”伉俪的
人生轨迹及心路历程。

（推荐书友：郝双双）

宁波好书

袁志坚

周静书、陈耀芳主编的 《大
善文明：宁波慈善故事》 2022 年
12 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书中内
容用故事写成，其中不少人、不
少事，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如
叶澄衷、邵逸夫、包玉刚、李达
三等“宁波帮”慈善家，名闻遐
迩 ； 中 国 红 十 字 会 创 始 人 沈 敦
和，打开了近代中国公益事业的
新篇章；向宁波市慈善总会匿名
捐款 20 多年坚持不懈的“顺其自
然 ”， 成 为 这 座 城 市 的 爱 心 符 号
等。周静书先生是民间文艺领域
的著名专家，编讲新故事是民间
文艺的通常形式，因此，本书故
事通俗、好读、易于传播。我想
以“慈善”“文明”“现代化”这
三个关键词，作为介绍这本书的
切入口。

宁波正在打造“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也在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市域样板”。关于文明和中国式
现代化的关系，理论界已有许多
一致的论述，其大略是中国式现
代化塑造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新形
态 ， 是 兼 顾 效 率 与 公 平 、 实 现

“ 共 同 富 裕 ” 的 现 代 化 ， 改 写 了

“ 现 代 化 就 是 西 方 化 ” 的 理 论 框
架。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
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
物 的 全 面 丰 富 和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
描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以
资本为逻辑，造成了社会两极分
化，物质主义膨胀，故而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冷漠、紧张；中国式
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的
指向，故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
容、和谐。人的现代化不仅意味
着个体的发展，而且体现于人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 人 与 社 会 的 关
系，当然还包括人与天地万物的
关系。

现代化的形态是多元的，正
如人类文明的形态是多元的。从
人 类 文 明 的 视 角 来 理 解 现 代 化 ，
就会把现代化作为文明进程中的
新 阶 段 。 宁 波 提 出 “ 文 明 典 范 ”
和 “ 现 代 化 样 板 ” 目 标 ， 是 将

“文明”和“现代化”视为进步、
先 进 的 代 名 词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虽然文明演进和现代化变革是不
可逆的，但并非割裂传统、舍弃
传统、否定传统。党的二十大报
告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和“传承中华文明”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主张，强调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协调、融会、贯通，体
现了文明演进和现代化变革的必
然性和合理性。中国式现代化的
路径，承接中华文明的传统，通
向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在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人类
社会形成了道德和文化。慈善不
仅体现道德的力量，而且体现文
化的力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儒家的“仁者爱人”“老吾老
以 及 人 之 老 ，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道家的“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志存救济”，墨家的“爱无

差等”“远施周遍”，佛家的“诸
恶 莫 作 ， 众 善 奉 行 ”“ 慈 悲 为
怀”，都体现了慈善的精神，并影
响了全社会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行
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倡导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倡 导 志 愿 者 精 神 。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力量参
与 基 层 治 理 已 经 成 为 制 度 安 排 ，
同时成为文化风尚。

如果局限于道德层面、忽视
文化层面来讨论慈善理念，就可
能 无 法 将 慈 善 同 现 代 化 联 系 起
来。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曾 经 研 究 过 责 任 伦 理 问 题 ， 他
说，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
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所谓
遵 守 信 念 伦 理 ， 在 行 动 者 看 来 ，
是让上帝管结果，因为他是按照
上帝的意志来行动的。而遵守责
任伦理，是让行动者顾及和承担
自己的行为的可能后果。韦伯讨
论的其实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的
问题，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个体
的 责 任 伦 理 体 现 的 是 其 道 德 理
性。比如说，一个慈善家捐助他
人，是在实现经济利益后追求精
神利益，而且他由此获得了社会
尊 重 ， 获 得 了 另 外 意 义 的 回 报 ，
他会产生心安理得的满足感，也
就 是 说 ， 确 定 了 道 德 上 的 正 当
性、应得性。诚然，需要反思的
是，这种“获得理性”是不是真
正的善呢？行为的动机是不是影
响 善 的 本 质 呢 ？ 从 文 化 层 面 来
看，西方现代慈善行为注重个体
的权利和责任，注重道德理性和
社会效益，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
参照的。

在不同文化体系中，人们对
道德标准的理解是不同的，对慈
善理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中国
人的慈善理念植根于优秀传统文

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欧阳修
（代表儒家价值观） 赞许“为善不
倦 ， 而 喜 自 晦 敛 ， 若 不 欲 人 知 ”
的行为，佛家主张布施讲究“三
轮体空”，不能产生得到回报的念
头。以上文化价值观，主张慈善
不 应 有 功 利 色 彩 ， 无 疑 是 高 标
准 、 严 要 求 ， 对 于 很 多 人 来 说 ，
难以企及。中国当代文化体系有
别于传统文化体系，因此慈善理
念亦要调整和创新，着眼于中国
式现代化，与时俱进，重构慈善
的道德职能、文化价值和评价机
制。如果不突破传统理念，慈善
之路不可能越走越宽广。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 ”， 慈 善 在 调
适、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不言
而喻，对于促进人的 现 代 化 的 作
用也不言而喻。靠个体自发的道
德情感，无法调适、化解社会矛
盾；靠道德说教、道德压力，更
不能吸引公众参与。因此，有必
要激发全社会的慈善力量，进行
文化赋能，彰显善人善举的社会
价 值 ， 并 扩 大 其 典 型 、 示 范 效
应，形成“好人有好报”的激励
氛 围 和 “ 人 人 慈 善 ” 的 社 会 风
范。慈善由个体的良心实现向社
会化的公益事业发展，由善人义
举 向 参 与 社 会 现 代 化 治 理 发 展 ，
由 道 德 建 设 向 人 的 现 代 化 发 展 ，
其文化内涵必将得到丰富、充实。

