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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铁龙西驰

宗旭阳摄

近日，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

写的《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学习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紧紧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展开，

撷取理论精要进行深入解读，详举实例

进行充分论证，是学习、研究、阐释中国

式现代化的佳作。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习 近 平 总

书记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宏 伟 蓝 图 ，概 括

提 出 并 深 刻 阐 释 了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理

论。《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深入贯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聚 焦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的 重 大 理 论 问 题 ，突 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对“强国复兴

开新篇”“自信自强启新程”“军强国安

护和平”等 17 个重大问题进行了集中

回 答 和 阐 释 。 一 方 面 ，该 书 设 置 专 门

章 节 阐 释 回 答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怎 么 来 、

是 什 么 和 怎 么 办 的 问 题 ，不 仅 揭 示 其

历史演进、丰富内涵、实践路径，更深

刻 阐 释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中 国 特 色 、本

质要求、重大原则、重大关系等一系列

理 论 问 题 。 另 一 方 面 ，该 书 将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这 一 主 题 贯 彻 于 全 书 各 章 节 ，

系统阐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坚实基础、科学指引、首要任务、

战略支撑、应有之义、内在要求、战略

要求、重要内容、关键所在等问题，揭

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内在逻

辑 关 系 。 通 过 体 系 化 的 分 析 阐 释 ，该

书不仅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

架 ，更 将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宏 阔 全 貌 立

体 呈 现 出 来 ；不 仅 揭 示 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深 厚 历 史 根 基 和 广 泛 现 实 基 础 ，

更将其美好发展前景描绘出来。

理 论 只 要 彻 底 ，就 能 说 服 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面 对 面》通 过 严 密 的 理 论

逻辑、翔实的事例论证，着力把高深、

复 杂 的 理 论 问 题 讲 透 彻 、讲 明 白 。 该

书 注 重 遵 循 理 论 逻 辑 ，既 删 繁 就 简 抓

住 理 论 的 精 髓 要 义 ，又 由 表 及 里 揭 示

事 物 的 本 质 ，更 环 环 相 扣 展 示 理 论 的

逻 辑 之 美 。 比 如 ，在 论 述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从“‘为

什么行’的科学回答”“‘两个结合’的

光辉典范”“‘六个必须坚持’的哲学意

蕴”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其作为全面

推 进 强 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的 科 学 指

引。该书不仅注重讲清理论观点是什

么，还回顾理论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

明 晰 理 论 是 如 何 来 的 ；不 仅 讲 清 怎 么

看 ，更 紧 扣 时 代 脉 搏 和 现 实 要 求 讲 清

应 该 怎 么 办 ，让 人 知 其 然 更 知 其 所 以

然 。 比 如 ，在 阐 释 人 民 军 队 使 命 任 务

时，不仅论述了“四个战略支撑”这一

新 时 代 军 队 使 命 任 务 ，同 时 回 顾 了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人 民 军 队 使 命 任 务 的 演

进 ，更 指 出 了 如 何 有 效 履 行 新 时 代 使

命 任 务 ，强 调 党 的 二 十 大 对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建 设 提 出 的 新 要 求 。 此 外 ，

全 书 始 终 坚 持 以 问 题 为 牵 引 ，精 心 设

计 问 题 、科 学 分 析 问 题 、系 统 解 答 问

题，真正做到问答结合、解疑释惑 ；注

重以事例说理、以数据论理，不仅列举

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例进行论证，

还 大 量 运 用 权 威 数 据 作 为 论 据 ，使 理

论的论证阐释有根有据、真实可信。

坚 持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是 我 们 党 的

光 荣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面 对 面》在 阐 释 理 论 时 ，既 注 重 联

系 新 时 代 十 年 的 伟 大 变 革 实 际 ，又 注

重结合当前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该

书 在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将 理 论

阐 释 与 党 的 十 九 大 以 来 的 五 年 成 就 、

新时代十年的三件大事和伟大变革紧

密 联 系 起 来 。 比 如 ，结 合 国 产 大 飞 机

C919 首飞成功、“天宫”空间站遨游太

空 、高 铁 雄 安 站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等

现 实 事 例 ，从 理 论 上 讲 清 党 和 国 家 取

得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发 生 的 历 史 性 变

革 ；结 合 国 际 比 较 视 野 下 的 我 国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等 数

