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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论纲》

方建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版

本书是北京大学书法公开课“书
法审美与实践”的讲稿整理。内容既
触及书法最基础的笔法、结字与章法
布局等技法层面，也探讨书法的风
格、神采与气韵等审美层面，同时还
揭示了书法学习必经的临帖、创作之
方法与途径。每讲附有课程视频，视
频颇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书
后附有专门录制的古代碑帖临习视
频，可随之挥毫落纸，可观之悦目赏
心。如此，一编在手，可读、可赏、可
学、可写，成为懂书法之人。

《中国书法十五讲》

《家在古城》

范小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关于苏州的城
市传记。分为“家在古城”“前
世今生”“姑苏图卷”三个部
分。作者阔别旧居54载，故地
重游，真实地记录了苏州老城
区这些年来的历史变迁，尤其
是近些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政
府对于苏州古城的保护措施。
作者以《都挺好》剧组之约为契
机，随着“我”游历的脚步，在对
老城区访问的期间，勾连了

“我”深度介入苏州老城区改造
项目政府研讨的经历。

洪银兴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

本书是学习和阐述党的二十大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的经济
学著作。作者依据习近平经济思想，
重点阐述正在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所涉及的发展道路和
相应的发展战略问题，尤其关注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新拓展，全面论述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本书不仅是学术著作，也可作为
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的
重要读物。

《换届》

张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
平为读者倾情奉献的近期新长篇力
作。作者笔锋犀利、直击灵魂、气贯
长虹，以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一
个个生死抉择的场景，一场场正邪
较量的斗争，书写了有作为、敢担当
的主人公杨鹏等干部及群众，与不
正风气的尖锐斗争，既把握了当前
社会发展的动态，也呈现了干部在
风浪中的成长。

（景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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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脚踏实地接地气
才能更好地推动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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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近日，由周瑄璞历时两年、七
易其稿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芬
芳》，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

《芬芳》着重讲述杨烈芳等
女性沉浮跌宕的命运，描绘了一个大
家族中四代数十人的众生相。作品
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书
写中原乡村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当
下的历史演变及生活变迁，时间跨度
半个世纪，描述人们从追求温饱到建设现代化美好生活的历程。

作者以充满美善的笔触书写小人物的奋斗历程，记录其精
神的蜕变，以元气淋漓的鲜活细节再现中原乡村从20世纪70年
代至当下的历史变迁，也把家族之间互相帮衬，血浓于水的亲情
热烈地展示出来，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当下感受到了20世纪
那种真挚浓厚，叔伯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作品中对故乡深深
的热爱和眷恋让人动容。

生命的芬芳

《芬芳》是一部关注中原城乡生活的长篇现实题材力作。从
20世纪70年代写至当下，时间跨度半个世纪，把杨烈芳兄妹的
成长经历作为主线，杨姓家族数十位人物命运为辅线，通过人物
命运、生活的向好转变反映出时代发生的巨大变革，由此歌颂勤
劳勇敢顽强的人们永不服输、向美好生活进发的精神品质，多角
度、零距离地写出了中原大地上个人与家族、农村与城镇的历史
演变及内在变化。

就小说人物而言，文中的杨烈芳和罗锦衣都有着旺盛的，甚
至是强悍的生命力。她们一无所有，一往无前地打拼与奋斗，执
着、坚强、勤奋，有着不竭的动力与热望，同时她们像大地一样温
厚包容，不知疲倦。命运将她们搡进严酷难挨的生活，她们惊鸿
一现，成为泥土中开出的各色花朵，顽强绽放，尽显芳华。

“女性在家庭、社会、民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原女性
像大地一样质朴、无私奉献，一代一代、脚踏实地、用双手创作生
活的精神非常可贵。”《芬芳》主要书写中原女性，书写她们身上
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奋斗精神。作者延续一直以来的风格，将女
性人物作为刻画重点。写她们的发芽、开花和与收获，写她们如
同土地般芬芳的日常生活。她们渺小、平凡，但善良、坚韧，扎实
走过每一个生命历程，对家庭、社会、民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以善美、诗意、细腻、丰满的笔触，记录乡村发展之路，
记录乡村儿女的奋斗故事，为乡村振兴画像，为普通人物立传，
深刻反映了中国城乡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展现了中
国人民勤劳勇敢、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她们，尤其是那些立足
乡村泥土的女性，努力活成了各自喜欢的、想要怒放的样子。

中原的语调和美食

《芬芳》以扎实的生活体验和采访为基础，在对故事发生地
几十年发展历程的描绘中运用了许多当地的特色语言，这些语
言也被单独整理出来，以卡片的形式附在书中，可以使读者更加
直观地感受。比如，不郎盖、载嘴儿、丧眼摆呆等。读者在这样
的语言环境中可以切身体会到故事中人物的神态表情，感受他
们的无奈、倔强，甚至可以闻到河南泥土的芬芳气息。

