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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社会，养育孩子为什么会困难重重、让人焦虑？0~
12岁孩子的家长到底该怎么做？本书中不仅关注“教养方式”的理
论，也聚焦于儿童和父母体验童年和教养孩子的过程。新近的童年
研究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声音，看他们如何看待学习、游戏、学校与同
龄人，以孩子的视角判断什么才是幸福的童年。同时儿童也是童年
的参与者，与父母的教养形成双向互动关系，给父母更积极的力量。

《为人父母》

《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2022）

高博燕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月版

本书通过《奋进新征程，争做建设者倡导者奋斗者——
2021年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总报告》及《第16次中国城市女性
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21年）》《2021年中国城市女性及家庭
消费状况调查报告》《新生代女性健康生活方式调查报告》
《乳腺癌患者生活状况调查报告》4个调研报告，从不同侧面
展现了当今女性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新风貌。

《中国人：他们的故事和文化》

[美] 赖德烈 著 陶李春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人的根，早已深入国人灵魂，复兴
中华离不开它的浸润。当前国内正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求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该书阐释中国文化精华，褒扬中国传统文化，有
助于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积极谋划未来：如何在当今全球化时
代，融合多元文化，创造普世新文化，进而裨益自身，助益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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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方丽娜，生于20世纪60年代，祖籍河南，现定居奥地利维也纳，著有散文集《远方有

诗意》《蓝色乡愁》等。《到中国去》是其第一部“非虚构”新历史小说。小说以一个个瞬间记

忆片段，多维展现来自世界各国的知识青年群体。他们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为家国民族、

人类和平而战斗，和延安青年一同置身于革命的大熔炉淬炼青春，并建立起深厚友谊，成

长为自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战士。小说命名为“到中国去”，意旨在于重拾中西方

古老文化传统原初本质的相通性，启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

在新历史地平线上创建“人类共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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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是在江永县上江圩
镇及其近邻一带妇女中传承
的，以妇女所专用的一种记
录当地方言的特殊表音文字
体系为内核的社会文化现
象。女字、女书、女歌、女红
及其传承的民俗活动共同构
成了女书这一独特的文化空
间。江永女书先后被列入中
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湖南
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吉尼斯世界纪录和全
国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解
读女书》对女书
原生态作品进
行归纳解读，从
多维度、多视角
探索女书的文
化本源，揭示女
书的社会意涵。

——《到中国去》读与思

新书馆馆

■ 王凤华

女书流传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
妇女中，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女书不仅是人类
唯一的性别特征鲜明的文字，还是一种流传至今的世界性古
老文字，堪称世界文化瑰宝。

女书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性别文字，从20世纪80年代早
期被中南民族学院“女书调查组”发现至今40多年。女书研
究在诸多学科领域备受关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解读女书》
就是其中之一。其编著者骆晓戈是著名女性学学者、湖南省
文史馆馆员、湖南工商大学二级教授、湖南女子学院特聘教
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骆晓戈开始从事女书研究，相继
出版了《女书与楚地妇女》《潇水流域的江永女书》《性别的追
问》《解读女书》等学术著作。

《解读女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江永女书·本土记
忆”，收录了骆晓戈二十余年来积累和收集的田野笔记、女书
民谣和女书作品；第二部分为“江永女书·文本赏析”，包括四
篇独立成篇的论文；附录部分有手抄女书与汉语对照影印件、
已出版的《永明女书》节选和手抄三朝书选编影印件；不仅如
此，骆晓戈和团队还为部分女书民谣和女书作品拍摄了原汁
原味的女书吟诵，制成二维码供读者扫描品析。

女书的文化本源与社会意涵

《解读女书》从多维度、多视角来探索女书的文化本源，揭
示女书的社会意涵。书中首先指出，女书文化的传承可以让
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别平等和尊重的价值
观念，发掘中国文化中内含的妇女文化正能量，有利于今天男
女平等的新型社会中妇女创造力的发挥和能力建设，从而有
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世
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作为人类
经历与期望的见证而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并代代相传，以支
持各种创作和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为了实现这一美好愿
景，骆晓戈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江永女书的规范传播，反复强调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泥沙俱下的、精华与糟粕同在，如何在倡
导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对江永女书进行甄别、
挑选和鉴定，如何去伪存真、规范管理就成为传承和保护江永
女书的必修课程。