据 ，从 理 论 上 阐 释 提 升 质 量 是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关 键 。 同 时 ，该 书 紧 紧 抓 住

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紧密联

系 群 众 的 思 想 困 惑 设 置 问 题 ，联 系 群

众 关 心 的 热 点 话 题 分 析 讨 论 ，联 系 群

众 身 边 的 人 与 事 进 行 例 证 说 明 ，注 重

澄 清 模 糊 认 识 、解 开 思 想 扣 子 、激 发

前行动力。例如，“治国有常民为本”

章 节 通 过 列 举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抗 击

新 冠 疫 情 ，以 及 大 力 解 决 住 房 保 障 、

教 育 公 平 等 人 们 普 遍 关 注 的 问 题 ，通

过 详 列 全 国 居 民 恩 格 尔 系 数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率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等 多 项

权 威 数 据 ，回 应 人 民 群 众 对 收 入 、工

作 、社 会 保 障 和 医 疗 卫 生 等 方 面 的 关

切 ，有 力 证 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以 人 民

为中心的现代化。

理论只有大众化，才能感染鼓舞更

多人。作为一本通俗理论读物，《中国

式现代化面对面》延续“理论热点面对

面”系列丛书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讲

解深入浅出、文风朴实无华，用朴素的

语言讲道理，用形象的比喻讲学理，用

生动的故事释哲理，做到理论性、通俗

性、可读性的统一，着力让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比如，谈就业

时提出“饭碗是天大的事”，将鸦片战

争 比 喻 成“ 压 死 骆 驼 的 最 后 一 根 稻

草”，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比作“接

力赛”，用燕昭王“高筑黄金台”的历史

故事论述重视人才，用航空界“海恩法

则 ”的 例 证 阐 释 公 共 安 全 等 。 该 书 探

索呈现形式、互动方式的创新，图文并

茂、以点带面，并设置相关链接、在线

问答、特别关注、深度阅读、直播现场、

知 识 要 点 等 板 块 栏 目 。 例 如 ，在 阐 释

正确看待质和量关系时，提出“什么是

‘谷堆’‘秃顶’论证”；在阐释锻造强大

人民军队时，关注中国维和部队“蓝盔”

铁肩担道义等。这些都增加了理论学

习的知识性、趣味性，有助于与读者的

思想互动交流，切实发挥出“面对面”的

效用。

《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为广大干

部群众深入学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

供了充足的养分，必将在现实中凝聚起

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更大合力。

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读《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

■高 宁 孙润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作家林予创作、初版于 1962 年的长

篇小说《雁飞塞北》（人民文学出版社），

给人印象最深、最令人赞叹的，是书中描

绘的一代北大荒人“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乐观主义精神。小

说中展现的那极具原始气息的北大荒、

那肥沃的黑土地，还有那生活气息浓郁

的场景，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我们终于来到了这片坐落在黑龙

江省东北角、被人们称为“北大荒”的黑

土地上的时候，极目望去，天上、地下一

片繁荣景象。书中描绘的荒原沼泽哪里

去了？“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

里”的景象哪里去了？仔细想来便也释

然，所谓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

饭锅里”，实际上描绘的是当年部队复转

军人初到北大荒垦荒创业时的景象。

小说作者林予是当年 10万复转军人

中的一员。他以官兵开发荒原上的雁窝

岛、建设农场的生活故事为蓝本，创作了

这部反映北大荒人艰苦创业英雄气概和

献身精神的长篇小说。作品充满浪漫主

义情调，被称为“垦区文学的奠基石”，被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入“中国当代长篇小

