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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当今城市现代化的经典阐释
和范式存在，城市竞争力及生活宜居性
的标志性符号。

城市版图上，最富于想象力和现代
气质的图景应该是立体交通。从古巴
比伦的空中花园到中国封神榜传说，上
天入地的幻想承载起生活于大地上的
人们普遍而亘古的梦想。

当城市现代化发展到某个阶段，传
统交通处于超饱和状态，地铁出场，犹
如城市对拓点，贯穿整个城市，将城市
从地下包扎起来，像城市皮肤下的经络
血脉，给城市永不枯竭的动力。地铁已
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犹如一场流动
的盛宴。

地铁线路图就是一曲城市最美的
旋律音符，一幅未来生活保证的象征主
义绘画作品。这跨越世俗生活的想象
力图腾，将宜居城市愿景以及城市硬实
力彰显。如果说飞机场受限于区域规
划布局的话，那么地铁就是城市竞争力
的实力话语所在。

就正在起飞的城市而言，这是关乎
其未来的大事。它正在发生，而我们都
是见证者，历史会以何种方式将这一城
市壮举记录下来？或许它不应该被永
久封存于档案之中。

刚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筑梦路
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系作者包松林
历时五年采访所著。洋洋洒洒近八十
万言，将藏于围挡之后的无锡地铁建设
的神秘故事述诸笔端。当人们走进梦
幻般的地铁车站，你不知道背后曾经有
过怎样的惊心动魄，就发生在无数默默
无闻的奉献者身上。

虽然我们与他们没有交集，但因为
这部书，我们获得珍贵的感动与慰藉。

现代生活不会自动到来。城市需要感
恩，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开创奇迹的最
好时代，一个唯有用双手创造未来的不
悔时代。回首过往，奇迹纷纷涌现，这
就是一座城市的骄傲。读完这部书，我
们方知深处其中的甘苦、坚持，以及泪
流满面的价值。

这部著作全景式展现了无锡地铁
从零开始的奋斗历程。城市的管理者
抢抓历史机遇，以恢弘的气魄果断决
策，在争取项目成功获批等方方面面，
展现出卓越的智慧和勇气，激情又务实
的理性态度。一任又一任的领导接续
奋斗，沉潜往复，百折不回，是引领无锡
传奇发展、书写伟大叙事的决策者、组
织者、践行者。普通市民也透过这些了
解到城市重大决策的背后逻辑，知晓一
些决策过程的来龙去脉，增加了政府行
为的公开透明程度。

因为无锡地铁的出色建设，成就了
令人赞叹的“无锡经验”和数个“全国第
一”：行业标准、管理创新、党建引领、文
旅融合等等。一条条新的线路开通，是
一个个攻坚克难故事的展演。书中描
述了那些施工中遇到的危急时刻，惊心
动魄的笔触下，让一位位兼具勇敢与智
慧的大无畏建设者跃然纸上。无锡地
铁强大的召唤力量，使众多无锡游子回
到母亲的怀抱，参与这项世纪工程。更
多的建设者抛家离乡，怀揣理想，融入
无锡地铁的宏大叙事之中，很多从此扎
根无锡，成为新的无锡市民。众多身怀
绝技的热血青年，为了地铁列车的准点
安全，在深夜和凌晨忙碌。这支青年大
军中还诞生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地
铁伉俪。那些为了地铁建设而舍弃小
我的牺牲与获得、坚韧与汗水，最终与

地铁完成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成就。
作家的叙述平实之中饱含深情，高

屋建瓴又以小见大，将如此波澜壮阔的
城市大业娓娓道来，不仅需要较高的政
治站位，还需要出色的叙事把控力。作
者文采斐然，典故信手拈来，地铁涉及的
站点本身与无锡历史深度关联，用看似
闲笔的文化考证为叙述增添了历史厚度
与阅读趣味。作家在每个章节配上古
雅清新的诗词，虽是新作，也与无锡这
座名城的气质暗合，使书稿摆脱了枯
燥，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息。

写作策略上，高层运筹与基层故事
交相辉映，英雄气度与温情人伦双重叠
现，经济逻辑与历史文化互为表里，显
示出作者高远的创作立意。作者任职
于政府部门，他热爱文学，公务繁忙之
余，挤出休息时间采访写作。据不完全
统计，出现在书中的被采访者多达180
位，可见作者严谨细致的写作态度。

在整个世界不断加速的时代，习惯
于狂飙突进，而往往忽略时间留下的痕
迹。无锡地铁建设在城市千年以来的
发展历程里只是短短一瞬间，但历史不
能忘记，记忆不可缺席。假如没有包松
林这些鲜活的记载和写作，也许这些精
彩永恒的瞬间就会飘散在历史的空气
里，多年以后，只剩一些干巴巴的数字
和抽象的工程记录。无锡地铁正在成
为一张城市新的名片，着力媲美一流国
际化城市的耀眼辉煌。这部书使我们
不忘这些建设者，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响
亮的名字。

