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管理知识竞赛

本报讯 记者周莹、通讯员曾金亮
报道：8月30日，我市召开应急管理系统
职工参与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动
员会，进一步提高市民知法、学法、懂法、
用法意识，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
力。

会议指出，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
活动是改革后全省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件
大事，全体干部职工要把融合队伍、提升
本领统一到做好这次知识竞赛行动上
来，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
习应急知识的热潮。要按照党政领导干

部全覆盖、安委会成员单位全覆盖、重点
企业全覆盖、学校全覆盖、社区全覆盖

“五个全覆盖”的要求，深入谋划，制定方
案，稳步推动。应急、司法部门在抓好本
系统全员参与知识竞赛的同时，要加强
与其他普法责任单位的协调沟通,督促
落实专人专责，形成全员参与合力。

会议要求，要重点督导各类从业人
员学足内容、答满题目、积够分数，力争
先进。按照“一日一通报”“一周一小结”
要求，挂帅领战，挂图作战，挂牌督战。
要强化正向激励,对网上答题积分全市

排名前5名的单位和排名前20名的个人
进行通报表扬。要将此次活动作为各单
位年度安全生产和普法依法治理考核重
要内容，对进入10月份全省预决赛的单
位，予以加分。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运用

“报、网、端、微、屏”等媒体平台开展发动
和宣传报道,扩大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

赛活动的知晓度、参与度，确保我市在这
次知识竞赛中名列前茅。

据了解，此次竞赛活动从9月1日开
始，为期1个月。答题形式包括普法答
题、看图除隐患、法律法规库及积分兑换
等，是我市掀起全民学习应急管理普法
知识的一个开端。

我市开展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
1日开始，为期1个月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人渴望完美而不可得，这种痛苦如何解除？我答

道：这种痛苦本身就包含在完美之中，把它解除了反而
不完美了。我心中这么一想，痛苦就也解除了。接着
又想：完美也失去了。 ——周国平 《安静的位置》

他不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非得越过一大片干旱
贫瘠、地形险恶的荒野，才能跨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所谓“青春多幸福”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幻觉，是青春已
逝的人们的一种幻觉。 ——毛姆 《人生的枷锁》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若说没奇缘，
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
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
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
到夏！ ——曹雪芹 《红楼梦》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
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
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
伤，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
头。 ——三毛 《梦里花落知多少》

生活就是这样,永远占领着绝对领导地位，当无数
的傻子高呼着自己控制了生活自己掌握了命运，却没
有看到生活站在更高的苍穹之上，露出讥笑嘲讽的面
容。 ——郭敬明 《梦里花落知多少》

这个世界虽然大，但并没必要每天交往那么多朋
友。并不是朋友越多你就学习得越多，还有一个危险，
那就是应付变得越来越多，解释变得越来越多，时间浪
费得越来越多。当我们觉得汤的味道太浓了，就会兑
更多水。如果生命是汤，朋友就是水，水越来越多，个
人也会越来越寡味。——刘同 《谁的青春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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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者范
春歌以写给母亲长信的
形式，讲述了自己和爱
人 2015 年、2016 年从长
江入海口到长江源头的
实地踏访，以大量文字、
录音、影像记录了他们
亲历的长江，展现对长
江两岸经济、文化、自然
地理的细腻观察，留下
一部别样的长江文本。
这 是 作 者 写 给 母 亲 的
信，也是写给母亲河长
江的信。

《儿行千里》

范春歌 著

内容简介：记录了
首位完成帆船环球航海
的中国女性——宋坤的
真实经历。她凭借惊人
的毅力，历时 315 天，完
成了 4 万海里的环球航
海，成为中国女子环球
航海人。“如何成为想要
成为的那个自己？那就
是 坚 持 下 去 ，绝 不 放
弃。”

《不为彼岸只为海》

宋坤 著

内容简介：这本书
着力于恢复中国古人点
评诗文的传统，全书见
解独到，风趣幽默，力求
发前人所未发，道今人
所未言，用深入浅出的
流行语言让传诵一两千
年的 100 首经典诗词活
在了当下。作者自谓他
的点评是“百度上查不
到、鉴赏辞典看不到、作
家选本上找不到、课堂
上听不到”。

（本报综合）

《王立群妙品古诗词》

王立群 著

内容简介：辛德勇
教授从解析《赵正书》的
形制入手，通过对读《史
记》与《赵正书》，一方面
论证了《史记》等传世文
献的信实性，另一方面
则揭示了《赵正书》作为
小说的性质，进而重新
定义了汉代及其以前的

