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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江山，热血浸染；红色血脉，永续相
传。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地指出：“红色是中
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
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
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
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遍布中
华大地的红色资源，串联起百年大党栉风沐雨、
矢志奋斗的伟大征程，映照出新时代新征程上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盛世景象。

每一处红色资源，都是党的历史见证。在广
袤神州大地上，一处处革命旧址、一座座革命纪念
馆、一件件革命文物，记录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波
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用好红色资源，指出：“红色资源
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要抓好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用好红
色资源，增强党性教育实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
接受红色教育中守初心、担使命，把革命先烈为之
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红色资源的重要价值，为
全面推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提
供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红色资源
作为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
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创新竞进、奋勇向前。

每一个红色基因，都是党的精神财富。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红色基因，彰显
党的根本宗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蕴藏着我
们“从哪里来”的密码，是标定我们“走向何方”的
路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传承红色基因，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
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革
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
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革
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
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
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传承好红色基因的
重要价值和历史使命，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
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铭记党的光
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
信仰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每一条红色血脉，都是党的力量源泉。历史
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革命英雄、革命精神、革
命文物，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
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
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
丰厚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赓续红色血脉，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
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力量源泉”；“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
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
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
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
们党的红色血脉”；“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
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
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
开来，开拓前进”……这些重要论述深情讴歌了我
们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深刻阐发了
我们党红色血脉的深厚底蕴、丰富内涵、重要价值、
传承实践。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赓续红色血
脉，坚持把理论武装与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
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
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青史如镜，鉴照峥嵘岁月；初心如炬，辉映复
兴之路。2021年2月，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奋进
新时代的精气神。天津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
雄城市，在党领导天津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积淀了深
厚的红色底蕴。天津市委高度重视用好红色资源，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期间，制定实施《天津市红色
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建立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
联席会议制度等，推动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让流淌

在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赓续相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红

色资源、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研究阐释，推出更多高
质量研究成果，社科理论界责无旁贷。2022年5月，
天津市委宣传部面向全国设立“用好红色资源、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哲学社会科学“揭榜挂帅”
重点课题，目的是深入发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脉
和精神基因，多角度、多维度深化红色资源、红色基
因、红色血脉研究，拓宽党史研究领域、鼓励交叉学
科研究，全方位、立体化展现社科理论界的最新研究
成果，追寻革命火种、传承信仰之光，培植好、守护好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天津市委宣传部高标准
组织课题评选工作，从全国270多项申报课题中遴
选确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中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
的18个课题组，推动各课题组深入开展研究、进行
集中攻关，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

本书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突出“红色”底色。本书的研究主题聚焦

红色资源、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突出“红色”引领。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
和重要论述，把政治性摆在首位，坚持正确的党史
观，通过深入、严谨、规范、透彻的学术学理研究，充
分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让人
们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
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弄清楚其中
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领悟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
信；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
路。各课题组努力以研究的新成果更好地正本清
源、固本培元，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提供学理支撑。

二是突出守正创新。本书在守正基础上勇于
突破，围绕党史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在选题角
度、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大胆探索和创新，为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提供
理论支持。比如，课题函审专家认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天津的出版与传播”的
研究，从新视角切入老问题，拓展了研究视野，并通
过实证研究、文献梳理等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共产主义转向历程研究”，提出了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等新的概念，为相关研究
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路，等等。本书中关于伟大建

党精神、红色基因与意识形态认同、新时代英雄精
神、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精神力量、红色资源赋能
党性教育等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口选得
新、方法用得新，丰富和发展了本领域的研究。建党
前后天津党组织革命精神孕育、近代天津工人群体
革命启蒙等研究，选题聚焦，以小见大，达到“窥一斑
而知全豹”的效果。关于运用数字化加强红色资源
保护利用、红色基因记忆传承等研究，充分体现了时
代性要求，对于用好用活党的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
书”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对红色文学、红色家书、红
色金融、革命歌曲等的研究，从更宏大的视域来理
解、把握和研究党的历史，体现了新视角、新维度、新
思路，为全方位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路。

