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奋斗者，以纪实文学书写感人篇章
《可爱的共和国人》将亮相上海书展，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

伟大的梦想需要千千万万的奋斗者， 在

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 执着坚守、 奋力

逐梦的人们都有机会成为 “自己的英雄 ”

“时代的英雄”。 继 《浦东史诗》 后， 当代报

告文学领军人物、 著名作家何建明再推纪实

文学著作 《可爱的共和国人》， 描摹 70 年来

深耕时代沃土、 在一线兢兢业业付出奉献的

“最美奋斗者” 群像。 新书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推出， 将在明天开幕的 2019 上海书展上

亮相， 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

如果说新中国 70 年发展历程和光辉成

就如同一部壮丽的史诗， 那么一代代华夏儿

女就是这部史诗共同的谱写者， 他们的奋斗

精神和爱国情怀， 正是这部史诗里最感人肺

腑的篇章。 《可爱的共和国人》 将文学聚光

灯投向 70 年来祖国大地涌现出的多位时代

楷模、 行业标兵、 爱国典范， 他们当中既有

为祖国建设发展矢志奋斗的耕耘者， 也有用

干劲、 闯劲、 钻劲改变命运、 鼓舞更多人的

大国工匠， 还有不畏风险、 迎难而上的 “凡

人英雄” 们， 一个个感人故事串起人民创造

历史、 劳动开创未来的生动画卷。

比如， 何建明写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项目总设计师林鸣时， 没有回避新一代建设

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层层压力， 而是以令

人信服的笔触勾勒出奋斗之旅的曲折与艰

难 。 书里有处细节 ， 在外伶仃洋的大海深

处， 要建筑一条全封闭的海底隧道， 让日通

5000 余艘船只的繁忙航道正常行驶和保护

区内白豚仍旧自由游弋， 林鸣和建设者遇到

了两难挑战： 如果选择世界上惯用的抛石填

海法 ， 一则将惊扰和破坏中华白海豚保护

区， 二则不会少于三年的工期。 “两者皆不

可取！” 林鸣断然决定另找办法， 可在辽阔

大海上能有什么办法快速 “圈” 出一个可以

保证坚固的 “岛” 来呢？ 业界有人冷嘲热讽

“痴心妄想吧！” 但最终林鸣带领筑岛团队再

度刷新 “世界纪录”， 那些曾经抱有极大怀

疑态度的外国专家开始叹服起来， 甚至说：

林鸣创造的钢圆筒快速围岛方法， “掀开了

海洋造岛的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 ， 新使命呼唤新作

为。 书中这群 “可爱的共和国人” 身上， 有

一种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炽烈情感与大智大

仁， 他们将个人价值融入时代跳动的脉搏。

“踏上塞拉利昂土地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进

入了战斗状态， 除了睡觉， 几乎没有一分钟

是在闲着。 其实睡觉时还常常想着如何与这

个国家的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抗击埃博

拉。” 冒着生命危险去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

的院士高福， 将生死置之度外， 整个过程惊

心动魄。 面对外界 “是否害怕” 的提问， 高

院士用一句古诗朗声回应： “醉卧沙场君莫

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我要再怕它， 那它埃

博拉就真可以横行整个世界了！”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书中不少

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但他们在平

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凡贡献。蹬三轮车近20年、

35万元捐款、300多名学生……挣钱资助大学

贫困生的白方礼老人虽已离世， 他的爱却永

远留在这个世界。还有依然在远山的青年扶贫

队队员们，无论当初怀着何等心情奔赴贵州乌

蒙山区，当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山深处，看到斜

立在山坡上行将倒塌的破草屋，看到无力起床

为自己倒一碗水的老人，看到一个个无依无靠

却依然渴望知识的孩子，他们便懂得了“人民”

和“造福人民”的含义，懂得了“报恩社会”和

“报效祖国”的分量。 从这些平民英雄身上，不

难发现无私与善良、 无畏与勇敢就在我们自

己身边，平凡和伟大之间没有绝对界限，把本

职工作做好、把小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何建明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 说他著

