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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在这部作品中有三重含

义：它是故事，是人物，也是主题。

儿童文学《宇宙的梦想》以中国航天

发展的辉煌成就为背景，讲述两位

小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和航天梦想。

2018 年以来，我受邀创作了一

系列航天相关的纪实文学作品，查

阅了很多资料，感受到我国航天事

业起步的艰难、历程的曲折，也被

航天团队的努力与成就深深震撼。

我一次次走进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采访那里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采访中，我们不仅谈航天，也

谈人生。

有一位制造月球车的女工程师

让我印象深刻。女性从事航天事业

会面对更大的挑战，一个航天项目

需要漫长的准备时间，10 年、20 年

……女航天人要结婚生子，抚育孩

子，但科研一天都不能停步，她是孩

子的妈妈，也是月球车的“妈妈”，该

怎样平衡这一切？女工程师给我讲

了个故事。她的儿子知道妈妈常在

单位加班，陪他的时间很少，却没有

抱怨，反而非常自豪。他说：“我的

妈妈不仅会开汽车，会开电瓶车，还

会开月球车。月亮上就有我们中国

的月球车！”一句简单的话，让我看

到了航天故事中的情感与温度。这

里有新时代中国母亲和儿童形象。

孩子能够理解妈妈，为她对国家作

出的贡献感到骄傲。

在采访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

老同学，一位工作了 20 多年的航天

人。他说：“中国航天怀着追逐梦

想、勇于探索的精神，让中国梦冲

向宇宙，创造历史，要给每个中国

人，尤其是孩子们的内心注入力

量。”这一番话让我很受震动，中国

航天的快速发展，不仅脚踏实地推

动中国成为航天强国，更是振奋人

心的正能量，让中国孩子拥有更广

阔的胸怀，满怀深情地热爱祖国，

充满勇气地探索宇宙。

宇宙也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

我给他起名叫“肖宇宙”，表达我对

孩子们寄予的期待：小小的童心，

却可以容纳宏大的梦想与无限的未

来。肖宇宙的爸爸妈妈都是航天工

作者，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肖宇宙萌生了成为航天员的梦想。

爸爸妈妈对他的梦想给予坚定的支

持，引导他思考人生，树立志向。

爸爸带肖宇宙去看火箭发射，对他

说：“人很渺小，但心可以装下很大

的梦想。”肖宇宙当时不能完全理

解，但他把这句话铭刻在心，将它

视为前行路上的一盏航灯。

面对火箭发射失利，作为工程

师的爸爸用实际行动回应困难与挑

战，给肖宇宙树立榜样，让他不怕失

败，更加勇敢。妈妈是一位月球车

工程师，因为忙碌的工作缺席了孩

子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她从试验场

给肖宇宙带来了一瓶沙子，这来自

玉兔号出征前的演练场，类似月

壤。一粒粒细沙代表了航天人聚沙

成塔、托起梦想的凝聚力，也变成了

揣在肖宇宙怀里的心灵“充电宝”。

另一位主人公是男孩安知道，

他的妈妈负责设计火箭发动机燃烧

室的喷嘴，是雕刻“火箭心脏”的工

程师。安知道的妈妈用生命实践信

仰，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

忘记自己的使命。失去妈妈的孩子

固然委屈伤心，但最终，安知道理解

了妈妈，决心追随她的人生志向。

从妈妈那里，安知道懂得爱不仅是

牵手而行的陪伴，更是永远发光发

热的精神传承。那是人们把身心融

入伟大梦想所激发的巨大能量。

肖宇宙和安知道因为误解产生

了一些冲突，但共同的向往让两个

孩子最终团结一心、勇敢追梦，这

也正是航天精神的缩影。如果一个

人的心里只有自己，常常会陷入忧

愁与挣扎当中，而肖宇宙和安知道

心里装着梦想、装着信仰，便拨云

见日，豁然开朗。

《淮南子》说：“往来古今谓之

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面对无限空

间与无限时间，我们要全身心地投

入，永不放弃地坚持，才能抵达目

标。中国人的宇宙梦想是如此美好

浪漫、鼓舞人心，也是一步一个脚

印，脚踏实地。那些曾经的梦想，正

伴随着中国航天科技的快速发展，