“小说家”。与此同时，
本书展现了以“焚书坑
儒”而留下千古骂名的
秦始皇，其重视儒生与
儒学的一个侧面……

《生死秦始皇》

辛德勇 著

《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带动原著热销

历史悬疑小说让传统文化“炫”起来

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以《长安十二
时辰》为代表的这些历史悬疑类传统
文化小说都聚焦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
代，在讲好一个中国传统故事之余，除
了对技术内涵的注重，外在的包装也
显得非常重要。

马伯庸对此是深有心得，他此前
出版的诸多小说均以知识点密集著
称，《长安十二时辰》更不例外：唐朝人
是怎么喝茶和吃饭的？男子外出怎么
花钱？女子出门佩戴什么首饰？乃至
长安城下水道的走向又是怎样的？

据了解，马伯庸为此查阅大量资
料，研究论文和文物考古报告，并跟一
些喜欢唐史的朋友交流，他甚至数次
去西安进行实地考察，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离那个真正的长安城更近一些。

《长安十二时辰》对唐朝生活细节

的描摹与还原备受好评，在严锋看来，
小说能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情境当中，
对古代长安城的复原，则让一个人的
感官体验达到极致，“在这里，每一个
地名都是真实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尽
可能准确的，每一条路线都是合理
的。”在马伯庸的精心营造下，读者得
以追随英雄的马车，驶过中国古代最
繁华的都市，驶过中华文明颇令人留
恋的时光，从而体验那华盛到极致背
后的危机和惊心动魄。

《大唐悬疑录》同样如此，出版人
王唯径说，除了研究《旧唐书》《新唐
书》《资治通鉴》和《剑桥中国隋唐史》
等史书典籍外，为了让故事更加具有
古风元素、带给读者犹如亲历唐朝般
的阅读体验，作者唐隐在创作中还前
往古都西安、日本奈良等与唐朝文化

密切相关的地点做实地考察。
正因如此，在其笔下，从长安城中

的大唐皇宫大明宫，到唐代著名的烟
花柳巷平康坊，甚至连被建筑学、历史
学家津津乐道的长安城地下排水系
统，都成为书中重要线索。

“如果一个故事发生在任何地方
都能成立，那这个故事一定不好看。
对《长安十二时辰》来说，一定是在盛
唐的这种气氛之下才能成立。”马伯庸
表示，在把中国文化推广给下一代，给
更多的外国人时，不能简单地只去考
虑它多符合史实，文化内涵有多深，因
为这很难打动别人。“真正打动别人的
始终是一个好的故事。我们通过这样
一个好的故事，通过这种外在的表达
方式创新，把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出
来。” （本报综合）

凭借对唐朝风貌的精准还原及烧脑剧情，网剧《长
安十二时辰》成为这个夏天一大热剧，其热播不但再次
带火同名原著小说，也让同类型的其他小说走俏市
场。今天的读者已越来越习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
验，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代表的诸多传统文化小说一
直在进行相关探索和尝试，即通过创新外在的表达方
式，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出来。

有套路，更有文化认同感
与以往影视剧带动原著热销有所不同，《长安十二

时辰》是书先火、剧又火，电视剧的热播，只是将原著小
说又频频送上全国各大图书排行榜。

在南京，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甚至让《鬼吹灯》等
一系列历史悬疑题材小说又一次受到读者的关注。南
京新华书店新街口店经理吕翰告诉记者，《长安十二时
辰》是该店当前卖得最火的一本小说，一般每天能卖到
10套左右，为此，他们还专门设立了“马伯庸作品”专
柜，将其图书一网打尽。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为什么能这么火？在复旦大
学教授严锋看来，《长安十二时辰》有很多常见的套路：
不可能的任务，无助的绝境，无尽的反转；英雄倒霉倒
霉再倒霉，Boss后面有Boss，Boss后面的Boss还有
Boss；从头到尾把人吊在空中的长程悬念，包括追车、
武打、拷问、解谜、宫斗、谍战和爱情，等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孙衍认为，受日本
悬疑推理小说和美剧的影响，《长安十二时辰》一书既
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颇受年轻人喜欢的悬疑元素，情
节推进和悬念铺张都很有新意，“在当下悬疑类题材难
以创作出新花样的背景下，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素材的
悬疑小说势必就占了先机。”

对《长安十二时辰》来说，除了书中英雄不脸谱
化，人物不扁平化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小说展
示了生活在中国一个非常特别年代里文人的风骨，其
独立、自信的气质和积极向上的情怀，以及为黎民百姓
拼搏奋斗的精神，更让人有认同感和自豪感。正如马
伯庸自己所言，盛唐的长安城是一个非常壮观和美好
的地方，其时，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信仰、不同习
惯和习俗，同时汇聚到这个城市里来，“长安城实际上
超越了时代，是一个存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永恒之
城。”

1
在《长安十二时辰》之前，很多小

说因成功嫁接传统文化而走红市场，
受到年轻人追捧。对写作者来说，中
华传统文化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富矿，
它们与今天的社会生活稍一激发，就
能点燃起新的火花。