《筑梦路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
（上下册），包松林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出版，定价：188元

一座城市的梦想与骄傲
包松林长篇报告文学《筑梦路上》读后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
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作家、
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推出了
长篇小说《国宝》，该书以上下两部计60
万字的较大容量，将上世纪 30 年代故
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重新呈现在当代
读者的面前。这部小说既是对上述两
个周年的纪念，更是一次对历史的深情
回眸，它以一次漫长的隐秘征程为线路
图，描写了一群普通人在战火纷飞的
动荡年代，以血肉之躯护送文物迁徙
的故事，谱写了一曲守护文明星火的壮
阔史诗。

1933年2月5日的北平寒夜，共计
一万九千箱故宫文物先后悄然启程，踏
上长达十六年的南迁之路。这些国宝
级的文物中，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等近万幅名家书画，还有各
种瓷器、玉器、铜器以及各类文献，包括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善本和刻本，甚至
还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刻着几百个神
秘文字的先秦石刻“岐阳石鼓”。这些
承载着五千年文明基因的瑰宝，和护送
它们的人一起，在日军铁蹄逼近的腥风
血雨和时代阴影下，构建了中国大地上
一道悲壮的文化风景。

文物南迁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
更是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精神远征。
祝勇以一个虚构的故宫人那文松为叙

事主体，全景式展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
过程。文物南迁分为北、中、南三条路
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走的是北线，
沿陇海铁路西行，先至宝鸡，后穿越秦
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这
一路最为艰险，牺牲无处不在。小说在
描写文物南迁的过程中，将宏大的历史
叙事融入主人公那文松家族的沉浮变
迁中，通过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以小
见大，映照一个时代的沧桑激荡。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
这场迁徙最坚韧的力量，恰恰蕴含在平
凡人的非凡抉择中。“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
宫文物危在旦夕。以那文松为代表的
故宫人，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作出文物
南迁的艰难决定，人生从此剧变，前路
漫长而艰险。最终这场长达十数年、
辗转万余里的文物南迁行动以几乎无
文物损毁、遗失而收官。一代故宫人
以文弱之躯扛起了保存文化血脉的重
任，在战火纷飞中实现了世界文明史
上规模庞大的一次文物迁徙。尤其
令人感动的是，小说中所提及的转运
途中为保护文物而坠崖的挑夫，以及
那些在峨眉山脚下默默守护洞库的村
民，他们或许不懂文物的价值，却本能
地知道“这些东西比命金贵”。可以
说，正是这种文化自觉，构成了中华文
明绵延不绝的底层逻辑。

近年来，祝勇深耕故宫题材，从文
学的角度书写故宫，已出版数十部故宫
系列著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

“纸上的故宫”。为写好《国宝》，作者在
5 年前利用拍摄纪录片《故宫文物南
迁》的机会，走遍了南迁的所有线路，对
沿途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此外，他还采
访了当年参与南迁的故宫人的后代。
详尽深入的田野调查使得小说充满了

“在场感”，书中人物形象鲜活饱满，秦
蜀古道、峨眉山洞库等风物景致皆可感
可触。不仅如此，石鼓文拓制技艺、古
籍书画修复、青铜器铭文研读等等相关
专业知识、工作细节被作者巧妙地融入
叙事，为小说增添了厚重的历史质感和
常识趣味。与其同时，书中还不时穿插
着一些艺术史、诗歌史的内容以及对自
然的描绘，使得整部小说在紧张中亦有
松弛，文笔韵味深长，引人入胜。

《国宝》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文学
重构，更是对文明本质的诗意呈现。祝
勇通过《国宝》告诉我们，文明的温度和
力量，永远存在于那些为传承而负重前
行的心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国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场跨
越时空的文化苦旅，一次对中华民族精
神的深情礼赞。

《国宝》，祝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1月第1版，全两册定价：148元

守护文明星火的壮阔史诗
读祝勇长篇小说《国宝》

作者是好莱坞故事顾
问、国际知名剧本写作与类
型故事创作课程导师。本
书为特鲁比继全球畅销书

《故事写作大师班》的又一
力作，指导人们理解故事世
界的14种主要类型，这14
种主要类型或单独或组
合，构成了当今的畅销故
事，包括小说、电影、电视
剧、戏剧和电子游戏等。

本书以新疆边境的军
旅生活和丝路文化考察为
创作背景，围绕主人公马
镰刀的丝路商旅及其戍边
经历，展现了忠诚的爱国
精神。

在俄国白银时代文
学的浩瀚星空中，茨维塔
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无
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
明星。花城版《最后的远
握》首次以中文完整呈现
两位诗人留存在世的近
200封珍贵书信，弥补了已
有书信译介成果的不足，
使中文读者得以触摸这
段文学对话的完整肌理。

本书围绕着“古典诗
歌鉴赏和创作活动中，审
美愉悦感究竟从何而来”
这一核心议题，完成了对
古代诗学理论资源中基本
命题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