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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林

看 学 者 刘 擎 一 篇 文 章 ，谈 到“ 忍 受 枯

燥”这种能力，特别有道理，他说，如果同学

们在娱乐文化的背景下成长，他们能忍耐

一个没有笑点，没有兴奋，没有生动言谈方

式的时间非常短。他们的阅读能力也在下

降，手机上短平快的东西破坏了深度阅读

的能力。我们的大学模式是建立在 20 世纪

中叶的文化环境里，假设你能专心致志地

读书，能够忍受表面上枯燥但实际上有深

度的内容，肯定很有收获。但现在整个文化

环境改变了，年轻人对“枯燥”的忍受力非

常低。

确实，生活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环境

中的一代人，被“精彩”惯坏了，越来越失去

忍耐枯燥、在枯燥中学习知识的能力。人们

热爱爆梗、段子、金句、笑点，生动、抖包袱

的感官刺激。习惯被消耗自己时间的娱乐

文化所喂养，学习感官已经钝化，进入不了

越过枯燥门槛而深度学习的境界。学习越

来越依赖如社会学家伯格曼所说的各种装

置范式，这些阅读装置以友好而人性化的

方式帮你消除各种“枯燥”，将费力的文字

转化成轻松的视听语言，植入笑点，人人面

前一台可供随时切换的电脑。这些让你从

枯燥中解放的学习装置，实际上已经不是

学习，而让学习成为一种信息消费的景观。

这种“学习景观”生产着让人躁动和焦虑的

欲望，而不是用厚重的知识思想去驯服欲

望，并让人安静下来。

能真正滋养一个人的事，往往都带着

某种枯燥，需要学习者忍受，投入深度注意

力去穿透抽象。写作的开始，是枯燥的。阅

读一本经典，是枯燥的。深刻的课堂，是枯

燥的。创新创造的过程，往往也是枯燥的。

枯燥是一个门槛，为不学无术、浮躁者、消

遣 者 设 置 的 障 碍 ，越 过 这 个 门 槛 ，沉 浸 其

中，才能慢慢获得愉悦。精彩，不是一个“被

动获得”的结论，不是让别人给你喂养，一

下子就提起你的兴趣，而是在孤独静观、克

服 枯 燥 后 先 涩 后 畅 ，在 读 懂 读 通，习 得 新

知，打通困惑后所获得的知识愉悦感。很多

人特别喜欢那种无须自己投入多少理解力

的“精彩”，上来就是高潮，开口就是金句，

那只是娱乐和商业对你的消耗，而不是可

沉淀、可致知的思想。

写作是一件需要忍受枯燥的事。常有

学 生 跟 我 说 ，我 为 什 么 不 写 ，因 为 没 有 灵

感，等有灵感的时候再动笔。我说，哪能这

么被动等灵感？你得现在就思考和动笔。开

始肯定是一个枯燥的过程，我的经验是，克

服了开始 30 分钟的枯燥，逼着自己动笔，

想着想着，就进入状态并找到灵感了。一气

呵成，很少是那种一开始就有写作冲动的，

而是在克服开始那 30 分钟的枯燥过程酝

酿 出 来 的 。伟 大 的 记 者 李 普 曼 一 生 创 作

1000 余 万 字 ，这 需 要 克 服 枯 燥 的 强 大 意

志。李普曼初出道时，他的老师威廉·詹姆

斯就教育他对自己要有所强制：一个作家

每天至少要写 1000 字的东西，不管他是否

愿意，甚至不管他有无东西要写。

阅读是一件需要忍受枯燥的事。你要

有耐心让自己慢下来，坐得住冷板凳，忍得

了枯燥晦涩，去获得这个阅读资格，而不是

看一两页就轻易扔一边。再深奥难读的书，

克服了前 30 页的阅读痛苦，坚持一小时慢

慢读进去了。前 30 页往往是作者设的障碍

和门槛，一个优秀的作者也是在寻找优秀

的读者，绝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个不学

无术的人糟蹋。很多人的问题在于，容易被

书 的 标 题 吸 引 ，却 连 30 分 钟 的 耐 心 都 没

有 。那 些 让 人 很 舒 服、不 断 点 头 的 轻 松 阅

读，往往是重复你既有认知的无效阅读，要

想获得认知增量，需要艰难的“入境”，需要

烧脑的坚硬阅读。

上一门好课也是需要忍受枯燥的。常

听 学 生 说，某 某 课 是 好 课 ，老 师 善 于 讲 段

子；某某课太枯燥，全是抽象的概念和艰涩

的推理。我说，判断一门课的好坏，绝不能