三是突出融会贯通。本书坚持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大历史观”，既有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马克
思主义文献出版传播、近代工人群体革命启蒙以及
某一时期革命歌曲、红色金融发展等“历史”的研究，
也有围绕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伟大建
党精神、意识形态认同、新时代英雄精神、红色司法
案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探究，还有红色
资源法治保障、数字化传承红色文化等面向未来的
探索和思考。同时，课题研究所涉学科领域，既有马
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历程的深入研究，也有
党史党建领域的专题研究，还注重引导组织历史、文
学、法学、管理、金融、艺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运用
交叉学科的方式拓展党史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成果，
使党史研究更加缤纷多彩、更加经世致用。

此间曾著星火，到处皆闻惊雷。“一切向前走，都
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新征程上，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
传下去，必将极大激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火热激情，凝聚强大的信仰力
量，树立强烈的历史自信，激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再创辉煌！

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立秋》新书首发暨研讨会
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
辑、党委副书记芮宏说，从《惊蛰》的万物初醒
到《立秋》的果实饱满，不变的是那份生生不息
的精神力量。《立秋》塑造了来自不同社会群
体，栩栩如生、可爱可信的一批人物，绘就了一
幅改革浪潮之下普通中国人奋勇搏击的生动
图景。小说以新时代文学形式对于乡村振兴、
城乡共融、共同富裕等问题给出了非常真挚而
且非常切实的回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对杜阳林的新
作《立秋》给予充分肯定，赞赏其以朴素的语言、扎
实的笔法写出了“不忘初心”的主题，小说人物在
成长历程中始终保持内在世界与情感底色的纯
粹。他认为作品成功捕捉到了改革脉搏与乡土
精神的变迁，展现出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时代
质感，小说的纪实色彩让文本富有辨识度，彰显
出作家还原时代标识的高超能力。

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新样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肯定了《立秋》
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对作品所涉及的中国现
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做了深入分析：
首先，当下的城乡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
立的简单划分；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
心深处普遍存在着对乡村的负疚感和亏欠感，“这

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
会的。”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乡村作为根系所在，深
深烙印在人们的潜意识、文化构造、情感层面；最后，
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在现代性中的新地位，城市不
再是唯一发展方向，乡村不再仅仅是被抛弃的对
象。李敬泽呼吁，乡村写作需要有新的眼光和表现
手法，以更为成熟和从容的态度处理丰富的素材。

文学母题与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三
年前的《惊蛰》讲述农村少年凌云青出走的经历，三
年后的《立秋》则关注人物出走后又回归的心灵历
程。他指出，从20世纪初以来到现在，“出走与回
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母题”，杜阳林用
《立秋》这部新作延续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生》
《平凡的世界》等许多经典作品对此的探讨，这也是
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所在。凌云青这一人
物形象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与蜕变，成为对个体与
社会、传统与现代深刻对话的生动载体。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指出，《立秋》
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同时承载着深厚的社会学意
涵。凌云青的经历映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
史和一代人心灵史的互动。他还提出，路遥之后，以
中国城市为背景的改革故事中经典作品并不多，杜
阳林的《立秋》成功接续并拓展了这一叙事传统。

新时代召唤新的典型人物书写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
鸿鹰看到，凌云青不仅承载着乡土情怀，更勇于批判

乡土陋习，倡导诚信、勤劳的商业精神，坚守商业规
则与人道原则。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也赞誉小
说对主人公凌云青形象的立体塑造，指出这一人物
不仅在创业过程中展现出与时代背景的深度互动，
更在处理家庭纠葛、下岗工人矛盾以及餐馆经营危
机时，体现出深厚的乡情与无私助人的精神。“凌云
青尽力在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包括家乡的人，还有兼
并企业下岗的人，展现出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感，使人
物形象尤为独特且饱满。”