说藏本”丛书。当年，诗人郭小川特地赋

诗《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著名作家茅

盾在总结全国文学创作成果的书面发言

中，将这部长篇小说列为优秀作品。

书中故事发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王震将军率 10 万复转军人开进东北三

江平原的亘古荒原上，继续发扬“南泥湾

精神”，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

粮”的伟大行动。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

原，战天斗地，百折不挠。没有路，他们

就人拉肩扛，蹚出一条路；没有房，他们

就搭窝棚、睡地铺。他们承受了难以想

象的艰难困苦，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

在了祖国边陲那荒芜的土地上，为垦区

的开发建设奉献了青春，最终在茫茫沼

泽荒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机械化国营农

场，使昔日的“北大荒”变为“北大仓”，成

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八五三农场书记张兴华和场长苏超

凡，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也

是北大荒垦荒领导者的缩影。张兴华曾

是河北农村一个吃不饱饭的穷孩子，父

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就是一本《共产党

宣言》。他对党充满了感恩，对党和人民

的绝对忠诚赋予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他听取群众意见，带领群众铆足了劲儿

往前闯。苏超凡则是从北大农学院肄业

后投身革命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有

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本想在皖北的农

场干出一番成绩。就在农场的工作刚有

起色之际，组织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北大

荒，这多多少少影响了他的工作热情。

小说把人物集中放置在北大荒的一个孤

岛——雁窝岛的垦荒斗争中加以描绘，

围绕雁窝岛建场方针和人物的矛盾冲突

展开生活画面，从而反映了整个北大荒

炽热而复杂的建设生活全景。老作家郑

加真评价说：“雁窝岛的开发，是北大荒

精神的一个缩影！”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精 神 谱 系 中 ，

“北大荒精神”被总结为“艰苦奋斗、勇

于 开 拓 、顾 全 大 局 、无 私 奉 献 ”16 字 。

人们赞美拓荒者，歌颂拓荒牛。当年，

复 转 军 人 的 年 龄 普 遍 在 二 三 十 岁 ，他

们 在 解 放 战 争 、抗 美 援 朝 的 炮 火 硝 烟

中 英 勇 杀 敌 ，建 功 立 业 。 当 祖 国 需 要

他 们 的 时 候 ，他 们 又 毫 无 怨 言 地 来 到

茫 茫 荒 原 ，把 自 己 最 宝 贵 的 青 春 甚 至

生命献给了北大荒。

他们有的在开垦荒原的过程中被茫

茫沼泽夺走了生命，有的在洪水中为抢

救国家财产英勇献身，有的为抢救落水

学生光荣牺牲……这些英雄事迹彰显着

北大荒人的精神风貌，他们用理想信念

和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无私奉献的英

雄赞歌。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北大荒的

开垦过程中，有 12000 多人长眠于这片

黑土地。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征服了这片

桀骜不驯的土地，把“荒芜万里，寒烟锁

地”的“北大荒”建设成了世界闻名的“中

华大粮仓”。

艺术的力量是无穷的。重读《雁飞

塞北》，相信它仍能够带着我们穿越时间

与空间，去重温那火热的峥嵘岁月，从而

积蓄向上、向前的精神力量。

礼
赞
黑
土
地
的
开
拓
者

■
胡
小
剑

华

山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1990 年 12 月，我拎着一包自己喜欢

看的书籍，来到位于内蒙古最北端的某

边防连。那时候的边防连队，没有丰富

的文化生活和富足的物质保障。好在，

我带着一些字典、词典和几本名著，训练

间隙或晚上空闲的时候可以读读书，在

书本里感受文化的魅力，也以此消除新

兵训练带来的疲惫。

有一天，班长带回来几张《解放军

报》和军区的《前进报》，大家如获至宝抢

来阅读。看完报纸后，我申请把报纸放

在我的枕头下统一保管。班长笑呵呵地

说：“那就把报纸放你这儿吧。我们连队

离团部远，半个月才能收到一次报纸，而

且很多报纸分不到班里，你要好好珍惜

这些来之不易的报纸。”我重重地点头，

表示一定会保存好每一份报纸，认真学

习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

之 前 ，我 从 来 没 有 接 触 过 军 队 报

纸。那次，我认真地翻阅着每一份《解放

军报》和《前进报》，从报头到报尾，每一

篇文章、每一幅图片都反复阅读观看。

看到《解放军报》有部队新闻，有理论文

章，有文学作品；看到《前进报》刊登的一

篇篇通讯报道和新闻故事，我进一步感

受到了军人的伟大与崇高，并萌发了写

作投稿的想法。

可是，营里在一次内务突击检查中

看到了我床铺上的报纸和书籍，认为这

是乱摆乱放，让我把书报收起来。那个

年代，有一些连队没有俱乐部，更别说图

书室了，而且边防连队的房子也紧张。

把书报放在哪里，一时让我犯了难。班

长见状，领着我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说

可以把书报放在那里。

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当年几乎每个

北方边防连队都有的小木屋。在离连队

厨房不远的地方，九个小木屋整齐地排

列着，里面常年放着官兵从山上捡来的

干柴。冬天的时候还会在柴堆上放些打

来的猎物，供官兵改善伙食。班长说，这

些小木屋每个班负责管理一个，你在咱

们班的小木屋里收拾出一个小角落，就

可以存放书籍和报纸了。说罢，班长还

把小木屋的钥匙给了我一把。

我很快在小木屋里收拾出了一个

独有的“书报亭”，并且做了防雨防潮处

理，把所有的书报一并放在这里。新训

的几个月里，我一有时间就扎进小木屋

里读书看报，仔细揣摩书报上文章的写

作规律和技巧。尤其《解放军报》版面

上的散文和诗歌让我百看不厌，盼望着

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能出现在这个版

面上。

新兵下连后，我把积攒的书报一同

搬到新分配班级所属的另一个小木屋

里，仍然每天钻进“书报亭”，醉心在每一

个文字里。当兵第 9 个月的时候，我竟

然在《解放军报》“读者来信”版看到了自

己的名字，激动得直呼：“我的稿子发表

了！我的稿子发表了！”