一步步变成了激动人心的现实。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小宇宙，他

们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宇宙的

梦想，属于每个中国孩子！

宇宙的梦想，属于每个中国孩子
□葛竞

“温暖的心可以治愈无数的寒

冷和痛苦。”马克·吐温的这句话也

可以用来形容文字的力量。《牵风

记》以温暖的笔触书写战争中的爱

恋和人性，让读者感受到战争残酷

的同时，仿佛被一道光指引，内心

充满温情和力量，向美而生，向真

和善而行。

《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可以说实至名归。作品在人物

形象的塑造方面很有特色。重点塑

造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分别是投

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独立第

九团团长、后扩编为旅并任命为野

战军独立第九旅旅长的齐竞，警卫

员曹水儿，坐骑滩枣。

主角汪可逾可以说是一个真善

美的代表。她聪明灵动，冰清玉洁，

有一双羚羊般的大眼睛，水汪汪的，

清澈见底；她善良，对人真诚，她那

标志性的微笑，是进入暮年的老战

友们聚会时必谈的话题；她擅长演

奏古琴，字写得好，对工作全力以

赴。她有自己的原则，她尊重死者，

哪怕不是自己人的尸体，而是敌人

——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她仍然固

执地不让马车从浅水区踩着尸体过

河，宁愿绕道冒着危险渡河，最后车

轮陷入泥沙中，未能完成战地演出

的任务，受到警告处分。她爽朗不

纠结。因为是平底脚，不能走远路，

团长齐竞常常叫警卫员曹水儿牵了

坐骑去给她骑，一些人背后议论，

“身上七八个洞，只能给人家牵马；

身上只一个洞，不愁没有马骑。”这

话传到她的耳朵中，她不解其意，非

要问曹水儿是什么意思。尴尬之极

的曹水儿支支吾吾半天。她终于领

悟了，对于如此具有侮辱性的话语，

她爽朗地一笑而过。

既是将才又是帅才的团长齐竞

文武双全，儒雅健谈，博学多才，他

喜欢汪可逾，却在贞洁观上有着让

人难以相信的陈旧观念。齐竞的警

卫员曹水儿高大威猛，富于牺牲精

神，对领导忠诚，机智多谋，照顾人

和马周到细密。入伍时是生瓜蛋子

的他“稻黄一夜，麦熟一晌”，很快

成了“恋爱高手”，利用部队途中休

息的一点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

“艳遇”，迅速不及掩耳之势，足够

“拍案惊奇”。坐骑滩枣的形象充

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它能听懂古

琴，通人性，会想办法救人……一系

列鲜活的人和马的形象，生动地再

现了战争年代人物的平凡与伟大。

本书以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倒

叙开始，从老战友聚会，同看一张

拍摄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抢渡黄河

前夕的照片，引出故事发生的时

间，地点，人物，进入那个隆隆炮声

的年代。

作品的语言俚俗与典雅相兼，

幽默和冷静相续，比喻贴切而多样

化，让读者在享受语言的丰富性和

灵活性带来的愉悦的同时，感受到

人性的多元和美好。比如年近三十

的妇女主任曹大姐急于想办法解决

她的个人问题时，书中说她打起了

她个人的小九九。回身往韭菜地里

一看，新的一茬刚刚冒出土来，过

于嫩小，下不去镰刀。得了！时至

今日还讲什么老呀嫩的，曹主任别

无他途，只能“走小弟弟路线”了。

在形容在男女关系上拉拉扯扯的曹

水 儿 时 ，用 了 诗 经 中 的“ 野 有 蔓

草”，他并不消极地等待和平时期

的到来，而是在漫天烽火中，为自

己勾画出一个个“野有蔓草”的良

辰美景，令他欲罢不能。

故事的叙述节奏张弛有致，设

计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体现

了作家驾驭文字和情节的能力，带

给读者很好的阅读体验。

《牵风记》以历史背景为依托，

展现了在战争残酷环境下的人性和

爱。作家将真善美灌溉到血腥、惨

烈的战争中，晕染着一道道美丽景

色，引导读者带着一丝温暖和深情

凝视那段巨大的历史。也是在告诉

读者，人性之光、爱情之美的永恒

存在。

《宇宙的梦想》：葛竞著；晨光出