因扎实而丰沛因真诚而动人

《惊蛰》与《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奋斗过程中

的苦辣酸辛，让有着同样农村出身和进城经历的谢
有顺深受触动。他同时看到，杜阳林的写作没有一
味展示苦难，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始终在苦难之下寻
找生命的亮色，寻求一条解脱之路。凌云青不仅与
过往的苦难和解，宽恕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甚至回馈
爱意。他的经历展现出一个身上具有丰厚乡村遗
存的人，进城后如何面对自己，完成自我重建。
“《立秋》首先的意义是对于杜阳林个人的意

义：对生命过往有一个交代，起到一种疗愈的作
用，这是他写作的精神动力。”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何平敏锐地捕捉到杜阳林小说创作背后深层
次的心理动因。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
文学院教授王春林同样看到，杜阳林的创作动机
源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回望，这种回望与时代变迁
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形成个人、时代、社会三
者在文本中的交织呈现。杜阳林的小说既是个
体经验的书写，也是对特定时代风貌和社会现象
的深度反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著名作家阿来代表四川作家协会在发言中表示，
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作家杜阳林的支持，更是对
四川文学的扶持。《立秋》作者杜阳林说，“中国从
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起落奔涌的时代，无数
激荡人心的故事上演，很多人都充满了向往和憧
憬。在文学前辈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想呈现已经进城的一代知
识分子和农民在城市对梦想的追逐、他们在城市
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离感，于
是有了《立秋》。”杜阳林坦言自己的创作初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
择，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机遇，我希望通过长篇小
说《立秋》、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走进磅礴的
时代，去探寻在时代中人性的底色。”

本书追溯万年食源、食俗、食单、食具、食
礼，全景展现中国饮食的诞生与流变。从茹毛
饮血到炊煮熟食，从大羹玄酒到佳肴美馔，中
国古人的餐桌见证了上万年的饮食发展和文
化流变。一粥一饭，追溯几千载中华饮馔；一
碗一筷，解密万年饮食文化史。

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说过：“达到一个
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先民们，根据自己的智慧和
探索，一代代创造发明，培育出不同的可以果腹、
提供营养的农作物，形成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的独特饮食文化。承担国家博物馆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的研究员王辉女士，从传
世文物出发，搜寻典籍、文献和考古资料，撰写出
《宴飨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一书，揭
秘了中国饮食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全书分为“五谷为养、肉食为充、素食为主、
醇酿佳饮、五味调和、烹饪有术、礼始饮食”七个
章节。以文物为叙述线索，梳理新石器时代至
清朝的百余件文物，从食材、烹饪、器具、礼仪、艺
术、人物等多个角度阐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将
传世文献、典型文物、封泥简牍、画像砖石、壁画
帛画等多种素材融于一体，以浅显易懂的语言，

引导广大读者细细品味“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味
道，深刻感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生趣。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不断

丰富。早在一万年前，先民们最早驯化的是粟和
黍两种谷物。从考古中发现，小口尖底瓶等文物
标志着我国谷物酿酒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新
石器时代。透过本书还原历史的一鳞半角，可以
窥探先民们一幅幅鲜活生动的饮食画卷。如大
文豪苏东坡一生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触怒龙颜，得
罪同僚，数次遭贬官，却随遇而安，发掘美食，冠以
他名字的美食有“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玉
糁”“东坡腿”“东坡肉”……
大米、小米、大豆这些谷物和蔬果的培育

和发明，给世界饮食文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饮
食非小道，调羹弄鼎中调和诸多滋味，治大国若
烹小鲜，美食文化中体现着先贤的生活智慧和生
命感悟。文物不是冰冷的器物，它更承载了历史
和文化的东西，通过作者充满趣味的解读，我们
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体会到博大精深的文化。
比如包子、馒头、煎饼这些面食都称为饼。汤饼、
蒸饼、胡饼，这些不同称呼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指
代。探求这些细微的差异，钩沉这些称谓的变
化，是一件有趣之事。从一个具体的点，以断面
切片式的研究方式，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的饮食变
化，进而深入风俗、民情、思想发展等方面，也是
一个好的历史文化研究角度。