用“能不能在 10 分钟内吸引我”的消费者

自负去判断，那是对好课的侮辱。首先要清

楚，自己是不是需要这门课去完善知识体

系，提 升 自 己 的 思 想 ？学 生 与 老 师 并 不 是

“我花钱让你教我知识”的消费关系（流行

的知识付费异化了教育关系），身心投入学

习过程才会有收获。

第二要有忍受枯燥的心理准备，投入

和参与进去。知识的传授本身就带着枯燥。

逻辑推理，方法训练，批判性思考，需要自

己琢磨、分析、深思、质疑、否定才能内化，

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投喂。把课堂当成在

德云社嗑着瓜子、翘着二郎腿、后仰着身子

等“包袱”，那能学到什么？课堂学习应该是

一 个 把 身 子 往 前 倾、坐 冷 板 凳、主 动 致 知

（knowing）的 过 程 。摆 脱 那 种 听 奇 葩 大 会

看脱口秀综艺的消费感，试着忍受前 30 分

钟的枯燥，才会有所收获。

枯燥是一个门槛，庸人越不过门槛，睡

着了，或者被电脑上的综艺和手机上的段

子吸引走了，谋杀了时间。优秀的人忍耐了

前 30 分钟的枯燥，沉浸到写作、阅读和课

堂之中，日积月累，就有了学霸与学渣、人

才与人手的分别。所谓优秀，绝不是机巧式

小聪明，背后必有强大的枯燥忍耐力，是聪

明人下笨功夫，越过了枯燥并攀登到知识

高处的结果。

什么是拖延症？我在课堂上跟同学们

分享过克制拖延症的方法：忍受 10 分钟的

枯燥，就战胜了拖延。迎合你欲望的事，从

无须拖延，反要考虑“延迟满足”（实际上，

延迟满足也是努力忍受相对于即时满足的

枯燥性）。需要拖延的事，开头往往有一定

的枯燥性，让人不想动手只想往后拖，枯燥

让人望而生畏。强大自律的支配下，立刻着

手去做，10 分钟迈过去，接受了这个事情，

进入做事的“心理场”，从中享受到成就感，

受到“行动正反馈”激励，停都停不下来了。

好习惯的养成，也是克服枯燥的过程。

运动，学英语，坐地铁时读书而不是刷短视

频，睡前读几页书而不是刷短视频，会议间

隙写几段文字而不是刷短视频。有了想法

立刻记下来而不是“等会儿记下来”，多个

动作，动笔去记，而不是相信记性或指尖。

刚开始总有点枯燥，有了近一个月的积累，

回过头去看，有了受益感，进入身体本能，

就成习惯了，终生受益。

专业训练的过程，哪一个不是克服枯

燥的过程？史学家桑兵说，长时间不断重复

的、枯燥乏味的基础性练习，是培养兴趣逐

渐变成内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弹钢琴，

学历史，读哲学，读文献写论文，写一手好

字，成为专家，每一项令人景仰的成就、受

到业内外肯定的专业人士的背后，都经历

过常人无法忍受的枯燥。你看到的有趣好

玩，那是别人专业积累之后游刃有余的从

容驾驭。创新，不是脑袋一拍灵机一动，新

点子就来了，那是枯燥的重复实验、头脑风

暴、文献输入、失败沮丧、爬起来继续干而

不断累积的产物。专业学习和训练，本身就

包含着克服外行人无法忍受的枯燥、读普

通人永远不会读的东西，做一般人受不了

的重复训练，站到其他人的肩膀上，从而拥

有了不可替代的专业资本，超越“人手”成

为“人才”和“人物”。

看看那些能成就人滋养人、在哪里都

能受到推崇的好品质，多跟“忍受枯燥”相

关。延迟满足、专注、自律，核心都是对枯燥

的克服。勤奋，刻苦，深刻，耐心，坚强，钻

研，节制，谨慎，惜时，坚毅，慎独，忍耐，适

应，仔细品其中都能看到对枯燥的超越，接

受和越过枯燥，才能抵达这些滋养人格和

意志、让人受益终身的好品质。

很多时候，人们对“有趣”的追求中隐

含着不愿投入枯燥忍耐的沉浸过程，一下

就抵达“感官的愉悦”，这是肤浅之源。所以

我觉得，应该珍惜那些考验你枯燥忍耐力

的挑战，警惕迎合和喂养，第一份工作最好

找一个能训练你枯燥耐受力的岗位，积累

从容驾驭各种挑战的资本。如今很多所谓

“学习”，已经脱离了真知的求索而成为保

健按摩式，营造知识得到幻觉的商业娱乐。

不是让你克服枯燥去获得新知，而是迎合

着你“厌恶枯燥”的惰性，把需要硬啃的知

识，再生产为表面有趣却失去原质营养的

“知识点”“金句”“成功学鸡汤”。这实际上

不是滋养，而是娱乐工业对你的消耗，消耗