转瞬 30 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坚持读

书看报。而在边防连队小木屋里读书看

报的那段时光，是我记忆最深刻的阅读

时光。现在单位条件好了，阅读书报的

条件也更好了，但小木屋里的读书看报

经历一直让我不能忘怀。我坚信，只要

有恒心、肯学习，就一定会有所成绩，有

所收获。

难忘边防“书报亭”
■张凤波

常 华 著《去 唐 朝 ：诗 人 和 人 世 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是一部

“史”与“诗”融合、“唐诗”与“唐史”互

证、唐诗意境与历史情境对照的著作。

平仄的韵律里，不仅讲述了波澜壮阔的

王朝兴衰，还解读了诗人细腻笔触下深

沉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以及历史大

势里欲说还休的人生悲欢。

著者并不专注于对唐诗兴盛的背

景、原因等问题作出系统的、有新意的

论 述 ，而 是 力 图 用 情 感 丰 沛 的 诗 歌 来

表 述 客 观 冷 峻 的 历 史 。 由 此 ，该 书 既

从时代人格和诗歌内容（或形式）上考

察、评价唐诗隆盛变迁等问题，又从唐

诗的兴盛与衰颓中比较清晰地勾画出

唐朝政局的历史演变轨迹。

诗 以 言 史 ，史 以 入 诗 。 史 诗 是 一

种文学体裁，唐诗与唐史互为表里，相

辅 相 成 。 在 唐 诗 中 读 唐 史 ，与 史 相 佐

证，可以补史之不足。正如著者所言：

“ 唐 朝 ，唐 诗 ，一 个 是 历 史 ，一 个 是 文

学 ，两 条 线 索 始 终 盘 根 错 节 ，相 伴 而

生，从来就不是两条平行线。”唐诗之

所 以 代 表 中 国 诗 歌 创 作 的 最 高 成 就 ，

是长期的历史环境造就的结果，“这实

是 历 史 的 自 然 发 展 ，在 各 方 面 条 件 成

熟 之 后 的 必 然 结 局 ，只 是 因 为 有 了 初

唐统治者的‘大治’，并与历史的脚步

应合相伴而生的”。《去唐朝：诗人和人

世间》抛开纷繁的后记文史，仅从“原

滋 原 味 ”的 唐 诗 中 就 可 以 领 略 盛 唐 的

人 文 精 神 、雄 浑 豪 迈 的 高 远 境 界 和 社

会 生 活 的 诸 多 方 面 ，看 到 当 时 社 会 的

真实状态。因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

任何社会都会有其代表性的文学。所

以，一部《全唐诗》，也是一部细致入微

的“全唐史”。

唐 人 离 不 开 诗 ，诗 是 他 们 思 想 和

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抽离了诗，那么

大 唐 的 精 彩 恐 怕 就 丢 失 了 一 半 ”（闻

一多《说唐诗》）。在《去唐朝：诗人和

人 世 间》中 ，我 们 遇 见 了 徘 徊 在“ 仕 ”

与“ 隐 ”、“ 醉 ”与“ 醒 ”之 间 的 王 绩 ，也

遇 上 了“ 月 光 里 的 骑 士 ”李 白 和 他 眼

中 的“ 安 史 之 乱 ”，看 许 浑“ 日 暮 西 山

写挽歌”，感受“我本疏狂”的杜审言，

品 尝 着 陈 子 昂 的 孤 独 、卢 照 邻 的“ 生

兮 生 兮 奈 汝 何 ”“荣 辱 皆 因 文 字 ”……

300 年唐王朝风云变幻，“嬗变的生命

意 象 ”“ 高 悬 阁 顶 的 星 斗 ”，尽 显 文 学

与艺术的巅峰气象。

“ 一 般 人 爱 说 唐 诗 ，我 却 要 讲‘ 诗

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

