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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斑斓的“百年浏河”

◆作者：贺雪峰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丨新民说2022年版

中国城乡之间的均衡是大均衡。乡村振兴政策必须
有历史的耐心，必须服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在《大
均衡：进城与返乡的历史判断与制度思考》中，作者围绕
当代农民愿否返乡、能否返乡以及如何返乡这一紧迫的
社会课题，展开了全方位的历史判断和制度性思考。

这是一部特别有乡土情怀和人道关怀的学术随笔，
作者关心中国当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年纪渐长后的去向
和退路，结合各地调研的情况，探讨了不同地区的农村劳
动力和农民家庭在面对“进城还是返乡”的抉择时，其就业
和养老的前景及可能性。所涉观点均建立在作者多年来
的田野经验之上，其观察与思考更多地是基于对“三农”问
题的扎实调查，而非某种理论的逻辑推导。在中国的城市
化、现代化运动的背景下，农村充当着稳定器和蓄水池的
作用，为留守农村的农民、进城失败的农民等人群，提供了
最后的退路和最基本的保障。本书作者贺雪峰，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院长，“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研
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

大均衡

◆作者：[罗马尼亚] 诺曼·马内阿
◆出版：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

《归来》是罗马尼亚著名作家诺曼·马内阿最广为人
知的作品。诺曼·马内阿，193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是纳
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归来》获得过2006年法国美第奇小
说奖，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在罗马与美国
以及从美国过来的写作读书和人生故事。全书分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出走后在美国的生活。第二部分是出走
前的人生岁月，也是马内阿个人和家族的历史。第三部
分是主人公在归来之后的10天所做之事。这个大致的
概括，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全书的内容。这本书并没有
明确的时空线索，总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中跳跃，
在罗马尼亚、美国的空间中转换。叙事忽然中断，又再三
重复，是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作为一流的作家，马内阿透过笔下的文字，为读者展
现了其精彩又坎坷的一生，腥风苦雨，颠沛流离。马里
奥·巴尔加斯·略萨评价道：在作者上下行文间，既不见他
满腔苦楚，也不见他牢骚满腹，相反，读到的恰是他精神
中的高度自由，他的天马行空，还有他的幽默诙谐。

归来

◆编著：［英］菲莉帕·格里夫顿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版

百年战争是1337年至1453年期间，发生在英格兰
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的针对法国统治权的战争。《百年
战争》以百年战争的发展时间为脉络，着重解读战争发展
的三个主要阶段（爱德华战争、卡罗琳战争、兰开斯特战
争）以及这场持续百年的战争对英法两国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部历史科普作品，本书在取材上更加宽泛，行
文更自由，可读性强，增添了更多关于百年战争背后的生
动小细节。爱德华三世这位刚愎自用好战国王是如何把
英格兰塑造成了欧洲最早的超级大国？查理五世是如何
带领法国从毁灭奇迹般走向复苏的？圣女贞德是如何被
英法两国利用和虐待的？被遗忘在百年战争中，为他们
的国家战斗和牺牲的无名英雄都有哪些？1558年，法军
攻陷加莱，英格兰失去在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城市，百年战
争至此全部结束。最终，法国取得胜利，完成民族统一，
为日后在欧洲大陆扩张打下基础；英格兰丧失所有的法
国领地，但也促进了其民族主义的兴起。百年战争，看似
是王公贵族们百年的争斗，其实是基层人民痛苦的百年。

百年战争

这里有岁月沧桑的千年古镇，这
里有光影斑斓的“百年浏河”。打开
《百年浏河（1921-2021）》，叙说着“六
国码头”的古往今来，倾诉着“江尾海
头”的沧海桑田。

浏河，长江口南岸的一个古镇。
古镇地域位置，江海交汇，融江达
海。浏河镇始建于汉唐，迄今拥有
1800余年历史。近900岁的浏河天
妃宫，阅尽古港潮起潮落的人间世
故。自元代以来，漕粮北运的出海
口。明代号称“六国码头”，对外贸易
口岸，商贾云集，风帆高张。郑和下
西洋的扬帆壮举，把浏河的名声播向
海内域外。“江尾海头第一镇”的坐标
熠熠生辉。

自古以来，扼守江苏东南门户的
浏河，素以“天下良港”“漕运基地”“商
贸重镇”“海防要塞”等著称于世，海洋
经济、港口海运、农耕渔作、乡镇工业、
外向型经济、旅游度假等蓬勃兴起，成
就了浏河的一方繁华。郑和下西洋起

锚地、海上丝绸之路起始地、中国引航
发源地、江滩湿地生态候鸟迁徙栖息
地、苏州区域最早日出地等金字招牌，
昭示了浏河古镇的不朽荣耀。

千年古港地，百年更辉煌。
《百年浏河（1921-2021）》，一本

记录浏河百年风华、时代变迁的“乡
愁”画册，通过大量珍贵的照片，生动
再现了这个潮港古镇的历史渊源、资
源禀赋、生态保护、社会民生、民俗风
情、文化传承以及人文嬗变发展的轨
迹。经过10余年的精心搜集、整理、
归纳，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照
片，在这些泛黄、斑驳照片的背后，还
原了许多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近年来，该镇面向全国发出老照
片征集令，借助社会智囊，为浏河古镇
添彩。如有著名新闻摄影家晓庄、军
旅摄影家贲道春等照片。“我们在对上
万幅征集照片筛选后，收入画册照片
有300余幅。有的是由已故当事人的
子女提供，有的是侨居海外、旅居其他