作等身， 一点儿都不是虚话。 他笔耕勤奋，

从 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 迄今已出版报告

文学作品 50 余部。 上一部纪实长篇 《浦东

史诗》 正是关于上海浦东的改革开放史记，

既有史志的壮阔， 同时又不失优美的诗意。”

评论家李朝全认为， 经年累月报告文学的创

作和出版， 构成了何建明文学人生一个又一

个的台阶， 因为 “每一部作品都深切呼应着

时代的伟大召唤”， 所以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和感染力， 有着深刻的社会反响。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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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崇高和卓越而可爱
———我为什么写《可爱的共和国人》

何建明

凡是小朋友，都喜欢别人夸他（她）可爱。可爱在小朋
友心目中是美丽的代名词。

姑娘更喜欢别人夸她可爱， 因为可爱并不一定要天
生丽质，无论活泼、清纯、含蓄，或别出心裁地打扮一下，

或给出一个亲切的微笑，都能称之为可爱……

小伙子也能成为可爱之人，他恰如其分的交往、彬彬
有礼的谈吐和善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美好的品质，自
然也能让他变得可敬、可爱。

即使在长者中，也有很多人十分可爱，他们的直率、

真诚、风趣、幽默，甚至是健康的体魄和优雅的举止，也都
能让其成为可爱者。

而“可爱的共和国人”，在他们的身上除了必然有上
面的这些可爱之处外， 更多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贡献不仅对他们所在的单位
和领域，而且对国家、对民族，甚至对我们其他所有人都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带来福祉，拥有特殊的意义。在这
些人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灵之美、行为之美和思
想之美。 这样的美，可以温暖和普照全社会，甚至全世界
所有的人； 他们非凡卓著的业绩又同样能惠及我们每一
个人……所以他们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可爱者。

近七十年前，一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让数十万中
华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
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展开了殊死的英勇战斗。 许
多人因此牺牲在我们的邻国朝鲜， 他们在一个叫魏巍的
作家笔下从此成为了“最可爱的人”。

几十年来，那些为新中国英勇捐躯、为民族大业无私
奉献、为社会主义作出杰出贡献者，都会被我们的人民称
为“最可爱的人”。

其实，每个时代、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些值得尊敬、

值得敬爱的人。在当今，他们就是与我们同时代生活着的
民族英雄、杰出人物、人生榜样。作为一名记录时代风云、

讲述中国故事的报告文学作家，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在
40年的创作经历中， 见过和采访过上至党和国家领导
人、 下至普通百姓中的各种人物， 在这数以千计的群英
中， 有些人就像一座座丰碑般永远在我心中高高地耸立
着……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们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勤业行
为、他们的理想信仰，甚至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人生的点点
滴滴，都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

看他们所走过的足迹， 了解他们所奋斗的经历和所
创造的伟业， 你会学到在迷茫时如何选择正确的人生方
向和目标，你会在困难和乏力时增强自信和战斗意志，你
也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变得对祖国和民族格外有感
情，你当然还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总之，这样的可爱者之所以可爱，除了他们本身已经
光芒四射外，还因为他们身上的光芒可以被“移植”到你
自己的身上，从而让你也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同
样令人尊敬与敬佩的可爱者。

《可爱的共和国人》选择了 20 位可爱的共和国人，

他们中有港珠澳大桥的功臣林鸣总工程师，有《战狼 2》

电影的原型人物———我国年轻的外交官们， 有习近平总
书记为其让座的 “山神” 黄大发， 有原子弹、 氢弹主要
研制者王淦昌， 有被称为 “农民伟人” 的华西村老支书
吴仁宝， 有不惜用生命去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的院士高
福， 有几十年蹬三轮车挣钱捐助大学贫困生的白方礼老
人， 有天津爆炸现场的英雄 “刚子”， 有一生致力让大
庆油田几十年高产的 “新时代铁人” 王启民， 有为中国
“芯” 落户浦东而遭陈水扁政府注销台湾户籍的爱国同
胞张汝京， 有 “义乌市场” 的缔造者谢高华 ， 有创造
“苏南模式” 的秦振华， 还有依然在远山参与时代大决
战的青年扶贫队员……