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正如闻

一 多 先 生 所 言 ，写 在 纸 上 的 是 诗 ，描

绘 的 却 是 整 个 唐 朝 。 这 里 所 说 的“诗

唐”，主要是指“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

活 ，或 者 说 他 们 的 诗 是 生 活 化 了

的 ”。 那 么 ，唐 人“ 诗 的 生 活 ”表 现 在

哪 些 方 面 ？ 唐 朝 缘 何 产 生 出“生 活 化

了 的 诗 ”呢 ？ 一 是 以 形 象 生 动 的 语 言

记 录 具 体 而 真 实 的 史 实 ，触 摸 华 夏 文

明 的 精 髓 所 在 ；二 是 以 唐 诗 为 载 体 切

入 历 史 的 深 处 ，折 射 历 史 变 迁 ；三 是

以 唐 诗 观 照 唐 史 ，细 听 大 唐 社 会 角 落

的 喧 哗 众 声 ，近 看 唐 人 精 彩 纷 呈 的 人

生经历。

在《去唐朝：诗人和人世间》中，著

者 不 拘 囿 历 史 和 现 实 定 论 ，以 独 到 的

视 角 ，多 维 度 铺 展 唐 代 人 文 历 史 画

卷。其中，既有杜审言、卢照邻、李白、

杜甫、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

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 32 个唐代诗人

的 浮 沉 命 运 和 他 们 的 人 世 间 ，也 尽 可

能 涵 盖 了 唐 代 社 会 生 活 的 各 个 方 面 ，

深度揭示了唐朝精神文化史的特征与

唐诗的内核。

感受唐诗中的唐史
■刘英团

《东方破晓》

厚植爱党情感
■乔小林

《东方破晓：星星之火是如何点燃

的？》（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书，展现了从

1915 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新文化

运动兴起，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成立这段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

再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诞 生 的 艰 难 与 辉

煌。作品把读者带回到百年前那个伟

大的历史起点，感受先驱们忠诚践行伟

大建党精神的情怀，感悟中国共产党砥

砺奋斗的初心使命，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

《跨过鸭绿江》

培育爱国精神
■关军旗

《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影像记忆》

（新华出版社）一书，以图片影像的形式

集中展现抗美援朝主题。该书内容来

自新华社公开播发的珍贵历史照片或

资料图片，经精心选编并配以详细内容

说明，具有资料翔实、准确、权威的特

点。这些影像图片，全面回顾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示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深情礼赞了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