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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处的光芒
张丽

力津报 荐

大家 书读

春节是中国人的精神史诗
李钊

文明互鉴的中国范式
陈其伟

“人类文明从何处来，又将去往何方”，古往
今来引发无数人的思考，而文明交流互鉴就是
这一思考的重要话题。人类文明是在交流互鉴
中发展进步的，关注文明交流的发展演变，掌
握文明交流的历史规律和未来走向，才能把握
当代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不管是地缘政治演
变驱动论，还是商贸集团正增长秩序论，其底
色都是人类文明是在交流中实现向前跨越的。

如同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创造的奇迹一般，
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美好的结晶。中华文
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所形成的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等在世界上影
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纵览
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文明传播是以实力为基础
的，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兼收
并蓄中历久弥新，并持续努力融入乃至引领世
界文化发展格局。中华文明以宽广的视野、包
容的立场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及融合，努力搭建
世界文明对话的渠道，探索文明传播的范式，为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武斌新作《天下中国：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的中国范式》（以下简称《天下中国》）就是从历
史的角度讲述了人类文明的互鉴故事，思考人
类文明的历史与命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历史注脚。这本书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融于400
多页纸片之中，对中国与世界交流方式做了文化
源头的探查，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做了粗线条阐
述。书中描述的不同文明的交流动线让我们更
好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轨迹，可以看到文明的衰
弱和强大，人类曾遭遇的和人类需要承担的。这
是一本对世界文化交往方式进行追问的作品，而
这一追问实质上是从探索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
高度，为人类未来世界的发展建立一种精神信
仰，那就是唯有交流互鉴才能共存。

武斌围绕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两个维度阐述，
文明传承呈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历程，文明
交流则关注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共同的发展历
程。两个维度合二为一，全面展现了世界文化发
展格局的历史演变。正如他所说，世界与中国相
伴相随，一路走来，成就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书
中提到的三个知识场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 中国人的天下观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很早就建
立了自己的“天下观”，中国古人根据现实经验和
对宇宙世界的崇拜创立了“天下”这一政治术语，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一种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意识、
世界的胸怀。中国人的天下观是如何发展演
变的呢？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与

中国、天下体系与中国体系、天下秩序与中国
秩序至关重要。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中国人的
天下观提供了发展契机。中华民族在文明交
往活动中铢积寸累，熔铸了各方文化，逐渐形
成了特定的民族认知偏好和情感倾向，形成了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天下观。

本书从中华文化的日出东方到近代中国人
知识体系的改造与重构，对中国人的天下观做
了一番梳理。在文明初启的时代，“天下”和“中
国”是重合的，中华先民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
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这种思维观念
在15—18世纪西方崛起时代也出现过，西方在
崛起时代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来看，古人认为，
大夫统辖的区域是“家”，诸侯统辖的区域是
“国”，天子统辖的区域是“天下”。“天下”这个概
念很早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但是局限于天子
统治下的区域。自周代建立起“天下观”之后，从
春秋时期墨翟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战
国时期吕不韦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
之天下也”，到唐代李白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
下闻”，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再到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喊出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文
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当中的“天
下”所指应该都是国家。即使是到了晚清梁启
超在顾炎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所讲的“天下”仍然是国家。
中国古人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中逐渐突

破了认知世界的视野局限，涵养出天下观念、天
下格局、天下气度。中国人的天下观的扩大，与
中国疆界的扩大有关，与中国与海外的交通拓
展和扩大有关，与各民族之间交往和交流的发
展有关，更与中国人自己走向世界的步伐有
关。从书中我们可以看见，随着与不同文化开
展交流，中国人的天下观，像水的波纹一般不断
外溢，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大。中国人对于海
外文化的认知、了解和接受，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着中国的文化体系，不断地开阔着自己对于外
部世界的认识，扩大着自己的世界眼光和文化
胸怀。汉代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就
是在这时，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打开了中
国人的视野，拓展了中国人的“世界”。汉代张骞
打通了欧亚大陆交往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已经
认识到了整个亚洲甚至更广的区域。唐代与外
界交往更多，长安城成了国际化大城市。元代
帝国疆域，几乎无远弗届。明代郑和下西洋，至
少已到达非洲东海岸。这一对外交往的过程也
是中国人知识体系的改造与重构的过程。

