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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这个话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实际上是

要谈什么是好文章，同时又牵涉到什么是好书。这本来就是

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现在还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种抽象

的高度，探讨书评的“标准”和“品格”，难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

只有两三千字，显然，想完全讲清楚、说透，不大容易。当然，从

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对这个问题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讨论的必

要。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系统研究和高明见解，有的只是读

书和工作中遇见的一些实例，以及由这些实例和一些流行说法

不一致而产生的困惑。

关于书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书评是评介好书的，

要把好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一般来说，这话当然不错。我们在

报刊上看到的大多数书评，也都是如此。但如果从宏观的意义

上来概括一个“好书评”的总的概念，这种说法就需要讨论了。

从总体上讲，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对书评的一个最大的误

解。因为有许多书评，就是专门批评的，而且很有价值。俞平伯

评丰子恺《子恺漫画》，就是一页一条地挑毛病。但这些意见，我

们今天读来也仍受启发。《文艺研究》杂志有个书评栏目开了十

余年了，其中的书评就多以批评性的为主。《历史研究》1998年第

1期，发表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

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

究〉》，指出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研究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部

长达370万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

“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这篇书评

一万多字，列举了许多硬邦邦的证据，主题就是批评。书评发

表后，学界震动，但普遍称好。李伯重先生甚至专门就此话题

写了长文，经我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李先生认为葛、曹这

篇书评“使我们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来对国人违规行为进

行惩戒的尴尬，确实为我国人口史学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

我们应当为此感到庆幸才是”。所以说，评介好书或评书“之

好”，只是书评的一部分。好的书评，并不就是“好书之评”，也

不就是“评书之好”。

也有人说，评论要全面、客观——这也不尽然。周作人1927

年写过一篇文章《谈〈谈谈《诗经》〉》，通篇批评胡适的《谈谈〈诗

经〉》。此文被收入钟叔河编订的《知堂书话》，可见算作书评，没

有大错。周氏此文评论胡适的解诗“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见汉

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的诗了。倘若那

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

铅笔删诗了”。——您看，连讽刺带挖苦，这能叫客观吗？而且，

对胡文其他方面的贡献和长处，周氏几乎一句没提，显然也算不

上“全面”。而就所谓“客观”一说，也要看对谁而言。当年受葛

剑雄、曹树基批评的那位学者，就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一点儿也

不“客观”，而是“学阀、学霸作风”。据我近30年当编辑的观察，

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认为评论家对自己著作的热情肯定、高度

评价都是客观的，而且，评论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评价得越有高

度，被评论的作者就越会认为这篇书评非常客观。你把他比作

鲁迅再世，他也大都会认为比较客观，虽然口头上会说过奖，但

绝不会愤怒。在我们旁人看来，大多数批评都是比较客观中肯

的，虽偶有言辞尖锐、刻薄，但所论事实大体不差。而许多溢美

之词与所评之书的实际的距离，要远远大于批评之于被批评者

偶尔之偏差的距离。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却是，大多数

被批评者对于批评，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有

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诉诸法庭；可对于明显过分拔高的表扬、赞

美，让人肉麻的谀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作家怒斥评论者

严重失实、恶意诽谤的，当然更没有见到有人愤而将过度严重的

赞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坏”等价值判断的问题，都是相对的，

都有一个在什么意义上、对谁而言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明确，

许多问题讨论不清楚。不同的人，对书评的期待、要求和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传，作者希望听

到社会反馈和有价值的专业意见；读者呢，一般读者希望通过

书评了解书的大概内容和特色，而专业人士则关注书评所讨

论的学术问题。这些要求深浅不一，正反不同，口味各异，很

难同时满足。 ■ 内容来源：《文艺报》 作者：祝晓风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高考“立德树人、服

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强调素养立意，

倡导落实“五育并举”。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

“应试”与“育人”完美结合，提升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成为当下教育的焦点话题。具体到作文