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大辽河》的写作，源

于一个单纯的想法：作为一名写作

者，有责任用文字来回报养育自己

的河流，为她留下一点什么。于

是，我用了差不多 3 年时间“走辽

河”，从西辽河的源头老哈河、西拉

木伦河到东辽河的源头，再到盘锦

和营口的入海口。随着探访的深

入，我越来越感到，在无垠的时间

和空间里，自己不过是一粒细微的

尘埃，内心产生了无比的敬畏。

如果把一条河看成生命的过

程，那么上游是童年时光和青春

期，激越跳荡，充满活力；中游是中

年，滋养深阔，静水流深；下游进入

老年，宽大宁静，风轻云淡。用小

说书写这样一条河流是有难度的，

或者说，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难以

对一条河流进行准确的表达。所

以，《大辽河》在叙事方式上做出新

的尝试，既有虚构也有非虚构，涉

及文物考古、民俗学、非遗传承，甚

至植物学、水文地质学、分子人类

学等学科，我努力以跨时空跨文体

写作还原一条河流的自然形态。

呈现在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

是辽河两岸的普通百姓：烧炭工、

制玉人、柳编蒲编工、车夫等，书中

没有提到他们的姓名，而是用亲属

的称谓。“我”与烧炭的二哥、三哥

没有家族血缘关系，二哥、三哥以

及二舅、三叔、二姨、二姐等也没有

家族血缘关系，但人们互相帮助、

温馨和睦，有如一家人。《大辽河》

就是要为普通人立传，奉上一部有

深沉情感的诚意之作。

时间是个奇怪的礼物。五六千

年前的西辽河并没有那么多荒漠，

牛河梁遗址和查海遗址考古中都发

现了核桃残骸，说明那里曾是阔叶

林带，水草丰美，孢子粉检测也证

实了这一点。后来生态环境被破

坏，尤其是辽金时期，辽河上游趋

于荒漠化。小说里烧炭工二哥生活

的辽代是生物能源时代，那时的二

哥没日没夜地辛苦烧炭，一个窑口

周边的树木砍完了，就再建一个新

的窑口，他拼死拼活地劳作，却不

知道自己破坏了周遭生态。《大辽

河》写了两个被淹没的古城，一个

是柳条边的尚阳堡，一个是东辽河

的萨尔苏城，它们都是千年古城，

是小说的主人公体验人间冷暖、发

生爱恨情仇的地方，现在两座古城

淹没于辽宁清河和吉林二龙山水

库，故事却徘徊在时空之中，令人

魂牵梦绕。让我们欣喜的是，10 多

年来，辽河封育真正改变了生态环

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植物动物

丰富多样，使得辽河生态进入历史

最好时期。

辽河平原是游牧、渔猎、农耕 3

种文化交汇区域，不同的文化交流、

碰撞，催生了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

成，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大辽

河》以“龙凤玉佩”为草蛇灰线，通过

“活化”的文物回应文明传承的内在

逻辑和历史必然，最终聚焦新时代

崭新的生活样貌和精神风貌。

“那天傍晚，浅蓝色天幕挂满星

辰，明亮而闪烁。走过辽河浮桥

时，我不小心湿了鞋面，一股冰凉

钻了进来，我觉得河水瞬间区分了

过去和未来，同时我觉得，时间其

实是难以分割的。”每个人都有其

打开河流的方式，都有关于河流的

想象和定义。对我来说，《大辽河》

仅仅是自己奉上的一份真诚。感谢

写作过程中所有提供帮助的人，特

别是我走访辽河时结识的淳朴善良

的普通人，他们让我真切地体会到

生命的意义。

跨越时空，这样叙写一条河
□津子围

《大辽河》：津子围著；春风文
艺出版社出版。

书写战争中的爱恋和人性
——评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

□张绍琴

《牵风记》：徐怀中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

在最近举行的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渝版图书
表现亮眼。重庆出版集团以“听巴山夜雨，品渝州书香”为主
题，携 300 多册的优秀图书参展；西南大学出版社精心挑选了一
系列已输出版、引进版，以及未来计划向海外输出版权的图书参
会。一起来看看部分渝版好书、新书吧！

用书籍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

编 者 按

因为《我的阿勒泰》，让新疆又火
到了大众面前。雪山与草原、林场与
戈壁，一起构筑了关于新疆的印象。
在描写新疆的作品中，是不能少了树
的。新疆的树可以不写杨树、不写榆