到了近代，中国人所说的“世界”，就大体

上是“真正”的世界了。“天下”等于“世界”、“中
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已成为中
国人普遍的认识，“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
开始走向瓦解，民国以后，“天下”和“中国”观
念最终完成了分离。中国人的天下观所探求
的“天下”并非一个武力的天下，而是道德的天
下、礼仪的天下。这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得
到反复证明。

● 中国与世界

恰当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准确地
理解“中国”的内涵。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上
的铭文“宅兹中国”是最早的“中国”一词的出处，
表明周人灭商后走到了“天下之中”，是一个地理
概念。“中国”作为一个有明确概念的政治术语，
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
灿烂的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
文明离不开人类文明的滋养，吸收了世界上的
其他民族文化积极的、先进的成果，将优秀外来
文化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使之成为自己的文
化。中国对于世界文明从来就不止于吸纳，而
是同样以自身文明回馈世界。更为重要的是，
中华文明用几千年的对外交流实践展现了道德
的榜样，致力于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文明对话
规则与程序。在“天下”这个问题上，中华民族奉
行“道德”实践，正如康梁所设想的“大同世界”，
从乱世到升平世的期待，是由文化间的交流与
文明的融合达成的，而非通过诉诸武力。

武斌在《天下中国》中从世界文明发展的
视野考察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评估其对世
界文明发展的贡献。这本书仿佛一条时光隧
道，带我们领略中国与世界共同成长的辉煌历
程。几千年的文明时光，让我们看到一幅千头
万绪、错综复杂，然而脉络清晰、井然有序的文
明交流互鉴图景。从远古文化一路走来，古老
的中华文明一路上在吸收、调试、融合，才成了
这“天下中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
文化丰碑早已于五千多年前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在漫长的文明历程中，中国人生活的东亚
大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又多有难以逾
越的地理屏障，中华文明独自完成文化的发生
过程。之后，中华文明开始寻找与其他民族进
行文化沟通和联系的途径，试图打破地理的屏
障，参与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对话。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是从远古时代就发展起来并不断演
变着的。中国文化随着干爽的沙漠风、湿润的
海风传到远方。《天下中国》一书为我们描绘了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交流互动的例子。在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细节，发现那些重要但被
忽略的历史细节。如公元609年，在河西走廊
的甘肃山丹县焉支山下，一场重大的政治经济
文化活动在此“诞生”，留下了隋朝举办“万国博
览会”的传奇。

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力量博弈，但
更是不断扬弃、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影响，又
有超越，各种思想的碰撞产生新的火花，照耀着
文明交流史的漫漫历程。武斌在书中指出，世
界与中国的交流多彩缤纷，是丝绸之路、海洋之
路、交换之路、信仰之路、战争之路和文明圈共
建之路，既是民族文化的竞技场，更是世界文化
和平发展的共同记忆。世界与中国，在陆上丝
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座桥梁上交汇与延
伸，一陆一海，从中国望向世界，中国的尽头就
是世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西方文
明之间，很早就形成相互的影响互动。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断言，作为“一直以
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中华
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
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中国人的天
下秩序是一种和谐的文明秩序，是一种“有弹
性”的秩序，具有包容共存的文化性格，能够化
他为我。天下中国，为世界文化和平共处找到
一种有效的模式。

● 技术对话与文明互鉴

世界文明是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人类
文明的发展不在某个文明手里，而是产生于不
同文明的对话中。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
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
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
得以发展、进步的。技术对话与传播是人类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的重要力量。

