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 余茜 编辑 / 王快 校对 / 叶新昀 电话 / 023-63844578 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Chongqing Zhengxie bao 3 版

视 野

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双月荐书”书目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

版社出版。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生动
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集
中反映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

《人世间》
梁晓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人世间》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
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
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
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艺术而雄辩地展现了平
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
生活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2023年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学习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2023 年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阐述，充分
反映了这一思想的最新发展，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内
容、基本要求，可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新时代这十年（2012-2022）》
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时代这十年（2012-2022）》从 15 个方
面全景式展示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的这
十年，取得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
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和战略
部署。通过丰富多彩的图片影像，直观展示
新时代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和人民携手创造
美好生活、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数字化改革与整体智治》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编著，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出版。

《数字化改革与整体智治》是一项涵盖哲
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
学等多个学科的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成果。
该书在全程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体智治
的理论来源、逻辑起点、实践基础、制度框架、
数字支撑、应用场景、瓶颈突破、未来展望等
进行全面、深入、权威的解读和分析，为各地
学习浙江经验、深化数字化改革、推进治理现
代化等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范本。

《人间正道》
周梅森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人间正道》是一部格调高昂、催人奋进
的长篇小说，全景式地反映了当代改革生
活。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
奖。本书以故事发生地的一千多万人民摆脱
贫穷落后的经济大建设为主线，展现了一幕
幕气势磅礴、场面壮观的生活画卷。小说成
功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
象，生动再现了一大批感人至深的当代英雄
的精神风貌。

《红色家书》
《红色家书》编写组编，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

《红 色 家 书》具 体 展 现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家 庭 建 设 ，既 反 映 他 们 对 国 家 富 强 和
人 民 幸 福 的 追 求 ，又 反 映 他 们 对 亲 属 的
深 情 、对 子 女 的 教 诲 。 这 些 家 书 不 仅 情
真意切，而且蕴藏着很多感人故事，是我
们 学 习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品 格 风 范 ，特 别 是
进行家庭建设的生动教材。

《法的思想世界》
董彦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的思想世界》旨在读思和梳理法政观
念当中的重要命题，试图体现立足中国的思
考和面向世界的视野。例如，“除魅”和“复
魅”是本书讨论的两大法律变迁和法律观念
的命题。又如，作者爬梳柏克和潘恩针对法
国大革命的辩论，借此挖掘近代思想当中的

“习惯法”和“自然法”两大源流，以此理解保
守和自由。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描述从十万
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 21 世纪资本、科技交
织的人类发展史，着重理清影响人类发展的
重大脉络，挖掘人类文化、宗教、法律、国家、
信贷等产生的根源。这是一部宏大的人类
简史，更见微知著、以小写大，让人类重新审
视自己。

《把思考作为习惯》
韩焱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把思考作为习惯》提供了一个“思考工具
箱”。作者精炼出了大量“启发式思维方法”，
并独创了“反复铭刻式训练”，为我们提供了
一套可复用的思考方式。这个思考框架可以
帮助我们打破自己的“元无知”状态，锻造自
己的“学习力、规划力、决策力、创新力、习惯
力”，掌握多元的思考工具，学会像交响乐团
指挥家一样应对复杂系统。

用文字去梳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
脉，为一座城市写下一部深情的传记，这
是对一座城市的感恩。一座城市，也因
为文学富有温度的书写而厚重，在历史
的天幕中经久闪耀。

这些年来，一些作家相继为城市立
传。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
传》、蒋蓝的《成都传》、叶曙明的《广州
传》《中山传》……这些沉沉大著，置放于
我的书房，让我与这些城市尘缘未了，在
阅读与冥想中常常隔空凝望，长久出神。

蒋蓝为成都写了 9 部书，近百万文字
的《成都传》更是浸透了他融入心血的书
写。蒋蓝这样表达他写《成都传》的初衷：

“城市传应该像人物传记一样，赋予它七
情六欲，凸现城市的性格。”在《成都传》
里，横跨四千年历史时空，涉及地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工程浩
大，头绪繁杂，作家用历史上重要人物的
依次出场，立体呈现出这座城市悠久的历
史脉络。