他们身上出现的故事，时常令我感动、激动和心灵颤
动， 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炽烈
情感，一种无私与大智大仁，一种永远让你感到崇高和仰
望的境界；他们因此也比他人卓越，因此也就成为了我们
同时代的共和国最可爱的人！

让我们以一次又一次的书写和阅读的方式 ， 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向这些可爱的人学习、

致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长）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将数字化卡夫卡遗稿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近日收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

之一弗兰兹·卡夫卡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并计划将其上传至

网络。这也标志着自 2016 年以色列获得卡夫卡遗稿所有权

后，近三年的追回工作暂告段落。 据悉，该档案包括了卡夫

卡短篇小说《乡村婚礼的筹备》的三份草稿、一本作者学习

希伯来语的练习本以及百余份私人信件和旅行随笔。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对你最后的请求是： 凡是我留

下的所有物品， 日记也好， 手稿也好， 信件 （别人和自己

的） 也好， 草稿也好， 如此等等， 毫无保留地， 读也不必

读， 请全部烧毁。” 在 1924 年因肺结核去世前， 卡夫卡曾

向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提出这样的请求。

不过，此后勃罗德未遵循卡夫卡的遗愿，作为卡夫卡作

品惟一的拥有者， 他积极推动卡夫卡遗著的出版工作。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50 年代出版了九

卷全集。勃罗德曾解释道：“如果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

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

勃罗德 1968 年去世后， 他将手稿交给了秘书埃丝特·

霍夫。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此次获得的档案此前正是由霍夫

的两个女儿持有。 “有些手稿是被大众熟知的， 有些却从

未面世， 而这些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 馆长斯特凡·利特

表示， “凡是我们拥有的卡夫卡手稿都将会被数字化， 面

向全世界的读者开放。” 今年年底， 图书馆计划将数字化

其中的一部分。

卡夫卡 1883 年出生在布拉格的犹太商人家庭，其作品

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著有《审判》《城

堡》《变形记》等小说。

海外视点

李白和波德莱尔在他的笔下相遇
“画而优则文”的蒋彝，被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盛赞“才华迷人”

80多年前， 能写擅画的蒋彝在伦敦出版

《湖区画记》时，不会想到他用英语写给西方

读者的这些文章，有一天会回译到中国。 《日

本画记》《巴黎画记》《旧金山画记》 陆续翻译

出版，陈子善教授见这些书被归入“画册”或

“游记”，觉得“出口转内销”的蒋彝被低估了：

“20世纪能用双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里，蒋彝的

影响力堪比林语堂。 他在英国文化圈地位很

高，他和老舍在伦敦的故居，那都是被英国人

挂牌的纪念地。 ”