书中还提出，江永女书是湖湘文化中先进性别观的瑰
宝。作者指出：江永女书的最宝贵之处是以女性群体为写作
主体、传承女性经验、大大打破男权文化下女性的失语和沉
默。她认为透过女书作品可以看到，女书写作者和传承使用
者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儒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
缚而又个性张扬的“君子女”，她们通过女书写作表达强烈的

“只怨朝廷制错礼”的思想和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她们鄙视功
名富贵、热衷表达自我和情感交流。女书，这种极具勇气和突
破性的书写颠覆了中国古代女性柔顺卑微的形象。在骆晓戈
看来，女书中的本土女性主义精神和近代的红色湘女精神几
乎是一脉相承的。如秋瑾、唐群英、葛健豪在曾国藩家荷叶镇
创办女子诗社，如近代的湘潭女子结拜诗社等，这种女子抱团
进行自我表达的做法在湖南处处可见。“因为湖南既文化深
厚，又远离儒教中心，从而催生出这种女性主义。”骆晓戈说，
女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湘女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今，古老的女书获得了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女书文化的主体与本土记忆

书中还强调了江永女性在女书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女书
写作的主体是中国江永潇水流域的乡村妇女群体，她们用独
特的性别文字创作女书，写作妇女自传体文本，用当地方言吟
诵。女书既是一种妇女写作，也是一种民间文学。女子、女
书、女歌、女红及其传承的民俗活动共同构成了女书这一独特
的文化空间。作者进一步指出，女书作为妇女自传的书写，很
多发自妇女对结拜姐妹的喜爱，这种社会网络支持着江永女
书发展，追求共同的理想和信仰是江永女书的精神支柱和灵
魂。同时，江永女书拥有独特的妇女传播群体，江永女子通过
姐妹抱团，传承文化、技术，使得妇女获得了婚姻之外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里，她既有“女君子”的体面，又有情感宣泄的窗
口，不少作品更暗中颠覆了儒家乡土宗法社会规范所谓“男主
女从”的性别身份及社会等级关系。可以说，女书应该是本土

文化下诞生出的“女权”先驱。女书文化可以增强女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激
发女性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此外该著作力求保持江永女书的整体风貌，对女书原生态作品进行归纳
解读，以期为女书研究与传播提供帮助，并指导江永女书的课堂教学。“江永女
书·本土记忆”从乡土·女书村落、乡亲·女书人物、乡音·方言吟诵、乡情·女书
选编四个方面对作者多年来的田野笔记、访谈记录、女书民谣和女书作品进行
了整理，倾注了编著者、女书传人及相关女书研究者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
女书流传地江永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就像是女书文化的一个活态博
物馆。

《解读女书》是为了传承和保护女书的本土记忆。在1995年的世界妇女
大会NGO论坛，骆晓戈作了题为“从楚文化看妇女”的发言，着重介绍了江永女
书。在她看来，当地妇女在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中，通过咏叹、唱和抒发情感，
通过针线交流绣品，追求真善美，企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人生境界，从而高
扬姐妹情义，突破男权统治的樊篱。江永女书是一种中国湖南民间妇女的群
体诗歌书写，而在女性学背景下对女书进行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正是她
持之以恒的文学与女性学的追求。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 王红旗

《到中国去》是奥地利华文女作家方丽娜的第一
部“非虚构”新历史小说，首发于《作品》2023年第6
期。她历时十年孕育，以理性反思与层进探掘的“心
灵考古”，通过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献资料的爬
梳，撕开中国百年历史深处的皱褶，“重述”人类文明
记忆的世界性创痛。当德日意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极
权主义野心，将全球卷入战争的血海汪洋，激起各国
爱好和平人士的决绝抵抗之时，人类文明进程中的
正义新生力量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野蛮暴力，展开
了殊死的博弈与较量。

小说的“叙事者”将自我生命感悟与身份角色转
换，以一个个瞬间记忆片段，多维展现来自世界各国
的知识青年群体。他们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为家国
民族、人类和平而战斗，和延安青年一同置身于革命
的大熔炉淬炼青春，并建立起深厚友谊、发生着真诚
爱情，成长为自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战士。
小说背景庞杂沉重而宏阔，牵动世界数国局部战场，
人物命运随战争风云而生死激荡，结构纵横开阖而
缜密井然。小说不仅把被历史尘埃遮蔽的存在真
实，诗化为个体精神生命成长觉醒的微观叙事，而且
在东西方时空切换的强烈对比中，更彰显其微言大
义的历史意识与人类立场的审美张力，对新全球化
时代创建和平发展、多元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有重要史鉴意义。