浮现起成都的容颜，闪现记忆屏幕
的，大多是历史上那些文人墨客熠熠生
辉的文学书写。而今，留下司马相如传
说的驷马桥、琴台路，忧愤杜甫留下的杜
甫草堂，它们都是成都历史线装书上厚
厚的一页。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

《春》《秋》也是以成都生活为大背景。而
今，成都为受人敬仰的巴金老先生保留
了两个供后辈们长久怀旧追忆的去处：
一处是慧园，它的原型是《家》中的高家
花园；一处是巴金文学院，里面是巴金先
生一生的文学足迹。今年已 108 岁高龄
的作家马识途，一辈子的文学书写大部
分都是围绕着母城成都进行，在他的文
学作品里，关于成都的方言、民俗等栩栩
如生。成都，而今是一个作家云集的都
市，有关成都的文学书写，让成都成为一
座更为亲切贴心的城。

想起一座城，那些古今作家文人的
文字，成为我们靠近它港湾的缆绳。在
浩如烟海的古代诗词里，星斗般的文字
让城市穿越历史长廊迢迢而来，让我们
今天凝视的眼神深邃而明亮。在现代当
代作家中，老舍的小说与戏剧里对北京
的入骨描写，让京味十足的这座都城永

久活在了历史里，都市里也升腾起袅袅
乡愁。上海的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
天津的冯骥才、蒋子龙，银川的张贤亮，
西安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济南的张
炜，南京的苏童、毕飞宇，沈阳的鲍尔吉·
原野，大连的邓刚，厦门的舒婷……几乎
每一个城市，都有几个代表性的作家，他
们用文学的书写赋予一座城市丰富鲜活
的灵魂。

作家与城市之间，是相互馈赠。一
座城，给予一个作家生命的骨血，那么回
报这座城市的，就是用文学的表达，让城
市存活在记忆里，横卧在历史中。

那年春天我去杭州，这座温情的都
市里，而今还飘荡着一个古代文人衣袂
飘飘的豪放身影，有条马路叫东坡路，有
条河堤叫苏堤，有道美食叫东坡肉。苏
东坡与杭州，已血肉一样相连，仅仅是诗
词，他就为杭州倾诉了300 多篇。

苏州是我心心念念的一座城市，那
座城市里有我敬重的一位作家，他是陆
文夫先生。那年去苏州参加一家杂志的
笔会，我见过先生。那天，先生瘦骨峥嵘
的脸上，一双眼睛清亮如山泉，又幽深似
古潭。我们围坐在先生周围，感受到他
身上老苏州城庄重古雅的气场。而今，
先生已离开尘世 18 年了，但他的灵魂还
寄居在苏州人柔软的心田中。这个一生
匍匐在苏州城散发古风漫漫气息的作
家，对苏州味道终身缠绵，写下了《美食
家》等经典文学作品。在他的文字里，我
面前浮现起他穿过古苏州城的身影，他
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永斋去买野味，
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

再 眺 望 一 下 世 界 上 那 些“ 文 学 之
都”，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还在
巴黎悠远回荡，伦敦的剧院里还在演出
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巨著《浮士德》
留下了法兰克福那一群知识分子浮雕般
的形象，莫斯科的博物馆里还藏有托尔
斯泰的手稿……这些伟大文豪的灵魂书
写，让这些都城光耀不朽。

文学，让一座血肉丰满的城市灵性
地飞扬，让一座城市在大地上结下丰硕
果实，品尝这些醇香果实的人，在无限地
绵延。

为一座城深情立传
□ 李晓

大宁河是长江三峡众多支流之一，河边的巫溪
老城有 1800年历史。从老城溯大宁河而上，木船和
艄公便从历史烟云中欢快地奔跑出来，指引我们回
望年代更加久远的宁厂古镇，明明灭灭的万灶盐
烟、云集万商、竞发千帆，依稀看得见七里半边街的
昨日繁华。抵达猫儿滩传统村落，这个盐商、盐背
子、药贩子的“腰店子”，艄公、铁匠、裁缝的家。从
文献和老人的口口相传中，品读这个自宁厂熬盐开
始自然形成的居住村落，这里是 9 条巫盐古道中到
湖北、陕西盐道上的重要驿站，是制盐原材料进出
的重要通道。