武斌在书中反复讲到全球技术传播的场
景，从技术的交流、转移角度，对技术传播的细节
做了描述，重现各个文化中心之间的技术对话，揭
示技术对话塑造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书中细
致描述技术传播的发展演变，如中国四大发明造
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传播到西方，实现了一
次东方技术向西方的转移，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
生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的造纸术通过怛逻斯战
役中的技术工人迅速地往西方传播。中国人发
明火药和火器技术之后快速传播，欧洲人、土耳其
人等都进行了技术上的改进，火药和火器技术成
为影响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人最先
栽培水稻、粟和大豆等作物，通过丝绸之路的海上
和陆上贸易通道传到亚洲的其他地区，乃至欧洲
等地。另一方面，我们分享了来自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知识和技术，包括小麦、棉花、玉米等作物栽
培技术，白酒酿造、制糖等技术，以及天文仪器和
历法等科学知识。西域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
造技术是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人传播过来的，
这也使得中华文化和遥远的希腊产生了联系。
郑和下西洋，既利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又借助阿
拉伯人的牵星术。还有东国公主和蚕种西传的
故事，一根藤条带回番薯的故事，等等，都在告诉
我们造福人类的生产技术虽经历曲折，但其传播
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和平共
存是人类的福音，文明冲突没有出路。“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社会永
恒的命题。虽然各国所思所虑各有不同，但共同
的希望是天下太平，居民可以安居乐业，世界需要
不同性格的文明，方能纳众文明之所长，天下才能
更好。愿人类文明交流晴空万里，友谊万岁。

作者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社长

春节，是一个符号，一种象
征，一份信仰，承载着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在历史长河
中书写着中国人奋进的史诗。
《春节简史》是著名民俗学家张
志春教授送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从冬至
奏响春节的序曲、腊八拉开春节的帷幕，直到元宵
节迎来年节的尾声和高潮，每一个美妙的时间节
点都关联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与情感
寄托，每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背后都印刻着中国
民族的奋进脚步和精神脉动。

春节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
默化地完善与普及的过程，在数千年的流转间，
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人文历史和丰厚的文化
内涵。中国人的春节从何时起？作者认为，年

节肇始于夏历的岁首正月，逐
渐变更为周代的十二月、十一
月，秦朝变更为十月，一直到西
汉时期才恢复为夏历正月，延
续至今。而年节名称也有历史

性的演进，有上日、元日、正旦、岁日、新元等等，
直到民国初期才确定“春节”的名称，这些不同的
年节名称，时常能在历史文献和诗词歌赋中一
见它们的影踪，进而窥见中国春节历史变迁的
清晰脉络。

春节绵延千年，许多历史细节已难以考证，
这也使春节的历史有一种神秘感和朦胧美。民
间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俗语，认为腊八是春节
的序幕，而《春节简史》是以“冬至”为开篇的，因为
在作者的历史考证中，冬至才是春节的启动仪式，

与春节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他无意厘清
远古记忆中的冬至节庆流变史，而愿说一句“冬
至，如同夜半十分那通知黎明的一声鸡鸣”。腊八
节的历史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而文献却没有描
述、想象那段难以追踪的岁月，作者搜寻史书、文
物、诗词中散落的点滴历史信息，梳理腊八节日饮
食中世代传承的民间传说，引人在年俗美食的滋
味悠长中感受到年节传承的万千世相。
春节习俗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然而变

化的是方式，不变的却是那份心意和情感。祭祖
敬神、贴门神、请灶神、贴春联、贴窗花、舞狮子、猜
灯谜……自古衍生的各种年俗历经岁月变迁，有
些旧俗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渐渐远去，有的习俗
沿袭千年，形式上已悄然发生变化。如祭祖对象
从传统的“君”更替为现代意味的“国”，年画从传

统门神灶神到艺术作品，压岁钱的仪式感超过实
际价值等，每一个年俗活动的形成之初和变迁
之始，无不含有一个朴素的愿望，都带着“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年俗的“变与不变”，都镌刻着
中国从未断流的文化印记，更让人意识到传统是
与时俱进，不断向未来延伸的。