城市亲友辗转呈现，令我们真的很感
动。”画册编撰召集者、副主编陈文贤
如是说。

2021年，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建党百年的红色印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胜利实现，让百年浏河的璀
璨光影更加绚烂。“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也正是100年前，浏河的数十位
开明实业家自发倡议，共同发起开辟
沪太公路，创办沪太汽车公司，这是江
苏通往“魔都”上海的第一条跨省公
路，也是开出的一条民营公交班线。
这个让浏河与上海宝山、嘉定之间连
通的举动，使浏河百姓更加方便前
往上海。这是中国近现代交通史上的
一件大事，也是古镇浏河先贤们做出
的惊世之举。若以沪太路百年为起
始，或许浏河就是以此从封闭走向开
放，从乡村走向都市……

百年浏河，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

近百年来，作为一个沿江临海的
小镇，受海派之风的影响，在开明开放
意识的先贤志士们呵护下，浏河镇上
走出了实业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
家等社会贤达。新中国成立以来，与
其他乡镇一样，历经了经济恢复、社会
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如今
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浏
河镇设施齐全、商贸发达、社会进步、
民风淳朴。浏河是一个弥漫着海鲜味
的古镇，一个充满崇文尚教氛围的地
方。

西方摄影术自发明迄今 180余
年。虽然摄影术在清朝年间就引入中
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术还
是一个很稀奇的玩意，只有身在“魔
都”的达官显贵或有钱人士才会接触
相机。自从有了摄影，许多珍贵的记
忆历史才有可能复原。《百年浏河
（1921-2021）》收入的最早影像资料
大约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如吴仲裔
先生于1913年创办的明德女子学校，
可见其影像资料多么的难能可贵。还
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镇上人们的
生活照片，欧式建筑、时尚穿着、教会
医院……这些与海派文化的影响密不
可分。这些影像资料足以说明，浏河
是一个领开明开放之潮的临沪时尚小
镇。

《百年浏河（1921-2021）》开篇2
张通栏大幅照片，同一个地标位置的
浏河全景鸟瞰图，一个是当年日本侵
华轰炸机拍下的浏河，满目疮痍，一片
狼藉；一个是展现的今朝古镇新城，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对比之下，视觉震
撼，一种爱党、爱国、爱家乡之情油然
而生。

《百年浏河（1921-2021）》由“时
代印记”“人文荟萃”“岁月流金”“民俗
风情”4个篇章组成，从不同的侧面，

叙述了浏河古镇大地发生的沧海岁月
和天地翻覆。各个不同时期自然景
色、人才英杰、社会万象、百姓生活等
精彩呈现。在浏河的视觉空间里，向
南行进乃百年沪太路，向北延展为长
江海塘，以及向西伸入腹地即浏河。
浏河是条河，也是一个镇。三条路线
和岸线既相互交织，又激情迸发，构筑
起浏河经济社会相向而行的黄金线，
生生不息的生命线。

如百年沪太路，至今车水马龙，焕
然一新，也是通向上海的最长道路，最
美公路。沿着这条路，有抗倭阅兵台
遗迹、有日本侵华登陆浏河烧杀抢夺
的滔天罪证、有新闸桥畔打响上海解
放的第一枪等影像，还有朱氏家族与
沪太路、沪太公交公司的照片；再如长
江海塘，抵御风浪潮的生命线。经过
多年的垒堤修筑，如今防汛挡潮，固若
金汤。长江边上芦苇摇曳，万类霜天；
还有浏河，一条太湖连接长江的河道，
亦是阳澄淀茆地区排灌通道，泄洪走
廊，重要的水利枢纽。浏河塘开挖与
疏浚，浏河水闸的建立与变迁，孕育着
浏河两岸万顷良田，确保一方河湖安
澜。上世纪五十年代人工开挖浏河的
场景，如冒雨会战、工地喜报、妇女挑
泥等照片，反映出当年浏河工地的繁
忙劳动景象。

“人间正道是沧桑。”光影，承载岁
月，再现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在岁
月光影的更迭之中，浏河旧貌新颜，美
丽蝶变；浏河昂首阔步，一路走来。

尘封的历史照片固然重要，为《百
年浏河（1921-2021）》留下了实证资
料。通过一张张久远的照片，打开了
记忆的一扇扇闸门，回望一段段消逝
的往事，填补一个个散落的轶事。正
是这些弥足珍贵的照片，才使得那段
模糊的历史重新清晰起来，焕彩起
来。这与开设于老街的浏河老照片陈
列馆密不可分，对此功不可没，其贡献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人文照片和史料。