了时间、金钱和意志。他们席卷金钱一笑而

过，你却在傻乐中成为废人，对“精彩”刺激

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枯燥忍受的阈值越来

越低。

我常跟学生讲，学习就是学习，娱乐就

是娱乐，想娱乐，那就好好玩，投入地玩。学

习 就 是 学 习 ，不 要 机 巧 地 伪 装 ，美 其 名 曰

“娱乐式学习”。读书，尽可能去读严肃的文

字，经典，原著，干货，在孤独的沉浸和默读

中收获新知，并通过“输出”去固化它，在克

服枯燥中获得一手的、上等的知识，而不是

等着别人把你当宝宝、喂那种添加各种甜

味剂、哄着你惯着你的“知识营养品”。

别被“精彩”废掉，忍受枯燥是一种筛选机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人民的名义》的成功，没有给我带来

什么压力，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作家总是在

创造，总是在寻找。”作家、编剧周梅森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日前，周梅森全新长篇小说《人民的财

产》出版，这是继 2017 年《人民的名义》热

销 200 万册之后，周梅森创作的又一部现

实主义题材作品。他直言：“这是我一生最

想写的长篇小说。”

小说出版之际，由其改编的电视剧《突

围》开播，由靳东、闫妮、黄志忠、陈晓、秦岚

等主演，周梅森担任编剧。

《突围》被视为《人民的名义》姊妹篇，

故事依然发生在“汉东省京州市”，时间则

在《人民的名义》反腐风暴之后半年，讲述

国企京州中福在集团 80 年庆之前 80 日内

发 生 的 故 事 。京 州 中 福 面 临 巨 大 困 境 ，账

面 巨 亏 15 亿 元 ，其 中 既 有 市 场 变 化 的 因

素 ，也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腐 败 问 题 。一 场 意 外

的 爆 炸 ，炸 出 了 5 亿 元 资 金 的 离 奇 失 踪 ，

将 各 种 尖 锐 复 杂 性 的 矛 盾 逐 步 暴 露 出

来 。国 企 干 部 齐 本 安 临 危 受 命 ，团 结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加 强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挽 回流失

的国有资产，带领企业在经营困境中成功

突围。

小 说 内 容 涉 及 国 企 改 革 、棚 户 区 改

造、银企险企、民间 借 贷 等 ，从 历 史 到 现

实 ，从 国 企 到 民 企 ，从 政 府 高 层 到 民

间 。小 说 中 对 煤 矿 的 部 分 描 写 ，更 是 来

源 于 周 梅 森 早 年 在 煤 矿 工 作 、生 活 的

经 验 。

“作家本质上不能接受电视剧工业化

生产和套路的重复。因此写《突围》的时候，

我 就 知 道 ，这 不 是 一 部 案 件 推 动 型 的 作

品。”周梅森说。

在周梅森看来，他想写的是一部时代

的“清明上河图”。

巴尔 扎 克 曾 在 拿 破 仑 像 下 写 了 一 句

话 ：“ 你 用 剑 征 服 世 界 ，我 将 用 笔 征 服

世 界 ！”这 句 话 令 年 轻 时 的 周 梅 森 深 受

鼓 舞 。从 1983 年 发 表 中 篇 小 说《沉 沦

的 土 地》开 始 ，周 梅 森 致 力 于 创 作 反 映

我 国 政 治 经 济 发 展 及 改 革 浪 潮 的 小

说 、剧 本 ，《人 间 正 道》《共 和 国 往 事》

《至 高 利 益》《绝 对 权 力》《我 主 沉 浮》等

作 品 ，已 确 立 了 周 梅 森 的 现 实 主 义 创

作 风 格 。

周梅森说，“总要有一部分作家关注现

实生活，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不能

装作看不见。尽管有很多磨难，但作为一个

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家，我有责任和义务。”

