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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设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描

写了上海特别行动小组在实施“千里江山图计划”时克服各种困难危险、勇敢

完成任务的故事。长篇小说《平安批》以“侨批”为媒介，融入百年世事变迁，描

绘了一段潮汕侨商“下南洋”的奋斗史。本期《中国好书架》栏目选取这两本荣

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图书的书评，以飨读者。

《围棋的故事》

何云波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按年代顺序梳理了围棋的发

展脉络，讲述中国历史上与围棋有关的名人轶事，阐释围棋文化的丰

富内涵。全书以双线结构的写作策略贯穿，其一是以历史为经，串联各

时期围棋发展的线索；其二是以人物与事件为纬，展现围棋的生活百

味和精神风貌。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特务活动十分

猖獗，我党地下工作如履薄冰。1933年1月，

为打通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我党的一个

特别行动小组与敌方情报人员在隐蔽战线上

斗智斗勇，经过一个月零三天的生死较量，最

终完成党中央机关战略大转移这个“千里江

山图”计划，小组成员几乎全部遇难。

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的是“先锋派”作家孙甘露，他创作的这部近

25万字的长篇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情节

曲折、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读来余味无穷。

这部小说能吸引众多读者一口气读下去

的原因，首先应该是《千里江山图》这个书名，

它有多重含义：除了对应宋代王希孟的传世名

画《千里江山图》，它还是此次转移行动的代

号；“千里江山图”字面上也跟红色革命江山相

对应，它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作者孙甘露说：“《千里

江山图》不仅仅是一幅画，它也寄托了中国人

的感情，对国家、民族、历史、个人，包括艺术。”

此外，小说的情节异常精彩。

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陈千里设计完

成“千里江山图”的任务，另一条是查出党组

织的内奸。作者以悬念、伏笔、铺垫等多种写

作技巧，推进故事情节的徐徐展开，形成小说

特有的艺术特色。比如：故事情节充满悬念，

跌宕起伏。

小说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召开的一次

机密会议开篇，但开会地点的暴露，使参会者

未及逃离就被敌人拘捕，只有少数成员侥幸

逃脱。此后，我党特工陈千里临危受命，他以

过人的胆魄、智慧与能力组织实施这次转移

计划，最终将潜伏在我党内部的敌特卢忠德

除掉，并安全送走了中央重要领导浩瀚同志。

在环环相扣的矛盾和冲突中，小说带给读者

以震撼的精神享受。

小说还以大量史料还原了当年上海的社

会生活。

从繁华的南京路到狭窄的弄堂，从高档

的咖啡馆到简陋的民居……每一个场景都让

读者不自觉地回首那个动荡的艰难岁月。

对上海弄堂的重点着墨尤其令人印象深

刻。陈千里两次在逼仄曲折的弄堂与特务周

旋，弄堂成了陈千里展现过人功夫和决断能

力的依仗。通过对当年上海生活的展现，一种

身临其境的画面感跃然纸上。

这部小说面世后好评如潮。“时代激流中

的信仰与牺牲，暗战中的悬疑与谋略，极端环

境下的忠诚与背叛以及爱与离别……让人沉

浸其中又回味无穷。”学者刘擎的高度评价不

仅印证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更揭示了其精神

内核。

当然，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作者对每一处

“微观战场”的工笔勾勒，从弄堂巷战到报纸

油墨都暗藏历史玄机。

首先，小说中的数百处地名都有历史渊

源。比如鲁迅等人去过的水沫书店和辛垦书

店，还有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等，这些对20

世纪 20、30年代上海等城市生活的真实写

照，反映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艺术求证。

其次，小说还巧妙地插入一些经典文本。

例如，陈千里与易君年第一次接头时，出现歌

剧《图兰朵》海报上的一句台词“在图兰朵的

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这个足以让所有观

众落泪的悲情故事，很好地隐喻了革命者向

死而生的慷慨和悲壮。

第三，小说多处出现源于事实真相探寻

的“真实”历史细节。例如，凌汶从一张《广州

民国日报》上登载的龙冬被军警包围的地点

豪贤路天宫里后街23号，联想到数年前一张

照片的背景，断定易君年就是那个潜伏我党

的内奸。

陈千里从偶然发现卢忠德曾于1929年6

月11日到香烟铺订购香烟，以及当天的《广

州民国日报》上登载的消息，明白了卢忠德冒

用龙冬化名易君年，并打入我党上海地下组

织的真相。

这些细节表达了这样的情感：无数革命先

烈也向往岁月静好的幸福生活，但建设千里美

好江山的使命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迎难前行。

作者以历史作底色，用细节作颜料，通过

高超的艺术手法，将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

程通过笔端沉重的文字，描绘出一幅《千里江

山图》展现在我们面前。

丹青绘烽火
◎ 谢远林

侨批，是早期潮汕、闽南华侨与家乡的书

信往来，而平安批则是他们抵达异国他乡后

给家乡亲友报平安的第一封书信。作家陈继

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便是以“平安批”这一

介质为线索，融入百年的世事变迁，呈现出一

方人的精神世界和一段难忘的时光，串联起

一段潮汕侨商“下南洋”的奋斗史。

作为一位生于西北、长于西北的作家，陈

继明书写独具地域特色的潮汕故事，需要克服

的文化反差不可谓不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他的身份和其从西北到东部的“迁徙史”也