早在2008年，讲述西藏文化与地
理的百科全书《藏地密码》爆火，读者在
阅读中可以切身感受到西藏的深厚历
史与文化；2011年，《山海经密码》出
版，将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山海经》
还原成一部老少咸宜的长篇小说；到了
2015年，《清明上河图密码》横空出世，
讲述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

2016年，和《长安十二时辰》同样聚焦
唐朝的《大唐悬疑录》系列陆续出版，从
《兰亭序》到《璇玑图》，再到《长恨歌》和
《推背图》，小说从与唐朝息息相关的文
化符号入手，包括唐朝书法、诗歌等，
都是那个时代最具文化感的核心。

除了被图书市场追捧，这些小说
无一例外都受到众多影视公司青睐。
其中，《清明上河图密码》在2015年被
阿里影业和光线影业联手天价买下影
视版权，成为改编呼声最高的历史悬
疑小说。

在这背景之下，即便是中华书局
推出的唐代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也

是大受欢迎。《酉阳杂俎》被看作是一
部奇书，它全面反映了唐代多元文化
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大千风貌，书中一
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
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作为一部上承
六朝，下启宋、明以及清初志怪小说的
重要著作，《酉阳杂俎》以其驳杂的科
学知识著称，书中关于陨星、化石、矿
藏的记载，动物、植物形态、特性的说
明，有着极强的科学价值，所以在国外
也享有盛誉。英国作家李约瑟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中就多次提到《酉阳杂
俎》，指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无机酸的
记载见于此书。

优秀传统文化成挖掘不尽的富矿2

重在将读者带入历史情境中3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或多或少都会有
这样的困惑：什么是幸福？幸福来了，我们
又该如何正确地去对待它？面对这些问
题，大家的回答肯定是各有不同的。因为，
众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幸福的感知感
悟更是千差万别。但即便如此，千百年来，
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却从未就此止步。近读

“军旅作家”毕淑敏的《幸福的七种颜色》，
让我厘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进而懂得了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品读毕淑敏的文字，总能从她行云流
水般的字里行间，体悟到一种人生的温
暖。她就像一位“知心大姐”，总是以亲和
的口吻，讲述着发生在她身上及周围的一
些故事。这些故事很平常、很普通，少有风
花雪月的浪漫，也鲜有跌宕起伏的传奇。
但可贵的是，毕淑敏有一双洞若观火的慧

眼，一颗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这样的慧
眼和仁心，赋予了她超越常人的深刻，于
是，在她的笔端，时时能感受到她见微知著
的洞察力。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洞察力，
让她更懂得以“望、闻、问、切”式的细微，去
揭示寻常事物背后所隐喻的道理，并以广
大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把她的所思所想，
春风化雨般地轻泄于读者的心田，给人以
巨大的抚慰和教益。

毕淑敏用真诚书写人间冷暖，用阳光
般质感而带有温度的文字，慰藉着一个个
迷茫而彷徨的心灵，并带着我们去叩开幸
福之门。无论是“一片黄连素的苦，可以平
衡多少葡萄糖的甜？”的故事，还是“幸福
也需要提醒”的桥段，以及枯树逢春绽出新
绿的一幕，都从包罗万象的生活中撷取素
材，然后经过她的一番用心思考，在她的一

番指点迷津中，便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而最终得以被我们所感所悟。

走入毕淑敏精心构筑的幸福高地，沁
人心脾间领略的是莫为浮云遮望眼的豁
达，体味到的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度。
从她凝炼深邃的文字里，不仅能领略到毕
淑敏的恬淡、从容，而且从中还能学到对待
幸福的态度，或许这就是阅读本书所带来
的最大益处。假如有了这种豁达和大度，
纵然人生路上有再多的坎坷和曲折，每一
个人都能坦然应对；而当有一天幸福真的
降临到身边时，相信我们一定也会以宠辱
不惊的心态安然以对。

综观毕淑敏的写作史，无论是最初的
《拯救乳房》，还是如今的《幸福的七种颜
色》，在她的笔端，无一不显示出集作家、医
生、军人三位一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

担当精神使得她的创作时时洋溢着满满的
正能量。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言“毕淑敏
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
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为一体的
思维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作为“文学界
的白衣天使”，她以其真诚和友善，教给大
众爱和理性，从而让我们的幸福牢牢地把
握到自己的手里。

当身心疲倦时，朋友，不妨打开《幸福的
七种颜色》这本书，让暖暖的阳光照进心坎，
沉浸于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的幸福
烛光里，然后对照自己的人生，检视过往，
查漏补缺，不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吗？

用真诚和担当诠释幸福
——读《幸福的七种颜色》有感

○ 刘小兵

佳作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