小说中方言的使用让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比如“我说，下车走多使得慌，几
百里地，俺又不是憨子，给腿扛劲哩？”虽然是方言，但也很通俗易懂，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能够慢慢理解摸透它们的意思，兴许还会潜移默化地运用在自己的
日常生活中。同时，作者对方言的使用也很好地掌握了尺度，不论是量的使用
还是感情色彩的运用，都在幽默的基础上有所节制，不至于显得过于繁复。也
正是在这样真实自然的对话中，人物乐观幽默豁达的心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凭着这样积极向上的姿态，人物虽然艰苦但也慢慢熬过了那些在土里刨食的
日子，迎来了自己和家乡的芬芳。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高端
的食材，人们常常不能果腹，却有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比如胡辣汤、踏菜馍、炸
咸食菜、蒜面条、红薯糊涂……在物质贫困的年代，它们都是美食，并不是因为
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原汁原味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人们吃的是回
忆和时光以及历史。

对于外乡人，这些美食新鲜好玩，通过作品中的描述，也许会禁不住想去
尝试一下那热乎乎的、泛着香味儿的、让人垂涎欲滴的各色美食，也尝试一把
当河南人的感觉。而对于土生土长的人来说，看到这些食物的名字，脑海中就
会出现一段儿时的记忆：或是在烟火缭绕的家里，听着母亲的唠叨和呼唤；或
是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听着小贩的叫卖声……吃一碗家乡味是对年少时疯
跑着的自己的最好纪念。

如火如荼的生活

60多年前，作家周立波在湖南益阳清溪村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
《山乡巨变》。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这部作品中感受到中国农民在历史巨
变中的精神风貌，感受到社会生活对文学的丰厚馈赠。因此，自2022年开始，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成了一项长期开展的文学
行动。这项计划邀请全国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拥抱新时代、书写
新山乡。作品体裁须为原创长篇小说，内容主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
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芬芳》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关注的第二批作品，也是目前
为止该创作计划中第一部女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作者具备
深厚的乡村生活积累、扎实成熟的文学表达和敏锐独特的时代感受力。作品
以文学的方式关注、思考社会现实，以小人物的命运为关注对象，并在作品中
不露痕迹地植入精神理想之光；同时以充满美善的笔触、真实的生活描述回望
峥嵘岁月，试图唤起尘封的记忆，见证了乡村的变迁、新时代乡村的发展，以及
家乡亲人的命运走向，由此映射出中国城乡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程。

当被问起本书想传达的思想时，周瑄璞说：“我一直在努力书写着这片土
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真诚地表达着我的所见所思所感。想通过我的写作告诉
世人，中国人曾经这样生活，我想让大地上默默一生的那些乡亲，被更多的人
看到。”正如作者所言，大地生生不息，大地上的人们绵绵瓜瓞，都是为了过上
美好生活而奋斗。文学作品有很强的纪实功能，通过书写众多普通人的故事，
可以更好地纪录人类奋斗的足迹，以及历史前行的足音。

■ 葛彬

妇联执委主要做哪些事，执委怎样才能得到群众
的信任？中国的性别平等发展历程是怎样的，现状如
何，未来还面临着哪些挑战？结合自己深耕基层和从
事性别平等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我撰写了《我们妇
联有力量——基层妇联执委百问百答》和《性别平等
开讲啦！》两本书。近日，这两本书在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两本书的创作缘由

2015年秋，广东顺德勒流镇龙眼村妇联主席宝
珠说，她们村妇代会改为妇联了，让我去给新执委们
讲堂课。讲什么好呢？我想到这几年在广东省顺德
妇联做“3861妇女儿童公益项目”督导时，看到基层
妇女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忙上忙下——摆凳
子、贴横幅、搞接待，活动开展得井井有条，很团结，很
有力量，于是就以“我们妇联有力量——基层妇联执
委综合素质提升”为题讲了一课。自此这门课成了我
的保留课程。几年来我给省、区、市、县、乡、镇、村、居
妇联执委讲这门课上百场。每次上课，都有学员问
我，葛老师，妇联执委主要做哪些事呢？执委怎样才
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呢？有没有执委可以看的书啊？
问多了，我想是不是要写个教程指引呢？于是我到农
村去调查，给执委们上课时，开始汇集材料，进行思
考，撰写了《我们妇联有力量——基层妇联执委百问
百答》一书。

全书分为上中下编和执委案例编，共100个问答
和20个案例。上编《基础知识编》解答了妇联基本常
识，如什么是妇联、妇联的主要工作任务、妇联执委做
哪些工作等共34题。中编《素质能力编》介绍了基本
素质能力，如管理能力、执行能力、写作能力、演讲能
力等共24题。下编《工作指导编》联系实际进行指
导，如怎样把广场舞队组成巾帼健身队、如何利用社
会组织做好妇女儿童的工作、如何鼓励夫妻共同带
娃、如何开展妇女议事活动等共42题。《案例编》选择
了20位真实的妇联执委作介绍，以树立可学的典
型。本书封面的人物形象，就是我与广州市增城区女
性村“两委”及妇联执委们真实的影像。她们携手团
结的力量，正是我国700多万妇联执委服务妇女儿童