春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族内心
深处的精神样貌和情感寄托。当春节的序幕拉
开，心底总会回响起亲切而神圣的召唤，回家团
圆！在一年又一年向着团圆的奔赴中，我们不断将
春节的精神密码与文化基因深深复刻，而这份团圆
的愿望也不仅是属于家庭的、家族的、家乡的，最终
将汇聚成国家的团圆、民族的凝聚。春节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春节意涵中对春天的期盼、对
历史的敬畏、对生活的前程、对亲情的挚爱，正温
暖着世界，为五湖四海的人所接受。据不完全统
计，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
俗活动已走进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全
球性文化盛事。“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正润物无
声地传播着“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

春节，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传统与现
代交织的盛宴，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文化的传
承。我们可以从每一个家庭的缩影窥见中华民
族的历史变革，更将一起传承和书写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精神史诗。

“时间与疆域”共六卷，是实力派作家赵大
河最新作品精选集，共192万字，收入作者近年
来获奖及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其中包含长篇
小说《我们的路》《侏儒与国王》，中篇小说集
《灼心之爱》，艺术随笔《献给爱伦·坡的玫瑰》，
话剧剧本《大魔术师》等。
关于书名的由来，赵大河说，这套书从时间

跨度上来说，有写春秋时代的，还有写唐朝的、写
民国的，也有写当下的；从地域角度来说，书中涉

及欧洲、美国、中国，“所以用了‘时间与疆域’这
个大的理念，也是无处不包的。”

邱华栋认为赵大河是一个对自我内在有
要求的纯粹的作家，《时间与疆域》散发着一种
纯文学的光芒，书中小说题材广阔，巧妙地利
用中国历史文化，对史料和当下现实中的人物
进行了想象。

作家赵兰振表示，赵大河在书中表现出了
语言叙事技巧的成熟，他在作品中，对人性中

的善良、美好和光明的一面会一直追溯下去。
“一个作家的写作，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永远充
满期望，在作品中人的勇敢、善良等等这种正
向、美好的品质要永远存在，这是超越语言写
作技巧，闪闪发光的一点。”

作为北大85级中文系的高才生，赵大河具
有超乎寻常的文学素养、见识、眼光。他深谙小
说的结构、细节、气味、明暗、情节。近年来，赵大
河致力于底层写作，致力于挖掘底层的光芒。
在《灼心之爱》里，你会看到爱的另一种面孔：是
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抛弃一切的奔赴，是痛彻心
扉的放手，是无怨无悔的支撑，是无论走过千
山万水，依然回到你身边的眷恋……在《我们
的路》里，他深情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
大地上的一次拉兵差事件，在这次苦难中，他写
出了那些农民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给苦难

增添了动人的暖色。《侏儒与国王》讲述一个小人
物——宫廷小丑侏儒的心灵成长。底层的伦
理、人性和道义，同样是复杂而令人深思的。
《时间与疆域》精选了赵大河近年来的优秀

作品，充分体现出他创作的强劲与丰富，及对人
性探索的孜孜不倦。在发布会现场，他表示，
“我总想写点不一样的小说，有点探索性的，表
现手法多样的，能体现人性的深度、对历史认识
的深度，加强现实穿透力的作品。我觉得我是
一个低处的人，写的小说很多是关于低处的人，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让我觉得我
应该写一下他们的生存境遇。”

制片人祁磊表示了对小说《侏儒与国王》改
编成影视的想法。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影视的加
持下，往往能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期待剧版
《侏儒与国王》的上映。