然而，仅有历史的老照片还远远
不够。这些年来，浏河镇重视优秀文
化传承与发展，以摄影艺术、摄影文化
为载体，与上海嘉定、宝山等地携手，
坚持不懈举办主题摄影大赛，面向太
嘉宝，聚焦新浏河。这项让太嘉宝三
地与上海市区之间联动的影赛活动，
一届届地举办，一干就是10余年，从
未间断，为此积累了许多不同时期的
大量高像素、高清晰、高品质照片。这
些照片聚焦了当今浏河发展变迁的精
彩瞬间，百姓生活的流光溢彩。

鉴历史、知未来。逐光追影，光影
聚焦，这就是摄影的力量。这本《百年
浏河（1921-2021）》画册留下了浏河
的历史人文遗迹、发展变化轨迹，更呈
现出进入全面小康新时代、新征程和
新浏河的鲜明印记。

《发现孩子的天赋：给家长的提示和建议》问世
之际，恰逢国家“双减”落地、《家庭教育促进法》出
台，曾经一度处于紧张焦虑的家长，究竟如何从焦虑
和茫然中走出来？如何在“双减”的大背景下，更积
极有效地发挥家长和家庭的作用，量身打造对孩子
的教育，努力使孩子更好地适合自身天赋潜质去成
长和发展？

对这些问题，《发现孩子的天赋》系统而全面地
给出了简明、清晰而管用的答案。作者着眼于怎样
才能从孩子天赋出发，给孩子教育培养找寻更有效
的途径。为了寻找这个答案，作者先后访谈了160
位老师和家长，有45名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校长、
园长，有教育学大咖、脑科学专家、心理学家、儿童保
健专家，有任教几十年和长期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
的教师，还有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家长。受访者既提
供了大量的鲜活事例，也贡献了不少家庭教育智慧
锦囊。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双减”的今天，对家
长们针对性做好孩子的教育，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和参考价值。

这是一部高度体现原创性和独创性的著作，具
有很高的创新意义和价值。作者不仅广泛吸收了国
内外关于天赋与智能研究的最新成果，更独辟蹊径，
对26种常见的天赋类型、与天赋相关的心智能力、
非智力因素及其影响等都进行了系统性探讨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书首次提出并分析了天赋开发
的四个步骤和需要把握的主要环节：天赋的辨识发
现、天赋的发掘、促进天赋发展、助推天赋实现。提
出并初步创立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天赋教育理论
与实践体系。作者紧密结合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
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在天赋
的辨识发现环节，不仅介绍了辨识发现孩子天赋的
一般方法、在家长陪伴和释放孩子天性中的观察发
现，更分析了启发激励孩子的天赋发现，应该从哪些
方面入手？学会抓住七个环节、悟性开发以及那些
曾经失败的方法和教训。对于一些初为人父人母的
年轻家长来说，确实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可以说拿来

就能用得上。
对天赋开发的第二步骤，作者着重梳理了对天

赋开发有着关键性影响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非智
力因素的正向发挥，二是家长的功课。书中把非智
力因素分为性格因素、观念理念因素、心理品质因素
和意志力因素四个板块进行了逐项深入解析，构建
了一个关于非智力因素的全新理论框架。对家长的
功课，不仅介绍了12种普遍应用型天赋的观察、培

养和发展的具体要点，更对重视孩子行为习惯的养
成、培养有利于孩子天赋发挥的思维方式、从小重视
对孩子的健康情商塑造和培养塑造健康的人格特质
等进行了全面阐述。

天赋开发的第三步骤是促进孩子天赋发展。书
中选择了两个层面：家庭选择和家长的自我管理。
在家庭选择方面，既有家庭常纠结的选择题，又有打
通孩子天赋发展的堵点痛点问题；既关注了规避排
除孩子天赋发展的干扰和阻碍，又关注到男孩女孩
天赋培养的不同线路；既对家庭支持和家庭保障提
出了建议，又对老人带孩子变成助推孩子天赋发展
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家庭选择实际是多维多侧面
的。对家长的自我管理，也分析很细很到位：家长应
该给孩子做出什么样子？家长不当管教行为检视，
需要家长做好的日常自我管控以及妥善处理好孩子
天赋实现过程中的琐碎问题。

第四步骤是助推孩子天赋实现。这一部分的重
点是督促孩子自我管理。作者概述了孩子自律和自
我管理的基本要点，解析了孩子自我管理中需要家
长用心解决的30个小问题以及孩子自我管理中与
他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每个家长都经
常遇到，只是由于大多数人平时没有在意，导致多数
孩子的童年、少年时期都在“无自我管理”的状态下
度过。

书中对家庭与学校协同配合、打通孩子天赋实
现路径的描述尤为精彩和富有指导意义。在分析了
幼教机构、学校促进孩子天赋发现发展的路径与要
点、对孩子天赋发展的培养优势后，对家庭与学校
应该怎么协同配合、家长对深化教育改革有哪些
新期待等都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正如有人对
这本书所做的评价那样：像CT一样清晰，对天赋
发现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扫描；像核磁一样共
振，聚焦家庭教育冰点热点找准了感应磁场。虽
然这本书并不是万能钥匙，不会自带阳光，但它点
破了那层窗户纸，让阳光透进来，使人眼前一亮、
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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