是其创作的优势，让他可以跳出潮汕看潮汕，

建立起与郑梦梅为代表的“迁徙者”的心理链

接。侨批的产生和发展，与潮汕地区特殊的地

理、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汕头挂职期

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风俗研究书籍，

探寻到侨批文化背后隐藏的社会生活信息，走

访过多位当事人或当事人子女，从他们口中收

集到较多华侨海外生活细节，使得他在书写潮

汕侨批、建筑、饮食、戏剧等地域文化，以及生

动描绘华侨奋斗故事时，游刃有余。

当然，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他

的故乡。陈继明的老家一直有“走西口”的习

惯，与“下南洋”拥有迁徙、流落、求生、逃亡、

土地、回归、文化认同等同样的关键词，为他

迅速建立起故乡和他乡的隐秘的情感链接，

让“关于‘走西口’，关于东干，关于我自己家

族的所有迟疑所有准备，都变成了《平安批》

的重要资源”。

书中郑梦梅的人物形象便是以他的父亲

为原型，字里行间弥漫的爱国、思乡等情愫凝

结成中国人共有的情感。

关山阻隔，羁旅异乡，百年来，一纸侨批

联结起海外赤子与故土亲友，反映着潮汕地

区的文化性格，也传递着他们对家国安康的

牵挂以及对民族复兴的期许。

陈继明说，“潮汕人的性格其实是中国人

的性格，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性格的加强

版。这样的性格，是传承，是血脉，也是经验和

现实教化的结果。”