本书文字表达诙谐考究，兼具历史的温度与
人文的深度。在撰写中，王辉驾轻就熟，避免了
“吊书袋”的叙述方式，故事化的讲述令人兴致盎
然。如《豆腐之谜》一文，从考古的专业视角和娓
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向读者揭开了豆腐发明的神
秘面纱。再如《古人饮料知多少》一文，引领阅者
探寻李清照最爱喝的饮品豆蔻熟水，还介绍了紫
苏熟水、玫瑰露、木樨露、冰酪等在古代广受欢迎
的饮品。此外，书中还列举了诸多名人美食家如
苏东坡、袁枚、郑板桥等人的美食趣闻。
中国先民在开发食物资源过程中展现出的非

凡创造力，不仅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
源泉和动力，更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本书作为“何以中华”书系的第一部，从饮食文
化的视角解读历史，用日常生活展现中华文明的历
史逻辑，在灿若星辰的国之瑰宝中，寻找“何以中
华”的文化底蕴，让读者跨越时空、照见自己，深刻
领略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轨
迹，追溯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
古人在日常饮食中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和智慧之道。

这本书是军旅作家王棵写给孩子的
抗日战争题材的成长小说。小说中，水
乡人家的日常生活图景徐徐展开，看似
平静的生活下涌动着战争的暗流。女孩
多鱼和弟弟来金去学堂上学的过程中，
发现了背后的巨大阴谋。姐弟俩一路与
敌人斗智斗勇，带大家看清了敌人的真
实面目……小说用质朴的语言谱写出一
曲江南平原上军民共同抗战的赞歌，引
导当代儿童铭记珍贵的艰辛岁月，获得
积极向上的成长力量。

本书以少年儿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奴
化教育为题材，深挖“文化自信”的历史性
和当下性。让读者感受中国南方平原地区
的自然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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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荒野》

【英】泰迪·韦恩著

海峡书局

2023年8月

探险爱好者泰迪·基恩在一次探险中
发现了一个无名探险家的探险笔记、速写
本等资料。他和专家团队将这些内容进行
了整理，出版成图书。

在这本书中，探险家通过自己的经
历，向孩子们详细介绍了野外生存需要
的各种知识，从庇护所建造到急救常识，
从求生技能到打结技巧，内容丰富，实用
性强。同时，通过介绍个人精彩的探险
经历，展现了大自然的神奇壮美和浪漫
的探险情怀，鼓励孩子热爱大自然，勇于
接受挑战。全书配有精美的手绘插图，
是了解野外生存知识和探险家传奇经历
的绝妙读物。

《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痛仰乐队著、胡湖摄影

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2024年4月

本书为痛仰乐队25周年纪念摄影作
品集，独家发布上百张照片，揭秘巡演背后
的故事，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景式展现
痛仰乐队作为中国巡演城市最多的乐队之
一，如何用脚步丈量神州大地的宽广、用行
动践行“做摇滚的传教士”的誓言。该书由
痛仰乐队的同学兼好友、原木马乐队鼓手
胡湖亲自掌镜，以其独特的镜头构思与巧
妙的画面捕捉带你认识不一样的痛仰乐
队。通过本书，广大乐迷将对痛仰乐队有
更深一步的了解。

《我的生活是一本图画书：

岩村和朗随笔集》

【日】岩村和朗著

接力出版社

2024年2月

1975年，岩村和朗携妻带子搬离东京，搬
到了距离东京市区三小时车程的小镇。这段
经历正是他创作图画书《14只老鼠大搬家》的
灵感来源。

至此之后，岩村和朗也像他笔下的十
四只老鼠一样，在大自然中开启了全新的
生活。他在山野间建造了美好的家园，从
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汲取创作灵感。

本书收录了岩村和朗关于自然、创作
和育儿的二十多篇随笔，以及与彭懿、陈
赛、喻盈等人的真诚对谈。随书还配有大
量珍贵的手稿和照片，图文并茂，内容翔
实。岩村和朗希望读者可以借此思考人与
自然的关系，思考如何做更好的父母。

力津报 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