时有力量的缩影。
在完成这本书的同时，作为党校教师，我还撰写

了一本《性别平等开讲啦！》。我这辈子只干过两件工
作，一是当农民，一是当老师。下放四年，种水稻和当
民办教师各两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党校当老师，退
休后至今还在讲台上讲课。先后开设了“性别平等与
政府责任”系列课等二十余门课。不停地开讲、开讲
和开讲，让我用了这个有些俗套的书名，本书封面就
是我正在开讲的影像。

性别平等理论的学习与感悟

说到对性别平等理论的痴迷，我要特别感谢中央
党校的李慧英老师。2004年，我参加了李老师组织
的“全国党校教师社会性别师资培训班”，聆听了李慧
英、刘伯红、金一虹、郑新蓉、杜洁等一批性别平等理
论研究前沿专家的课程，接触了“社会性别”这一概
念。当时有老师对我影响深远。一位是高大上的张
幼云老师，她曾任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谈判的翻译，
在联合国担任过国际劳工组织“女工问题特别顾问”，
她讲课大气有感染力，声情并茂地讲到在联合国推动
性别平等时的酸甜苦辣，让人不得不为性别理论所吸

引。还有一位相当接地气的老师，一站在讲台上，理
论的深刻、实践的精彩、参与式教学的鲜活，让我们这
些党校老师目不暇接，影响了我后来的教学实践。时
至今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在党校还是村居课堂，
每堂课我都有互动，衷心感谢这次学习，感谢所有老
师的教诲。

作为广州市委党校语文教研部主任，我从中央党
校学习回来后，就在主体班主持开设了“性别平等与
公共政策”系列课。讲这门课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在
问卷中的行动计划可以明显感受到课题的成效。有
的学员说，今后在工作中再不以性别而以能力和匹配
度招聘人才了。有的男学员表示要学会做家务，关爱
妻子和子女，让家庭更和谐。珠三角某市一位副书记
听课后说，葛老师你给我洗脑了，让我对男女两性的
平等有了新的认识。性别平等理论的魅力和效果充
分显示出来了。

我2010年退休，从此走向社会大讲堂，授课对象
更多样，传播天地更广阔。特别是近几年我多次开设
性别平等线上课和直播课，点击量达几十万人次。我
还参加了妇女儿童公益项目、好家风好家教公益项
目、性别平等教育进中小学项目、基层妇女干部综合
素养培训项目等评选和指导。这些接地气的工作，让
我深深感受到性别平等理论宣传责任重大。为此我
经常让爱人驾车送我去基层讲课，自费飞到外地给党
校学员讲性别平等课。

2019年5月，我给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地厅班、县
处班等12个班次的700多位学员讲授“性别平等主
流化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课后该校
主持人一句话让我很受震撼：“葛老师，你今天的课挽
救了很多家庭，让一些家庭悲剧不再重演！”这让我真
正感到了性别平等理论传播的重要性和责任之大。
2020年10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
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上，多次提到“性别
平等”这一概念，更让我明确了宣讲方向，我决心将自
己多年来在性别平等理论方面的学习和讲课经验写
下来，于是有了《性别平等开讲啦！》这本书。

全书共十讲：男女平等与性别平等之探究；推动
性别平等的国家力量；妇联组织卓有成效的推动；性
别平等教育从娃娃抓起；性别平等纳入党校和高校的
成效；大众传媒需要提升性别敏感；法制体系建设中
的性别平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性别视角；家和万事
兴中的平等意识；性别平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
让内容更通俗，全书通过我与助教对话的方式来解答
性别平等的问题，每讲后还附有思考题。

2023年6月，《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我第二天就买来学习，并以此
为指导，对书进行了第12稿的修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妇女工作更加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论述。两书封面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语录：“每一位
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让性别平等
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为了更形象地展示课堂效果，我还为两书录制了
视频，读者们打开书扫码就可听到有声有像有互动的
讲课。

“葛老师：晚上好，昨天晚上9点多发出的视频在
抖音号上有1万多人浏览。”这是广东省河源市紫金
县凤安镇仁里村的“村嫂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妇联执委戴进芹给我的微信，因为我帮她把宣
传艾草系列产品的抖音配上了文字。她正是《我们妇
联有力量——妇联执委百问百答》一书中“组织动员
助发展——戴执委”的原型。

在撰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只
要我们脚踏实地接地气，就一定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授）

品鉴坊坊

阅
读
提
示

阅
读
提
示

《芬芳》聚焦一对在贫困

中跋涉成长的兄妹，着重讲述

杨烈芳等女性沉浮跌宕的命

运，描绘了一个大家族中四代

数十人的众生相。小说艺术

地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

生活中“人的巨变”，尤其是乡

村女性非同凡响的人格成

长。作者将家族之间互相帮

衬、血浓于水的亲情付诸文

字，文字中对故乡深厚质朴的

热爱与眷恋让人动容。

书
写
中
原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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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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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周瑄璞

妇联执委主要做哪些事，执委怎

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中国的性

别平等发展历程是怎样的，现状如

何，未来还面临着哪些挑战？葛彬教

授结合自己深耕基层和从事性别平

等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我

们妇联有力量——基层妇联执委百

问百答》和《性别平等开讲啦！》两本

书。本期《新女学》周刊特邀葛教授

谈谈她的创作缘由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