中青报·中青网：《人民的财产》是什么
时候开始创作的？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拍摄期间，这

部小说就开始创作了，应该算是我创作（生

涯）中很顺利的一部。为什么呢？因为积累

时间较长，几十年的生活积累让我找到了

灵感，所以这部小说半年多就写完了。创作

对我而言是轻车熟路的，像“林满江”“石红

杏”“齐本安”这些人，都在我脑海里浮现很

久了，写起来很顺利。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想到要创作一
部聚焦国企转型的小说？

周 梅 森 ：我 的 父 母、兄 弟 姐 妹 都 在 国

企，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作为一个作

家，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这段历史写出来，

这一直是我非常惦记的一个题材。现在这

种环境，促使我有可能把我人生经历中的

一个印象、这段岁月的故事，非常深刻地讲

出来。

中 青 报·中 青 网 ：小说进行影视化之
后，哪些演员的诠释比较精彩？

周梅森：“石红杏”闫妮的表演是令我

震 惊 的，可 能 有 一 些 观 众 不 太 理 解“ 石 红

杏”为什么要这样表演。当时这个角色的人

选，我点名要求选闫妮。因为我想描绘的女

主角，不是那种刻板、千人一面、冷冰冰、霸

气的“模式化”人物，我需要一个感情丰富、

有人间烟火气，而且能够适应剧情的女主

角。事实证明选择闫妮是对的，她成功塑造

了一个有血有肉、具有鲜明特色的女高管

形象。

这部戏的演员整体表演都相当出色，

比如陈晓，完全不是我印象中那个英俊小

生了，他把人间的沧桑感全演出来了；黄志

忠是我非常尊重的演员，这部戏里他把一

个充满诡计和手腕的国企干部演绎得相当

出色；靳东表现出了齐本安的复杂性，这个

人物不是没有软弱、犹豫的一面，也不是没

想过要退却，但是最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抗

争到底。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京州”故事深入人
心，未来创作有没有可能出现“京州大宇
宙”？

周梅森：我不会从事任何工业化的生

产，这 是 企 业 家 们 考 虑 的 事 情 ，不 是 我 的

事 情 。作 家 总 有 自 己 的 文 学 领 地 ，像 莫 言

写 的 高 密、福 克 纳 写 的 小 镇、苏 童 写 的 香

椿树街 。“京州 ”是我虚构出来的，是我的

一 个 文 学 领 地 。我 会 把 我 的 新 旧 故 事 ，一

个 又 一 个 故 事，装 到 这 片 领 地 里 去 ，我 不

要再重新虚构一个地方，我没有力气再虚

构一个省。

中青报·中青网：创作合格的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要把握什么关键点？

周梅森：我觉得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的

本 质，这 个 时 代 的 本 质 是 什 么 呢 ？一 方 面

我们创造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一页历史，

同时也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在这么一

个崛起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

来，这 都 很 正 常 。必 须 有 一 部 分 作 家 关 注

现 实 生 活，有 勇 气 正 视 这 些 矛 盾 ，不 能 在

这 些 矛 盾 面 前 闭 上 眼 睛 ，不 能 装 作 看 不

见。我想，真实是作品的生命。如果说现实

题材都变成了好人好事的记录，我相信老

百姓也不会喜欢的。

周梅森：作家不能在社会矛盾前闭上眼睛

2021 年 10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何万敏、张家鸿
评委团投票推荐的书单：

《人民的财产》

评委点评：
小 说《人 民 的

财产》为《人民的名

义》姊妹篇，故事依

然发生在汉东省京

州市，时间则在《人

民 的 名 义》反 腐 风

暴 之 后 半 年 ，讲 述

国企京州中福在中

福 集 团 80 年 庆 之

前 80 天 内 发 生 的

故 事 。京 州 中 福 面

临巨大困境，账面巨亏 15 亿元，其中既有

市场变 化 的 因 素 ，也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严 峻

的 腐 败 问 题 。一 场 意 外 的 爆 炸 ，炸 出 了 5
亿 元 资 金 的 离 奇 失 踪 ，将 各 种 尖 锐 复 杂

性 的 矛 盾 逐 步 暴 露 出 来 。党 政 高 官、企 业

高 管 、社 会 各 界 、底 层 弱 势 群 体 ，各 类 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物 纷 纷 登 场 。齐 本 安 临 危 受