“韩浩月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书写自己内心
的‘双城记’，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表现了一位
内心细腻敏感的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像。”
著名作家张抗抗对散文集《燃烧的麦田》的由衷荐
言，可谓一语中的。此书是著名文化评论人、百花
文学奖获奖作家韩浩月继“故乡三部曲”（《错认他
乡》《世间的陀螺》《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之后
在散文领域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故乡的麦田，是乡亲们祖辈的精神图腾。从
苗儿青青，到金穗沉沉，那一望无际的麦田裹挟
着一代又一代乡亲的悲欢啼怨，喜怒哀惧，日
里夜里，于广袤的田野汹涌澎湃，于单一的梦
境颔首低眉，复以铺天盖地的尖锐之芒，默然无
声地刺穿了青春的韩浩月们的心灵之翼。于
是，动摇、挣扎、裂变，最后，孤注一掷，抬脚向
远方——那儿，有着乡村与麦田无可比拟的繁
华、绮丽与热闹；那儿，高楼林立耸苍穹，霓虹炫
目幻亦真，蒸腾着、散溢着、漫卷着几乎让每一
个麦田人都无法自持更无力抗拒的千种风情，万
般诱惑——没错，那儿，就是城市。从一个麦田
里的守望者，到一个时时回望麦田的“城市人”，
其间的困顿与惶惑、犹豫与执着、尝试与追寻，
其间的清醒与迷醉、洞察与深思、残酷与诗意，
都在韩浩月从容细腻、力透纸背的笔触里“昨日
重现”，令同样是从麦田走出的读者，如我，一次
次在心田深处燃起了熊熊烈火，耳边亦同时响起
了故乡深情的呼唤……

全书分为“陌生之地”与“带你回故乡”两辑。
“陌生之地”里的多数篇章，写作背景多为一线城
市。作者以资深时评人、影评家的身份，以一个冷
静观察者的立场，匠心独运地通过对个体生活真
实、客观的描摹，来巧妙传达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庞
大群体，即那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甚至数十年，纵携
妻将子成功落户，车房皆备，但生命的根系仍连缀
着麦田与故乡者，他们与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间，有着怎样的或紧张或疏离的关系。而“带你回
故乡”一辑，纸页间弥散的多是离故土麦田并不算
太远的小县城独有的气息，一个个小人物喜乐烦忧
的背后，是对大时代变迁的精微彰显。作者通过对
“一名返乡者时刻处于变化中的心态剖析，以立体、
流动、感性的笔触，忠实记录一代人永远的‘漂泊
者’姿态”。毋庸置疑的是，京城也好，县城也好，每
一条道路，都通往故乡的麦田。
“从候车室，到出生地，离家的人，一生都在寻

找回家的路。”既是农村人，又是城里人，双重身份
竟可以在岁月风雨中互为镜像。只是，乡村记忆
不泯，城市规则塑人——在城市厚重、坚硬又冷漠
的“屋檐”之下，明智的选择无疑是低下倔强的
头颅来，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就像作者曾生活的
“宇宙小镇”，并非是在世界边缘，从京城前往也
就“一脚油门的事儿”，但相较于京城，仍可能判
若云泥——小镇就是小镇，不管其名号有多么
“响亮”。然而，热情的太阳从不势利，那万丈光
芒同样会照彻小镇，照亮小镇人的心坎，以致他
们会坚信，在尘埃里看星星、看月亮，或会更明
亮，也更难忘。那些日常混迹于小镇的导演、编
剧、记者、诗人、画家、自由撰稿人等等，虽同为
异乡人，命运常起伏，生活多波折，但，跌倒就爬
起，梦想不曾灭，正如作者所说的，“不管怎样，
烧过的麦田在第二年依旧浩浩荡荡，总是可以那
么轻易地让大地的伤口愈合”。甚而，也有酒来
也有诗，赏花赏云赏美人，竟至于恍惚间陡生“他
乡是故乡”的错觉。不过，大家皆心知肚明，错觉
毕竟是错觉，当不了真，终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会
离开，他也会离开……
作家的语言简洁朴素、干净纯粹，在形象与节