情感力量的强弱是评价一部小说艺术价

值的重要标准，《平安批》最具魅力和价值的

部分，便是写出了历史风云中侨批所携带的

丰盈厚重、激流暗藏的情感力量。

抗战爆发后，郑梦梅等海外华侨积极筹

款，用于救济难民和抗日救国，更为国难当头

失声痛哭，重情守信是中国人立身之本、立业

之基，潮汕失守后，海路断绝，郑梦梅决心带着

儿子乃诚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打通陆路

邮线，将积压了两年的上千封批银运回国内。

在其生命的晚年，他创建了抗战时期沉批博物

馆，希望能救活在历史中沉睡的死批沉批，也

希望后人能透过一封封侨批触碰到真实可感

的生命和侨批串联起来的华侨奋斗史。

《平安批》虽然写的是一封封饱含着动人

情感的“侨批”的故事，其实写的是一颗颗重

情守义、爱国爱乡的“中国心”，以及中国人跨

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寄

尺素，侨批背后珍贵的记忆和精神，值得我们

长久铭记。

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
◎ 李钊

电视剧《六姊妹》由楼健导演，伊北

编剧，梅婷、陆毅领衔主演，以写实的题

材和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讲述了

淮南小城何家四代人的普通生活与风雨

变迁，唤起了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

鸣。这里没有宏大的英雄叙事，只有无数

个何家丽们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亲情的坚

韧身影。

《六姊妹》的时间跨度大，人物角色

众多，故事线丰富。在剧中，何常胜与刘

美心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江苏扬

州搬迁到安徽淮南。随后，何文氏带着老

大何家丽也来到淮南，却因何常胜求子

心切、连得六个女儿而引发了一系列情

感冲突。这些冲突围绕“求不得”的主题

展开，生儿子的执念、将女儿送人的意

念，以及旁人的嘲讽、家人的分歧，共同

形成生活的悲喜剧。尽管前期剧情中何

常胜有“求子”情节，但他依然十分重视

和疼爱每个孩子。这反映了上世纪70年

代普遍存在、非常真实的朴素愿望，为后

续的剧情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人物塑造上，《六姊妹》摒弃了脸

谱化、群像化的人物设置，展现出独特

的“女性群像”。导演不是抽象地表达女

性意识，而是具体地、细腻地展现了各

具特色的姐妹形象及其人生轨迹。大姐

何家丽成熟稳重、责任感强；老二美丽

温婉、坚韧顽强；老三经商致富、爱出风

头；老四考上大学、个性较强；老五爱跳

街舞、命运多舛；六妹任性小气。何常胜

因救人而遭遇车祸离世后，六个性格迥

异的姊妹，在关键时刻总会本能地紧紧

凝聚在一起。这份血脉让她们紧密相

连，也让她们有了抵御风雨的勇气。奶

奶何文氏则是慈爱刚强的“定海神针”，

她给予了后辈强大的物质支持和精神

支持，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六姊妹心

里都明白，家的大门始终为她们敞开，

是自己可以落脚的避风港。

全剧通过温情的家庭叙事，将具体

的人物串联起来，深刻地展现了“家意味

着什么”这一主题。何常胜与刘美心在平

淡的生活里，经常吵闹，双手却始终相

牵，为彼此撑起躲雨的屋檐。剧中通过聚

餐、讨论家庭意义等情节，反映出家人之

间的深厚情感和对家的共同认知。同时，

《六姊妹》也不回避家庭关系中的自私、

偏见与反抗，由此呈现真实的人生。比如

老三与欧阳的婚姻一开始遭到一家人的

反对，老三对此耿耿于怀；老四老五在父

亲去世后争抢着要顶替父亲的工作，一

家人乱成一团麻。这些剧情设置都真实

且考究，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与

沉浸感。

电视剧《六姊妹》在故事性、艺术性、

真实感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它展现

了淮南小镇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勾连起

观众当下的情绪。我们可以在熟悉的场

景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又能为剧中人物

的命运变化而共情。

此外，全剧虽然存在叙事节奏不均

衡、历史细节不准确等不足，但它仍然是

一部值得一看的经典之作。全剧从“重男

轻女”的陈旧观念，转变为“姊妹情深”的

动人情谊，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让我们从中真切感受到温暖的生活底

色，促使我们停下匆忙脚步，细心感受生

活里的美好。

在平凡生活中传递温情
◎ 黄伟兴

在法与情的夹缝中追寻正义之光
◎ 刘少华

编
者
按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崔岱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勾勒日常生活里人们对传统的切身感受，让文

化从古老的典籍中跳跃出来，触碰纷繁多彩的日用家常。内容涵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节日节

气、家庭关系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把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相贯通，通过生动的描绘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艺术来源于现实。根据真实案例

改编的 24 集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因

其精彩的故事、真情地演绎赢得了观

众的喜爱。

《无尽的尽头》成功塑造了一群有血

有肉的检察官形象。林之桃的坚韧中带

着伤痕，白恩宇的理性下藏着温情，郑雁

来的严谨里透着灵动，这些角色摆脱了

传统司法题材作品中检察官“高大全”的

刻板印象，以极具生活质感的形象拉近

了司法工作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任素

汐饰演的林之桃尤其令人难忘，她将检

察官职业理性与个人情感之间的撕扯演

绎得淋漓尽致，那种在法理与情理间寻

找平衡的艰难，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和

肢体语言精准传达。

青少年犯罪和针对青少年的犯罪一

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无尽的尽头》开

篇便以一起校园霸凌致死案震撼观众。

张文轩，一个普通的初中生，因一场微不

足道的误会，被三名同学长期欺凌、侮

辱，最终在绝望中跳楼身亡。施暴者黄家

旺在法庭上毫无悔意，甚至冷笑挑衅，而

最终的判决却仅有八年有期徒刑。剧中

的检察官林之桃坚持依法量刑，却遭到

受害者母亲的激烈抗议，甚至被当众泼

红漆。这种撕裂反映了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的核心困境，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罪

者的同时，给予受害者应有的正义？

该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超越个案的

社会视野。《无尽的尽头》并未停留在对

犯罪者的谴责，而是深入挖掘悲剧背后

的社会根源。黄家旺的暴力倾向源于原

生家庭的破裂，父亲出轨、母亲懦弱，他

在暴力中寻找存在感；少年陆声被犯罪

集团操控盗窃，背后是贫困、家庭失职与

社会的冷漠；游湖弑亲案中，涂怀伟长期

虐待子女，邻居、学校却选择视而不见。

而胡敏敏自杀的背后同样牵出了家庭和

社会对于强奸案的麻木和错误认知。

《无尽的尽头》在叙事结构上颇具匠

心，采用多线并行的方式将不同类型的

未成年人案件有机串联。从校园霸凌到

家庭暴力，从性侵犯罪到财产犯罪，剧集

几乎涵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所有主要类

型。这种全景式的呈现不仅增强了作品

的社会广度，更在案件的互文关系中深

化了主题表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剧中

穿插的检察官童年回忆片段，这些闪回

不仅丰富了人物背景，更巧妙地暗示了

司法工作者个人经历对其职业理念的塑

造作用。

客观而言，“无尽的尽头”本身就是

一个隐喻。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

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正义或许不会缺

席，但它常常迟到，甚至以我们难以接

受的方式降临。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

悲剧发生前，多一分警觉；在悲剧发生

后，多一分反思。剧中那句“山止川行，

即使道路被迷雾遮蔽，我们仍要蹒跚前

行”将全剧主题升华，无尽的尽头到底

是什么？值得每一个家庭

和 孩 子 认 真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