命 ，任 职 董 事 长 、党 委 书 记 ，面 对 市 场 与

管 理 的 压 力 ，处 理 内 部 人 员 矛 盾 ，积 极 解

决 企 业 问 题 ，处 理 外 部 与 李 达 康、易 学 习

等 人 的 关 系 ，直 面 困 难 ，寻 求 突 围 ，守 护

人民的财产。

《别来沧海事：我的租界往事》

评委点评：
一 直 从 事 公 共

写作并出版了《民国

清 流》《我 们 的 80 年

代》等 著 作 的 汪 兆

骞，在《别来沧海事》

这本新书中，首次带

入 了 私 人 写 作 的 视

角。他首次动用自己

珍贵的童年记忆，写

下了上世纪 40 年代他在天津意奥租界的

生活经历，不但有对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

回忆，更多是对曾给他带来巨大影响的名

家 大 师 的 日 常 生 活 进 行 刻 画 。《别 来 沧 海

事》以童年眼光看待世事沧桑，以真实口吻

讲述时代变迁，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别具

意味的时光之旅。

《肥梦》

评委点评：
以“富拉尔基”

为 基 点 ，小 说 家 阿

郎用 5 部中篇小说，

写下了发生在他故

乡 的 故 事 。书 里 有

隐忍、暴烈的人物，

有 坚 韧 、强 大 的 生

存姿态，有痛楚、撕

裂的家庭伤痕⋯⋯

作者以不动声色的

笔 触 ，将 自 己 置 身

于 故 事 之 中 ，以 冷

静的旁观者角色，对往事碎片进行了回忆、

拼接、展示。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从中看

到他人的故乡，也可以想起自己的故乡，从

书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想到一代代远走

他乡之人的共同遭遇。

《人间我来过》

评委点评：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苦难，光鲜者有

自己的卑微处，卑微者也会有自己的坚持

与 光 彩 。”那 多 以 文 学 性 很 强 的 笔 法 ，书

写 了 一 个 好 看 的 悬 疑 故 事 ，他 擅 长 在 小

说 中 制 造 情 境 ，通 过 诸 多 的 细 节 ，把 隐 藏

在人心、人性深处的

真实，逐一“压榨”出

来，从至暗中找出一

点点善，从泥尘中开

出花。《人间我来过》

用 让 人 应 接 不 暇 的

故事，揭示了城市繁

荣 一 角 里 的 绝 望 真

相，以及小人物的疯

狂与尊严。

《街巷志：深圳体温》

评委点评：
作 为 一 名 异

乡 人 ，王 国 华 在 深

圳 生 活 数 年 后 ，把

深 圳 当 成 了 故 乡 。

他 真 诚 地 热 爱 着

这 座 城 市 ，不 厌 其

烦 地 书 写 着 深 圳

的 街 头 巷 尾 、小 店

摊 贩 、花 花 草 草 ，

用 诗 意 的 文 字 ，为

繁 华 的 深 圳 增 添

着 温 暖 与 柔 软 。《街 巷 志 ：深 圳 体 温》的

写 法 ，介 于 纯 文 学 与 非 虚 构 之 间 ，使 本

书 具 有 想 象 力 的 同 时 ，也 拥 有 真 实 的 感

染 力 ，它 为 外 界 了 解 深 圳 、爱 上 深 圳 ，提

供 了 一 条 独 特 的 蹊 径 。

《香蜜夜航》

评委点评：
那流淌着香与蜜的地方，应是一名写

作者最深爱的书房，《香蜜夜航》是一本诞

生于书房的思想小品，作者用他极为丰富

的 从 事 出 版 业 的 经

历 ，叙 说 了 他 对 一 些

经 典 著 作、历 史 文 化

人 物、典 故 传 说 的 见

解 。全 书 虽 然 内 容 庞

杂 ，却 有 价 值 上 的 统

一性。对文化的热爱，

对 阅 读 的 沉 迷 ，还 有

从故纸堆里打捞精彩

故 事 的 娴 熟 手 法 ，使

得《香 蜜 夜 航》成 为 一 本 值 得 慢 慢 细 读 的

“文人书”。

《爱与愧疚》

评委点评：
《爱 与 愧 疚》是

《诗刊》社编的第 37 届

青 春 诗 会 文 丛 之 一 ，

收录女诗人叶燕兰近

5 年 创 作 的 诗 歌 100
余 首 。1987 年 出 生 的

诗 人 虽 刚 过 而 立 之