树、不写水曲柳和沙棘树，但是不能不
写胡杨树。

“一口水只能解一时之渴，一棵树
却能带来永远的绿荫。”这是第八届鲁
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山前
该有一棵树》中的一句话。

《山前该有一棵树》也是一部描写
新疆的小说。作家张者以回忆的视
角，将读者拉回到遥远的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新疆矿区。它所写的是一
个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强烈的历
史感与真实感在故事中交织。作者用
人情常理和童年经验的本真状态，弥
合了时代的差异，为读者带来了一场
文学与生命的会面。

作为新任重庆市作协主席，张者
在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博会期间来到
重庆出版集团直播间，分享文学之路，
畅谈新书《山前该有一棵树》绘本版，
与读者们互动问答并赠送签名图书。

《山前该有一棵树》

1997 年 6 月 18 日，中国年轻的直
辖市——重庆正式挂牌。27年后的今
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感
受着重庆的巨变。每个人的眼中都有
着不一样的重庆，我们通过设计师大
星的画笔，来看看她眼中的重庆是什
么样的。

《打开重庆：珍藏版立体书》，是一
部以重庆为主题的纸艺设计立体书。
全书选取山城全景、洪崖洞、磁器口古
镇、解放碑、洞子火锅、李子坝与来福
士以及四川美术学院7处经典地标场
景，用惊喜有趣的互动式立体结构还
原重庆真实城市场景，形成首部以重
庆为展示对象的3D立体城市文化书，
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体验，开启一场
对重庆的探索之旅。

《打开重庆：珍藏版立体书》一书
不仅有对经典景点、特色建筑的介绍，
还着重表现出了重庆的山形特色，采
用“大场景+小细节”的方式，宏观勾
勒层层叠叠的城市场景，微观融入防
空洞、变脸、麻辣火锅等特色地域符
号，用艺术真实还原重庆的历史与文
化之美。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院
长魏婷说，“我从中看到了年轻一代艺
术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
扬，也看到了艺术传承与技术革新碰
撞的火花。”

《打开重庆：珍藏版立体书》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出版社 出版）

《奔月》由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
家欧阳自远亲自作序，著名作家叶梅、
徐剑推荐，是一本兼具权威性、科普性
和趣味性的科学读物。不管你是有所
涉猎的探月爱好者，还是从未了解的

“小白”一枚，在这里你可以不限年龄
地重新认识这颗距离我们最近的天

体，揭开其神秘面纱，探究背后的奥
秘。

《奔月》一书巧妙地让读者跟随嫦
娥的视角，回看整个人类的探月史。
书中通过对世界探月、中国探月方方
面面的整理总结，为我们普及了一系
列与月球、探月有关的知识，揭开月球
的真实面纱。文中没有过多复杂难懂
的专业词汇，语言上通俗易懂，兼具知
识性和趣味性，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
中国探月科普文学作品。

书中收录了 100 余幅彩图，并配
以大量的世界探月、中国探月的相关
资料，为我们梳理出中国探月的主要
大事，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帮助我们
系统性掌握整个探月史。

看完这本书，也许你会打破你对
嫦娥的“仙女”印象。听她像朋友一
样，在我们耳朵边上碎碎念，娓娓道来
月球的故事。

《奔月》

（重庆出版社 出版）

这本回忆录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对自己40岁之前人生的回顾，内
容主要包括其家庭身世、成年之前的
学业及兴趣爱好、伊斯兰革命运动中
的思想变化及部分行动等。其中，狱
中和流放期间的生活及遭遇是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此回忆录并非他当时
的全部经历。回忆录的最初形式是哈
梅内伊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时间跨
度从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至 2006 年
之前，讲话时使用的是阿拉伯语。穆
罕默德·阿里·奥扎尔沙布对录音的内
容进行了整理并编辑成册，得到了回
忆者的认可。该书于2019年2月在黎
巴嫩的贝鲁特出版。

该书历经 3 年翻译出版，并经伊
朗驻华大使馆授权在国内独家发行。

作为中国-伊朗经典著作互译项
目首批成果之一的《化作红宝石的心
血——哈梅内伊回忆录》在本届图博
会上亮相。中伊双方嘉宾一致认为，
推进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是推动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的
必然要求。中伊互译成果的出版发
行，将使中国和伊朗两国人民之间的
友谊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交流
互鉴中历久弥新。

据《重庆日报》

《化作红宝石的心血——哈梅内伊回忆录》

（西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