宁波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又
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宁波人自古
至 今 留 下 了 许 多 慈 善 故 事 。《大
善文明：宁波慈善故事》 从慈善
大海中撷取了朵朵浪花，故事永
远讲不完、讲不尽。如何解读这
些故事？如何从这些故事中获得
启示、引发思考？如何参与推动
宁 波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的 现 代 化 进
程？我想，这些问题会引起许多
读者的关注。

慈善 文明 现代化
——《大善文明：宁波慈善故事》读后漫笔

陈佳冉 常誉维

近年来，政务短视频已成为政
务信息传播的新阵地，我国诸多行
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纷纷入驻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
台，开设短视频政务号进行政务
信息传播，在有效引导舆论、塑
造服务型政府形象、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但
其传播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政
务短视频的异军突起，也受到了
学 界 的 广 泛 关 注 。 自 2018 年 以
来，国内诸多学者围绕政务短视
频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然而，研
究多是对政务短视频碎片化的解
读和偏学理的思考，尽管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政务短视
频传播效果方面尚缺乏全面、系
统的考察。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
媒学院宁海林教授所著的 《决定
性瞬间：政务短视频传播效果研
究》 适逢其时，该书翔实阐述了
如何提升政务短视频传播效果的
问题。

本书于 2022 年 12 月由人民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 全 书 计 30 余 万
字。主要围绕政务短视频用户参

与的影响因素展开，构建了政务
短 视 频 用 户 参 与 的 动 力 机 制 模
型，系统阐述了政务短视频对个
人产生的微观效果以及对社会产
生的宏观效果机制，并指出了政
务短视频用户参与的具体实现路
径。本书的主要特色和价值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研究支撑——多重理论与
多种研究方法的紧密结合

本书通过检索和梳理大量权威
的文献，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基于用户的广泛参与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政务短视频的传播效
果，因此，《决定性瞬间：政务短
视频传播效果研究》 主要围绕用户
参与因素展开论述。作者积极运用
传播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相关
理论，如汲取“使用与满足”“广
告态度模型”“技术接受模型”三
种理论，构建“政务短视频用户使
用理论模型”来探究信息传播对用
户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检验传播
活动成功与否，从而针对性地提高
传播效果。在后续的章节中，作者
也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理论来丰富分
析架构，充实了短视频政务号传播
效果的分析与研究。

除了翔实的理论铺垫，多种
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也使得本书
的研究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可借
鉴性。例如，作者使用文献计量
法梳理、总结政务短视频的现实
与 理 论 基 础 ； 基 于 “ 启 发 -系 统
模 型 ”， 构 建 政 务 短 视 频 传 播 效
果理论模型以厘清决定性的影响
因素并展开实证分析，相关数据
也确保了检验和量化分析的可信
度；依据内容分析法和对比分析
法考察不同类型政务短视频用户
参 与 的 影 响 因 素 及 对 策 ； 穿 插

“ 人 民 日 报 ”“ 美 丽 浙 江 ”“ 新 华
社 ” 等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政 务 号 案
例，真实、客观地揭示其有效传

播的流量密码等。综合而言，本
书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多重
理论与实践研究并行，在多种研
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共同推动之
下，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展开
研究，让研究的内涵更为丰富与
合理。

现实观照——考察政务短
视频创新社会治理路径

勾勒政务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图
景，必然要紧扣政务媒体的社会实
践。作者在书中创造性地论述了政
务短视频如何创新社会治理的路
径，拓展了政务短视频用户参与路
径的研究视野。书中阐释了“枫桥
经验”为政务短视频创新社会治理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与经验
借鉴。为贯彻“社会治理依靠人民”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本书
将政务短视频、社会治理、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三者融合
起来进行整体研究，从传播主体、传
播内容、传播渠道、目标受众等方面
进行探讨，弥补了国内学界对政务
短视频创新社会治理研究的不足，
也能够推动“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生机。

与 此 同 时 ， 作 者 力 求 贴 近
UGC 短视频新闻的兴起与双重社
会影响的现实背景，总结性地提出
政务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应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保证传播路径畅通，不
断鼓励人民群众反映社会现实，进
而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主张积极采
取 UGC+PGC 的模式，将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视作终极目
标来创新政务短视频生产，集合人
民群众、专业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力
量，打造和运行传播平台，推动政
务短视频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总
之，政务短视频创新社会治理路径
的探析，不论对政务短视频创新工
作还是社会治理工作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展望未来——引发政务短
视频跨文化传播新思考

着眼当下，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成为我国
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与使命，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仍面临不
少挑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待提
高。《决定性瞬间：政务短视频传
播效果研究》 一书难能可贵的地方
在于提出了政务短视频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整合传播，紧密结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国
策及相关理论，在拓宽既有研究范
畴的同时，也丰富了跨文化传播的
策略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与
可行性。作者在严谨的逻辑框架
内，逐一将“政务短视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可行性、
合适性问题论述得非常清楚，并进
一步提炼了未来可深入探讨的研究
视角，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
路。在“政务短视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受众研究方面，主张可从
受众的地域分布、偏好及群体差异
分析、接受动机特点及其社会学属
性差异等角度切入；在传播效果研
究方面，娱乐化表达研究与叙事系
统研究将成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
向。这将有利于应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
能为政务短视频提供优质的传播内
容，利于发挥其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决定性瞬间：政务短
视频传播效果研究》一书，不仅丰富
了政务新媒体、政务短视频传播理论
与方法体系，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
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而且有助于
提高公众参政议政水平，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传
播新时代主旋律与好声音，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陈佳冉，人民出版社编审；
常誉维，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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