年 ，却 长 于 书 写 个 体

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复

杂 经 验 。这 种 复 杂 经

验，既有少年成长的渴望与烦恼，也有孕育

生命的喜悦，更有关于死亡的虚空与绝望。

它们交织在叶燕兰的诗歌文本里，构成一

种特别的语言纹理和情感质地。

《东 亚 青 铜 潮 ：前 甲 骨 文
时代的千年变局》

评委点评：
考古学家许宏的书，具有深厚的专业

功底，又兼顾好看与好用，适合普通的文史

爱 好 者 。如 果 读 过

《何 以 中 国》和《大

都 无 城》，加 上 这

本 ，“ 解 读 早 期 中

国”系列就齐了。考

古 学 有 什 么 用 ？作

者 借 英 国 剑 桥 大 学

考 古 学 家 伦 福 儒 的

话说得明白，“考古

学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把

每 个 国 家 的 早 期 历

史 看 作 整 个 人 类 更 大 范 围 的 历 史 的 一 部

分”。如此，青铜器正是早期中国的一部分，

并且具有重要地位。到博物馆逛逛，面对古

人 的 杰 作，真 要 倒 吸 几 口 气 ，好 生 佩 服 膜

拜。读此书，探究青铜冶铸技术源流，鸟瞰

青铜之路大势，追寻礼乐中国源头。那些距

今 6000 多年到 3000 多年前的考古发现，留

给我们太多的想象了。

《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

评委点评：
本 书 收 录 了 钱

锁 桥 、周 质 平 、陈 子

善、罗福林等十余位

中 国 及 国 际 上 林 语

堂 研 究 专 家 的 评 论

文章，从历史、文学、

语言、哲学、翻译、美

食等角度，对林语堂

的 生 平 及 其 著 述 进

行 了 精 彩 而 专 业 的

论述，将林语堂作为

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的不同形象生动地

展现在读者面前。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着

重考察林语堂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的

独特地位；第二章着重探讨林语堂在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实践；第三章集中讨

论林语堂穿梭于中西之间的跨文化实践；

第四章集中阐释林语堂在美国的著述。

《冬与狮》

评委点评：
《冬与狮》故事的

主要背景是朝鲜战争

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

的 长 津 湖 一 战 。1950
年 秋 冬 之 交 ，第 七 穿

插连所在的第九兵团

原 本 驻 扎 在 华 东 地

区 ，被 紧 急 征 召 开 赴

朝 鲜 长 津 湖 战 场 。因

为白天有美军不间断

的 空 军 侦 查 ，为 避 免 暴 露 ，第 九 兵 团 战 士

在 将 近 零 下 40 摄 氏 度 的 极 寒 中 ，昼 伏 夜

行 三 周 ，隐 蔽 接 敌 ，完 成 对 美 军 的 分 割 包

围 。十 万 志 愿 军 战 士 发 起 总 攻 之 前 ，美 军

毫无觉察⋯⋯最终，我志愿军靠着伟大的

牺牲精神、战争智慧战胜了美军王牌部队

陆战一师。

栏目主持：沈杰群

中青阅读10月推荐书单
2021 年 10 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 5 本好书：

《香蜜夜航》

（于志斌 著）

《别来沧海事：我的租界往事》

（汪兆骞 著）

《街巷志：深圳体温》

（王国华 著）

《肥梦》

（阿郎 著）

《爱与愧疚》

（叶燕兰 著）

能真正滋养一个人的事，往往都带着某种枯燥，需要学习者
忍受，投入深度注意力去穿透抽象。

作家总有自己的文学领
地，像莫言写的高密、福克纳
写的小镇 、苏童写的香椿树
街。“京州”是我虚构出来的，
是我的一个文学领地。

中青书榜

作家说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