奥地利犹太人医生罗森与理查德的形象塑造

小说塑造了一批因战争改变生命轨迹的国际知
识青年，他们从奥地利、英、法、美、俄、德、波兰、加拿
大、印度、日本、朝鲜、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来到中
国，有的甚至是“失国失家”者。他们携带着不同的
文化信念、专业技能奔赴中国战地前沿，进入革命圣
地延安。虽然身份不同、职业各异，他们却为着共同
理想而无畏奉献，竞相参与中华民族反抗法西斯侵
略的浴血奋战，诠释人类对和平的内心渴望，见证不
屈不挠、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精神。其自我获得救
赎，灵魂得以新生。

小说塑造的两位核心人物形象为奥地利犹太人
医生罗森与理查德，他们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人堆
里爬出来，仍遭遇纳粹追杀而逃亡到中国上海。但
是，德国依赖日本在远东借尸还魂，对上海的犹太人
实施灭绝人性的“最后解决方案”。罗森在反法西斯
德国记者汉斯的家里，由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引

荐，加入了盐城的新四军，由陈毅司令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从此他矢志不渝跟随共产党的军队，救死
扶伤、南征北战，由苏北到山东，而后转战于“东北小
延安”佳木斯，被任命为东北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
他是唯一一个同时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和东北野战
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共
产党队伍里担任实际职务最高的国际知名人士。

理查德从上海到了“谍都”天津，参加了苏联驻
中国情报站，到北京执行任务期间找到地下党黄牛，
为送医疗器械、药品和无线电配件而奔赴延安，其间
跟随聂荣臻司令，投身于山西五台山“白求恩流动医
疗队”。到延安后，毛主席夫妇亲自探望，还邀请他
在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担任教员，并且经组织牵线
搭桥，在枣园华尔兹舞会上和红军卫生员君珠相识
相爱。特别是在一场大轰炸后，目睹掩埋一具具延
安年轻人遗体的场景，让这位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
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的犹太青年医生，瞬间滋生
出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和社会的责任感。为了减少伤
员的死亡率，他果断采取“土法粗制”提取青霉素，经
过55次艰难实验而获得成功，拯救了无数个战士的
生命。理查德与君珠亦一步步走进婚姻殿堂，在宝
塔山下的窑洞里举办了“别样”的婚礼，婚后还生下
了一个儿子。

国际友人眼中别样的延安：人类诗意栖居地

更值得深思的是，小说绘塑出国际友人眼中别样的
延安。这里是他们心中红星照耀的中国，是实现自我人
生价值的精神圣地。小说精致的细节和对人物的精神
心理分析，堪称深刻而精彩。如在天津保卫战之后，罗
森与理查德再次面临身份归属时，小说以“一封信件”

“一封电报”为线索，自然袒露两个人内心的矛盾纠结，
淋漓尽致地表达他们的不同选择与殊途同归。虽然理
查德表面看来似悬而未决，但是他随命运辗转从北平地
下党，到晋察冀的八路军战士，在延安娶妻生子，当他从
天津返回营地时却找不到妻子和孩子，在焦急痛苦中读
完妻子信上留下的具体地址而瞬间释然，就已证明了一
切。几经辗转，理查德最终在这块自己战斗过的精神沃
土上落地生根。抗美援朝之际，他作为志愿军的医疗顾
问和野战军医生，再次奔赴朝鲜战场。

罗森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维也纳，母亲惨遭纳粹荼
毒，家已不复存在。他一心想“带着妻子回到中国”，
却因得不到中方签证许可而回到祖先圣城耶路撒冷，
当弟弟举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德大使馆”签
证的电报，赶到耶路撒冷，就在一步之遥间，他却被中

东战争的弹片击中“眉骨”而死亡。弥留之际，罗森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遥想那个国度，那色彩，那气味，
那人情世故，即使多灾多难，却温暖过他的身心。闭
上眼的同时，他的灵魂已漂洋过海，远行到东方”。他
漂泊的灵魂终于回到第二故乡——中国，得以安息。