蒋彝在1933年离开家乡九江， 赴伦敦游

学。 他没有受过科班的绘画训练，启蒙来自旁

观父亲画扇面。 年少时，名画师孙墨千给他的

堂兄弟上私课，他从旁观摩偷师，那位不成器

的堂兄弟没学出名堂，蒋彝却学到了扎实的基

本功，15岁时能画罗汉观音， 引得家乡的很多

僧人上门求画。初抵伦敦，蒋彝学的是化学，没

想到第二年，在一次植物主题的画展中，他画

的翠竹和春江水暖图引起伦敦艺术圈的注意。

时也运也，这年底，徐悲鸿和刘海粟在英国的

画展异常轰动，中国艺术激起西方看客的好奇

心，都想看出些“门道”却又不甚得法。 在这样

的背景下，伦敦的书商约蒋彝写《中国绘画》和

《中国书法》。 在懂汉语的英国友人的帮助下，

蒋彝以很简单的英语写成这两本普及中国艺

术的小书，销量和反响俱佳。

蒋彝“画而优则文”，以英语写作进入西方

文艺圈，是抓住了难得的机缘。在1930年代，中

国逐渐引起西方的关注。林语堂和蒋彝都在这

样的背景下成为“中国代言人”。 林语堂的《生

活的艺术》《苏东坡》等作品，是对中国文化的

“祛魅”，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与此同时，英语世

界的人们也会好奇“中国人怎样看待西方”，蒋

彝的写作呼应了这部分的诉求。

蒋彝出版第一本《湖区画记》时，给自己

取了名号“哑行者”，英语 “silent traveller”直

译是“沉默的旅人”，“哑”或“沉默”并非因为

语言不通， 更多是强调作者来自于异文化的

身份。 湖区被视为英国诗人的后花园和文学

的摇篮，蒋彝以“中国身份”和“异乡异客”的

视角打量英国风物， 这种反差让当时的英国

读者大感新鲜。 《湖区画记》之后，《伦敦画记》

《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都柏林画记》……

每本都成超级畅销书。 蒋彝的特殊在于他以

年少时积累的国学素养在西方的语境里创造

了一种新鲜的表达方式。 他的“画记”图文并

茂，画是国画的底子，用中国传统山水的笔法

画遍英国的乡间风景和巴黎的风华， 让欧洲

人觉得熟悉的风景熏染了异域风情。并且，他

的旧诗造诣很好，兼写得一手好字，他用隶书

小楷写就的一首首七绝， 在西方读者眼里是

另一种形式的“中国画”，自带中西合璧的风

流。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盛赞蒋彝“才华迷人”，

因为“他能透过中国之眼看英国文化”。

蒋彝始终在创作中坚持 “中国身份”，贡

布里希形容的“中国之眼”也是恰如其分，但

蒋彝摆渡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写作， 既不试

图把异邦文化奇观化，更不把东方底色的“自

我”奇观化。 他把联想和迁移的艺术想象力，

化作不同文化之间珍贵的共情。 当他欣赏巴

黎多非内街的红墙旧屋时， 写到珊其尼夫人

成为元帅夫人前，曾是塞纳河畔洗衣女，这个

法国洗衣姑娘的故事牵扯出2500年前中国战

国时西施浣纱的传奇。 因为圣路易岛上的一

道彩虹，李白和波德莱尔在他的笔下相遇。他

在塔玛佩斯山顶远眺湾区夜景时， 看到黑暗

包围着漂浮的霓虹灯彩， 笔锋一转：“这会不

会是四大天王率领着手握火炬的扈从， 列队

缓缓越过大海。 ”“这景色近在咫尺又遥不可

及， 所有的灯光于黑暗中远去， 勾起我的乡

愁， 让我忆起自己与父亲在盂兰盆节之夜登

上故乡的山丘。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一直

漂泊海外， 将来是否有莲花灯指引我回到生

身之地？ ”

一次又一次，蒋彝用他的画笔和文字，让

宛如平行宇宙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时空相遇，

它们之间不存在优胜劣汰，而是普遍的“人”

所分享的记忆。 他曾引用波斯诗人哈菲兹的

诗：“世界已然是我的家， 不同的人给我不同

的果实，使我的人生得以升华。 ”这是蒋彝追

求的写作境界， 也让他的作品值得今天的读

者“再发现”。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卡夫卡生前曾向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提出烧毁其所

有手稿的请求， 但勃罗德并未履约。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许旸

荨港珠澳大桥等中国重大工程

的背后， 凝聚着一线建设者的默默

付出， 汇成了一曲信念、 意志和拼

搏的颂歌。 （漓江出版社供图）

▲ 《可爱的共和国人》 致敬新

时代的奋斗者们。

（上海文艺出版社供图）

▲ 《巴黎画记》

荨 《日本画记》

荩《旧金山画记》

荨蒋彝绘制《亚历

山大三世桥上的

夕阳》

（均出版社供图）

■本报记者 柳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