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写出一篇有文化、有情

怀、有思辨、有逻辑的考场作文，显得尤为重

要。亳州一中党委书记、校长王占峰带领全体语

文教师，积极思考，勇于探索。他们意识到，新

时期，新教育，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内

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

“五育并举”的引领作用，是新教育的历史使

命。 2021年3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的《智慧的光

芒——高中语文老师写作文》这一集体智慧的结

晶应运而生。此书实为优质作文教材，遴选汇聚

近百篇一线高中语文教师的“下水”作文，按照

《周易》的篇目顺序一字排开，每篇则选取各篇

目中的经典名句引出话题，进而展开内容，文体

不拘，记叙、说明、议论兼而有之。《周易》中蕴含

的肩负正义勇往直前、宽厚为怀、厚积方能薄

发、锲而不舍方能有成等主题思想，被剖析得明

明白白，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被誉为“中华民族文

化之源”，是一部解读人生密码、关注自然规律、

推演社会运行的智慧之书。《智慧的光芒》选择围

绕《周易》来谈，目的不是单单向学生解读《周易》

的要义，而是以其为触发点，选择合理角度，援引

古今事例，属文成章，以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拓

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学

生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了

解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学生坚守民族文化

的自信心。简言之，《智慧的光芒》就是要开启学

生的智慧，使之在写作方面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言之有文，从而提高写作素养。

全书前后贯通，着眼于“应试”与“育人”的结

合，视角独特，语言凝练，新见迭出，为学生写作

高考作文提供了丰富素材，具有较高的学习应用

和借鉴价值。例如，对标刚刚过去的2021年高

考，语文作文命题充分体现了高考语文全面育人

的鲜明导向，同时依托语文学科特点，紧紧扣住时

代主题、时代精神，多方取材，巧妙设题，让考生在

解题作答的过程中接受思想的启迪、文化的熏陶。

那么，不管是全国甲卷“可为与有为”主题，还是全

国乙卷“追求理想”主题，相关可资借鉴的素材在

《智慧的光芒》中可谓俯拾皆是，书中谆谆告诫的便

是，要有载物的厚德、自强的心理、谦逊的品质、悲

悯的情怀……在此不举例赘述。

《智慧的光芒》：高考作文素材库
■ 安徽合肥 代立媛

他山之石

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研究》评介

■ 安徽合肥 翁飞 吴泽宇

闲说书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遍访革命故

地、红色热土，每次都对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作出重要指示，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大别山与井冈山、宝塔山称之为中国革命的

“三座名山”，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大别山

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心向党、胸怀全局、浴血奋

战、不胜不休，无数先烈为革命而献身，永恒的红

色记忆镌刻着我党我军的无上荣光，见证着那段

激荡人心的峥嵘岁月，写下了“二十八年红旗不

倒”的革命传奇，锻造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熔铸

了独具特质的大别山红色基因。

红色江山，热血铸就；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由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吴长权等著的《大

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研究》最近由安徽

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部队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考察的重要讲话

精神，立足新时代弘扬大别山精神的宏大视野，

全面探究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的

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是一部推进大别

山红色血脉赓续传承的力作。通览全书，呈现了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统一性。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

代传工程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科学问题，历

史、全面、深入开展研究，深入挖掘与大别山红色

基因形成、赓续传承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出历史人

物，秉持论从史中出，强化学理性支撑，较为系统

构建了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研究的理论体系。

同时，又遵循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的思维线

索，重点探究了新时代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

传工程建设的实现路径，构建了大别山红色基因

代代传工程建设的实践体系，实现了学术研究与

实践应用相统一。

二是强化系统性。对大别山红色基因的科学

内涵、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形成发展的历史脉

络、赓续传承的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分析大别山红色基因传承制约因素的基础上，

对新时代推进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进

行了体系化的实践探索。内容上环环相扣、层层

递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填补了该领域完整性系

统性研究的空白。

三是突出时代性。百年大党恰似风华正茂，

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中铸就的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目前在全党正在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该书丰富了大别山红色基因

代代传的时代内涵，就如何加快推进大别山红色

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给予了时代性的回答。

四是富有启发性。尝试界定了基因与红色基

因、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大别山精神与大别山红

色基因等基本概念，阐释了其内在的区别与联系；

凝练大别山红色基因的内涵实质、赓续传承的基

本经验给人以理论的思考；提出新时代推进大别

山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的路径对策管用实

在，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