尤其，当理查德骑在毛驴上惊叹，逐层升高的黄
土高坡，光秃嶙峋的山头，既开阔，又空蒙，有一种罕
见的超现实色彩。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教授对他
说，你看像不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笔下
的一副构图？理查德条件反射般回想起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意识到这些黄土“是由中亚
细亚的大风从蒙古高原吹来的，继而造成了眼前稀奇
古怪的景象，犹如风神捏就的另一个世界”。这段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举目对话，简短遥想，道出中国

“黄色”文明与西方“蓝色”文明亘古存在着共同性的
精神根基——人类精神大同本原存在的一致性，远远
大于差异性的朴素哲理。当理查德看到举着刺刀枪
列队操练的战士，峰峦叠嶂之间，一道坚固的城墙由
谷底直延伸到山顶，在群峰之巅上那座神往已久的七
层宝塔，千里跋涉数次遇险的艰难疲惫已杳无踪影。
中国延安之所以能够凝聚世界多国爱好和平的青年
志士，在于其精神结构的内在生机。

小说别出心裁，以一场“枣园的华尔兹”露天舞
会，描绘出战争环境下一片“人类诗意栖息地”。来
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记者、年轻的鲁艺学员与众位领
袖纷纷出场，年轻女性排着队跟毛泽东跳舞，美国医
生马海德更是舞场上的名人。奥地利音乐家小约
翰·施特劳斯《春之声》圆舞曲、中国胡琴、美国提琴、
苏格兰口琴、朝鲜的曼陀铃，以及塞北的班卓琴与陕
北的秧歌舞，汇成雅俗共赏的神韵旋律，鸣奏出“天
人合一”的精神交响曲。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
在舞会散场后，品尝着陕北菜，调侃着朱德、周恩来、
贺龙、毛泽东的有趣舞姿……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宝塔山下那一场理查德和君
珠“窑洞花烛夜”的婚礼仪式上，聂荣臻主动作证婚
人，红军大书法家舒同挥毫写下“万里良缘，圣地花
烛”“白头永偕，桂馥兰馨”的新婚贺词，新西兰人路
易·艾黎、朝鲜音乐家郑律成和妻子丁雪松前来贺喜，
柔曼的华尔兹舞曲更把婚礼推向高潮。那时的延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平等民主、亲和友善，充满传统与
现代生活的纯朴诗意，是一个超越血缘、民族与国界，
荡漾着人类之爱的国际大家庭，其寓意乃是“青春中
国”的精神现实与未来的象征。

方丽娜以新历史小说的个体生命体验复调叙事，
怀着对“母国乡土”与“第二故乡”的深情眷恋，站在新
全球化时代的现实“奇点”，沟通整个人类文明历史，
用文化情感纽带的深远连结，“重述”历史而昭示未
来。小说命名为“到中国去”，意旨在于重拾中西方
古老文化传统原初本质的相通性，启示“人类是一个
大家庭”，预言实现“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可能
性。如果从方丽娜以往的中短篇小说而言，《到中国
去》不仅是其在创作观念、艺术表达方面的双重超
越，而且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创建起一个“人类共
同精神”家园，必将会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产生重要
价值。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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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现实中各类杰出人物的青春故事，对青
少年具有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也是培育时代新
人生动有益的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
中都盛赞“自古英雄出少年”，并列举了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青年
英杰事例。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
想，为广大青少年树立青春标杆、明晰成长方向、激发
成才动力，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组织出版了“杰出人物
的青少年时代”文库，《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马克
思》是开篇系列之一。

马克思的一生可以说复杂，但也可以说简单。
一个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那就是跟资本“死磕”，
他的“死磕”不是为了个人的“钱途”光明，而是为了人
类解放，这是他17岁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执念”。

“志向让人伟大，奋斗让人年轻”——这就是马
克思用青春的奋斗告诉我们的成功秘诀。“伟大出自
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砥砺前
行，久久为功，每个人都可以掌握伟大与平凡的辩证
法，将平凡汇聚成伟大。

本书选取了马克思从出生至其成名这几十年中
的重要时间节点，以此展现其成长—成才—成功的
历程，表现其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完善的过程，也为
读者勾画出这位思想巨人的成长脚印，是一部非常
好的青少年励志成才读本。本书成功入选“十四五”
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专项规划项目。

（景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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