制中，又难拂悲悯，暗蕴哲思。或是故乡渺邈，归
思难收，作家于有意无意间“忘却”了自己的时评
人与影评人身份，尽管那漫天掩地的银针般尖锐
无比的麦芒们，没日没夜地戳扎着他的内心，但他
却不愿“以牙还牙”，反是把这种无形的痛苦与折
磨，以冷静温情的抒写“上升为一种美学情
感”——“四十多年了，这个村庄，这条路，像是根
本没有变过。虽然我变了，且变化很多，但是每一
次走在这条小路上，我都会被打出原形，那是一个
七八岁的男孩，他心怀苦楚，对着清冷的天空发
誓，一定要走出这个地方，再也不要回来”（《羁人
与原乡》），事实上呢，源于麦田源于故乡的每一点
风吹草动，都固执地牵系着“我”异常敏感的神经，
还乡常常成了不二选择；“我”向往陌生之地“带
给我的丰富和旷远”，但逝者如斯，人到中年，不
得不暗叹“那些属于年轻人才拥有的青涩、孤
独、逃避等构成的陌生之地，已经在我心灵的田
野中彻底地荒芜”（《陌生之地》）；那半夜打电话约
“我”喝酒谈剧本写作的武大树，那喝多了与“我”
抱头痛哭复又互相臭骂的武大树，竟是一面真实
到不能再真实的镜子，时时照见了“我”的孤独
（《孤独的人》）……

此外，颇值一提的是，书中穿插了20余幅画
作，星空、麦田、小镇、山野……皆精选自梵高的
作品，或静谧，或温暖，或恬淡，或壮阔……与文
章内容相得益彰，每每让人眼前一亮，心灵在瞬
间得以抚慰。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部思考与追问世界文化交往方式的历史读物。作者从全球史

视野，以平视的角度叙述了从远古至近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历程。全书

以中国历史线性发展为纵线，同一时代各个文明圈的平行发展为横线，纵横交错，将太

平洋西岸、印度洋北岸、印度洋东岸、地中海地区等多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贸易区

域串联起来，展示世界文化格局的发展历史，挖掘中华文明的世界性。

每一条道路
都通往故乡的麦田

刘敬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总编室:23602716 社会部:23602777 广告:23602233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

《春节简史》，张志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4年1月出版。

《时间与疆域

（六卷本）》，赵大河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

分享 读悦

资书界 讯

《天下中国：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范式》，武斌著，广东人民出版

社2023年9月出版。

《燃 烧 的 麦

田》，韩浩月著，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天津卫视相

声春晚

天视2套（103）

18：40 女人进城

20：55 亲情中华 筑

梦报国——2024侨界新

春电视晚会

天视3套（104）

19：00 爱国者

22：00 灿烂的季节

天视4套（105）

20：00 健康直播间

21：00 远方的家

天视5套（106）

18：00 旗开得胜

教育频道（107）

22：10 男人世界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都市频道

21:00 远 方 的 家

（22、23）

■雪华带着陈宝

山来到罗孝庄，陈宝山

对于与明媚见面有点抗

拒，但是拗不过雪华，

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众

人都对雪华和陈宝山的

关系公布表示祝贺，明

媚为雪华感到开心，陈

宝山看到明媚真诚为自

己和雪华祝福，心里释

然了……

文艺频道

19：30 女人进城

（14、15）

■王红艳带着女

人们回到派出所感谢谭

所长，谭所长又收留了

她们一晚。洪主任告诉

谢云不必再监督孩子吃

饭的事情了，谢云非常

生气。明芝一大清早就

挨家挨户敲门要男人们

给孩子做饭，引起了大

家的反感……

影视频道

19：00 爱 国 者

（28—31）

■宋烟桥回到烟

筒山，他检阅了刚刚成

立的少年队，并宣布少

年队以后的主要任务是

负责后勤保障。少年队

的一名成员主动站起

来，说自己的亲人死在

日本人手里，所以自己

要求上前线。宋烟桥只

好表面答应他们的请战

要求，随即特意叮嘱队

长，真正危险的地方不

能派少年队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