猫儿滩为什么以猫为名，已无从考证，倒是后
因一个方圆闻名的铁匠铺又被称为“铁炉坝”。毗
邻流金淌银的大盐厂，背靠富有“十巫升降”神秘
传说的宝源山，面朝四季唱歌的大宁河，猫儿滩常
住人口超过千人，流动人口每日数千，“日有千人
拱手，夜有万盏明灯”，居者乐来者悦，曾经是人们
心目中的理想地，后又引申为“得禄坝”。

巫溪上点年纪的人，大多隔着河乘坐过拥挤
而颠簸的老式客车。从青绿织锦大宁河水和两岸
的水墨画卷中，突然就闪出了猫儿滩的急流、石头

房子，石头围出来的拼图式的菜地，水中嬉戏的孩
子，大卵石上捣衣的妇女，眼睛和心灵齐齐地安静
了。传统的小小渔村，短短的老街，暖暖的院落。
艄公有紫铜色的皮肤，渔船搅乱水面，芭茅衣袂飘
扬，炊烟缕缕奔向空中的云朵。

时光慢慢收回它给予的许多。一年又一年，
建在卵石上的猫儿滩，无声的消瘦、清冷，猫儿滩
的孩子挥挥手去到他乡。

2021 年 ，猫 儿 滩 被 列 入 重 庆 市 传 统 村 落 。
2022 年 9 月，保护规划建设启动前期，巫溪本土的
书画家、摄影家、作家相约，经大宁河上的铁索桥，
走进心中的猫儿滩。

我们一行人来时，野藤攀爬，还有陈旧的木板
房。一只白色田园猫从墙上跳下来，带我们去见
带着银手镯种菜的大娘。“妹儿生得白，嫁个煤炭
客。”85 岁的大娘，银手镯大概从出嫁那天戴上就
没有取下来过。光阴收回了她的丈夫，他乡带走
了她的孩子，她顺着大宁河向下走，直到遇见猫儿
滩，正好有一间闲置的木板房。

看对岸的车来车往，守此岸的花开花落，冬去
春来一口茶。她说，只要有青菜米饭，多的财物也

无处盛装。孩子们漂泊的背影，留给这里的，也是
旅行的欢畅。

猫儿滩没有汽车、医院、商店和机器的喧嚣。
还好有永不放弃的芭茅草，坚守生命的底色，为猫
儿滩装扮着美丽、分明的四季风光。

2023 年，猫儿滩的保护提升建设启动，再现历
史、尊崇自然，保护青山绿水，让沉睡的山水生金
生银，居者快乐地住下来，游者憧憬地涌进来。

灿烂的巫盐古道文化、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和
船工文化、巫文化、药文化将重新归来；三峡深处
神秘巫盐古道、峡谷传统民居、水上运输社、河滩
大碗老鹰茶将重新归来。万丈豪情一碗酒，猫儿
滩也会有春花秋月的爱情。

彩色的大宁河，日夜不息，涌入大江大海的波澜
壮阔。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的人，分享重庆最高峰
阴条岭之雪化作的水，渝陕鄂三省市交汇处鸡心岭
之云落成的水，古老药库大官山之风吹来的水。

青石板、木板房、雕花窗，锅巴糖、吊锅饭、柳
叶船。“两手撑开，摸着对门的门”，隔壁妈妈的摇
篮曲，淌进了安然的梦。时光就要还给我们，有梦
想、有生活、有风景、有未来的猫儿滩。

猫儿滩归来 □ 余明芳
沐心海沐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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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